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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适宜收获期

适期收获可增加粒重、减少损失、

提高产量和品质。作业前，应准确判断

确定适收期，过早或过迟收获会增加损

失率和破碎率。如遇自然灾害等特殊

情况，可适当提前收获。

二、选择适宜收获方式和机具

收获水稻时，可选用全喂入履带式

谷物联合收割机，应优先采用高性能、

大喂入量机型，以提高收获作业效率和

质量；收获难脱粒品种（脱粒强度大于

180克）或倒伏水稻时，应优先选用半喂

入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

三、做好机具检查调试

作业前，依据产品使用说明书对机

具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与保养，确保机具

技术状态良好；应根据地块条件（大小、

坡度等）、作物条件（品种特性、成熟程

度、产量水平、籽粒含水率、秸秆水分含

量等）、环境天气、农艺要求（留茬高度、

秸秆粉碎程度等）等对收获机作业参数

进行调整，并进行试收，试收作业距离

一般为30—50米。试收后，应停车检查

作业质量，需要时进行必要的调整，直

至作业质量达到要求后，再投入正常作

业。

四、机收作业注意事项

1.提前规划行走路线

水稻收获作业一般采用向心回转

法。作业前，应提前查看地块，对地块

中的沟渠、田埂、通道等予以平整，并将

水井、坟头、电杆拉线、树桩等不明显障

碍进行标记，据此合理规划路线，科学

避让。作业时，应根据地块形状，依次

进行作业；如有必要，可提前开出收割

道。

2.合理控制作业速度

应根据机型特点、作物产量、植株

密度、自然高度、干湿程度、留茬高度等

因素选择合理的作业速度；当作物密、

植株大、产量高、地块起伏不平、早晚及

雨后作物湿度大时，应适当降低作业速

度；作业时，一般先低速收获，然后逐步

提高至正常作业速度；严禁使用行走档

位进行收获作业；低速行驶作业时，不

能降低发动机转速。

3.科学规范驾驶操作

作业时，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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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头转弯

时，应停止作业，采用倒车法转弯或兜

圈法直角转弯，直线行驶后再开始作

业。应注意地头、边角和障碍物附近作

物收获情况，做到应收尽收，减少损失。

五、倒伏水稻机械化收获技术

收获倒伏水稻时，半喂入谷物联合

收割机作业效果一般优于全喂入谷物

联合收割机；如严重倒伏且倒伏方向一

致，应优先选用半喂入机型；如倒伏不

严重且倒伏方向交错，可选用全喂入机

型。

倒伏角小于45°时，对收获作业影

响有限，一般不进行特殊处理；倒伏角

大于45°小于60°时，如选用半喂入机

型，应采用顺向收获或侧向收获方式；

如选用全喂入机型，应采用逆向收获或

侧向收获方式；倒伏角大于60°，均应

采用顺向收获或侧向收获方式，选用全

喂入机型还应加装“扶倒器”同时更换

“防倒伏弹齿”，并调整拨禾轮与割刀的

相对位置，调整弹齿角度后倾，将割台

降至适宜高度。

作业时，应降低作业速度，减少作

业幅宽；应将档位保持低速档，发动机

采用额定转速；应根据作物情况实时调

整拨禾轮高度和速度；应经常检查作业

质量，注意观察凹板筛和清选筛，根据

收获效果及时调整机具参数；应及时清

除割刀和喂入筒入口处堆积的泥土和

秸秆，防止堵塞。

六、及时烘干

收获后的水稻稻谷应及时烘干。

水稻宜采用低温烘干，可选用循环式或

连续式烘干机。

烘干前，应进行初清，达到含杂率≤
2%且不得有长茎秆、麻袋绳、塑料薄膜

等杂物的要求；应测定谷物初始含水

率，同一批烘干的谷物水分不均度应≤
3%。烘干时，水稻籽粒温度一般不超过

40℃，应控制干燥速率不大于 1.5%/小

时，防止爆腰率增大。烘干后，谷物色

泽气味应无明显变化，无热损伤粒、焦

糊粒。

钟农

秋收粮食，机械化作业如何减少损失
这些技术要点需掌握

秋粮丰收，机收减损是重要一环。当前，秋季农业机械化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

应因地制宜细化技术要点，加强培训指导，努力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和悠

久深厚的产业基础，磐安“中国药材之

乡”声名远播。然而，磐安中药产业发

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堵点、痛点：大

而不强、道地不道、优质不优价、生产标

准规范难……疏堵止痛，磐安靠的是一

味叫科技的“药”。

以科技入“药”。该县整合县域中

药产业创新资源，成立中药创新发展研

究院，并与中国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

学、浙江农林大学等高校院所开展合

作。5年多来，先后建成浙江农林大学

磐安共富学院、中药科技创新服务综合

体、大健康研究院等一批科研平台，为

全县中药产业发展注入“高智高能”，良

好“药”效逐渐显现。

位于江南药镇的浙江农林大学磐

安共富学院成立于2022年，已成为浙江

农林大学师生开展各种项目研究的实

践基地。“共富学院由政府、企业出题，

师生团队解题，有针对性地服务磐安中

医药产业发展。”浙江农林大学教师、磐

安共富学院副院长周爱存介绍，依托这

一平台，浙江农林大学每年派驻10个团

队、30 名师生进驻磐安，以黄精、磐五

味、新磐五味等优质道地药材为研究重

点，开展全产业链研究与服务，推动该

县中医药产业提质增效。

走进方正珍稀药材有限公司，一旁

的展示架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黄精产

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不远处

的中药材种植基地内种植了地产多花

黄精、长梗黄精等 10 个不同种源的黄

精。“这两年有了项目的扶持，加上斯老

师经常过来为基地‘把脉问诊’，我对黄

精发展充满信心。”负责人郑方正说。

郑方正所说的项目是磐安县中医

药产业“揭榜挂帅”项目——磐安百亿

级黄精产业化关键技术研发项目。

2020 年，这一项目被浙江农林大学揭

榜。三年来，在项目负责人、浙江农林

大学省级现代粮食产业学院院长、科技

特派员斯金平的协助下，该县建成了黄

精产业国家创新联盟研究院，逐步解决

黄精产业缺少科技和发展规划等“卡脖

子”难题。同时，联合县内多家中药生

产企业建立了一批黄精精品园、精深加

工基地，帮助企业研发多种黄精相关产

品，延长黄精产业链。目前，磐安已开

发出黄精桃酥、黄精饮料、黄精丸、黄精

袋泡茶等50多款黄精产品。

除“揭榜挂帅”项目外，当前磐安还

有《浙产道地药材优质优价体系构建与

示范推广》《黄精优良种质快繁与高值

化应用关键技术研发》《省十四五中药

材（白术、白芷）品种选育》等10余个在

研项目，其中3项为省部级科技项目。

“有平台、有项目、有人才、有产品，

这些是‘科技兴药’的基础，除此以外，

中药材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也不容忽

视。”磐安县中药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

长王盼介绍，近年来，磐安县聚焦种子

种苗繁育、中药材种植加工等关键环

节，全链条谋划布局，保质量、强品牌。

每年的10月前后，是磐安药农的农

忙时节。在该县冷水镇潘潭村的浙贝

母GAP示范基地，农户卢宾正忙着播种

浙贝母。“以前种贝母没有技术，也没有

经验，现在规模化种植贝母，高科技帮

了大忙。”卢宾手指田间电线杆上的360

度摄像头，“有‘眼睛’盯着，技术员隔三

差五来检测，每个环节都有标准。”

该基地面积约300亩，集成“药材种

植、田间管理、采收加工、储藏运输”闭

环管理模式，构建浙产道地药材质量保

障体系。“建设GAP基地是我县为推进

中药材规范化生产、保障药材道地性开

出的新‘药方’。”王盼表示，中药材GAP

直指优质优价，更加强调对中药材的质

量管控和追溯。中药材GAP基地建设

要求必须建立有效的“六统一”模式，同

时做好“浙中药”监管的质量追溯信息

录入工作，确保全程可追溯。“上半年示

范基地种植的药材有效成分含量较非

GAP 基地提升 25%，种植户收益提升

10%。”王盼介绍，接下来，该县将开展全

县道地GAP示范区建设，推动全县中药

材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提升道地中药

材质量。

科技创新开出了中药材产业发展

的“磐安良方”。如今，在科技加持下，

磐安推动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传统的中药材种植已从一株“小草”渐

变成为百亿级强县富民产业。 羊颖颖

一株“草”的妙变
——磐安中药材产业发展的科技之道

中药材培育中药材培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