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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丹东地区玉米机械化收获的 

主要限制因素与解决措施
杨海龙　付　俊　谢文锦　张中伟　张丽丽

（辽宁省丹东市农业科学院，丹东 118109）

摘要：目前，我国农业生产面临劳动力不足的巨大压力，实现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辽宁丹东

地区由于受到地形地貌、种植规模、农民种植观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玉米机械化收获进程缓慢，严重影响了玉米全程机械

化的进程。对丹东地区限制玉米机械化收获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措施，为稳步推进辽宁丹东地区玉米机

械化收获发展，逐步实现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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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建设

进程稳步推进，农村人口大量流出，农村适龄劳动力

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导致我国当前农村的传统农业

生产面临着巨大压力，全面推进农业生产全程机械

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玉米是我国第一大

农作物，玉米生产机械化程度直接影响我国农业生

产机械化的整体水平，而机械收获是制约玉米生产

全程机械化的关键因素。玉米是丹东地区的主要

粮食作物，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 10.1 万 hm2 左右，

年产量约 35.53 万 t，分别占粮食种植面积的 51%
和粮食总产量的 50%，在粮食生产中占有极重要地

位，但由于多种原因，导致丹东地区玉米生产机械化

收获发展进程比较缓慢，严重影响玉米生产全程机

械化进程。

1　玉米生产机械化发展现状
随着农业科学技术与装备的不断进步，辽宁省

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迅速提高。目前，辽宁省

玉米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了 77%，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其中机耕整地水平

95%、机播水平 90%、机收水平 40%。丹东地区玉

米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发展不平衡，机耕整地与全

省平均水平相当，机械播种达到种植面积的 75% 左

右，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但机械化收获环节却发展

迟缓、水平很低，丹东地区机械化收获面积不足种植

面积的 20%，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是玉米全程

机械化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玉米机械化收获已成

为制约丹东地区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发展的主要瓶

颈，是优化丹东市农业机械化结构、提升农业机械化

总体水平的关键问题。

2　影响玉米机械化收获的主要限制因素
2.1　丹东地区地形地貌复杂，不利于大型机械收获

作业　丹东地区是辽东山地丘陵的一部分，属长白

山脉向西南延伸的支脉或余脉。按高度和地形特征，

可划分为北部中低山区、南部丘陵区、南缘沿海平原

区 3 类规模较大的地貌单元。丹东地区多属丘陵地

带，地势总体走向是北高南低，其中山地丘陵地区面

积占 72.4%，平原谷地面积占 14.6%，水域占 8.7%，

其他占 4.3%。山地丘陵地区玉米生产占据主要耕

地面积，地势不平整不利于大型玉米收获机械的田

间作业。

2.2　玉米生产田块分散，难以实现规模化生产　

丹东地区农村人口 130.7 万，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0.08 hm2，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少，土地分散经营，与

玉米收获机械需要连片集中作业的要求相矛盾。当

前丹东地区玉米生产主要模式仍是一家一户分散经

营，规模小、效益低，农民对玉米机械化收获的重视

程度不高，满足于当前的人工收获方式，影响机械收

获技术的推广。近年来，虽然丹东地区出现了一些

种粮大户、农业合作社等专业组织，但丹东地区在土

地流转集中方面进程较慢。随着国家最近几年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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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的调整，玉米价格波动幅度较大，玉米种植收

益下降，部分种粮大户利润微薄，甚至出现亏损，影

响了种粮大户种植玉米的积极性，降低了土地流转

集中的速度，进一步压缩了玉米规模化种植的面积。

玉米生产田块分散，难以形成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

是影响丹东地区玉米机械收获的一个重要因素。

2.3　丹东地区生态气候特殊，影响适合机收品种推

广种植　丹东位于黄海之滨，属暖温带亚湿润季风

型气候，年平均雨量一般在 800~1200mm 之间，是中

国北方雨量最多的地区，降水 2/3 集中于夏季，导致

玉米生育期间光照不足，比辽宁中西部玉米产区的

光照少 25%~33%。玉米生产实践证明，密植品种更

适合全程机械化生产，经济效益比较高。但丹东地

区密植品种由于种植密度较大，田间通透性较差，

特别是 7 月中下旬进入连雨季节后，连续阴雨寡照

的天气容易导致密植品种授粉结实不良，形成空秆

和秃尖，影响产量，曾经给生产上造成过巨大损失，

影响了丹东地区适合机械收获的密植品种的推广种

植。此外，由于丹东地处黄海之滨，经常受到过境台

风影响，导致部分地区玉米生产田倒伏倒折比较普

遍，同样不利于进行机械收获。

2.4　农民种植观念难以改变，品种类型不适合机械

化收获　丹东地区的大部分散户农民种植意愿仍主

要以稀植、高秆、大穗型品种为主，对于适合机械化

收获的密植品种种植积极性不高。而稀植品种一

般植株茎秆高大粗壮，生育期长，单株果穗大，成熟

期水分含量高，这些特点均不利于进行机械化收获。

因此，生产中种植品种类型不适合机收也是限制玉

米机械化收获的一个重要因素。

2.5　玉米收获机械投资较大，数量偏少　目前购买

玉米收获机械一次性投资较大，机具投资回收期长。

丹东地区玉米种植面积有限又过于分散，由于玉米

收获期较短，跨区连片作业市场还未形成，导致机械

收获作业量难以保证，限制了收获机械成本投资回

收速度，这些都影响了农民对玉米收获机械购买的

积极性，导致丹东地区玉米收获机械整体数量偏少，

进一步限制了玉米机械收获技术的推广速度。

2.6　玉米收获机械的质量难以保证，收获质量有待

提高　目前，能够适应丹东地区地形地貌且技术性

能完全达标的玉米收获机械很少，玉米收获机械质

量参差不齐，收获机械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使用过

程中故障率较高，售后维修不及时，严重影响了用户

的购机使用热情和工作效率。目前的玉米收获机械

在使用过程中都存在一些缺陷，由于割台、摘穗等机

构存在质量问题，导致田间收获时果穗损失率、子粒

破损率较高，再加上部分农机操作手的操作技术不

熟练、收获时间不适合等问题，进一步加大了田间收

获的损失率。农民对于机械收获玉米的质量、效果

不满意，降低了农民使用机械收获的积极性。

2.7　对秸秆需求用途多样化，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有

待改善　丹东地区畜牧业比较发达，农民多有养殖

大型牲畜的习惯，玉米秸秆可以作为主要的饲料来

源，同时还有部分农民将秸秆作为家庭生活的能源

燃料。因此丹东地区农民对玉米整株秸秆有着不同

的现实生活需求，而玉米机械收获后秸秆就地粉碎

还田，与农民对整株秸秆的需求相矛盾。即使农民

不需要整株秸秆，但秸秆还田后没有配合秸秆回收

或翻耕作业，导致第 2 年春天秸秆不能腐烂，直接影

响播种质量，这些都是直接影响农民接受玉米机械

收获技术推广的客观因素。

3　提升玉米机械化收获水平的解决措施
3.1　制定积极引导政策，加速土地流转与集中　玉

米生产分散经营种植是影响丹东地区玉米机械化收

获的关键性因素，政府基层部门要加速推进农村土

地确权和三权分置工作，制定积极的引导政策，加快

土地流转速度，使土地集中在具有生产优势条件的

少数农民手里，加速实现玉米生产集中连片规模化

经营种植，可以全面推进玉米全程机械化生产进程。

3.2　选购合适机械，提高收获质量，加强宣传示范

工作　针对丹东地区的地形地貌、种植习惯和品种

种植形式，农机推广部门应经过充分试验，认真筛选

适合丹东地区玉米收获要求的机型，确保收获机械

的质量。同时加大力度组织机械收获农机手的技能

培训，规范收获操作技术，提高收获质量，减少收获

损失。进一步加强玉米生产机械化收获的试验、示

范基地建设，加强玉米机械收获的宣传、示范和推广

工作，通过以点带面的模式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农民。

3.3　加强对种植经营者的技术培训，改变种植观念　

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应加大力度针对普通农民、新型

职业农民、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等组织进行技术培

训工作，推广适合丹东地区的玉米高产配套栽培技

术，介绍玉米全程机械化生产的重要意义、发展方向

与经济效益，逐步改变农民传统的种植模式观念，提

高对玉米机械化收获的认识程度，推进玉米生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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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机械化进程。

3.4　培育引进适合品种，加强品种筛选工作　农业

科研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玉米新品种选育工作，育成

适合丹东地区特殊气候条件的抗病、抗倒、耐阴、早

熟、耐密、米质优良、适合机械化收获的玉米新品种。

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要加强对适合丹东地区机械收获

玉米品种的引进、鉴定、筛选、试验、示范、推广等工

作。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加大管理力度，制定积极引

导政策，精心谋划部署，采取切实举措，推进丹东地

区玉米机械化收获的快速推广。

3.5　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效率，解决农民后顾之忧　

针对丹东地区农民对玉米秸秆需求多样化的现状，

应积极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引进推广玉米秸秆

综合利用回收机械，对机械收获还田的玉米秸秆进

行打包回收处理，可以有效解决不同农民群体对玉

米秸秆需求差异化的问题。对于有条件的地块，可

以推行秸秆还田后施用加速秸秆腐烂的药剂，配合

秋季翻耕作业，可以达到改良土壤结构、增加土壤有

机质含量、培肥地力的效果。

纵观国际玉米生产模式，美国等玉米生产发达

国家为我国玉米生产发展模式提供了参考依据。实

现玉米全程机械化生产可以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节约人工成本，显著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玉米产品市

场竞争力。目前，丹东地区玉米机械化收获是限制

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关键环节，要推进丹东地区

玉米生产机械化进程，必须首先要解决机械收获的

问题，最终逐步实现由机收果穗过渡到机收子粒的

过程，这期间需要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农业技术推广

部门、农业科研机构、收获机械生产厂商等多个部

门与生产种植经营者的共同努力，相互配合，完善政

策，积极引导，才能改变丹东地区玉米生产机械收获

的落后现状，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早日

实现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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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市制种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保护措施
任建忠

（甘肃省嘉峪关市种子管理站，嘉峪关 735100）

摘要：嘉峪关市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部，是中国丝路文化和长城文化的交汇点，素有“河西重镇、边陲锁钥”之称，也是主

要的制种基地。但是，随着制种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也给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特别是农作物病虫

害和制种废弃物，已严重影响着种子质量和农民增收。本文主要阐述了制种产业对嘉峪关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种基地的保

护措施，旨在为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参考。

关键词：制种；农业环境；保护

嘉峪关属温带大陆性荒漠气候，年均气温为

6.7~7.7℃，年日照 3077.9 h。自然降水量年平均

81.5mm，蒸发量 2042.0mm，全年无霜期 134d，是典型

的绿洲农业，农业总产值占全市 GDP 的 3% 左右，其

中，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是制种业。2016 年全市各类

作物制种面积 1196.13hm2，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36%，

种类涉及玉米、向日葵、各类蔬菜、瓜类等。嘉峪关市

已形成适应相应地域气候特点的专业化制种基地，如

峪泉镇、文殊镇等沿山冷凉地区，以河水浇灌为主，适

宜玉米、向日葵、花卉种子生产；新城镇为灌淤平原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