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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农艺搭配好农机

精耕细作实现好收成

农机装备是现代农业的物质基石，也是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

国产

300

马力级无级变速拖拉机实现量产和产业化应用， 多款丘陵山地拖拉机完

成样机试制……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着眼产业急需、农民急用，大力实

施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推进各类适用机具研发推广，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

补短板强弱项，农机装备加快向“大中小型兼备、绿色高效智能一体”迈进。

再生稻机收减损增收

让好品种发挥更大效益

“轰隆隆，轰隆隆……”田间，

收割机开足马力， 再生稻喜获丰

收，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淳口镇

种田大户吉客建喜笑颜开。 金黄

的稻谷归仓，田间留下一排排

30

厘米高的稻茬，不久后，稻茬还将

发苗、长穗。“有了履带式再生稻

收获机，第二茬水稻分蘖好、长势

旺，可以多收一季谷。”吉客建说。

“湖广熟，天下足”，湖南是我

国再生稻主产区之一。再生稻又称

为“二茬稻”，即头季水稻收割后，

利用稻茬上存活的休眠芽，在适宜

条件下重新生长，再收一季。 据专

家估算，全国约有

5000

万亩的耕

地适合推广再生稻， 其中四川、湖

北、湖南等是再生稻主要产区。

近年来， 我国南方稻区再生

稻推广面积快速增加。 然而，收割

环节成为制约新品种推广的卡

点。“再生稻收割时，需保留稻株

下端

1/3

植株和根系， 并及时施

肥培育，让其短时间内再生长，收

割前后的管理直接决定了产量。 ”

长沙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

王少希介绍。

“我们突破了低损高效轻质

宽幅收获割台、低碾压高通过轻

简化底盘、机收损失监测等关键

技术。 ”湖南省农业装备研究所

所长李明介绍，新研制的履带式

再生稻收获机，机身重量减轻，

能够减小稻桩碾压程度 ，直行碾

压率能降低至

24%

， 较常规作

业可实现再生季稻谷增产

30%

左右 。

不久前， 在淳口镇再生稻高

产栽培与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

履带式再生稻收获机正在田间

作业。“吃进去稻穗， 吐出来秸

秆。 ”李明介绍，作为一大亮点，

新研制的履带式再生稻收获机

还配齐了搭载式打捆机，在收割

再生稻的同时，将稻草打捆后循

环利用，通过综合利用带动每亩

增收

300

元左右。

吉客建说，“别小看了秸秆 ，

处理不当会影响再生稻所需的光

照等。 ”如今，好农机让秸秆有了

好归宿，“过好收割关， 秸秆变为

宝 ， 再生稻两季的亩产可达到

1000

公斤。 ”

再生稻具有一种两收、 省工

省种、稻米品质好等优点。 李明介

绍，接下来将在提升机具通过性、

农机农艺配套等方面进一步探索

优化， 实现栽培措施与履带式再

生稻收获机特定要求相匹配 ，提

升两季综合产量。

免耕精量播种

发挥保护性耕作优势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德强种

植业家庭农场的大田里，灌浆期的

玉米叶片浓绿。“现在是作物最需

肥的时候，一旦发现叶尖发黄就要

补肥。咱的玉米一瞅就知道不缺养

分。 ”农场负责人潘丙国说。

植株长势好，背后有啥秘诀？

“好农艺搭配好农机，实现了

精耕细作。 ”潘丙国的农场已经开

展了

8

年的保护性耕作。 他介绍，

保护性耕作是指免耕少耕、 秸秆

覆盖还田等。 常规的双行免耕播

种机， 肥料通常集中施在两列种

行外侧，

40

厘米的窄行苗带间成

了肥料“空白区”。今年初，农场引

入了一款高性能免耕精量播种

机，解决了这一问题。

走近细看， 播种机中间多了

一排施肥装置。“别看这个装置不

起眼，效果立竿见影。 ”潘丙国说，

增加的施肥行在窄行中间， 距离

苗带

20

厘米。 这样一来，种行两

边同步施肥， 作物两侧根系都比

较发达， 对于植株中后期生长和

提升抗倒伏能力很有好处。

除了“两行三肥”技术，这台

农机也对其他环节进行了优化。

“玉米秸秆量大， 以往播种作业

时， 机器没过一会儿就堵塞趴窝

了。 有时种子落在干土的缝隙里，

还会影响出苗。 ”今年用下来，潘

丙国对新农机挺满意： 星型拨草

轮、 圆盘开沟， 清杂排堵效果不

错；种子落到沟底湿土、覆土后，

压种轮紧接着将土壤碾压紧实 ，

“出的苗望过去齐溜溜的。 ”

“农机农艺深度融合，促进免

耕播种机的持续优化， 推动了保

护性耕作技术的加快推广。 ”北京

德邦大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汉武介绍， 公司与国家黑土

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联盟和中

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合

作， 不断完善免耕播种机在变量

播种、压种、侧深施肥等方面的性

能，目前已累计生产

1.5

万多台。

去年以来， 新机型在吉林中部平

原黑土区进行示范推广， 玉米单

产普遍提高了

5%

以上。

先进实用的农机装备是实现

农业生产现代化“最后一公里”的

重要保障。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保

护性耕作研究院教授李洪文介

绍，经过

30

多年研究，我国北方

主要类型区已基本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与配套

机具系统。 他建议，下一步应围绕

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多方协作，

聚焦高性能保护性耕作装备，特

别是东北黑土地大型高速精量免

少耕播种机的可靠性、 适应性及

智能化开展研究。 此外还应考虑

在黄淮海两熟区以及西北干旱区

加大保护性耕作推广力度及配套

装备的性能提升。

当前， 保护性耕作已成为保

护黑土地效果较好的一项耕作技

术。 据农业农村部统计，今年，东

北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已达

1.12

亿亩，项目实施县

290

个 ，有

34

个县实施面积超过

100

万亩。 长

期监测点监测结果显示， 东北四

省区保护性耕作地块技术应用总

体到位，农业经济、生态综合效益

正加快显现。

轻简型、易操作

专用机械收菜效率提高

处暑前后，走进江苏（常熟）

现代农业（蔬菜）科技综合示范基

地，菜田正在休耕期，等待

9

月中

旬移栽菜苗。 这里是本地最大的

一家蔬菜保供基地， 每年种植

2000

多亩蔬菜，其中甘蓝是主要

品种之一。

甘蓝又称包菜、大头菜，是我

国大宗蔬菜之一， 我国产量约占

世界总产量的

50%

。 长期以来，由

于缺乏适宜本土品种和种植模式

的专用收获装备， 我国甘蓝以人

工收获为主，生产成本较高。

为攻 克 甘 蓝 机 械 化 采 收 难

题，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

研究所研发团队多年持续科研攻

坚。 今年上半年，国产甘蓝联合收

获机实现零的突破，乘驾式、手扶

式等多种机型正式投入生产，可

适应露地大田、 丘陵山区缓坡地

等多种作业环境， 目前已在内蒙

古、江苏、山东等

11

个省份

20

多

个县区开展试验示范推广。

“真管用！今年收甘蓝省力多

了，收获的菜球完整度也很高。 ”

基地主任缪进说，依托省级农业

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示范县创

建项目 ，基地引进一台手扶式甘

蓝联合收获机，实现单行连续低

损收获。 他算了笔账 ：采收设备

每小时作业面积为

1

至

2

亩，比

人工作业效率提高

10

倍以上，

折算下来每亩节本增效

350

元

以上。

专业采收设备有哪些优点 ？

“我们在低损上做了很多设计。 ”

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健飞介绍，比如，设计圆锥式光

滑辊筒，旋转

1

圈拔取一颗菜球；

菜球上来后， 通过带有弹簧的喂

入装置， 可以适应不同大小的菜

球； 采用高密度耐磨海绵紧紧裹

住菜球，达到柔性输送的目的，也

防止切根发生滑移。 此外，还有双

动刀精准切根、 高效剥叶等一体

化组配技术，完成了甘蓝从拔取、

喂入、输送、切根、剥叶到集箱的

联合收获作业。

甘蓝亩产量可达

8000

斤以

上，采收后的大规模转运是绕不

开的难题 。 张健飞说，团队研发

了智能田间转运机，同步开发智

能化控制系统 ，可自动跟随甘蓝

收获机作业，实现“边采收、边运

输 ” 的智能化收运联动作业，大

幅降低了甘蓝“从地里到车里 ”

的劳动强度。

目前， 我国蔬菜生产机械化

水平低于粮油作物 。“作为我国

大宗蔬菜品种之一，甘蓝收获率

先实现机械化具有重要示范带

动作用。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

化管理司装备推广处处长林立

介绍， 我国是蔬菜生产大国，由

于蔬菜品种多样 、 栽培方式各

异 、 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程度不

高， 提高机械化程度面临挑战 。

下一步 ， 各地农机鉴定推广机

构、科研院校、生产企业、行业协

会将进一步加强合作 ，加快精量

播种、全自动移栽 、机械化收获

等关键环节的装备研发生产、示

范应用，推进蔬菜生产耕种精细

化、水肥药一体化和机械作业全

程化，为“菜篮子”稳产保供提供

技术装备支撑。

（据《人民日报》）

数字农业下的

高原“新牧歌”

处暑过后，热气未消。 在刘天涛的蛋鸡养殖基

地，尽管室外天气炎热，育雏室内始终保持在

27

摄

氏度左右，雏鸡在里面进行稳定喂养。

今年

48

岁的刘天涛， 是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兴仁市人， 他曾经是一名汽车修理工，

2012

年开始从事养殖业。 干一行专一行，刘天涛不

断研究新型养殖技术，从小型养殖户逐渐发展成蛋

鸡养殖基地的致富带头人。

“刚养鸡的时候，为应对气温过高，我们采用地

上洒水、把门窗打开的方式为鸡舍通风降温，不过

存活率很难保证。 ”刘天涛说，现在智能育雏室已

解决室外天气对养鸡的影响。

“整个育雏室采用自动化控制技术进行养殖，

温度、 湿度等数据可在线监测， 我们也能对通风、

光照、排气等设备实现智能操作，同时可以进行自

动喂料，为企业减少了三分之二的人力，并将雏鸡

的存活率提升至

99.95%

。 ”他介绍。

“有了新技术支撑 ， 在大山里养鸡也有大作

为。 ”刘天涛说，从

2017

年开始，他在兴仁市发展

的蛋鸡养殖基地， 正依托新设备逐步实现自动化、

数字化的智能管理。 除了建成多个智能育雏室、蛋

鸡舍，基地还设有一体化饲料加工管网及粪污自动

处理车间，所有设施可通过电脑、手机等实现智能

操作。 以新养殖技术为抓手，如今，刘天涛的蛋鸡

养殖基地日产鸡蛋

14

万枚， 年产值达

4000

万元

左右， 基地的产品每天从大山深处不断运往北京、

广东、浙江等地。

近年来，贵州不断深入实施“大数据

+

农业”融

合发展行动，一批批数字化、智能化的场景应用助

推了云贵高原上传统农业的升级迭代，不断助力农

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

在以“中国数谷”著称的贵阳市、贵安新区，“大

数据赋能”为当地乡村振兴带来更多新机遇。 位于

贵安新区高峰镇的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渔业基地，是

贵阳市农投集团旗下贵州现代渔业集团有限公司

投建的养殖项目，该项目配套可控水环境智控渔业

养殖系统， 可实现水质控制、 电力控制等精准化、

集约化管理。

“相比以前的传统渔业养殖， 我们可以通过一

套智能系统、一部手机在线智慧管理，极大提高了

管理效率。 ” 该公司生产部负责人詹尚涛介绍，鱼

塘所有项目建成后， 将年产加州鲈鱼

500

余吨，能

为公司带来上千万元的收益。 目前，贵阳市农投集

团已建成

25

个渔业基地，都运用了“智慧渔业”系

统，每年为公司降低生产成本近

300

万元。

以“数”为媒，为农业发展智慧“加码”。 《贵州

省“十四五”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规划》提

出， 到

2025

年， 贵州将积极发展数字农业和智慧

农业，建成

18

个数字农业示范点和

36

个智慧农业

示范点，持续以数智化手段助力现代农业发展。

（刘阳）

日前， 内蒙古大学肉羊育种和创新团队正式发

布“数字绵羊”体系，该科研成果相当于一部绵羊基

因数字词典，可以让科技工作者根据需求，有针对

性地查找羊的基因资源或遗传信息。

“为什么我们叫‘数字绵羊’ 或者是‘

DNA

词

典’呢？ 大家在以后的工作中直接来这个‘词典’里

面查取，或者找相关信息就可以了。 ”国家羊遗传评

估中心主任、内蒙古肉羊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刘永斌说。

在内蒙古大学国家羊遗传评估中心， 肉羊育种

和创新团队率先利用基因技术绘就了高产肉性能

的夏洛莱绵羊、适应寒旱高原环境的蒙古羊、适应

低氧气候的藏羊和产羔多的湖羊等多个代表不同

功能品种绵羊的泛基因组图谱。

“数字绵羊”体系的建立，对于攻克种业、繁殖

与养殖等“卡脖子”难题，增强种质原始创新能力、

实现育种技术跨越、保障育种科技长远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目前，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农牧和科

技局联合内蒙古大学开展“表型选育

+

全基因组选

择

+

数字化育种”的体系模式建设，解决传统选育

方式单一、优良基因未得到充分发挥等问题，加快

“经验育种”向“精准育种”转变。

“围绕锡林郭勒盟的三大品种———乌珠穆沁羊、

苏尼特羊和察哈尔羊，我们基因组的选种选配技术

让育种能力和育种水平得到了提升，也让育种向更

精准化的方向发展。 ”刘永斌说。 （高平 王潇）

绵羊基因有了“数字词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