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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全球大蒜种植面积最大和产量最高的国家，

也是全球大蒜出口量最大的国家。据统计，中国大蒜种

植面积占全球总面积的 65%，出口量占全球大蒜贸易总

量的 80%。山东省是中国种植大蒜面积最大的省份之

一，种植面积约占全国大蒜种植总面积的 30%。山东省

作为大蒜的主产区，近些年积极探索大蒜种植新模式，

推广大蒜种植新技术，逐步的提高大蒜种植机械化率，

进一步稳定了山东大蒜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地位。在种

植模式和技术改良上，山东地区大蒜种植积极推广现代

化农机，开展合作化、产业化种植模式。一些大蒜种植

大县率先在大蒜种植中全面推广现代化农机，从整地、

播种到大田管理，再到大蒜收获，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作

业，极大地提高了大蒜种植的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降

低了大蒜种植成本，提升了大蒜种植效益。山东地区大

蒜全程机械化生产的成功转型为我国其他大蒜产区大蒜

种植与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单县作为山东省的大蒜种

植大县，走在了大蒜现代化种植技术推广的前列，成功

实现了大蒜粗化种植向精细化种植管理的转型，极大地

促进了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以单县地区为例，研究大

蒜机械化播种技术研究现状及问题分析对于推广大蒜全

程机械化生产模式及技术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国内大蒜机械化播种技术发展现状

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农机现代化发展的支持，全国

农作物耕种受综合机械化率显著提升，截至 2022 年 9

月已达 72%，在短短的 10年内全国农作物机械化率提

升近 15%。目前，全程机械化生产主要应用于水稻、

小麦、玉米、花生、棉花、甘蔗等粮棉油作物生产中。

随着各类农机企业技术的创新，经济作物类农机相继问

世并在主产区推广，进一步扩大了全国农作物全程机械

化生产的应用范围，对提高各类作物全程机械化率意义

重大。我国大蒜种植面积、总产量和出口量在国际市场

占据主体优势，大蒜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也是

全程机械化技术推广的代表性作物。现阶段，国内大

蒜主产区大蒜种植面积大约 640 万亩，全程机械化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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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10%，只有部分大蒜主产区的大蒜种植大县才在近两

年全面推广机械化生产，实现了大蒜生产机械化率超过

90%的推广效果。这一成就得益于国内大蒜机械生产企

业的进步与发展。

山东省为大力发展大蒜等经济，从 2015 年开始启

动农机装备研发创新技术，由山东省农业大学主导，与

10多家科研院所和本省的生产企业联合组建了农机装备

专业研发团队，将大蒜等经济作为装备研发作为重点。

同时，政府还提供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引导合作社、

种植大户、种植企业等购买大型农机，在大蒜主产区积

极推广机械化耕、种、收等技术。山东地区作为全国主

要的大蒜产区，集聚了全国多家大蒜机械生产企业，拥

有大蒜机械及生产技术优势。2021 年，山东玛利亚机械

等推出 30余套大蒜种植和收获机械，包括大蒜正芽播

种机、挖掘式和联合式大蒜收获机、大蒜脱皮机、蒜种

分瓣分选机、蒜米加工机等大蒜配套生产设备，为大蒜

全程机械化生产及技术的推广奠定了基础，也为山东地

区大蒜全程机械化生产走在全国前列奠定了设备及技术

优势。

目前，山东地区大蒜种植示范区和产业化种植区已

经实现了大蒜机械化播种率 100%的推广效果，全省大

蒜全程机械化率超过了 20%，高出全国大蒜机械化水平

近 20%。其中单县、微山县、金乡县等大蒜生产大县大

蒜全程机械化率已经达到 95%以上，其他大蒜主产区大

蒜全程机械化率均以达到 80%以上。目前，山东省内主

要推广的大蒜栽培机械有大蒜旋耕精量正芽播种机、大

蒜水肥一体机、大蒜前置式挖掘铺放收获机、大蒜后置

式夹拔铺放收获机、大蒜打捆式收获机、4DS-1200 型

切挖组合式大蒜联合收获机、大蒜分段收获机、大蒜联

合收获机等。配套推广的其他生产设备还包括大蒜脱皮

机、蒜种分瓣分选机、蒜米加工机等。山东省经过推广

各类大蒜生产农机具设备，大蒜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

种植面积扩大到全国的 1/3 以上，大蒜全程机械化率也

普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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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蒜机械化播种技术的应用与推广

（一）大蒜机械化播种技术应用现状

2021 年，单县以大蒜为主导产业，建立了徐寨、张

集、时楼等 5大蒜专业镇和 70余个大蒜专业村，积极

开展大蒜规模化、产业化、全程机械化种植，并依托信

息技术和新媒体搭建特色农产品产销一体化平台，从根

本上解决了大蒜产后销售的问题。目前，单县的大蒜还

通过了“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真正的走向了大蒜规模

化、产业化、标准化之路。2021 年单县种植大蒜 16万

亩，产量达 12.8 万亩。单县徐寨镇早在东汉初年就开

始种植大蒜，有着 2000 余年的大蒜种植历史，同时也

有着优越的大蒜种植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种植的白皮

大蒜以产量高、品质佳而闻名。自徐寨镇大蒜种植全程

推广机械化技术，白皮大蒜的产量进一步提升，大蒜品

质等级得到进一步提高。以单县地区为例，市场上传统

的大蒜人工收获的成本折为 1600 ～ 2000 元/亩。根据

单县大蒜种植示范地全程机械化作业试验测产和成本计

算，得出以下结论：采用大蒜旋耕精量正芽播种，平均

每天可播种大蒜 50亩，播种率是人工播种的 20倍，每

亩可节约劳动力 50% ；大蒜分段收获机和大蒜联合收获

机平均每小时可收获大蒜 3～ 5亩，生产效率是人工作

业的 40倍，每亩可节省收获成本 80% ；采用大蒜正芽

播种机播种的大蒜正芽率大于等于 90%。近些年，单县

还积极推动大蒜农机具科技创新与产品研发，推广大蒜

生产各类机械升级换代，应用智能传感技术等提高大蒜

播种机、收获机、药肥一体机的自动化率和精准化率。

在技术推广方面，积极组织技术统一培训，建立示范基

地，以示范基地为中心，带动周边地区大蒜种植中将现

代化农机与农艺融合应用，积极推广大蒜机械化播种技

术、大蒜机械化收获技术，示范性的推广大蒜机械化配

套农机具。目前，单县大蒜机械化播种主要面向大型自

动化耕播一体机和大蒜播种正芽机，大蒜播种正芽率保

持在 90%以上。

（二）大蒜机械化播种技术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1.购机成本高。单县在大蒜机械化播种技术推广进

程中，面临最多的问题就是大型农机购进成本、性价比

低，用户购买力首先。在大蒜主产区，大型耕播一体机

的农机保有量相对较少，而大部分乡镇农户群体间主推

的大蒜播种机存在实用性差、动力配套、工作稳定性和

和可靠性偏低等问题。以上问题都会无形中增加大蒜机

械化生产管理的成本，影响作业效率。此外，单县大蒜

生产中最先推广播种机，而收获机推广相对较晚，收获

机与实际大蒜种植面积不匹配。大蒜大型联合收获机近

两年才推广，其生产性能相对较好，但大蒜收获期，使

用积极性低、性价比低，影响着大蒜大型联合收获机的

购机率。小型的大蒜收获机收获性能难以满足现代大蒜

规模化生产的需要。

2.大蒜机械化种植工艺复杂。大蒜播种规范播种技

术要求鳞芽朝上，播深 3～ 5cm，深度均匀一直，覆土

厚度均匀一直。大蒜机械化播种场存在蒜种鳞芽不向上

的问题，导致播种蒜中腐烂问题，影响着大蒜播种的

出芽率和齐苗率，进而影响大蒜的产量。普通的大蒜播

种机难以确保大蒜点播或播种后鳞芽的状态，全自动大

蒜播种机也不同程度存在大蒜破损和鳞芽偏向的问题。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大蒜播种机都或多或少存在以上问

题，影响着大蒜机械化播种技术的推广。

3.农民个体意愿低。目前，即便是在大蒜主产区，

大蒜种植模式不统一的问题也较为普遍。由于大蒜播种

中采用的播种机型和幅宽不一样，且大部分农户都是个

体分散种植，大蒜种植技术不统一。有些用户采用平播

种植的方式，有些用户再用点播的种植模式，有些用户

采用了新型耕播一体机或正芽播种机种植，种植技术参

差不齐，不利于大蒜中后期机械化药肥管理和机械化收

获技术的推广。

4.农机栽培技术水平限制。现阶段，大部分大蒜机

械生产企业所提供的农机技术培训及配套服务有一定的

时候性。特别是在新推出的大蒜耕播一体机、正芽播种

机型等机型，机手或农户购买播种机的操作能力及反

应能力差，缺乏播种机保养维修意识。一些农机具在发

生小问题后未能及时发现并进行调试和维修保养，导致

问题伴随整个大蒜播种期，影响大蒜播种效率和播种精

度。大蒜播种机技术及服务的滞后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农

机的售出，也影响着大蒜播种机械和配套栽培技术的

推广。

（三）大蒜机械化播种技术推广策略

1.政府加大新型农机购机用机补贴。为推动播种技

术规范化发展，政府应加大新型农机购机补贴，激发合

作社购买新型大蒜耕播一体机、全自动正芽播种机、精

量播种机型的兴趣和积极性，鼓励主产区示范地和合作

社积极采用大型新型大蒜播种机。

2.实施合作社产业化种植模式。大蒜主产区应该充

分利用产业化优势，在大蒜种植示范地和大蒜种植专业

镇积极的推广新型大蒜播种机，并带动周边村镇开展大

蒜专业化、合作化种植模式，统一大蒜种植专业镇和专

业村的种植模式和种植技术标准，为全面推动大蒜机械

化播种、药肥管理和收获奠定基础。

3.制定大蒜机械化种植技术规程与标准。大蒜种植

专业镇和专业村应该在县政府或农业局的引导下建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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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种植合作关系，并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制定统一的大

蒜机械化种植技术规程与标准。在大蒜栽培技术方面，

应统一技术模式、统一农机、统一品种，同时统一播种

机宽幅、株行距、播种深度、覆土深度、正芽辅助机具

参数等，确保大蒜机械化播种技术推广的统一性，引导

农民积极采用机械化大蒜药肥技术和收获技术，提高大

蒜机械化生产水平。

4.建立大蒜机械化种植示范地。大蒜主产区应该在

大蒜种植土、气、水等资源条件优势地区创建大蒜种植

示范地，示范性的推广大蒜机械化播种技术及其他配套

农机具，提高大蒜机械化播种水平。通过大蒜种植示范

地大蒜机械化播种技术的推广，鼓励周边乡镇克服通过

专业合作的形式克服大蒜机械化生产困难，逐渐地扩大

大蒜机械化播种技术推广范围，提高大蒜主产区大蒜机

械化播种水平。

5.开展大蒜机械化播种技术线上+线下培训。针对

新型大蒜播种机，大蒜机械生产企业应该创建农机技术

推广及培训平台，采取技术线上培训+线下培训+现代

指导+定期维护的管理方式，保证大蒜新型播种机械及

配套播种技术的推广有效落实到农业生产实践中。此

外，大蒜生产机械技术人员还要在大蒜播种期间深入田

间地头，了解大蒜播种机械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问

题，了解原因，并与专业研发团队探讨解决方法，确定

机械技术更新方案。企业则要做好大蒜播种机械的更新

换代，及时的更新大蒜播种技术，适应大蒜全面机械化

生产需求。

6.指派农机人员下乡指导大蒜全程机械化生产。为

推动大蒜主产区加快大蒜种植全程机械化发展，县农业

局应与省农业局、省农大、农机生产企业及专业联合，

组建研发团队，根据本省、本县大蒜生产现状及机械化

生产的播种环节，积极组织技术创新，引入新科技推动

大蒜播种机械及技术的更新，并指派技术人员到大蒜种

植各个环节指导机械化作业，提高机手操作新型大蒜播

种及其他机械的操作水平，提高大蒜播种阶段的科技化

水平，来保证大蒜播种的精准化和规范化程度，保证大

蒜播种出苗率和齐苗率，为大蒜种植全程依据标准技术

规程推广机械化作业奠定基础。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蒜机械化播种技术的发展进步是大蒜

全程机械化推广的开端，也是提高大蒜播种效率和精

准化程度的关键。本文阐述了我国大蒜主产区大蒜机械

化播种技术推广现状，通过对单县大蒜机械化播种技术

推广问题的分析，提出相应的大蒜机械化播种技术推广

策略。笔者认为，大蒜机械化播种技术在大蒜主产区的

推广可以充分利用产业化优势，开展产业合作，在大蒜

产业化、规模化种植中引入新型大蒜播种机械，制定大

蒜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确定一种统一的大蒜生产模式

和一套配套的栽培技术标准，选定一种功能好、精准度

高的大蒜播种机型，并根据该播种机型确定大蒜播种宽

幅、株距、行距等，然后研发或改造配套的大蒜药肥一

体机和收获机，在大蒜种植全程推广机械化技术，全面

发展大蒜机械化播种、机械化管理和大蒜机械化收获，

配套大蒜机械化加工机具，推动大蒜种植全程农机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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