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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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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耕作作业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土壤深松、免（少）耕播种、秸秆粉碎覆盖还田三项保护性耕作的作业要求，以及作

业质量监测终端（以下简称监测终端）功能要求和安装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保护性耕作机具作业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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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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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0865 免（少）耕施肥播种机

GB/T 24675.2 保护性耕作机械 第2部分：深松机

GB/T 24675.6 保护性耕作机械 第6部分：秸秆粉碎还田机

NY/T 1004 秸秆粉碎还田机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NY/T 1418 深松机械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NY/T 3892 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平台数据交换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0865、NY/T 2845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深松深度 depth of subsoiling

深松沟底距该点作业前地表面的垂直距离。

[来源：GB/T 24675.2—2009，3.2]

3.2

土壤膨松度 loosening of soil

土壤工作部件对土壤的切割、振动、撕裂、挤压、推移造成的土壤膨胀部分（耕后地表线与耕前地

表线所包围的横断面积）占耕前地表线至深松铲尖形成沟底线间整个工作幅宽横截面积的百分比。

[来源：NY/T 1418—2021，3.2]

3.3

作业面积 operation area

作业机组在有效作业状态下，作业轨迹覆盖区域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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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壤深松作业要求

4.1 作业条件

4.1.1 适宜深松的地表应平坦、无障碍物，地表植被及覆盖物不大于2kg/㎡（需要灭茬的除外）。土

壤绝对含水率为15 %～25 %，土壤坚实度不大于1.2MPa。

4.1.2 根据土壤情况，一般2年～3年未进行深松的地块。

4.2 机具选择

应选择符合GB/T 24675.2要求的深松机械，深松作业机组配备监测终端。

4.3 作业质量

作业质量测算应按照NY/T 1418规定的测算方法。深松深度以能打破当地板结层（犁底层）为宜，

深松深度不低于300 mm；在正常作业的条件下，深松耕深稳定性不低于85%；土壤膨松度在10%～40%；

入土行程不高于4 m。

4.4 作业质量监测

土壤深松作业质量监测满足以下要求：

——田间作业环境下，测量的作业深度与实际作业深度误差不高于30 mm；

——图像信息采集频率不应低于每小时2次；

——测量的作业深度合格率与实际作业深度的合格率误差小于5%；

——作业深度数据采集时间间隔应不高于2 s，或采样距离间隔不超过5 m；

——摄像头应安装在拖拉机驾驶室后方，采集农机具及作业后地表图像信息；

——作业面积监测精度应不低于97 %。

5. 免（少）耕播种作业要求

5.1 作业条件

5.1.1 小麦免（少）耕播种

土壤含水率为15%～25%；应经过1～2次秸秆粉碎还田作业或秸秆离田的地块。

5.1.2 玉米免（少）耕播种

土壤含水率为10%～20%；前茬残茬覆盖率不低于80%，应经过1～2次秸秆粉碎还田作业。

5.2 机具选择

应选择符合GB/T 20865要求的免（少）耕施肥播种机，能够一次完成破茬开沟、播种、施肥、覆土

和镇压等工序，作业机组配备监测终端。

5.3 作业质量

5.3.1 小麦免（少）耕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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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质量测算应按照GB/T 20865规定的测算方法。种子断条率不高于2%，播种深度合格率不低于

80%，播种均匀性变异系数不高于45%，各行排种量一致性变异系数不高于3.9%，总排种量稳定性变异

系数不高于1.3%；各行排肥量一致性变异系数不高于13%，总排肥量稳定性变异系数不高于7.8%。

5.3.2 玉米免（少）耕播种

作业质量测算应按照GB/T 20865规定的测算方法。动土率不高于40%；粒距合格率不低于95%，重

播率不高于2%，漏播率不高于2%，播种深度合格率不低于80%；各行排肥量一致性变异系数不高于13%，

总排肥量稳定性变异系数不高于7.8%。

5.4 作业质量监测

免（少）耕播种作业质量监测满足以下要求：

——拖拉机前后均要安装摄像头；

——图像信息采集频率不应少于每小时2次；

——前摄像头应安装在拖拉机前方配重铁或机盖等位置，采集作业前地表图像信息；

——后摄像头应安装在拖拉机驾驶室后方，采集农机具及作业后地表图像信息；

——作业面积的监测精度应不低于97%。

6 秸秆粉碎覆盖还田作业要求

6.1 作业条件

土壤含水率适宜机组作业，小麦秸秆含水率不高于17%，玉米秸秆含水率不高于15%或不低于30%。

6.2 机具选择

应选择经过鉴定且符合GB/T 24675.6 要求的专用秸秆粉碎还田机或者配备秸秆粉碎还田装置的联

合收获机，作业机组配备监测终端。

6.3 作业质量

作业质量测算应按照NY/T 1004规定的测算方法。秸秆粉碎长度（小麦秸秆粉碎长度不高于150 mm，

玉米秸秆粉碎长度不高于100 mm）合格率不低于85%，残茬高度不高于80 mm，抛洒不均率不高于25%，

漏切率不高于1.5%，且无明显漏切。

6.4 作业质量监测

秸秆粉碎覆盖还田作业质量监测满足以下要求：

——拖拉机、收获机前后均要安装摄像头；

——图像信息采集频率不应少于每小时2次；

——前摄像头应安装在拖拉机或收获机驾驶室前方，采集作业前地表图像信息；

——后摄像头应安装在拖拉机或收获机驾驶室后方，采集农机具及作业后地表图像信息；

——作业面积监测精度应不低于97%。

7 监测终端技术要求

7.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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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应通过监测终端对农机土壤深松、免(少)耕播种、秸秆粉碎覆盖还田三项抑制季节性裸露农田

扬尘关键保护性耕作的作业质量和作业面积进行实时监测。

7.1.2 监测终端一般由监测主机、作业质量监测传感器、机具识别器、摄像头、定位天线等组成。

7.2 功能要求

7.2.1 卫星定位

监测终端应具有卫星定位功能，并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唯一或首要定位数据来源，能提供实时的

时间、经度、纬度、速度、高程和航向等定位信息。

7.2.2 无线通信

监测终端数据交换应符合NY/T 3892的要求。监测终端应具有远程无线通信功能，能与管理平台完

成数据传输交互。监测终端应具有进网许可证或无线通信模块型号核准证。

7.2.3 机具识别

在更换作业机具时，监测终端应能支持与不同机具识别装置连接，能获取机具的作业类型、作业幅

宽、机具型号等信息。

7.2.4 图像信息采集

监测终端应能按作业要求采集作业过程中的图像，并记录图像采集的定位信息，应支持夜视功能，

可支持作业视频信息采集。

7.2.5 显示及人机交互

监测终端应具有显示及人机交互功能，能通过显示装置实时显示作业信息，具备强光下可读能力，

能通过按键、触摸屏或遥控器等方式操作终端。

7.3 安装要求

7.3.1 监测主机安装

监测主机宜放置于拖拉机驾驶室内仪表上方、前风挡的横梁或驾驶室内其他地方，适宜机手观察。

7.3.2 作业质量监测传感器安装

作业质量监测传感器安装后符合以下要求：

——作业质量监测传感器底部应与安装表面紧密贴合；

——传感器线头连接的方向，应朝向拖拉机前进的方向；

——在走线时，传感器连接线应避开联动件，防止线缆挤压、拉断；

——应提前预留好足够的线长，防止机具下降时拉断线缆。

7.3.3 机具识别器安装

机具识别器宜安装在机具上的横梁、且尽可能高的位置，减少作业过程中外界杂物对设备的磨损，

安装时提前预留好足够用的线长。

7.3.4 摄像头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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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安装符合以下要求：

——采集到的机具图像应保持完整，视角能看到整个农具；

——应固定位置，有驾驶室的车型不应影响后车窗的打开和关闭；

——不应安装到机具升起时可能磕碰到的地方；

——不应安装到油箱上。

7.3.5 定位天线

定位天线安装符合以下要求：

——有驾驶室：定位天线固定在农机驾驶室外车顶，保证正面朝上，上方无遮挡；

——无驾驶室：定位天线固定在拖拉机中线位置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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