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菜头机械化移栽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任务来源于重庆市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专项重点项目《茎瘤芥（青菜头）

全程机械化技术装备创新与应用》，按照（计划编号 2024-001-T/CQ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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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农业机

械化技术推广总站负责起草，本标准按计划应于 2024 年完成。

2、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重庆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田贵康，谢英杰，王成行，李海山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宋树民

渝东南农业科学院：胡代文

重庆三峡学院：牛坡

3、工作组成员及分工

田贵康主持标准起草；

田贵康、谢英杰、资料查阅、搜集等工作；

谢英杰、王成行、李海山、宋树民、胡代文、参与起草标准工作；

谢英杰、王成行编写编制说明工作；

谢英杰、王成行、牛坡参与征求意见及汇总工作；

田贵康、谢英杰、王成行、李海山、宋树民、胡代文、牛坡参与试验验

证工作。

4、主要工作过程

国务院国发〔2018〕42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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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没有农业机



械化，就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结合重庆市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专项重点

项目 “茎瘤界（青菜头）全程机械化技术装备创新与应用”，自 2022 年 11

月起，重庆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组织有关人员前往涪陵、丰都、万州、

长寿等地进行了前期调研工作，对茎瘤芥（青菜头）生产过程、相关农艺要

求、机具使用情况、技术短板进行了实地了解，对相关技术资料进行了收集

整理。

2023 年 6 月，重庆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组织有关技术人员成立了

起草工作组，起草了《茎瘤芥移栽机械化作业规程》初稿。

2023 年 11 月-2024 年 4月，重庆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重庆三峡

学院分别在在江津区、长寿区、永川区、涪陵区、万州区等地建立茎瘤芥（青

菜头）全程机械化技术装备与应用示范基地，并对标准初稿中的作业流程进

行了验证，其作业技术规程符合生产作业要求，研发配套的农业机具满足环

节作业要求，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作业效率，实现了青菜头种植节本增

效。根据验证结果，证明本标准规定的作业流程是可行的，满足了安全生产

要求。

2024 年 5 月再次组织江津区、长寿区、永川区、丰都县等区县专家、生

产主体对标准内容进行了论证，对机械化生产环节、装备路径、作业要求、

作业质量等内容和指标进行了细化，形成了《青菜头机械化移栽技术规程》

较为成熟的标准文稿。

该标准的制定为重庆市青菜头机械化生产提供了标准、安全、科学的生

产技术规范和绿色、多元、轻便作业的先进机具，填补了重庆青菜头机械化

作业的空白，对规范和引领行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是实现国务院

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又为增强小户农业经营竞争能力，减轻劳动强度，

提高作业效率提供了技术支撑，为保障菜篮子安全提供了保证。同时也为带

动青菜头产业机械化种植推广和应用，实现节本增效，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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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体现重点突出

和市场需求的原则，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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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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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菜头机械化移栽作业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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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国内青菜头机械化移栽作业规程而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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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规定了青菜头机械化移栽作业规程，主要包括作业要求、品种选

择、育苗、开沟起垄、机械移栽等环节的作业作业要求、作业质量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重庆市境内的标准化青菜头种植基地使用的机械化作业设



备，其他形式的青菜头机械化种植作业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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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0395.1-2009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安全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总则

NY/T 496-2010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JB/T 10291-2013 旱地栽植机械

DB50/T 1191-2021 绿色食品 鲜食青菜头生产技术规程

DB50/T 1192-2021 绿色食品 榨菜加工用青菜头生产技术规程

3、其它指标

术语和定义：为便于标准的使用和理解，规定了 4 条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漏栽率（leakage rate of seedlings）

移栽作业后，穴内没有移栽苗的数量与理论上亩应栽苗数量的百分比。

倒伏率（Lodging rate）

移栽作业后，移栽苗倒伏数量与移栽苗总数的百分比。

栽植深度（depth of planting）

移栽苗与覆土表面交点到秧苗根部的垂直距离。

移植合格率（Transplantation qualification rate）

移栽作业后，栽植深度符合移栽要求的苗数占移栽总苗数的百分比。

4、解决的主要问题

（1）解决劳动力缺乏等问题

随着农业经济作物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和现代科技成果在农业中的广泛

推广和应用，大幅提升了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的生产水平，经济作物种植面

积和产量也不断持续增加，种类的组成也更加优化。在我国经济作物种植面



积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很难满足现代化农业发展和

适度规模化发展的需要，另外随着农业从业人员减少、人工工资增加，发展

种植机械化技术是当务之急。有效地推广和使用种植机械，不仅能够降低劳

动者的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节约成本，还能够减少作物损伤，提高作

物品质。

重庆市地处丘陵山区，农业生产机械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市农

业机械化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 2025 年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达到 60％以上。为加快推进农业生产机械化替代人力，实现主要农作物全程

机械化，建设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目标，需要加快攻克制约农业机械化

全面全程、高质高效发展的技术难题，加强特色经济作物关键环节农机化技

术装备研发。因此，推进经济作物种植机械化水平，对于促进我市经济作物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农业面临

着农民年龄结构老化，劳动力不足的现状，推广使用高效农业机械，代替劳

动力，减少用工成本，最大限度实现省力化，也是今后农业机械现代化发展

方向。

（2）解决青菜头种植装备缺乏等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农业生产正经历着由分散经营向小规模化经营发展的变

化，同时宜机化改造技术的广泛运用，也为农业机械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农

业机械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从整个青菜头种植流程看，还存在诸多不

足之处，多数环节仍依靠人力来完成，对于发展青菜头产业存在严重制约。

因此需要发展新型的多功能作业机械，促进青菜头种植规模化发展，也

有利于推动我市榨菜产业全产业链的发展，推动农村经济产业的提升，提高

农民经济收入。针对榨菜原料青菜头的种植和收获“无机可用”问题，研发

与土壤条件、品种及栽培技术相适应的农机装备，促进农机农艺融合，攻克

青菜头机械化种植关键技术，研制机械化生产技术规程，集成耕、种、管、

收农机装备及技术，开展全程机械化生产作业示范。



为此本标准以青菜头机械化移栽技术规范为基础，针对青菜头机械化移

栽作业进行规范，明确相关工作要点，以供使用和参考。该项标准的制定填

补了我国青菜头机械化移栽技术作业规程的空白，对规范行业、引领发展、

市场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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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青菜头机械化

移栽技术规范在我国属首次制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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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