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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型作物，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近些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逐渐加大，小麦

的栽培面积呈现出逐渐扩大的态势，已经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健

康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为进一步提高小麦的生产效

率，就需要在生产环节积极推广机械化技术，借助现代化的机械

设备，将农民群众从繁重的农业劳作中解脱出来，以此来增加农

民群众的经济收入。本文主要结合实际工作经验探讨了小麦机

械化播种技术要点，希望通过研究对进一步提高小麦的产量和

品质有一定帮助。

一、播种前的准备工作

1、机械化秸秆还田技术

秸秆是一种常见的农作物残留物，机械化还田是一种有效

利用秸秆的方式，可以提高土壤质量、减少环境污染。在前茬作

物如玉米收割后，及时制定机械化还田计划，确定还田时间和具

体操作步骤。使用秸秆粉碎机对玉米秸秆进行机械粉碎处理，将

秸秆切碎成适合还田的小颗粒。在还田地块上进行基本的耕作

准备，包括犁地、平整土壤、去除杂草等。使用还田机具（如旋耕

机、深松机等）对粉碎后的秸秆进行还田。还田机具能够将秸秆

埋入土壤中，促进秸秆分解和有机物的循环利用。在还田后要注

意进行土壤覆盖，以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可以使用农用纱

布、覆土等方法进行覆盖保护。可根据需要，在还田后进行垄作

管理，促进秸秆快速分解并促进土壤有机质的积累。定期监测还

田区域的土壤水分、温度、有机质含量等指标，根据实际情况适

时调整还田技术和管理方法。进行机械化还田作业时，要注意操

作人员的健康安全，佩戴好防护装备，避免秸秆粉尘对呼吸道造

成伤害。秸秆机械化还田的量取决于秸秆的产量和田地的土壤

类型。一般来说，还田量应根据土壤肥力和作物需求来确定，一

般范围在 300-500kg/亩。如果秸秆较多，可以适当增加还田量，

但要注意避免一次性过量堆积。秸秆粉碎度会影响秸秆的分解

速度和还田效果。一般来说，秸秆应被粉碎成小颗粒，长度在 5-

10cm 之间。这样可以加速秸秆的分解和有机质的释放，促进土

壤改良和养分循环。还田深度的选择需要考虑到秸秆的分解能

力、土壤类型和作物根系分布等因素。一般来说，还田深度应在

10-20cm 之间。如果土壤较轻、潮湿或秸秆较多，可以适当增加

还田深度。但要注意不宜过深，以避免对作物根系生长和土壤结

构产生负面影响。

2、土地整理技术

一般在秋季进行小麦种植前对土地进行翻耕整地。具体时

间因地区气候条件而异，一般在 9 月中下旬之间。如果当地气温

较低，可以适当推迟翻耕时间，等到气温升高后再进行翻耕。一

般来说，小麦种植地的翻耕深度应该在 20-25cm 之间。如果土

壤比较肥沃或者已经进行了施肥处理，可以适当减浅翻耕深度；

如果土壤比较贫瘠或者需要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可以适当加

深翻耕深度。将机器停放在待翻耕的土地旁边，检查机器是否正

常运转，清理机器周围的杂草和垃圾。启动机器，按照设定的翻

耕深度和速度进行翻耕。在翻耕过程中，要不断调整机器的角度

和速度，以确保翻耕均匀。在完成初步的翻耕后，可以使用深松

机或深松器进一步深松土壤，以改善土壤通气性和保水能力。完

成深松后，使用平地机或推土机将土地平整，以便后续播种和施

肥等工作。结合整地，每亩施入完全腐熟的有机肥 1500-

2000kg，或者使用商品有机肥 300-500kg，搭配使用氮磷钾复合

肥 20-30kg，磷酸二铵和硫酸钾各 10kg。

二、机械化播种技术

1、播种时间的选择

小麦是寒生作物，对温度的适应性较强。在济宁市，一般建

议小麦的播种时间在 10 月中旬至 11 月初之间。济宁市的土壤

多为深厚肥沃的黄土和壤土，适宜小麦的生长。根据土壤湿度和

结构等因素，可以选择适宜的播种时间。确保土壤含水量适宜，

不过干也不过湿。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选择适应性较好的小麦

品种。早熟品种可适当提前播种，晚熟品种可稍微延迟播种。

2、机械准备

小麦精量播种机是一种高精度的农业机械设备，使用前需

要进行设备检查和调试，以确保其正常运行和提高播种效率。检

查机器是否完好无损，包括传动系统、行走系统、排种系统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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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检查种子箱、排种器、导种管等关键部件是否完好，是否有

损坏或松动的情况。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对小麦精量播种机

进行调整和校准。这包括调整行距、播种深度、每亩播种量等参

数，以及校准机器的角度和速度等。检查机器的电池电量是否充

足。如果电池电量不足，应及时更换电池或充电。在试播前，先将

机器空载运转一段时间，检查机器是否正常运转，并进行必要的

润滑和保养工作。在正式播种前，应先将机器调整到合适的位

置，并将种子放入机器中。然后按照设定的参数开始播种，观察

机器的工作状态和效果。如果发现机器存在问题或不正常情况，

应及时停机检修或联系售后服务人员处理。

3、机械化播种

首先，试播作业。小麦播种机试播作业是指在正式播种前，

通过试播的方式对小麦播种机进行调试、测试和评估，以确保其

能够正常工作并达到预期效果。将小麦播种机开到待播种的地

点，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调整和校准。将准备好的土壤样

品倒入播种机中，并按照预设的种子密度和间距进行播种。试播

过程中要不断观察和记录播种机的工作状态和效果，如种子落

点、覆盖情况、排种均匀性等。试播结束后，对播种结果进行分析

和评估，如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种子密度和覆盖面积，是否存在漏

播、重播等问题。试播结果应符合预期要求，如种子密度、覆盖面

积、排种均匀性等指标均达到或超过标准要求。试播过程中应注

意安全，避免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和损害。播种后应对播种机进

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其能够正常工作并延长使用寿命。当达到播

种质量要求之后，就可以开展正式播种作业。其次，正式播种。在

机械化播种过程中一般建议采用 20-30cm 的行距。在适宜的土

壤条件下，行距过小容易导致种子与土壤接触不足，影响发芽

率；行距过大则会导致土地利用率降低，种植密度不均匀等问

题。一般建议采用 3-5cm 的播种深度。在适宜的土壤条件下，播

种深度过浅容易导致种子与空气接触不足，影响发芽率；播种深

度过深则会导致种子无法正常萌发。每亩播种量控制在 8-10kg

左右。具体的每亩播种量需要根据品种、地区和气候条件进行调

整，以确保每亩产量达到预期目标。机械在多种过程中，检查机

器是否正常运转，清理机器周围的杂草和垃圾。按下启动按钮，

使机器开始工作。在机器开始工作前，应先将机器调整到合适的

位置，并将种子放入机器中。按照设定的行距和播种深度，将种

子均匀地撒在地面上。在播种过程中，应注意调整机器的角度和

速度，以确保种子分布均匀。当所有种子都播完后，按下停止按

钮，使机器停止工作。在停止机器之前，应先将机器调整到安全

的位置，并关闭电源。

4、播种后的检查

小麦机械化播种后的田间检查是确保播种质量和作物生长

环境的重要环节。随机选择若干个代表性样点，在每个样点内随

机选取一个特定长度或面积（如 1m 或 1m

2），对其中的小麦株数

进行计数。与预定的种植密度相比较，评估播种密度是否合理。

观察苗行间的距离和排列是否均匀，确保播种机的种子排放均

匀，避免出现过密或过疏的情况。小麦出苗之后随机抽取几株小

麦苗，测量其中的根系深度，与预设的播种深度进行比较，确保

播种深度的准确性。观察田地的土壤湿度和松软程度，确保土壤

水分适宜、通气性良好，并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灌溉和土壤改

良。在田间检查过程中，及时记录和整理数据，包括播种质量、生

长状况、病虫害情况等。将不同期次的数据作对比，评估播种效

果和相关因素对小麦生长的影响。

5、播种出苗阶段的田间管理

①查苗补苗

小麦播种后查苗时机和播种补种技术方案取决于具体的生

长环境和栽培管理条件。一般来说，小麦播种后应在出苗后 7-

10 天左右进行查苗。此时，苗期较短，苗高相对较低，方便观察

苗情。主要观察苗高、苗密度、苗势、苗龄等指标。通常情况下，苗

高应达到 5-8cm 左右，苗密度适宜，苗势旺盛，苗龄较整齐。如

果发现苗情不良，可以考虑进行播种补种。小麦苗期缺苗的补种

方案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是在苗期缺苗的地块上重新进行直

接撒播。确保播种量适宜，种子与土壤接触良好，同时浇水保持

湿润。另一种是在苗期缺苗的地块上挖坑，将新的小麦种子进行

插种。每个缺苗位置挖一个深度为 3-5cm 的小坑，将种子放入

坑内，轻轻覆盖土壤，并稍微按实。还有一种在苗期缺苗的地块

上点播补种，保证每个缺苗位置都有苗。使用种子精确播种机或

手动点播方式进行补种，注意种子的均匀分布。不论采用哪种补

种方法，都需要注意选择优质相同的种子，避免使用有病虫害或

劣质种子进行补种。补种后及时进行浇水，保持土壤湿润，有利

于种子的发芽和苗期生长。在补种后留意病虫害情况，及时采取

防治措施，保护补种苗的健康生长。配合合理的施肥管理，提供

足够的养分供应，促进补种苗的健康发育。

②科学冬灌

冬前冬灌是一种利用降水或人工灌溉的方式，在小麦进入

冬季前增加土壤湿度，提供充足的水分供应。冬前冬灌可以增加

土壤湿度，减缓土壤温度下降速度，从而提高小麦的耐寒能力。

充足的水分供应利于小麦根系发育，增加养分吸收能力，有利于

幼苗生长发育。冬前冬灌可以降低土壤的冻结深度，减少深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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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苗的伤害。冬前冬灌应在小麦进入冬季前的晴天进行，避免

降雨过程中进行灌溉，以免出现积水、泥浆等不良影响。灌溉前

应根据土壤水分状况、降雨量和作物需求进行合理调整。一般来

说，保持土壤湿润即可，不要过量灌溉，以免引起积水。有条件的

可以积极推广应用滴管灌溉方式，尽量避免使用大面积灌溉的

方式，以免耗费大量的水资源。有条件的种植地可以在冬灌后，

在苗床表面覆盖一层有机物或其他透气性良好的材料，以减少

水分蒸发和土壤冷却，保持灌溉水分的有效利用。小麦冬灌的时

机选择是关键，具体来说，一般推荐在小麦冬季休眠阶段的最后

一个浅冻期结束后进行冬灌，大约是在 11 月下旬至 12 月初这

个时间段。至于冬灌的灌溉量选择，可以根据土壤水分状况、降

雨量和作物需求进行合理调整。一般建议以保持土壤湿润的程

度为宜，不要过量灌溉，以免引起积水和滞留的现象。灌溉量要

根据地理位置、土壤质地等因素进行调整，一般每次灌溉的水量

控制在 30-50mm 左右比较适宜。此外，还可以通过观察土壤湿

度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冬灌。可以利用土壤水分测量仪器或者

手动采样分析土壤湿度，确保灌溉之后田间的持水量能够达到

65-70%，确保小麦根系获取到足够的水分。

6、设备维护

①定期清洁

清洁和维护小麦精量播种机是保证播种质量和延长机器使

用寿命的重要工作。播种完成后，应立即清理播种机，并将残留

在机器上的杂质、零件等清除干净，避免积累。清洗播种机的传

送部件，如种子箱、输送链条、输送轮等。可以用清水或者适当稀

释的清洁剂将传送部件彻底清洗，确保无残留物。在播种季节结

束后，对播种机进行季节性的维护和保养，包括检查零件的磨损

程度、调整和更换必要的部件，以确保机器在下一季节的使用中

正常运行。如果长时间不使用播种机，应将其存放在干燥、通风

良好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和潮湿环境。覆盖或使用遮阳物品保

护机器，防止灰尘和杂质进入。注意，在进行任何清洁和维护操

作之前，务必先断开电源（如适用）并关掉相应的动力源，确保安

全操作。

②科学润滑

润滑是保持小麦精量播种机正常运转和延长使用寿命的重

要工作。在润滑之前仔细阅读播种机的操作手册，了解播种机的

润滑点和建议的润滑方式。润滑点可能包括轴承、链条、传动部

件等。根据播种机制造商的推荐和当地环境条件选择适合的润

滑剂。常用的润滑剂包括润滑油和润滑脂。确保润滑剂符合机器

的使用要求和规范。结合播种机的使用频率和工作强度，制定出

定期润滑的计划。一般地，润滑操作可以在每次使用前检查并补

充润滑剂，以确保润滑工作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操作过程中应该

重点做好轴承、链条、传动部件的润滑处理。轴承润滑时应该在

润滑点上添加适量的润滑剂，确保润滑油或润滑脂充分润滑轴

承表面。使用专用的链条润滑剂或润滑油，将润滑剂涂抹在链条

上，并通过手动转动链轮来确保润滑剂均匀分布。根据播种机的

设计，适时添加润滑剂到传动部件，如齿轮、带轮等，以减少摩擦

和磨损。在进行润滑之前，务必清洁润滑点周围的区域，以确保

润滑剂不会被杂质污染。

③检查调整更换磨损零部件

首先，播种后的检查。观察播种行的均匀性，确保种子的排

布密度均匀。如果有发现不均匀的情况，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检查播种深度，确保种子的合适埋藏深度。根据土壤的湿度和压

实情况，适时调整播种深度。检查排种器的嘴口是否通畅，避免

堵塞影响排种效果。检查拨禾轮的磨损情况，如有严重磨损，需

及时更换。其次，调整播种机参数。根据作物品种、地块条件等因

素，调整播种机的参数，包括排种间距、行距等，以达到最佳种植

效果。结合播种机的使用说明书或专业人士的建议，对播种机的

参数进行调整，确保播种数量和间距的准确性。再次，更换磨损

零部件。定期检查播种机的各个零部件，特别关注磨损严重的部

件，如定位器、排种器等。根据零部件的磨损程度，及时更换磨损

严重的部件，以保证播种机的正常运行和播种效果。最后，统计

数据分析。记录播种机的使用情况，包括播种量、播种行数、播种

深度等参数。根据播种数据和实际情况，分析播种机的工作效

果，并进行调整和优化。

综上所述，在小麦栽培过程中，通过积极推广应用机械化播

种技术，能够更好的提升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从而显著提升小

麦机械化种植效益，为现代农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277600 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农业机械现代化

发展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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