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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灌区粮食生产
“

两高一优
”
机械化模式

’

张桐华 田志宏 朱瑞祥 姚万生
(西北农业大学机电学院

,

陕西杨陵 71 2 10 0)

摘 要 根据关中灌区自然经济条件
,

提出了一种新的机械化模式
.

经过 9 年实践表明
,

采用该模式
,

无论丰年
、

平年
、

灾年均可大幅度增产
,

能提高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

使丰
、

灾年

间产量波幅减小
,

更趋稳定
。

关键词 机械化模式
,

粮食生产
, “
两高一优

” ,

关 中灌区
.

中国分类号 5 2 3 1

农机化是增加粮食产出的有效投入
。

关中灌区适于发展 1 5 0 0 0 k g / hm
,

的高产 田
,

但

投入必须合理
。

目前农机化的投入偏低且不合理
,

例如由于深耕作业量大幅度下降
,

致使

耕地耕层 浅
、

蓄水差
、

杂草 多
、

病虫 害发 生率 高
,

是粮食大面积产量 长期 徘徊在 7 5 0 0 ~

9 0 0 0 k g / h m
’

的重要原因之一
。

农机化投入不合理的原因在于
:

①对农机化投入效果认识

不足
,

重视不够
;②无合理的机械化方案 ;③未妥善解决农业生产责任制与农机化的矛盾

。

本文提出了合理的机械化方案和解决农业生产责任制与农机化矛盾的新农机作 业法
,

形

成了增产
、

稳产
、

可操作性强的机械化模式
。

经多点试验
,

增产显著
,

经济效益好
.

1 农机化是增加农业产出的有效投入

所谓投入归根到底是能量与技术的投入
。

综观发达国家情况
,

农机投入的能量占农业

投入总能量的首位
。

例如美国 1 9 40 年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

1 9 40 ~ 1 9 7 0 年间玉米产出增加

了 1
.

3 8 倍
,

农机能量投入增加 1
.

18 倍
,

占总能量的 61
.

1%
,

化肥和农药的能量投入增加

了 1 3
.

5 倍
,

只占总能量的 37
.

8 % 「,二。

虽然国情不同不能照搬
,

但足以说明农机化是与化

肥
、

农药
、

种子等同样重要的投入
。

该研究在关中灌区具有代表性的咸阳市秦都区的统计资料也证 明了上述论点
.

1 9 81

年该区联产承包
,

1 9 8 2 年单产达历史最高水平
,

1 9 8 3一 1 9 8 9年化肥用量净增 2
.

4 倍
,

因农

机作业量大幅度减少
.

1 9 8 9 年单位面积产量仅为 19 8 2 年的 80 %
.

2 机械化方案的制定

2
.

1 制定依据和原则

关中灌区劳力充足
,

人均收入不高
,

国家油料供应不很充足
,

且农机化投入越多
,

能量

的产出投入比越低
。

因此制定方案的原则应是增产显著
,

有较高的能量投入产出比和较少

的货币投入
,

人机结 合
,

节约能源
.

即采用
“

选择性机械化
”

模式
。

2
.

2 机械化作业项 目

经过考察
、

试验
,

选择增产
、

抗灾
、

高效
、

争时
、

用地
、

养地 6 项作业为机械化方案的作

收稿 日期
: 1 99 5

一

0 2
一

2 7

.

陕西省
“

八五
”
攻关项 目的部分内容

.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第 24 卷

业项 目
。

三秋印共 4 页
,

即机械化秸秆还 田
、

深耕
、

旋耕
、

小麦播种
。

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可

选用玉米摘穗和秸秆粉碎联收机取代玉米秸秆粉碎机
。

三夏共两项
,

即小麦联合收获和玉

米施肥播种
。

玉米播仲应因地制宜选用免耕播种
、

旋耕播种
、

半机械化麦垅点播 (上述机具

均应同时侧位深施化肥 )
。

上述 6 项作业除玉米桔秆还 田开展较晚尚不普遍外
,

其余 5 项

的增产作用和效益 已人所共知
。

玉米桔秆还 田对培肥地 力等方面的作用
,

近年也有较多报

道 ”
,

`
’ 。

作者对其增产机理进行了研究
,

结果表明
,

秸秆还田能争取农时
,

促进小麦根系发

育
,

增加分桑
、

千粒重等
。

有关秸秆还田的增产机理及效益等将另文发表
。

3 新农机作业法的提出与特点

农业生产责任制后
,

农户和农机户的经营规模小
,

前者对采用机械不利
,

特别是效率

高
、

作业质量好的大中型机具难以发挥作用
,

后者难以 为农户提供配套服务
,

削弱了农机

化的作用
。

因此
,

本文提出以统种分管的双层经营制为基础的
“

连片作业
,

配套服务
,

差别

收费
”
的农机作业法

,

较完善地解决了上述矛盾
。

这种作业法是以农机作业为主
,

并强调农

机农艺相结合
。

连片作业 在三夏和三秋期间
,

将被人为分割的小 田块按 自然地块连 片
,

统一耕种
,

然后分管分收
。

配套服务 ①改农机户的单机服务为若干农机户季节性联合的机群服务
。

该机群应

能按先进的农技要求
,

协调有序地完成全部选定的机械化作业
,

做到进度快
、

质量高
。

②利

用三夏三秋农机集中作业的有利条件
,

农业技术员可以一次性地推广实施现 已被认可的

大部分农艺技术措施
,

除一部分通过农机作业实施外
,

其余可通过乡村组织实施
,

如良种

选用
,

配方施肥
,

微肥和农药拌种等
。

差 别 收 费 连片作业和 规模化 耕作
,

可提高 单机的班生 产率和季工作 量 30 % ~

60 %
,

相应降低工时
,

还可降低油耗 20 %一 40 %
,

因此成本下降
。

在保证农机户增收的前

提下
,

凡参加连片作业的农户
,

可享受比市场价格低 20 % ~ 30 %的优惠收费
。

深受农机户

和农户欢迎
。

推行上述农机作业法需注意提供机群发挥规模效益的措施
,

一般要求一个 自然村的

作业面积为 20 ~ 33 hm
, ,

一个乡 70 ~ 80 h m
,

一季度一个机群完成两个乡的作业
。

上述作业法具有两方面的优越性
:

①在不增加农机户投资和配套 比的前提下
,

使农户

得到配套服务
,

改变了过去不符合国情的过份强调提高配套比的提法
。

②由于规模作业
,

可以利用关中灌区东西作业时间差
,

及南北作物品种和复种指数的不同
,

组织大 中型机具

跨地区流动作业
,

以缓解大中型机具求大于供的矛盾
。

综上所述
,

新农机作业法不同于其他作业法的特点是注意解决农机户小规模经营对

农机化的不利影响 ; 强调农机农艺结合
,

为困难较多的农业服务体系闯出了一条新路
; 发

挥规模效益和农机户的集体作用
,

既增加农机户收入又减轻农户负担
。

4 新机型的选择和旧机型的利用

4
.

1 新机型的选择

新机型选择应遵循技术上可行
、

经济上合理的原则
,

即在充分考虑关中灌区农机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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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 力及农户的机械作业费支付能力的前提下
,

根据 自然条件
、

农技要求等
,

对 比各种机

型的特点及性能指标
,

择优选用
,

具体方法参见文献【4 J
。

应该指出
,

对少数增产效益好
,

价格较高
,

独立完成工作困难
,

经营风险较大的机具如

秸杆还 田机等
,

地方财政应给予适当补贴
。

4
.

2 旧机型的充分利用

对 目前尚未达到报废期而功能较少的老机型
,

则采取农机农艺互相协调
,

使其也能取

得显著的增产效果
。

例如在无化肥深施机
,

播种
、

化肥侧位深施机的情况下
,

可在玉米桔秆

还 田后用人工撒施化肥
,

在耕后
、

旋耕前再 由人工撒一次化肥
,

播种时用少量磷酸二氨作

种肥
,

以满足化肥深施
、

层施等合理施肥的要求
。

5 “
两高一优

”
机械化模式的效果

5
.

1 粮食增产的效果

1 9 8 6一 1 9 8 9 年主要在咸阳市杨陵区 胡家底村及姚东村进行前期试验
,

由于受条件限

制
,

仅在三秋时进行 了深耕
、

旋耕和播种 3 项作业
。

19 8 6 年胡家底村 7 8 5 2 小麦产量为

5 0 4 0 k g / h澎
,

较人畜耕 种增产 54 0 k g / h m
, ,

增 幅为 12 %
,

赤霉病 减轻 10 %
,

杂草减少

6 8%
.

1 9 8 7~ 1 9 8 9 年连续 3 年在姚东村耕种
,

产量 由机耕前 3 年平均 9 0 0 0 k g / h m
Z ,

增至

1 9 9 0 年的 1 3 5 0 0 k g h/ m , ,

增幅为 50 %
.

自 19 9。 起开始按前述机械化模式实施 6 项作业
,

试验田小麦产量 一9 9 5 年小堰 6 号为 7 5 e o k g / h m
, ; 1 9 9 4 年陕 2 2 9 为 6 0 0 0 k g / h m

Z ,

1 9 9 5

年小堰 6 号为 7 4 14
.

5 k g / h m ,
.

1 9 9 0 年 咸 阳 市 秦 都区 程 家村 5 4 h m
,

小麦产量 由 4 5 0 0

k g / h m
,

增至 5 9 2 5 k g / h m
, ,

增幅 3 1
.

7 % ; 玉米 5 2 5 0 k g / h m
, ,

较全区平均单产增加 8 0%
,

该村在扣除机械作业费后净增收益 10 余万元
。

在此基础上秦都区政府按前述模式开展了

更大规模的机械化高产工程
。

同样大 幅度增产
,

1 9 9 1 年 7 00 h m ,

玉米平均产量为 6 8 0 7

k g / h m
, ,

其中 3 5 6 h m
,

为 7 5 9 1
.

5 k g / hm
, ; 1 9 9 2 年 2 1 5 4 h m

,

咸农 1 5 1 小麦
,

平均 产量

5 7 7 2 k g / h耐
; 较全 区平均产量 增 加 29

.

04 %
,

其 中有 3 57 h m
,

小 麦
、

玉米 两料总 产达

1 3 6 6 4 k g / h m
2

.

在短期内增产面积之广
、

增产幅度之大均是该区前所未有的
。

本攻关项 目
“
玉米产量 90 0 0 k g / h m

’
以上持续增产机理的配套技术研究

”
已经完成

。

如果综合采用上述两项配套技术
,

关 中灌 区小 麦 玉 米两 料 产量 由 目前 的 7 5 0 0 ~ 9 0 0 0

k g / h m
,

提高到 1 5 0 0 0 k g / h m
’
是完全可能的

,

将对保障陕西省的粮食供应起到重要作用
。

5
.

2 生态效益

经测定连续两年用上述模式耕作
,

在 1 5 产
J

2 5 。 m 耕层 内土壤容重减少 1 2
.

6 %
,

土壤

含水率提高 1 6
.

2%
,

杂草株率减 少 65 % 一 85 %
,

有机质提高 13
.

2 %
.

连续作业 3 年的地

块
,

吸浆虫等主要害虫虫 口减少 58 %一 96 %
,

并减少了大量施用农药和焚烧秸秆所造成

的环境污染
。

5
.

3 直接经济效益

据抽样调查
,

农户增加 1元钱的货币投入
,

一般可得到 4一 5 元的回报 (未计算节余劳

力从事其他工作增加的收益 )
。

综上所述本机械化模式符 合关中灌区 自然经济条件
,

是当前农业生产的基础性保证

措施
,

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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