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轴旋耕起垄机通用技术条件》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任务来源于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市级财政科研项目《马西南丘陵山地稻田

周年高效生产的耕播装备研究与应用》，按照团体标准制定任务，本标准由重

庆农业机械学会团体标委会归口，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负责起草，本标准按计

划应于 2023 年完成。

2.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 张涛、代聪、唐兴隆、梁涛、李磊、曾磊、庞有伦、

李英、卢文才

3.工作组成员及分工

张涛 主持标准起草；

张涛、代聪、唐兴隆、李磊资料查阅、搜集等工作；

张涛、代聪、梁涛、曾磊、庞有伦、卢文才参与起草标准工作；

代聪、梁涛、曾磊、庞有伦、卢文才、李英参与编写编制说明工作；

唐兴隆、张涛、李磊、庞有伦、李英参与征求意见及汇总工作；

张涛、梁涛、曾磊、卢文才、唐兴隆参与试验验证工作。

4.主要工作过程

自 2022 年 12 月起，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双轴旋耕起

垄机通用技术条件》的团体标准制定前期调研工作。《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

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围绕农业结构调整，

加快水果产业的农机装备和技术发展，推进农业生产全面机械化。《农业农村

部办公厅关于推介发布 2022 年粮油生产主导品种主推技术的通知》指出加快

粮油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提升科技对稳粮保供的支撑引领作用，重点支



持稻茬麦秸秆还田整地播种一体化机播技术和稻茬油菜全程机械化轻简高效

生产技术；《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

级的实施意见》中指出以提高水稻、油菜等主要农作物综合生产能力为重点，

支持耕整地、种植等薄弱环节适用农机研发。制定“双轴旋耕起垄机通用技

术条件”标准，是支持丘陵山地稻田周年高效生产的耕播装备研究的重要举

措，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迫切需求。制定团体标准，填补了西南地区无“双

轴旋耕起垄机通用技术条件”标准的空白，自项目任务下达以后，重庆市农

业科学院 2022 年 12 月组织有关技术人员成立了起草工作组，进行调查研究，

并实地调研，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起草了《双轴旋耕起垄机通用技术

条件》初稿。

2023 年 6 月 10 日，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起草的《双轴旋耕起垄机通用技术

条件》团体标准进行了评审。专家组对该标准文本、标准编制说明和意见处

理进行了审查。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对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形成标准报批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

1.符合性

本标准的制定按照国家标准《标准化工作导则》GB/T1.1-2020、GB/T1.2-

2020 的要求进行；以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首要目的，体现重点突

出和市场需求的原则，遵循“产学研推”的原则，本标准制定与技术创新、

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统筹推进。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 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标准

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进行编写。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引用了

国家强制性标准和行业标准，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以及农业农村

部 2020 年推广鉴定大纲协调一致。

2.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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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本标准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时，综合考虑用户的能力和利益，寻求

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本标准客观反映了目前旋耕起垄机的技术水平，便

于执行、适于应用。同时兼顾用户的实际情况，充分体现了标准在技术上的

先进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

3.先进性

本标准是以国内主要生产企业先进技术为依据，参考国内外相关产品现

状，结合国内旋耕起垄机相关产品而制定，能够满足用户在标准规范下的操

作规程和使用条件。

三、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双轴旋耕起垄机的术语和定义、作业条件、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牌、包装和储存。

本标准适用于双轴旋耕起垄机。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

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3.其它指标

术语和定义：为便于标准的使用和理解，规定了 5 条术语和定义，双轴

旋耕起垄机、土壤蓬松度、碎土率、垄面土壤平整度、垄面植被覆盖率

4.解决的主要问题

重庆市总耕地面积 2800 万亩，耕整地机械化水平为 55%左右，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的 20%左右。水稻种植环节机械化水平仅为 45%左右，远低于小麦和

玉米，直接制约了水稻产业的发展。传统的土壤耕整要借助铧式犁、旋耕机

和耙等机具进行多次作业完成，会对土壤耕作层进行压实，破坏其自然结构，

降低土壤通透性，且作业效率低，不利于抢农时；现有联合耕整地机械有犁



旋组合式开沟起垄机、前后分置悬挂式旋耕、深松、起垄作业机、垄上深松

灭茬起垄机、犁翻旋耕复式作业整地机等，但在西南粘重土壤条件下，上述

机械均存在秸秆覆盖率和碎土率低、耕作阻力大、地表平整度低、垄形不规

整等问题。

垄作栽培是通过开沟或起垄等整地技术，使土壤剖面呈波浪型，具有集

雨、保墒，改善作物通风、透光，增产等优点，在玉米、小麦等作物种植上

广泛应用。近年来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开展的稻田垄作栽培技术取得了重要成

果，相比传统平作极大地提高了稻田受光面积和复种指数，同时有利于稻田

排水、根系生长及改良土壤生态环境。为了更好地在西南丘陵山区推广垄作

栽培模式、改良稻田土壤表层结构，高碎土率和低阻力的黏重土壤旋耕起垄

机械研究迫在眉睫。

西南丘陵山区土壤含水率大且黏重板结，耕作时与触土部件粘性较强，

耕作阻力大，一般需进行 2 次以上整地作业，才能达到待播条件。由于作业

环境和农艺要求的差异性，使得现有旋耕起垄联合作业机的作业性能并不能

完全适应于西南稻田垄作栽培技术要求，存在与农艺结合性差、碎土率低和

植被覆盖率低等问题。近年来，旋耕起垄技术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马铃

薯、小麦等多种作物的旋耕起垄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而水稻起垄旋耕的机

械化尚未引起重视。江西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发明了一种葛种植深旋高垄旋

耕起垄机，创新性地采用了滚动体固定装置，使得垄宽可调，但这种机构不

适宜重庆市的土质与水稻的农艺要求。重庆市博泰机械有限公司发明了一种

具有前置施肥结构的旋耕起垄施肥机，在起垄机上添加了前置施肥结构，但

由于安装复杂、碎土率与植被覆盖率低等原因，未能广泛推广。国内目前可

查的旋耕起垄机专利有上百项，而对水稻垄作的旋耕起垄机研究尚存在空白。

从设计上来看，现存的旋耕起垄机与稻田种植的农艺结合性差，存在垄

宽不符、碎土率低、植被覆盖率低等多种问题。

四、与国内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制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规定，该双轴旋耕起垄

机通用技术条件在我国西南地区属首次制订，与国内参考标准协调一致。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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