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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若能推行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

将为水稻增产工作的开展提供新指引，增强石山地区水稻生产

力。本文简要分析了广西百色市石山地区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

的现实意义，具体围绕水稻全程机械化直播、植保、收割以及烘

干生产技术，达到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的目标，并通过加大

机械化生产宣传力度、建设机械化生产示范基地、加强全程机械

化生产管理、完善水稻生产保险机制等举措的落实，可加快石山

地区水稻生产机械化改革进度。

一、石山地区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的现实意义

1、践行省本增效生产目标

全程机械化生产是指在水稻生产过程中，从选种催芽、耕种

以及施肥灌溉、农田管理乃至收割、烘干等多个生产环节，都充

分利用农机设备，进而真正意义上达到农业领域机械化、自动化

生产效果。而石山地区全面实施全程机械化水稻生产计划，最显

著的意义体现在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上。

根据相关调查：于 2018年 8月份针对安阳村应用新型生产

模式，发现在人工播种模式下，每亩水田可完成 671.365kg的播

种任务，而机械化生产模式下每亩水田播种量可增加 35.335kg，

播种效率提高了 9.5%，并且历经 125d的水稻播种作业，最终收

获的水稻产品品质较优，由此证实此种生产模式确实能够有效

缩减人工成本，每亩水田节约 150元，并缩减 1.5个工时，整体

生产效率得到了相应提高。

2、提高生产资源利用率

石山地区在应用新型生产模式后，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资

源利用率，确保栽种在水田中的水稻种子最大程度上成功发芽

结粒。根据相关研究，单从机械直播技术的应用成效分析，机械

化生产模式下的水稻往往更快进入生育期，基本上与同时期耕

种的水稻品种提前 10d完成移栽，继而保证水稻种子资源得到

充分利用。同时，采用直播技术后水田能够增加 3万-5万穗/亩。

据此，针对石山地区推进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具有深刻的

现实意义。

二、石山地区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的关键技术

1、机械化直播技术

机械直播是石山地区机械化生产的重要技术，该技术的应

用步骤主要包括：（1）田块选择。机械直播技术中应选择排灌方

便以及田平面整、土壤肥力高的土地，而中沙田以及低湖田等不

适宜作为直播田。根据石山地区的经验，可采用绿肥-早稻，冬闲

田-早稻，油菜-中稻、小麦（大）-中稻等种植模式。（2）在品种选

择上，可选择产量高且抗倒性能良好的水稻产品。（3）整田。在播

种前 15天翻耕泡田沤肥，播前 2-3天耕、耙、整平农田。（4）施基

肥。根据石山地区水稻种植区的土壤养分现状，在施肥中氮∶磷∶

钾的占比为 1∶0.5∶0.7。在中稻施加复合肥 25kg，尿素 10kg。（5）

适时播种。当地水稻播种期应确保抽穗氧化期避开 7月下旬至

8月上旬的高温天气，因此可选择在 5月 10日左右播种。在播

种量的选择上，应综合考虑种子特性、石山地区气候特征等因素

影响，当地每亩的水稻种子用量为 2.0kg。（6）直播之前应密切观

察当地气候变化，应确保在播种未来 3-5天地区气候晴朗。在直

播过程中注意规避大风天气，这是因为风速过快可能会导致谷

粒散落不均匀；若在直播的第二天突降暴雨，应及时放干水分避

免谷芽淹死。（7）苗期管理方案。在苗期管理中应重点关注以下

内容：①完善田间水分管理，要求在播种至现青期间应确保土壤

湿润；完善三叶前湿润管理，期间注意保持土壤干燥通气，达到

加快促进根须生长的目的。②在直播后的 2-4天时间后采用直

播的方法播撒除草剂，包括直播青 60g/亩。

2、机械化植保技术

在机械化植保过程中，应根据农作物的种类、块地大小以等

选择理想的植保设备，目前较为常见的植保设备包括背负式手

动喷雾器、背负式机动喷雾喷粉机、机载（机引）式喷杆喷雾机等

机具。在综合比较上述三种技术后，无人机航飞喷洒农药（机载

式喷杆喷雾机）成为石城水稻植保的重要组成部分。

植保实施过程中应重点关注以下内容：（1）机械化植保中应

严格按照农艺技术要求以及农药使用说明，并注意确保调节喷

头、喷量一致性，严格控制设备的喷药量；（2）喷药过程中应确保

机械化设备行走速度均匀，这是实现农药均匀喷洒的重要保障。

同时根据农作物植保要求进行质量控制，例如根据风向规划机

械设备的行走方向，走向应与风向垂直或成不小于 45°的夹角；

（3）植保作业时，对于小田块，在施药液量不超过一药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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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直接一次性配完药液；若田块面积较大，施药液量超过一

药箱时，则可以以药箱为单位来配制药液；（4）在机械植保作业

结束后应正确处理残留药物，彻底清理农用机械，避免污染农田

与水源。植保过程中清洗机具的污水，应在田间选择安全地点妥

善处理，不得带回生活区，不准随地泼洒，防止污染环境；（5）在

机械化植保作业中应观察气象条件，如避免在高温或者降雨时

喷洒农药。从效果来看，机械化植保技术的效率高，每小时可喷

洒农药 25亩以上。

3、机械化收割技术

水稻机械收割深受当地农户青睐，在机械设备的支持下实

现了割、捆、扛、打四个环节的整合，基本上每小时可以完成 2.5-

3.0亩水稻收割，显著提升了工作效率并降低成本，根据相关统

计，采用机械化收割技术每亩的工费约下降 250元。

目前在水稻机械化生产过程中，机械化收割技术主要包括

收割、脱粒、清选三个环节，根据其不同用途可以将机械设备分

为三种类型，具体包括：（1）收割机。分为割捆机、割晒机、堆放式

收割机以及条放式收割机；（2）脱粒机。主要分为全喂入式脱粒

机以及半喂入式脱粒机；（3）联合收获机。包括全喂入式联合收

获机、半喂入式联合收获机和割前脱粒式联合收获机。根据目前

水稻机械化收割技术的发展现状来看，全喂入式和半喂入式联

合收获机较为常见，此类设备的优势，就是可以将割下的水稻穗

连同茎秆部位全部投放到脱粒装置中，具有生产效率高、适应能

力强等。在应用此类机械设备时，可以先进行试割，本次试割的

目的是检查机械设备的性能是否满意，若未发现质量问题则可

以参与机械收割。机械设备过程中，其行走方法可采用反时针向

心回转法。

在机械化收割倒伏农作物时，应将割台下降至最低位置，一

般选择从逆倒伏的方向开始依次收割。在收割过程中质量控制

内容包括割茬高度、收获损失、脱粒质量、清选损失、清洁度、破

碎率等内容。机械化收割中，应尽量在籽粒成熟后的 3-5天再收

割，不仅可以使籽粒更饱满，也有助于脱粒。根据农作物生长情

况控制设备的行进速度，一般为 2-3km/h，机械化收割设备在过

沟或者转弯时应减速。

4、机械化烘干技术

机械化烘干技术是在机械设备基础上，通过相应工艺方法

人为控制温度与湿度，不仅可以确保稻谷的品质，也有助于降低

含水量，确保稻谷的相关品质符合国家标准。石山地区烘干机烘

干道路的最大处理能力为每小时 500kg，可以将谷物的水分控

制到 13%以下，确保谷物质量满足仓储条件，解决石山地区晒谷

难等问题。同时在稻谷烘干过程中，作业过程应满足《稻谷干燥

机械作业质量》管理的相关规定，例如：（1）入机稻谷含杂率≤

2.0%，其中长茎秆（小于 50cm）含量≤0.2%，且不得有大的异物；

（2）干燥后的稻谷含水率的不均匀度：分批干燥≤2.0%，连续干

燥≤1.0%。

三、石山地区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的优化对策

1、全程机械化生产现存问题

经过农机部门多年推广，目前水稻机械化技术得到了良好

的推广效果，全面提高了机械化生产水平，解决了水稻生产面临

的瓶颈问题，初步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生产。但受到经济发展、农

民科学素质等条件的限制，造成全程机械化生产仍然存在一定

困难。首先虽然推广机械化育插秧技术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在全

县范围内机械化技术应用范围仍然不高，还需要进行进一步推

广宣传工作，提高育插秧技术的应用范围。尤其是很多农民对于

机械设备生产效益和成本的不了解，认为机械化生产成本过高

影响自身种植利润，担忧机械化生产造成减产等问题，都影响到

机械化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其次由于直播机和插秧机设备

的价格较高，购置农机补贴相对较少，对于农民而言购置设备仍

然是较大一笔生产成本。且设备用途单一，占地面积较大，每年

使用时间较短，作业面积少，对于农民而言购置农机效率较低。

再者水稻生产耕整地、田间管理以及收获都实现了机械化生产，

但其中使用的机械设备相对较多，技术落后，安全性差，甚至容

易出现人员伤亡事故。如使用杀虫剂或农药多应用电动或背负

式设备，需要由人工进行操作，不仅难以达到良好的作业效果，

更对操作者安全产生一定威胁。最后在收获水稻环节中，很多农

民缺少烘干设备或担忧烘干成本，选择人工晾晒的方式，影响稻

谷干燥效率和质量。由于农民缺乏科学知识，烘干设备少，忽略

了对烘干稻谷的管理，将稻谷烘干后随意堆放，造成稻谷返潮。

2、机械化生产优化对策

（1）加大机械化生产宣传力度

石山地区要想通过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取得丰厚的

水稻生产成果，还应当加大对此模式的宣传力度。因农民未能深

刻领会全程机械化生产设备以及使用流程的优势，会造成在农

机设备推广期间遇到阻力。所以，务必实现广泛宣传。

最常见的两种方法包括电视台宣传与现场演示会。比如百

色电视台专门就农机化推广事项进行重点报告，通过“德保农业

机械化助力乡村振兴”“德宝大力推广谷物烘干技术”“无人机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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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唱主角”“水稻直播省劳力”等新闻内容，引起农民对机械化生

产技术的关注。此外，2018年德保县石山地区还专门开展了“烘

干技术培训现场演示会”，以全程机械化烘干技术为主题，为相

关人员讲述烘干机操作步骤以及维护技巧，而且还侧重于烘干

技术的安全性分析与品质保障。运用此种技术烘干而成的水稻，

其含水量可降低 8%，符合国标水稻含水量标准，与人为控制温

湿度的方法比较，有更显著的可控优势。此次参与活动的 600

人，均对此项技术表示认可。因此，可借助上述两项宣传手段增

强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的影响力。

（2）建设机械化生产示范基地

为了赢得农民对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的认可度，使之了解

技术优势，理应充分建设示范基地，以最直观的生产成果展现机

械化生产技术特性。如石山地区为了体现矢崎催芽机以及矢崎

直播机的实践应用价值，早在 2016年就开设机械化播种示范基

地，其中先后三次进行播种实验，选用川优 6203水稻种子，在

100亩水田内应用机械化生产技术开展水稻生产活动。而后到

达收获期时，发现示范基地的水稻产量远比普通耕种技术下水

田产量高，且亩产量为 515.5kg，由此表明机械化生产技术在水

稻生产中的确有着较为明显的应用效果。而后经过引领农民参

观示范基地，将使之产生主动使用机械化生产设备的想法。同

时，与传统插秧机对比后，发现示范基地内使用的插秧自动化设

备可提高插秧时效性。

（3）加强全程机械化生产管理

①初期生产管理

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作为水稻生产项目中较为新颖的技术

手段，理应从生产管理层面，充分展现新技术的应用价值。比如

在初期管理阶段，针对水稻催芽事项，因催芽种子存在根长、芽

长问题，易引起种子折断，且盐水催芽时对温度以及氧气量要求

严苛，造成催芽成功度不高。因此，可以使用催芽机替代人工催

芽方式，管理者应直接借助该农机设备，实现对催芽步骤的自动

化管理，从而提升水稻发芽整齐度。

②后期生产管理

随着水稻耕种后，经过施肥灌溉，还要关注后期管理质量。

尤其在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时，应控制好施肥范围，并且确定好

施肥时机与施肥天气，联合合理管理方法强化新技术应用效果。

（4）完善水稻生产保险机制

向农户大力宣传全程机械化生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

到农户对机械化生产设备存在不信任、不认同等状况，影响机械

化生产设备的推进效率，减慢当地全程机械化生产的进度。因

此，为了消除农户的后顾之忧，提高农户对全程机械化生产方式

的认同度，理应完善水稻生产保险机制，自此改善推广现状。水

稻生产保险能增加农户在尝试应用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中的安

心感，如农户在参加水稻生产保险时，利用机械化设备进行水稻

种植，可提高水稻生产收益，且经济风险由保险机构承担，尽管

遇到恶劣气候，保险机制的实施也能为农户提供理赔资金，将其

作为生活物质保障与后期购买水稻秧苗、化肥等材料的资本，尤

其对水稻种植规模小的农户来说，生产保险可适当提高农户对

机械化生产设备的接受度与信任度，致使新技术与新设备获得

更多尝试。

在设立保险机制期间，相关负责人还要经过村委会向农户

详细解释保险条例，明确理赔要求，为农户购买该保险提供便

利，充分争取优惠，完善理赔体系，让农户清晰申报赔偿需要准

备的材料，确保理赔资金及时到账，激发农户购买积极性。村委

会在宣传该保险机制过程中，切不可夸大其词，要求实事求是，

向农户明确说明各项外界不利因素界定标准，避免后期由于认

知错误带来一系列纠纷后果。

综上所述，石山地区在以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开展水稻种

植活动之际，将提升水稻生产质量与生产效率，甚至能够增加水

稻产量。为进一步发挥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价值，应充分借助全

程机械化直播技术、机械化植保技术、机械化收割技术、机械化

烘干技术，充分提升水稻生产力，并从生产宣传、建设示范基地、

生产管理以及保险机制等方面着手，为全程机械化水稻生产工

作创造有利条件。

（作者单位：533705 广西百色市都安乡人民政府）

5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