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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的种植历史悠久，温带半湿润的季风性气候比较
适合棉花的种植。最近几年，伴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区
域内棉花种植面积明显缩小。在基层，棉花全程机械化体
系正稳步进行，棉花实现了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发展，播种
质量和效率也明显提升，使得大量的农户从繁琐的工作中
解放出来，作业质量明显提升，成本明显减少，为种植户
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收益。作为农机部门需要在过程中做好
宣传和推广工作，指导种植户对传统生产模式进行调整，
提升机械化播种的应用比例。

一、 土壤翻耕
土壤翻耕能够构建虚实结合的土壤层，对土壤结构加

以改善，将耕作层的土壤敲碎，水肥气热相协调，能够更
好的促进种子萌芽，根系朝着更深的地方生长。肥料、农
药等混合在土壤中，将药效和肥效结合起来，更好地促进
作物健康生长。

目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棉花的种植地块较为集
中，多是在盐碱地或是低洼地块，做好翻耕工作，能够将
土壤表面比较严重的盐碱翻到土层之下，土壤质量进一步
提升。

科学的翻耕需要在适宜农业生产期限内展开，施加基
肥，将肥料翻到土层下。播种棉花之前，土壤翻耕的深度
为 20 ～ 25cm，均匀翻耕，不会出现漏耕的情况，垈片翻
转效果比较好。土壤翻耕过程中，较常用到的机械设备有
圆盘犁、凿形犁和铧式犁。

二、 整地作业
整地作业能够构建良好的土层结构以及表层形态，能

够更好的促进农作物的健康生长，帮助根系朝着更深的方
向扎根，为棉花播种以及后续生长发育、田间管理创设良
好的环境氛围。

整地具体包括了顺耙、横耙和对角耙几种形式，顺耙
要和耕地保持平行，这种阻力相对较小，但是无法实现碎
土的效果，比较适合土壤层较深，土壤孔隙相对较多的种
植地块。横耙要垂直于耕地方向，在平整土地和碎大土块
这块有着突出的效果，但是使用机械设备时，会出现较为
明显的震动感。对角耙则是沿着耕地的角度进行耙地，这
种整地手法能够对土地起到平整的作用，土块变碎，机械
振动就 比较小。

整地时，要确保适宜的土壤墒情，土壤墒情不佳的情
况下，采取干播湿出的方式，棉花播种在干土层中，快速
滴水，滴水量以及滴水时间都要严格控制，确保种子能够
在较短时间里快速发芽。保证地块平整，没有土包和沟
坑，土壤状态要符合播种要求。整地完成之后，地头和地
边要平整，不存在漏整的情况，土壤较为疏松，不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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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方便播种；地表的土壤要细碎，没有大土块，地块中
包括残膜和秸秆在内的杂物要及时去除。

棉花整地用到的机械设备比较多，包括镇压器、碎土
器等，按照整地目的不同，可以对各项工具优化组合，联
合整地，疏松土壤、碎土、平整和压实工作都可以一次性
完成。

工作部件驱动方式的差别，耙地工具可以分成牵引式
和驱动式。牵引式耙地主要是借助拖拉机牵引设施设备开
展相关工作；驱动式耙地则是借助拖拉机的动力输出轴对
工作部件进行驱动实现了向前的作业。两种耙地方式进行
比较，牵引式耙地的主要特点是动土能力突出、整地深度
大、地表平整。完成整地之后，地面平整的效果能够达到
最佳的播种状态，但是这种机械设备的结构复杂、效率比
较低、工作成本高。

三、 机械化播种技术
棉花的机械化播种技术主要是使用棉花覆膜和播种联

合作业机完成棉花的开沟、除草、施肥、播种和覆膜等工
序。棉花在种植时，主要是穴播，联合作业及进行播种，
能够确保棉花种子的种植密度一致，进而苗种的存活率能
够进一步的提升。

棉花的机械播种方式包括半精量和精量播种，大田种
植的棉花主要是覆盖地膜进行种植，半精量种植一穴加入
2 粒种子，通过机械进行播种、覆膜和压土。优点体现在：
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对整地和土质要求相对较低，而且
在保墒和增湿这块效果比较好，能够确保一播全苗。但是
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定苗和放苗，成
本增加，农户的收益降低，下种量大，成本比较高，很容
易出现苗群拥挤的情况，水、肥之间争夺严重，出现了
“高脚苗”。通常大多采取半精量播种，主要是因为种子
的发芽率在 85%，精量播种的要求是 95%，这点无法满
足，另外，棉花种植户多是一家一户，放苗和定苗对劳动
力的需求都能满足，但是西北地区，劳动力明显不够，生
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无法满足，对此，做好精量播种
对棉花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机械式精量穴播器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借助机械的方
式从种群中准确的找到种子确定排种量，比如说指夹式排
种器，但是其对种子的形状、尺寸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
做好筛选工作，甚至一些种子还需要做好丸粒化处理；另
一类是对种子的体积进行控制明确排种量，包括孔式排种
器和勺式排种器等，种子的形状和大小以及设备的孔型都
会直接影响种植。

（一）选择地块
虽然机械化播种技术的生产效率比较高，但是对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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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第一，机械播种的耕地需要在平坦的
地块中进行，要求土壤肥沃，方便灌溉而且交通便利的地
块；第二，需要联系当地较常使用的播种设备，深刻的认
识到播种设备的不同，对耕地面积的要求也存在有一定的
区别。

（二）选择品种
棉花的品种比较多，不同的品种类型，对生态环境、

种植模式以及气候等要求不同，所以需要联系当地的具体
情况科学选择，通常情况下，选择综合性能比较好的、产
量较高的、抗病虫害性能好的品种，或者是选择果实短
小、抗病抗倒伏、适合机械化操作的棉花种子。另外，在
播种之前，还需要做好棉花种子的处理工作，在播种之前
的一周时间里要进行晒种，保证种子的完整度，减少病种
和虫种的出现，要将其对棉花生长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三）播种要求
采用复式精量播种机时，需要注意的是其对播种时间

和品种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可以考虑统一播种时间以及品
种。复式精量播种机对棉花种植的行间距没有明确的要
求，为了能够更高的帮助棉花健康生长，将机械作用充分
发挥出来，可以考虑采取行距种植的方式。播种机进行播
种之后，可以确保播种的深度一致，稳定性好，棉花苗之
间的距离比较平均，棉花和棉花之间的行距也要基本一
致。在播种之后覆膜，做好保温保湿，在播种之前，需要
压严实膜边，避免大风将膜揭开。棉花生长过程中，需要
在播种时间一次性足额的施用肥料，施肥的位置可以是在
种子的下方或是测下方，分层施肥。

四、 机械化田间管理
棉花田间管理包括除草、施肥、植保、排灌和催熟等

环节，借助机械化设备，提升棉花种植的生产效率。棉花
的植保环节，就是利用机械设备做好农药、除草剂以及叶
面肥的施加。农药的喷洒是需要提前配置一定剂量的药
物，人工喷洒时，很容易出现搭配比例不一致的情况，很
难起到有效的防治作用，但是采用了机械设备，不只是能
够让药物均匀的喷洒在需要施加的位置上，而且比例的配
置也较为合理。喷洒的药液具有良好的黏着性，以减少漏
洒或是漂移所造成的损失。植保机械按照作用性能又可以
具体分成有雾机、喷粉机和喷烟机等，按照动力的差异具
体分成手动式、机动式和机引式等，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需要联系种植地块的具体情况，选择最合适的植保设备。

五、 机械化播种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把握好种植时间
播种时间会对棉花的生长产生较大的影响，受气温、

土壤温度、墒情和播种方式等影响。温度是确定播种时间
首要考虑的，通常情况下，每天的平均气温在 10 ～ 12℃
时，棉花会萌动，超过 12℃发芽，14℃以上就会出苗。
最为适宜的播种期是在 5cm的地温稳定在 14℃，或者是
气温稳定在 16℃以上。通常情况下，4 月 15 到 25 日是最
为合适的播种时间。播种时间太早，地温比较低，会出现
烂籽和烂芽的情况。播种时间太晚，会耽误生育期，出现
晚熟减产的情况，纤维的内在质量降低。播种深度主要
是结合墒情、土质以及播种方式最终确认。沙壤土一般是
3 ～ 3.5cm，黏土是 2.5 ～ 3cm，播种完成之后，需要压实。

（二）做好播种初期的准备工作
播种之前，需要将地块中的杂草进行清理，将畦面整

平，充足的施加底肥，主要是施用有机肥，然后做好土

壤的翻耕，确保地块中土壤的疏松度，将大块的土块敲
碎，保证地面的平整性，没有残茬，也不会出现其他的
杂物等。另外，棉花种子要尽可能的选择饱满度高，发芽
度超过八成的种子，在播种之前需要做好晒种的工作，将
种子和药剂进行混合，充足的施加肥料，提前配备除草剂
等，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浇底墒水，在播种之前
的浇水都是属于底墒水。充足的底墒水是确保棉花适时播
种、壮苗的前提保证。土壤刚解冻时需要进行春灌，最晚
的春灌时间是在播种之前的半个月，这样能够促进土壤温
度升高，确保适时播种，保证苗全和壮苗；第二，施加肥
料，为了提升棉花的产量，需要足额加入基肥，提升土壤
肥力，目前棉花的种植地，大多是缺少有机质，土壤肥力
明显不足，需要联系土壤的具体情况施加有机肥，保证
氮肥、磷肥和钾肥科学配置。通常一亩施用的农家肥为
2000kg，尿素为 15kg，硅、钙、镁、钾肥则是 25kg。第
三，做好种子处理，选择的种植品种要优良，播种初期要
进行晒种，打破种子的休眠期，更好的促进种子的成熟。
没有包衣的种子，在播种前可以浸种；包衣的种子，播种
之前需要省去浸种的工序。

（三）合理选择机具
机具的选择需要能够一次性完成平地、开沟和播种工

作，所以需要综合分析、合理选择。首先，在操作事前，
需要将设备调整到最佳状态，组织试播；其次，操作时，
利用人工压好膜头起步，起步时速度要慢，要鸣笛，要匀
速、平稳、直线行驶，尽可能不要在过程中出现变速和停
机的情况。如果必须要停机，需要提起机具，等到问题得
以解决之后，原地放好机具，不能前后移动，发生漏播和
重复播种的情况；再次，为了不让大风将地膜吹起，需要
在地膜表面隔 2m设置土腰带。地头转弯时，将机具升起，
剪断地膜头，当机具转弯时，将地膜头压埋；然后，作业
中，机械设备不能倒退，机械后不允许站人，否则很容易
出现人员伤亡；最后，操作过程中，要及时的跟进作业质
量，如果出现问题需要在第一时间有效的解决，设备使用
之后需要严格的按照说明书上的规定做好保养工作。

六、 结束语
棉花机械化播种技术是建立在农业产业模式调整背景

之下，能够提升棉花生产效率，减少人员投入的一种新型
的生产技术。这项技术的应用能够极大地提升播种质量，
人力成本明显减少。机械化播种技术具有较高的专业性，
需要有关技术人员深入到基层积极指导棉花机械化播种技
术的应用，为棉花全程机械化生产更好地开展奠定坚实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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