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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南方稻区即将进入早稻收获、晚稻种植的“双抢”季节。

为切实做好早稻抢收、晚稻抢种等机械化生产工作，强化机械化措施

助力粮油等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夯实秋粮丰产基础，制定本技术指

导意见，供各地参考。

一、早稻抢收

“顺天时，抢农时”，早稻抢收直接关系到早稻丰产和晚稻抢种，

直接影响晚稻产量。应从选择适宜收获期、适用机具、调整良好作业

状态、提升机手操作技能等方面入手，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收获损失，

确保水稻颗粒归仓。

（一）选择适宜的收获期

当早籼稻谷粒全部变硬，90%以上籽粒谷壳及穗轴、枝梗转黄时

即可进行机械收获，避免割青。应根据当地天气情况、品种特性和栽

培条件，合理安排收获作业顺序，适时抢收。已经达到黄熟阶段的水

稻，应及时收获。如遇连阴雨或遇洪涝灾害时，应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可视情况雨前集中力量抢时收获，必要时可充分利用夜间作业，避免

后期籽粒过熟或遭遇连续降雨导致作物倒伏、穗上发芽。未及时收获

的，雨后应及时开沟排水，抢晴收获。如有露水，应等到露水消退后

再进行作业。



（二）选择适宜的机具

水稻收获作业一般选用全喂入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当水稻植

株高度为 65—110cm、穗幅差≤25cm，或者收获难脱粒品种（脱粒强

度大于 180g）时，宜选用半喂入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为提高收

获作业质量，降低损失率，宜选择先进适用、安全可靠、节能环保的

新机型，宜配置茎秆切碎和抛洒装置，便于秸秆还田和埋茬作业，不

宜选用作业质量难以达标的老旧农业机械。应根据地块大小、早稻产

量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喂入量。

（三）调整良好作业状态

1、检查与保养

作业季节开始前，应根据产品使用说明书对联合收割机进行一次

全面检查与保养，确保机具作业性能正常。经重新安装、保养或修理

后的谷物联合收割机应按照先局部后整体做好试运转，逐项检查行走、

转向、制动、灯光、割台、输送、脱粒、清选、卸粮等机构的运转、

传动、操作、间隙等情况，确认有无异常响声和三漏情况，及时解决

发现的问题。应检查各操纵装置功能是否正常；离合器、制动踏板自

由行程是否适当；发动机机油、冷却液是否适量；仪表板各指示是否

正常；传动链、张紧轮是否松动或损伤，运动是否灵活可靠；重要部

位螺栓、螺母有无松动；割台、机架等部件有无变形等。应检查和调

整各传动皮带的张紧度，防止作业时皮带打滑。应备足备齐田间作业

常用工具、零配件、易损零配件及油料等，以便出现故障时能够及时

排除。



2、调整拨禾轮速度和位置

拨禾轮线速度一般为联合收割机前进速度的 1.1—1.2倍；拨禾轮

弹齿或压板一般作用在水稻高度的 2/3处；如水稻植株密度大或者倒

伏时，应适当前移，以增强扶禾能力。调整后，应从驾驶室观察，以

拨禾轮不翻草、割台不堆积稻秆为宜。

3、调整脱粒清选等工作部件

在保证破碎率不超标的前提下，可通过适当提高脱粒滚筒的转速，

减小滚筒与凹板之间的间隙，正确调整入口与出口间隙之比（一般为

4：1）等措施，提高脱净率，减少脱粒损失。在保证含杂率不超标的

前提下，可通过适当减小风扇风量、调大筛子的开度及提高尾筛位置

等，减少清选损失。

4、试收

大面积正式作业前，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块进行试收，作业长度

一般 30m左右。应根据作物、田块等条件确定适宜作业速度，按照

作业质量标准仔细检测试收效果（检测损失率、含杂率和破碎率等），

适当调整相应工作部件（风机进风口开度、振动筛筛片角度、凹板间

隙、拨禾轮位置、喂入深浅等），直至达到质量标准和农户要求。试

收过程中，应注意观察、倾听机器工作状况，发现异常情况及时解决。

作物品种、成熟度、干湿程度、田块条件有变化时，应重新调试机具

并试收。

（四）收获作业



1、选择适宜作业路线

水稻收获作业一般根据田块形状、大小不同选择向心回转法（四

边作业法）、梭形双向作业法和分块作业法；必要时，可提前开出作

业道。作业前，需对道路、田间进行勘查，对危险路段和障碍物应设

明显的标记，据此合理规划路线，科学避让。注意检查田间泥脚深度，

一般泥脚深度不能大于 20cm；进出田边如有大于 30cm的田坎，应

垫好踏板。

2、科学规范驾驶操作

作业时，应尽量保持匀速直线行驶，避免急加速或急减速。转弯

时，应停止作业，将割台升起，采用倒车法转弯或兜圈法直角转弯，

不能边收获边转弯，以防因分禾器、行走轮或履带压倒未收获水稻，

造成漏收损失。应注意地头、边角和障碍物附近水稻收获情况，做到

应收尽收。收割机带秸秆粉碎装置作业时，应确认刀片安装是否牢固，

作业时严禁在收割机后站人。长距离转移地块或跨区作业前，应卸完

粮仓内的谷物，将割台提升到最高位置并锁定。

3、合理控制作业速度

应根据联合收割机自身喂入量、水稻产量、自然高度、干湿程度

等因素选择合理的作业速度，并确定适宜的作业挡位。作业时，一般

先低速收获，然后逐步提高至正常作业速度；严禁使用行走挡位进行

收获作业；收获作业时（包括收获作业开始前 1分钟、结束后 2分钟），

应尽量保持发动机在额定转速下运转，避免通过降低发动机转速调整

作业行驶速度。当水稻群体稠密、产量较高、早晚及雨后植株湿度大



时，应适当降低作业速度。

4、调整适宜作业幅宽

作业时，可通过调整作业速度和幅宽实时控制喂入量，使机具在

额定负荷下工作，降低夹带损失，避免发生堵塞故障；应注意幅宽衔

接，避免相邻两个作业带之间出现漏收损失。作业幅宽以割台宽度的

90%为宜，保证喂入均匀。如水稻产量过高、湿度过大或留茬高度过

低时，以最低挡速度作业仍超载时，应适当减小作业幅宽，一般作业

幅宽减少到 80%时即可满足要求。

5、收获作业监测

谷物联合收割机可装配收获作业监测终端，作业时动态监测产量、

损失率等参数，并根据相关参数和终端提示，及时调整作业速度、喂

入量、留茬高度等，尽力降低机收损失，进一步提高作业质量。

（五）特殊作业场景

1、收获潮湿水稻

作业前，应仔细确认水稻倒伏角的大小和田块泥泞程度，作业过

程中如遇到机具打滑、下沉、倾斜等情况，应降低作业速度，不急转

弯，不在同一位置转弯，避免急进、急退；应及时排除粮仓内的稻谷，

减轻收割机的整机重量。在较为泥泞的湿田中收获倒伏或潮湿水稻时，

容易造成割台、凹板筛和振动筛的堵塞，应低速、少量依次收获，并

及时清除割刀和喂入筒入口的秸秆屑及泥土。

2、收获倒伏水稻

可通过全喂入联合收割机安装“扶倒器”和“防倒伏弹齿”装置，



提高对倒伏水稻的收获适用性。作业时，应先放慢作业速度、减少割

幅宽度，将割台降至适宜高度，原则上倒伏角小于 60度时采取顺收、

逆收均可；在倒伏角大于 60度时一般不宜机收，如采用机收，应采

取逆收方式，并将拨禾轮位置后移且转速调至最低、调整弹齿角度前

倾角度、割台放置合适位置，同时降低作业速度。大面积倒伏水稻应

与未倒伏水稻单独分开收获，避免正常稻谷中混杂发芽的籽粒，降低

稻谷整体品质。

3、收获再生稻头季稻

优先选用再生稻收获机，也可在传统履带式谷物联合收获机遴选

适宜机型基础上调整改造，采用加宽割幅、减窄履带等方式降低直行

碾压率；应加装高转速茎秆切碎器（转速 3000r/min以上），可使抛

洒更均匀，避免秸秆覆盖在稻茬顶部，影响再生季稻的腋芽再生出苗；

应选配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保持直线行驶，降低直行碾压率。作

业前，应调控放水晒田时机，提高收获时稻田土壤坚实度，降低机具

碾压对水稻植株的影响，提升机具通过性；做好路径规划和驾驶操作

技能提升，减少地头转弯碾压次数和比例。作业时，应合理抛洒秸秆，

减少稻桩掩埋，最大限度提升再生稻再生季萌发分蘖能力。

（六）作业质量要求

水稻收获作业质量应符合 NY/T 995-2025《谷物联合收获机械 作

业质量》要求：采用全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进行水稻收获作业时，总

损失率≤2.8%，含杂率≤2.0%，破碎率≤1.5%；采用半喂入水稻联

合收割机进行水稻收获作业时，总损失率≤2.5%，含杂率≤1.0%，破



碎率≤0.5%；半喂入式联合收割机作业要求穗幅差不大于 250mm；

可采用简易测定法测定损失率，即在联合收割机作业完成后的田块内

随机取 10点，每点取 1dm2 测区，分别收取测区内所有的籽粒，清

数损失的籽粒个数，取平均值，损失率的质量指标要求为每平方分米

（dm2）水稻籽粒不大于 6粒；割茬高度应满足当地农艺要求和下茬

作物需求；收获作业后无油料泄露造成的粮食和土地污染。

（七）安全操作要求

操作人员应经培训并取得相应操作证书，熟悉联合收割机的结构

原理、安全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严禁酒后或疲劳驾驶，禁止穿凉鞋、

拖鞋以及过于宽松的衣服。联合收割机应配备有效灭火器，并位于易

于取放的位置，排气管要清除积炭并安装火星收集器，排气管过短的

要加长。操作人员作业前应对辅助人员进行安全教育，设置联系信号

并禁止非作业人员进入作业区域。启动前检查润滑油、燃油、冷却液、

轮胎气压及机件状态。起步前检查仪表，观察周围确认无人、无障碍

物方可起步。作业时，操作人员要避开高压线路，集中精力，仔细观

察农业机械状态，一旦发现异常，应立即停机，并排除故障。排除故

障时，应停机熄火后进行，禁止在未停机的情况下清理割台、输送带

和行走系统。若作业中发生事故，立即停止作业保护现场，造成人员

伤害时，抢救伤员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人员死亡需同时向公安机

关报告。

二、稻谷抢烘

水稻收获时，籽粒含水率一般为 20%—35%，应及时烘干至安全



储藏含水率（籼稻一般为 13.5%，粳稻一般为 14.5%），以免发霉、

变质，影响稻谷品质。当环境温度大于 25℃、稻谷含水率大于 24%

时，应在收获后 10小时内烘干。气温越高或含水率越大，应更早更

快烘干。

（一）技术路线

稻谷烘干，宜采用不落地及时干燥工艺，即稻谷收获后，不在地

上堆放，直接清选，尽快烘干。烘干时，一般采用常规烘干法，即直

接将湿稻谷烘干至安全储藏含水率。如有大量过湿稻谷待烘，为提高

烘干效率、避免稻谷变质，可采用“两段”烘干法，即先将稻谷烘干

至临时存储适宜含水率（一般为 20%左右），待所有过湿稻谷集中处

理完成后，再烘干至安全储藏含水率。不能及时干燥的稻谷，应及时

做好通风晾晒，避免堆积发热、发酵霉变；如需堆积存放，应采用风

机等设备及时通风散热，也可导入周转仓（烘前舱、烘后仓）进行通

风降温存放。

（二）选择适宜的机具

谷物烘干机根据烘干批次、生产规模配置，宜选用低温循环式烘

干机，也可选用连续式烘干机；宜选用燃气、生物质、热泵等环保热

源。机械化烘干作业应遵循就近烘干原则，提前联系社会化服务组织，

做好批次安排，科学合理拉运，避免湿谷长期堆放。

（三）烘干作业

稻谷烘干前，应进行清选，带芒率应不大于 15%（高芒品种应不

大于 20%），含杂率不应大于 2%，不应有长茎秆、麻袋绳、聚乙烯



膜、土、石块等异物。同一批烘干的稻谷的含水率差不应大于 3个百

分点，含水率差异大的稻谷应分别烘干。当稻谷含水率差大于 3个百

分点，应进行冷风循环干燥，含水率差适宜时再开始干燥。当稻谷含

水率差大于 3个百分点且稻谷含水率大于 26%时，应边进稻谷边通冷

风循环干燥，直至含水率差适宜且含水率不大于 26%时，开始干燥。

宜采取干燥与缓苏相结合的烘干工艺，循环式烘干机干燥缓苏时间比

为 1：4—1：7，连续式烘干机干燥缓苏时间比不宜小于 1：3，烘干

过程中应控制干燥速率不大于 1.0%/h，防止增大爆腰率。

早籼稻烘干介质温度（风温）一般为：循环式横流烘干机 55—

65℃；循环式混流烘干机 60—70℃；连续式顺逆流烘干机 65—80℃；

连续式混流烘干机 60—75℃；连续式横流烘干机 60—70℃。早籼稻

受热温度应小于 48℃。抢烘作业时，当稻谷含水率超过 20%，可适

当提高热风温度。

（四）作业质量要求

稻谷烘干作业质量应符合 GB/T 21015-2023《稻谷干燥技术规范》

要求：破碎率增值≤0.3%；爆腰率增值：循环式干燥机≤5%，连续

式干燥机降水幅度≤5%时，≤2.0%；5%<降水幅度≤10%时，≤3.0%；

降水幅度>10%时，≤4.0%；干燥不均匀度：循环式干燥机≤1.0%，

连续式干燥机降水幅度≤5%时，≤1.0%；5%<降水幅度≤10%时，≤

1.5%；降水幅度>10%时，≤2.0%。烘干后色泽、气味无明显变化，

无热损伤，无焦糊，种子发芽率不低于干燥前。

（五）安全操作要求



操作人员应经培训，熟悉烘干机的结构原理、安全操作规程及注

意事项。作业前，对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包括各部件紧固、清理内部

残留和易损件磨损情况等，确保密封良好、电气设备接地正常、无裸

露电线等，并清理作业现场，进行空载运行测试。作业中需规范操作

流程，检查安全装置如料位器与进排粮系统联锁是否正常，注意防火

防爆，避免明火和易燃物堆积，控制热风温度，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和

粉尘情况，安排专人值守并配备防护装备。作业后要关闭电源，清理

现场和设备内部残留，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并记录运行及事故处理情

况。涉及密闭空间作业时，需对密闭空间通风换气至有害物质浓度达

标，作业人员需配备防护用品、穿工作服胶靴并使用低压照明设备，

且必须经过专业培训熟悉安全规程并严格遵守。

三、晚稻抢种

水稻毯状苗机插、大钵体毯状苗机插、钵苗摆栽、钵苗有序抛秧

等机械化移栽技术模式与直播相比，能够有效增强晚稻抵御寒露风等

灾害天气能力，有效缓解双季稻种植茬口紧张，减少除草剂施用，具

有较大的增产增收潜力，应持续提高移栽应用比例，有力有序减少直

播稻。晚稻抢种应从播种育秧、大田耕整、机械化插秧、田间管理等

方面入手，提升插秧质量，为增产潜力转化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有力

的机械化支撑。

（一）播种育秧

1、品种选择

根据当地气候条件、种植制度、栽插季节、生产模式等选择生育



期适宜、优质、高产、抗逆、适应性好、发芽率和分蘖力较强、适于

机械移栽并通过审定的主推品种。双季晚稻种植品种应统筹考虑早稻

收获期和晚稻品种生育期，合理搭配，确保安全抽穗，实现晚稻机插

高效生产。

2、育秧方式

培育适龄壮秧是水稻稳产高产的基础。通过带蘖标准壮秧的培育，

达到预期田间栽插穴数和基本苗数，使大田群体长势均衡一致；带蘖

壮秧有利于早生快发，争取足穗，塑造壮杆大穗，使个体优势得到充

分发挥，创造高产基础。应选择适宜的机械移栽育秧模式，宜采用集

中育秧方式，有条件的建议采用硬地硬盘育秧，提高秧苗素质和育秧

效率。集中育秧应科学布局，经济适用，规模适度，便于统一管理和

方便取秧、运秧；应做好集中催芽、精量播种、暗化出苗、苗期保温

保湿和水肥药管理，提供高素质壮秧。

3、苗床准备

按照排灌方便、背风向阳、肥力中等、便于管理的原则提前备足

秧田（或大棚苗床），秧田与大田面积比一般为 1:80—100，大钵体

毯状苗和钵体苗秧田与大田面积比为 1:60—70。有条件地区宜选用基

质育秧；如采用大田秧池育秧，应在播种前一周将秧田翻耕平整，达

到“上糊下松、沟深面平、肥足草净、软硬适中”畦面标准，秧床顶

面宽 1.3—1.4m，平整光滑；秧沟宽 0.25—0.30m，深 0.15—0.20m；

四周开较深围沟，确保良好的通气性、透水性，提高秧苗的抗低温冷

害能力。



4、适期播种

根据品种特性、早晚稻茬口期确定适宜播种期、播种量和秧龄，

培育适龄壮秧；播种时，根据机插秧作业计划做好分期播种育苗，防

止移栽时秧苗超龄。应尽可能采用机械化精量播种方式，宜选用流水

线播种，一次性完成装土、洒水（包括消毒、施肥）、精密播种、覆

盖表土等多个环节；也可选用轨道式播种机械。

5、秧苗管理

晚稻秧苗生长正值高温高湿季节，尤其应注意控温控湿，防止秧

苗徒长，造成苗细苗弱。采用大田育秧，可搭建育秧棚，覆盖遮阳网

或无纺布，防止高温暴晒、大雨冲刷和鸟害鼠害，避免秧苗不齐不匀。

水分管理应实现旱育旱管，硬地硬盘育秧宜采用微喷灌溉，保持秧板

土壤湿润和供氧充足，应根据秧苗长势及天气情况及时揭遮阳网或无

纺布。移栽前 3天左右，秧床施用尿素和氯化钾作为送嫁肥，并对秧

苗喷施一次对口农药，做到带肥带药栽插，以便壮秧下田，有效控制

大田活棵返青期的病虫害。

6、适机秧苗

各地应根据气候、土壤、地貌等条件，因地制宜选择适用育秧技

术路线，按照“为机育秧”理念，培育适宜机械化作业的秧苗。适宜

机插秧的壮秧标准为：根系发达、苗高适宜、茎基部粗壮、叶挺色绿、

青秀无病、均匀整齐；根系短、白、粗、多，盘结牢固，提起不散；

晚稻叶龄 3.0—4.0叶，苗高 12—20cm，秧龄 15—20天；移栽后发根

快、抗逆性强，能够早扎根、早活棵、早分蘖。



（二）机械耕整

1、选择适宜的机具

宜采用激光、卫星平地机，有利于高质量整地和水肥药高效利用。

耕整地宜采用橡胶履带式农业机械，避免使用 90马力及以上轮式拖

拉机开展水田机械化作业，减少接地比压，减少水田犁底层的破坏。

配套机具可选用反转灭茬旋耕机、旋耕机、铧式犁、水田埋茬起浆机、

水田耙、平地打浆机等。

2、耕整地作业

双季稻区茬口紧，在早稻收获后应及时耕整地。实施秸秆还田地

块，在早稻收获时，应使用具有切碎及均匀抛撒装置的收获机，秸秆

切碎长度≤10cm，割茬高度以不影响耕整地质量为宜，一般≤15cm；

若采取高留茬收获，在耕作前应再增加一遍秸秆粉碎还田作业，以提

高秸秆还田质量；应增施氮肥、减少磷钾肥用量，以每 100kg秸秆增

施纯氮 0.5—1kg，宜选择铵态氮或尿素，提倡有机肥、无机肥相结合；

在耕整地作业前，均匀撒施在田间。

耕整地作业时，应根据田块的具体形状确定作业路线，应尽量避

免或减少重耕、漏耕及小角度转弯，一般作业两遍，第一遍宜慢，第

二遍速度可稍快，两遍作业应纵横交叉作业。可采用大、中功率拖拉

机配套加大耕深的旋耕机或铧式犁耕翻，一般翻耕深度 18—22cm，

旋耕深度 12—16cm，耕深控制在 16—20cm，连续 2年以上旋耕地块

宜适当加大耕深；翻耕或旋耕应结合施用有机肥及其他基肥，使肥料

翻埋入土，与土层混合。应采用水田耙或平地打浆机平整田面，沉实



后达到机插要求。

3、作业质量要求

应做到“平整、洁净、细碎、沉实”。耕整深度均匀一致，田块

平整，地表高低落差不大于 3cm；田面应洁净，无残茬、杂草等杂物；

耕整后应下碎上糊，上烂下实；泥浆应沉实达到泥水分清，寸水不露

泥，沉实而不板结，机械作业时不陷机、不壅泥，争取水稻栽后早活

棵、快分蘖、不僵苗的大田环境。插秧前，应提前做好水分管理，插

秧时水深应保持 1—2cm“花达水”状态。

（三）机插秧

1、秧苗准备

根据作业时间和进度，合理安排起秧时间和规模，做到随起、随

运、随插；应尽量减少秧苗挤压和秧块搬动，避免运送过程中秧块变

形及秧苗折断。秧盘起秧时，先拉断穿过盘底渗水孔的少量根系，连

盘带秧一并提起，再平放，然后小心卷苗脱盘，提倡采用秧苗托盘及

运秧架运秧。秧苗应随起随运随插，尽量减少秧块搬动次数，避免运

送过程中挤、压伤秧苗、秧块变形及折断秧苗。运到田间的待插秧苗，

应采取遮荫措施，防止烈日晒伤秧苗。

2、选择适宜的机具

根据地块条件、水稻品种、秧盘规格选择适宜类型的插秧机。提

倡采用高速插秧机作业，提高工效和栽插质量；宜选用同步侧深施肥

插秧机作业，一次性完成插秧、施肥等作业，减少作业次数。插秧机



应加装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科学规划作业路径，提高插秧直线度

和调头对行衔接一致性，提升土地利用率。

作业前，应提前加注润滑油，并检查调试插秧机，一般空运转 5

—10分钟，确保各部件运转灵活、无碰撞卡滞现象；应提前调整栽

插株距、取秧量和栽插深度。装秧苗前，应将秧箱移动到导轨的一端，

避免漏插；秧块应紧贴秧箱，不拱起，两片秧块接头处应对齐无间隙；

必要时，应洒水润滑秧箱面板，使秧块下滑顺畅。

3、插秧作业

根据水稻品种及栽插季节选择适宜栽插密度。采用 7寸秧盘（栽

插行距 25cm）时，常规稻株距 12—16cm，每穴 3—5株，种植密度

1.9—2.2 万穴/亩；杂交稻株距 14—16cm，每穴 2—3 株，种植密度

1.8—1.9万穴/亩。9寸秧盘（栽插行距 30cm）时，常规稻株距 12—

16cm，每穴 3—5株，种植密度 1.4—1.9万穴/亩；杂交稻株距 14—

17cm，每穴 2—3株，种植密度 1.3—1.6万穴/亩。

应抢早栽插晚稻，以充分利用温光资源，促进有效分蘖，争取多

穗、构建大穗，奠定高产基础。栽插质量应达到“浅、匀、直、稳”，

应提高秧苗的移送、切块精度，减少植伤，争取早活棵、早返青，促

进低位有效分蘖。浅，是指浅插秧，一般立苗不倒即可，可以促进分

蘖节位降低，使植株早发分蘖，多发低节位分蘖，增加有效分蘖，减

少无效分蘖；匀，是指插秧均匀，株距一致，深浅一致，保证秧苗均

匀分布，有利于培育壮苗；直，是指作业直线度高，有利于田间通风

透光，便于后期的管理；稳，是指秧苗入土后保持稳定，不发生倒伏、



漂秧等情况。插秧作业深度一般在 1—3cm，作业后漏插率≤5%，伤

秧率≤4%，漂秧率≤3%。

（四）田间管理

插秧作业后，宜采用浅湿灌溉方式。活棵返青期一般保持 1—3cm

浅水层。机插秧作业后 1周内，应根据杂草种类结合施肥喷施除草剂，

施药时水层应为 3—5cm，保水 3—4天。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使用中耕

除草装备、覆膜插秧等进行物理除草防草作业，减少化学除草剂的施

用次数和施用量，促进稻田生态环境保护和土壤改良。一般在机插秧

作业后 2周左右进行，除草时水层应为 3—5cm。应根据经营规模和

地块大小，因地制宜选用适用的高效植保机械。连片成方的规模种植，

宜选用自走式喷杆喷雾机进行统防统治；丘陵山区及分散小地块，自

走式植保机械下田困难、频繁调头轮辙压苗，宜选用农用无人驾驶航

空器。

（五）安全操作要求

操作人员应经培训，熟悉播种机、耕整机械、插秧机等农业机械

的结构原理、安全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要持有操作证书方可使用农

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作业。育秧流水线播种机作业时确保传送带防

护栏完好，禁止手指伸入送种装置，育苗棚内电气设备具备防水等级，

加热设备远离秧盘。耕整机械作业前检查刀片紧固情况，禁止刀片变

形、缺失时作业，拖拉机悬挂农具用安全销固定，提升农具时下方禁

止站立人员。插秧机启动前确认栽插部件附近无人员、转动部位无杂

草，调整株距、深度时切断动力。侧深施肥装置作业时，需先检查肥



料箱的密封情况，确保箱盖闭合严密、密封圈无老化破损，避免化肥

泄漏腐蚀机械部件或造成农田污染，同时保证施肥量的精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