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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上播、单粒播，花生播种机械化功能多
技术推广应用可节约种植成本，提高作业质量

9月14日，临沭县蛟龙镇花生
机械化种植示范区内，人头攒动，
机器轰鸣，花生、大豆、油菜等油
料作物生产机械齐聚这里，一展身
手。

正在这里举行的全国油料作物
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演示展示活
动，由农业农村部农机鉴定总站、
农机推广总站联合农业农村部南京
农机化研究所、山东省农业机械技
术推广站、临沂市农业农村局、临
沭县人民政府主办，获得了山东省
农业科学院、山东农业大学、青岛
农业大学、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
究院等单位的支持，旨在推进全国
油料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

在活动现场，由山东省农业机
械科学研究院最新研制的气吸式花
生起垄精播机和花生膜上精量播种
机，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大田里，
飞驰的花生播种机在拖拉机牵引
下，起垄、铺膜、施肥、打穴、播
种、覆土、镇压一气完成。“现在
播种机的功能越来越多，质量越来
越好，可以膜上直接播种，不用我

们再挖孔出苗，也不用担心补苗，
省心又省钱！”种植户围着花生播
种机，赞不绝口。

花生是我省主要的油料作物、
经济作物和出口创汇作物，16市都

有种植，种植面积大，多年来总产
量居全国前列。随着我国农业全程
机械化进程的加快，花生机械化发
展也迫在眉睫。

以前播种花生，为提高每个穴

的出苗率，防止缺苗断垄发生，都
是在一个穴里放两粒或三粒种子，
用种量较大。如何降低用种量？机
械化播种能不能实现花生单粒精播
高产？山东省农机院田间作业装备
中心史嵩博士带来了他的解决方
案。

结合花生高产垄作农艺要求，
史嵩团队在国内率先采用仿形单体
低位投种方案，突破了花生气吸式
排种器单粒充种与柔性清种技术，
研制出2BHQL-4A型气吸式花生起
垄精播联合作业机，实现了花生种
植垄型整齐、破损率低、保证亩株
数等目标。经权威机构检测，该类
机型作业速度可达8千米/小时，种
子破损率低于0 . 5%，粒距合格指数
大于90%，各项技术参数均处于国
内领先水平。该机型作业速度是现
有传统机械勺轮式排种器的2倍，
每亩可少用4000-6000粒种子，节约
成本100元以上，作业效果获得农
户好评。

此次亮相现场会的，还有山东
省农机院田间作业装备中心康建明

博士团队的花生膜上精量播种机。
该款机具突破了膜上打孔穴播技
术、单粒精播技术、种孔覆土技术
和随动仿形技术，破解劳动强度
大、出苗不齐等问题，一次作业可
完成起垄、铺膜、施肥、喷药、膜
上打穴、单粒精播、种行覆土、种
行镇压等8道工序，省时省力，高
质高效。通过试验推广，该款膜上
精 量 播 种 机 可 实 现 用 种 量 减 少
20%、农药用量减少8%、增产10%

以上。产业化后，如果在全省三分
之一种植面积上推广应用，每年可
增产10万吨，增收4亿元，经济社
会效益十分显著。

据了解，这两种花生播种装备
的研制成功，是花生机械化播种技
术的重要突破，对节约种植成本、
提高作业质量、提高农户种植积极
性具有重要作用。推广应用后，将
有力推动花生生产机械化水平提
高，对山东花生品牌打造和花生产
业提质增效、粮油作物生产科技供
给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程娟

正在田间作业的气吸式花生起垄精播联合作业机。

玉米成熟期，多地种植户使
用玉米收割机收割，在使用机器
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发动机排气管
冒黑烟或白烟的现象，大大影响
了玉米收割机的正常运作。那么
具体原因是什么？又该如何解
决？

冒黑烟的原因

造成玉米收割机排气管冒黑
烟有多种原因，比如玉米收割机
超载超速运行，使发动机负荷过
重，燃烧室积炭严重；气门、缸
套、活塞及活塞环磨损漏气；供
油量过大、柴油质量不符合规
定；供油时间过迟，燃烧不完全
等等，都有可能造成冒黑烟的现
象。

解决方法：由于原因较多，
自然就要采用对症下药的解决方
法。对玉米收割机超载超速运行
这一情况，只要减轻玉米收割机
运行负荷，同时清除燃烧室积炭
就可以了；若是喷油器工作不正
常造成的，可以清除喷油器积
炭，调整喷油泵压力或更换新的
出油阀。总体来说，在执行解决
方案时还是要找准事故原因。

冒白烟的原因

玉米收割机排气管冒白烟一
般是有四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喷
油器雾化不良或滴油使部分柴油
不燃烧；二是柴油中有水；三是
气缸盖和气缸套有肉眼看不见的
裂纹，气缸垫损坏使气缸内进
水；四是机温太低了。

解决方法：遇到喷油器雾化
不良或滴油使部分柴油不燃烧这
种情况，清洗或更换喷油器，调
整喷油压力可以解决；若是玉米
收割机气缸盖和气缸套出现肉眼
看不见的裂纹导致气缸内进水，
最好更换气缸垫、气缸套、气缸
盖；对于机温太低，这个其实机
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就自行消除
了。 (惠农)

>>农机课堂

玉米收割机为啥

冒黑烟或白烟

近日，吉林、河南、湖南、四
川等地的市场监督部门陆续对当地
生产销售的肥料产品进行抽查。结
果显示，水溶肥、有机肥不合格较
多。其中，四川、吉林两地水溶肥
不合格率均超过20%。

日前，四川组织开展2020年一
季度新型肥料、有机肥料等产品质
量省级监督抽查。据公告显示，抽
检的21批次样品中，有12批次不合
格，不合格率达57%，且大部分为
水溶肥产品。

8月3日，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
厅发布通告显示，2020年二季度，
该厅组织开展了掺混肥料、复合肥
料、复混肥料、水溶肥料、有机肥
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和农用薄
膜等7种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在抽

检的647批次产品中，发现25批次
产品不合格，不合格率为3 . 86%。肥
料不合格项目主要是总养分、氮、
磷、钾等不符合标准技术要求。

其实，水溶肥一直是农资抽检
不合格的重灾区。早在2016年，广
东省市场抽查结果显示水溶肥合格
率26 . 25%。2019年农业农村部部抽
查的大量元素水溶肥样品合格率为
79 . 2%，总体合格率远低于复混肥
料。

据悉，本次吉林抽查的3家销
售者销售的4批次水溶肥产品中，
有 1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率
25%。不合格项目主要涉及大量元
素含量。

“产品质量的参差不齐也导致
了 水 溶 肥 抽 检 不 合 格 率 居 高 不

下。”广东一肥料企业负责人介
绍，水溶性肥料是一种可以完全溶
解于水的多元复合肥料，能够迅速
溶解于水中，作物吸收利用率是普
通化肥的2-3倍，在提高肥料利用
率、改善作物品质以及减少劳动力
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一般
消费区域主要集中在大棚蔬菜生产
基地、果树生产基地等。由于水溶
肥的生产设备及工艺简单，小型生
产企业较多，部分企业无产品检验
能力、生产工艺落后、质量意识淡
薄，导致市面上水溶性肥料质量参
差不齐。

不过，笔者在梳理水溶肥不合
格产品时发现，这其中也不乏大企
业生产的产品。一业内人士表示，
水溶肥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国家标

准，更多的是行业标准。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推动

下，水溶肥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但是与之相应的标准却没有跟上，
而且水溶肥不合格因素多为含量不
合格，这也给农户辨别和行业监管
造成了很大难度。”该业内人士指
出，对于农户来说辨别水溶肥好坏
的主要方法还是看外观、看溶解度。

现在每种水溶肥都有相应行业
标准，可以根据标准对照包装是否
合规，如目前大量水溶肥通用执行
标准为NY1107-2010，包装上没有
这个标准的就要小心了。另外，看
溶解性，好的水溶肥产品一般都能
快速溶解，但若遇到颗粒较大，溶
解慢的最好谨慎购买。

(据《南方都市报》)

多省区抽查显示———

水溶肥是不合格重灾区

9月2日，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
最新研发的3款板栗采收机在京山
市成功进行了测试采收。

参加测试的3款板栗采收机，
历经大半年的时间研制，收获高度
从3 . 4米至8米不等，配套挖掘机底

盘，含拍打执行系统、作业定位系
统、行走系统及控制系统，采摘完
一棵板栗树平均8分钟，是人工的5

倍至8倍，大大降低人工采收的劳
动强度。

（据《湖北日报》）

很多农民这样固执地认为，
“见效快就是好肥料”，这是一
个很严重的用肥误区，实际恰恰
相反，见效快的未必是好肥料。
肥料需要长期供应，最好是根据
作物各个时期的生理特性配比施
用，没有必要盲目地追求速效
性。因此，笔者在此提醒农民朋
友：购买肥料时一定要理性选
择。

一般来说，化肥产品肥效期
如下：

碳铵：当天见效，肥效期15

天；氯化铵：3天见效，肥效期
25天，后期脱肥；尿素：7天见
效，肥效期45天；复合肥：10天
见效，肥效期90天；生物肥：一
般一个月左右见效，效果在生长
周期长的作物上还不是很明显，
但肥效可持续6-8个月；激素类
物质：见效快，但自身没有多少
营养，对增产没有多大实际帮
助。

很多不法厂家为了迎合农民
朋友们的“快速见效”心理，于

是在冲施肥中过量添加激素类物
质，降低氮磷钾等营养元素的含
量，本末倒置。这种激素肥料在
冲施后能够1至2天见效，表面效
果非常明显，但是在连续使用2-
3次后，会发现植株底部叶片发
黄，茎秆细弱，果实生长不良。
蔬菜正常的生长期以及果实采摘
期严重缩短，这就是滥用激素的
后果。

作物生长是有规律的，根深
才能叶茂，前期生根，中期长茎
秆，后期结果实，如果用肥不合
理或使用激素，在该长根系的时
候，茎叶旺长，根系衰弱，那么
茎叶再旺盛也只是一个表象，结
果只会导致作物早衰死亡。我们
追求的是产量和质量，而不是茎
叶。

因此，我们在选择用肥的时
候，不能单一以长势来评判一个
产品的好坏，要明白最终的目的
是产量和品质，能够增产且保证
品质的肥料才是好肥料。

(中化)

见效快的不一定是好肥料平均8分钟采完一棵板栗树
华中农业大学研发3款板栗采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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