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果介绍·

旱地农业保护性耕作技术与机具研究

　　我国北方旱地农业面积广阔 ,旱灾频繁、产量低、农民生活贫困和生态环境恶化 ,急需发展既能增产增

收 ,又能减少风蚀水蚀、保护生态环境的耕作技术。

中国农业大学主持的“旱地农业保护性耕作技术与机具研究”项目于 1991 年启动 ,前后包括 2 项“国家

科技攻关专题”、2 项“中国 澳大利亚合作课题”和 1 项“农业部课题”,项目总投入 40415 万元。经过 10 年

试验研究 ,在保护性耕作工艺体系和关键机具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特别是适合国情的保护性耕作机具从无到

有 ,实现了突破 ,使我国的保护性耕作研究由试验走向生产 ,发展到目前 15 个省市自治区示范推广的局面。

1999 年 8 月 9 日项目通过农业部组织的专家鉴定 ,2000 年获得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2 年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2 年农业部在项目试验区召开了“全国保护性耕作现场会”,正式启动农业部保护性

耕作示范工程项目 ,计划用 7～10 年时间在我国北方大面积推广该项技术。

1 　成果内容

1) 通过 10 年试验 ,首次系统评价了保护性耕作在我国的适用性 ,为北方旱区找到了一种能够把抗旱增

收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的新型耕作技术。

2) 试验研究了保护性耕作的保水保土效果和增产机理 ,首次在国内建立不同耕作的径流试验区 , 对 6

种不同耕作处理的径流和土蚀进行同步监测 ,并应用人工模拟降雨装置开展了系统试验 ,结果表明保护性耕

作明显减少水蚀、风蚀 ,改善生态环境。10 年连续的水、肥、苗情、产量等测定表明 ,保护性耕作增产的主要

因素是土壤水分增加与肥力提高 ,是根本性的 ,不利增产的因素如地温降低、播种质量差和杂草难控制等可

以通过管理措施来减轻或克服。

3) 建立了有中国特色保护性耕作体系 ,通过免耕播种时深施化肥 ,用农艺农机结合改进播种质量等措

施 ,在贫瘠的土地上可以获得较高的产量。

4) 开发成功 4 类 8 种中小型保护性耕作机具 ,基本满足与小动力配套 ,小地块上作业 ,价格低廉的要

求 ,填补了用小机器实现保护性耕作的世界空白。

2 　达到的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1) 保护性耕作作业工艺体系 ,适合山西和相同条件的类型区 ,达到的生态与经济指标为 :

①保护生态环境 ,比传统耕作减少径流 60 %、土蚀 80 %及农田扬沙 60 % ,消除烧秸秆导致的大气污染 ;

②保水保土 ,减少径流 60 %、土蚀 80 % ,增加入渗 60 %～90 %、减少蒸发 9 %～10 % ;

③增产 , 比传统耕作地玉米平均增产 16 % ,小麦平均增产 15 % ;

④提高土壤肥力 , 经过 10 年保护性耕作 ,试区土壤有机质由 0189 %增加到 1134 % ,年均增 0104 % ,速

效氮 ,速效钾分别提高 3 %～6 % , 蚯蚓数量从零增加到 6 年后 3～5 条/ m2 、10 年后 10～15 条/ m2 ;

⑤节约成本 20 %～30 % ,收入增加 20 %～30 %。

2) 中小型保护性耕作机具 ,获 6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 项发明专利。经农业部试验鉴定总站检测 ,技

术性能符合要求。4 种机器的技术与经济指标为 :

2BMQF24C 中型玉米免耕精播机 ,配国产 37～44 kW 拖拉机 ,采用自主开发的专利产品 ,其防堵能力和

深施肥能力居国内外领先水平。

2BMF26 型小麦免耕播种机 ,配国产 11～13 kW 拖拉机 ,采用自主开发的种肥垂直分施装置和窄型开沟

器。结构简单、重量轻、适应面宽 ,已大批量应用于生产。

1SY2210 中型凿形带翼深松机 ,采用自主开发的专利技术 ,做到底层间隔深松表层全面疏松 ,松后表土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04 ,9 (1) : 75～76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平整 ,已大批量应用于生产。

1QJ2120 型箭铲式浅松机 ,60 cm 宽的箭形平铲在表土下 5～10 cm 通过 ,起到除草、松土、平地等多种作

用 ,特别适用于播种前地面杂草较多的情况 ,用于除草和创造良好的种床。

3) 与国内外同类机具对比 :

防堵能力 ,与国外同类机具相当 ,优于国内机具 ;

施肥能力 ,本机垂直分施距离 5 cm ,施肥量可达 450 kg·hm - 2 ,优于国内外机具 ;

适应性 ,适用于我国小地块、小动力 ,与国内机具同 ,优于国外大机具 ;

可靠性与价格 ,国外机具可靠、价格贵 ,项目机具性价比优于国外 ,与国内机具同。

3 　创新点

1) 在我国首次利用天然降雨与人工模拟降雨相结合的方法测定了保护性耕作和传统耕作状态下旱作

农田中的径流与土壤水蚀 ,确定了保护性耕作的保水保土效果 ,初步探明保护性耕作的关键因素与作用

机理。

2) 在我国首次形成机械化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与国外同类研究相比 ,在农机与农艺结合 ,在满足我

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地块小、经济不发达、要保持水土又要较高产量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与中小型拖拉机配套的保护性耕作机具 ,在国际上属首创 ,适用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部分旱地农业

国家。

4 　社会经济效益

2001 年底山西省推广到 34 个县 ,1613 万多 hm2 面积 ,推广机具近 4 200 台 (课题 560 台) ,713 万 hm2

玉米增产 7 665 万 kg ,节支 3 285 万元 ,9 万 hm2 的小麦增产 4 050 kg ,节支 2 700 万元。

2003 年底 ,示范推广到全国 13 个省市自治区 ,面积超过 40 万 hm2 。3 家农机厂批量生产项目开发的

机具。

5 　专家鉴定委员会意见

在我国首次形成了完整的机械化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研制开发的适用于小地块、中小动力、大覆盖量

条件下的中小型保护性耕作机具 ,在国际上属首创。与国外同类研究相比 ,在满足我国及第三世界国家地块

小、经济不发达、要保持水土又要较高产量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部保护性耕作研究中心 　高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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