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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全程机械化轻简化作业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甘薯机械化生产的基本要求、宜机化生产的配套作业模式选择、耕整地、起垄、移栽、

田间管理、收获作业环节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北方薯区、长江中下游薯区、南方薯区等主要甘薯产区甘薯机械化生产作业。其他地区

的甘薯机械化生产作业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的对应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10395.1  农业机械  安全  第一部分：总则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通则 

T/CAAMM 52—2020  甘薯复式栽植机 

NY/T 650  喷雾机（器）  作业质量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DB 41/T 1010—2015  甘薯机械化起垄收获作业技术规程 

T/CAAMM 144—2022  甘薯收获机械 作业质量 

 

3  基本要求 

3.1  机具 

3.1.1  机具安全性能符合 GB 10395.1 规定的要求，并适应当地甘薯生产农艺要求，处于完好状态。 

3.1.2  拖拉机功率、轮距等参数与配套机具以及地块大小应匹配。由于起垄、移栽、中耕、割蔓、挖掘收

获等环节所需动力有差异，且作业要求不同：起垄时拖拉机行走在前，垄的形成在后，所以拖拉机的轮距

一般略小于形成的垄宽度即可，而中耕、移栽、割蔓、挖掘收获等环节是在垄已形成后，入垄作业的，拖

拉机必须行走在垄沟中，轮距和垄距比较接近时方能较好作业，否则就会压垄、伤秧、伤薯。 

3.1.3  机具的作业质量应达到相关标准和使用说明书要求。 

3.1.4  机具在使用前应按农艺要求设置或调整工作参数，并按其使用说明书要求调整至最佳工作状态，作

业结束后应及时保养、维护和存放、保管。 

3.1.5  机具操作人员应是经过培训且具备相关资格要求的人员，作业前应详细阅读机具使用说明书，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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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使用说明书要求进行操作、维护、保养。 

3.1.6  操作人员不得在酒后、服用感冒药或身体过度疲劳状态下操作机器。 

3.1.7  作业时，操作人员应随时观察机具作业状态，如有异常应停机检查并排除故障，操作时应严格遵守

安全规则。 

3.2  地块选择 

3.2.1  甘薯种植宜选择地势平坦或缓坡状地块，地势高燥、集中连片、排灌良好、适宜机械化作业。土壤

应符合甘薯栽培要求，宜选择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土质疏松、通透性好的沙土或沙壤土。 

3.2.2  甘薯种植应实行合理轮作，不宜重茬和迎茬，不宜与旋花科作物轮作，宜与小麦、玉米、花生、马

铃薯轮作。 

3.3  施肥 

3.3.1  可利用施肥机将肥料均匀抛撒在地面，然后进行耕整作业；也可采用边耕边施肥的方式结合整地一

次施入；有滴灌设施的田块，可采取水肥一体化施用。 

3.3.2  根据施用肥料的种类选择适宜的施肥机械。 

3.4  品种 

3.4.1  根据当地种植条件，结合市场需求，选择通过国家登记的优质、抗性好、适应性强的甘薯品种。 

3.4.2  选择短蔓细茎，薯块长度、大小适宜，结薯范围集中，薯块表皮抗破损特性强的适宜机械化收获作

业的甘薯品种。 

4  宜机化生产的配套作业模式选择 

4.1  适宜机械作业的种植技术要求 

4.1.1  统一规范种植规格，便于拖拉机动力机械或自走式动力机械田间行走和耕种收各环节集成配套。平

原坝区、大型缓坡地等适宜中大型机械作业的地方优先推荐 90cm 种植垄距，其次是采用大型拖拉机作业可

用 100cm 垄距，采用小型动力作业采用 80cm 种植垄距；丘陵小田块等适宜微小型机具作业的地方优先推

荐 80cm 种植垄距，如采用四轮拖拉机作业，建议采用 90cm 种植垄距；广东、福建等南方种植区雨水充沛，

中小垄距易浸泡垮塌，优先推荐采用 120cm 左右种植垄距。 

4.1.2  尽量采用净作种植方式，如与其它作物间作或套种，种植开度一定要便于机器行走作业，种植开度

的宽度不宜小于配套动力拖拉机后轮距的整数倍。 

4.2  适宜机械化生产的配套作业模式 

4.2.1  单行起垄单垄碎蔓收获作业模式（图 1），采用一台拖拉机可以完成单行单垄耕、种、收的全部作

业，拖拉机轮子可行走在一垄的左右垄沟中，具有经济性较高、配套简单、适应性广、投入不高等优势，



 

 

适宜多数地区中小田块作业。该模式适合配套动力为中小型四轮拖拉机，在丘陵小田块亦可使用手扶拖拉

机或微耕机作业。 

   

4.2.2  双行起垄单行碎蔓收获作业模式（图 2），该模式针对不少种植户已拥有大中型拖拉机（50 马力以

上）的现状，以减少购置新设备投入、尽可能提高作业效率为目的，其起垄作业可采用已拥有的大中型动

力拖拉机，而后续的移栽、中耕、碎蔓、收获则采用较小动力的拖拉机。 

4.2.3  两行起垄两垄碎蔓收获作业模式（图 3），用一台大马力拖拉机该模式比较易于实现耕种收作业机具

的配套，可采用一台大马力拖拉机作为配套动力完成全部作业。 

    

4.2.4  大垄双行起垄碎蔓收获作业模式（图 4），该模式适宜的大垄垄距为 150～160cm，在大垄中间开一

个小沟，就形成了两个小垄形式的大垄双行结构了，配套专用机具可实现起垄、中耕、碎蔓、收获等全程

作业，该模式适宜平原地区作业。 

5  耕整地 

5.1  起垄前耕整地作业应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和种植模式、农艺要求、土壤条件及地表秸秆覆盖、根茬状

况，选择作业方式和时间。 

5.2  春薯种植提倡冬季深耕深翻熟化土壤，春季及早浅耕，夏薯种植时，在前茬作物收获后宜使用秸秆粉

碎机、灭茬机将秸秆、根茬粉碎，粉碎长度不超过 10cm，然后进行深翻和旋耕作业，深松作业应打破犁底

单位：mm 

图 1 单行起垄单垄收获作业模式 

单位：mm 

图 2  双行起垄单行收获作业模式 

 

 

单位：mm 

图 3  两行起垄两垄收获作业模式 

单位：mm 

图 4  大垄双行起垄收获作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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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深松深度为 25cm～40cm，深翻深度 25cm～35cm，旋耕深度为 15cm 左右。 

5.3  耕整地根据作业方式选配灭茬、深松、深翻、旋耕、耙等机械。地表平坦、面积较大的地块宜选用多

功能联合复式作业机具，一次性完成耕整地作业。丘陵山地和缓坡耕地宜采用中小型机具作业。 

6  起垄 

6.1  耕整地作业结束后，土壤墒情合适，即可进行起垄作业。 

6.2  根据田块大小、配套动力和种植要求选择适宜的起垄机、旋耕起垄机、覆膜铺滴灌带复式起垄机等机

型。起垄作业质量应符合 DB 41/T 1010—2015 的要求。 

6.3  为适宜后续机械作业，垄距误差不超过农艺要求值的±5cm。 

6.4  垄高应一致，高度不得低于 25cm；垄形应规范，垄形一致性不得低于 95%。 

6.5  为了便于作业机械田间调头转弯，起垄时应留有一定的地头，地头宽度不小作业机具幅宽的 2～3 倍。 

7  移栽 

7.1  根据农艺要求选择斜栽法、水平栽法或直插法等栽插方式，对移栽机具进行选型， 

7.2  根据种植模式、土壤情况选择适宜的链夹式、钳夹式、带夹式等甘薯移栽机具，并可根据需要选择移

栽机的作业功能，如起垄、施肥药、铺滴灌带、覆膜、栽插等，根据田块大小选择单行或多行移栽作业单

元。移栽作业质量应符合 T/CAAMM52-2020 的要求。 

7.3  栽插前适当炼苗，薯苗苗长 20～30cm，薯苗直立性较好，枝叶缠绕少，剔除明显带病种苗。 

7.4  栽前应进行机具试栽，确保株距、栽深等作业性能处于正常状态。如有浇水机构，检查水路的密封与

畅通情况，调好移栽供水量，以栽后土表不漏、湿泥为宜，过程中供水不能间断。 

7.5  秸秆茬地栽插，需在具有开沟放苗作业功能的移栽机前端配置破茬埋茬机构或装置。 

7.6  根据每亩栽插的株数调整移栽机株距，株距调整范围在 20cm～30cm；栽插的深度应在 6cm～10cm。 

7.7  移栽后薯苗漏栽率小于 5%，成活率大于 93%。 

7.8  移栽后垄体被压低的高度应小于 5cm。 

7.9  链夹式移栽机喂苗时，苗端露出苗夹 12cm 左右；带夹式移栽机喂苗时，按输苗带带槽位置定位定距

摆苗，苗端露出苗带夹边缘 5cm 左右。 

7.10  栽插 5d～7d 后，视察田间生长情况，并人工补插漏栽的和没有成活的。 

8  田间管理 

8.1  排灌 

8.1.1  栽插后应浇足水，封严窝，如遇长时间干旱要及时浇水，不得大水漫灌。浇水可采用喷灌、微喷灌、



 

 

滴灌、移动式喷灌机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和装备进行。 

8.1.2  雨季应注意防涝，田间围沟、腰沟、垄沟不能顺畅排水时，应采用排灌设备及时排除田间积水。 

8.2  中耕 

8.2.1  中耕作业主要是完成垄沟深松、垄体培土、去除杂草等，中耕应选在甘薯栽插后 20d～30d、田间杂

草大量萌发且甘薯秧蔓尚未封垄之前进行。 

8.2.2  选择的中耕机作业行距应与垄距或垄沟匹配，配套拖拉机轮距应与垄距尺寸相匹配，避免压垄、伤

垄。 

8.2.3  根据土壤墒情、苗情及草情确定中耕培土次数，一般为 1 遍～2 遍。 

8.2.4  中耕培土作业时，通过调整培土器与地面夹角改变垄高和垄沟宽，垄高度应达到 25cm 左右。 

8.2.5  垄沟深松耕深应到达犁底层，耕深应大于 10cm。 

8.2.6  中耕作业时不得损伤甘薯主根，翻起的土壤不得埋压薯蔓。垄沟、垄侧杂草除净率应大于 75%，每

遍中耕伤苗率均不大于 3%。 

 

8.3  植保 

8.3.1  植保作业应根据地形和地块大小，选用喷杆式喷雾机、机动喷雾机和植保无人机等进行病虫害防控

及化学除草，也可利用水肥药一体化设施进行适时施药防控。 

8.3.2  可采用黑光灯、频振式杀虫灯等诱杀金龟子、夜蛾等害虫。 

8.3.3  植保作业应符合 NY/T 1276 和 NY/T 650 的要求。 

9  收获 

9.1  割蔓 

9.1.1  甘薯割蔓作业应在挖掘收获前 1～2d 进行，避免在雨天作业，作业后应晾晒数天，再进行薯块挖掘

收获。 

9.1.2  根据田块大小、种植模式选择工作幅宽符合甘薯种植垄距要求的割蔓机械。目前我国主要的割蔓设

备多为藤蔓粉碎还田机械，其碎蔓作业质量应符合 DB 41/T 1010—2015 的要求。 

9.1.3  作业前对机具的碎蔓高度、作业质量等进行调试，使其达到正常作业状态。 

9.1.4  机械碎蔓作业时薯蔓粉碎合格长度应不大于 15cm，其垄面薯蔓粉碎长度合格率应不小于 90%，  

9.1.5  机械碎蔓作业时垄顶留茬长度应不大于 10cm，否则应下调机具作业高度。 

9.1.6  机械碎蔓时伤薯率一般应小于 1%，否则应上调作业机具高度。 

9.2  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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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收获时间应安排在机械割蔓后的 1d～2d 进行，使碎蔓晾晒干瘪、垄地表面干燥。 

9.2.2  根据地块大小、土壤类型、甘薯品种及用途等，选择适宜其作业的甘薯挖掘犁、挖掘收获机、联合

收获机等机具。甘薯收获作业质量应符合 T/CAAMM 144-2022 的要求。 

9.2.3  鲜食和种用甘薯应以低破损收获机械为主，沙壤土地区可选择挖掘犁、挖掘收获机、鲜食型甘薯联

合收获机等作业；粘土地区可选择挖掘犁作业，避免破损。 

9.2.4  淀粉用甘薯应以高效收获机械为主，沙壤土地区可选择挖掘收获机、联合收获机等作业；粘土地区

可选择挖掘犁、挖掘收获机等作业。 

9.2.5  选用杆条升运链式输送分离工作部件的收获机械作业时，应根据薯块直径平均大小选择适宜的杆条

间距。 

9.2.6  甘薯收获机械挖掘深度应比薯块结薯深度深 5cm。 

9.2.7  挖掘犁作业时眀薯率应不小于 95%、伤薯率应不大于 3.5%、破皮率应不大于 3%。 

9.2.8  挖掘收获机作业时眀薯率应不小于 96%、伤薯率应不大于 5%、破皮率应不大于 4%。 

9.2.9  联合收获机作业时损失率应不大于 3.5%、含杂率应不大于 4%、薯梗除净率应不小于 96%；用于鲜

食型甘薯收获时，伤薯率应不大于 5%、破皮率应不大于 5%。 

9.2.10  挖掘犁、没有拢薯机构的挖掘收获机作业时可选用隔垄挖掘作业的行驶路线，避免轮胎压薯、伤

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