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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地方标准 
《小麦玉米规模化生产机器系统优化配备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来源于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全省标准化

创新发展项目计划的通知》（鲁市监标函〔2022〕247 号）。 

（二）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信息及任务分工 

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为本标准第一起草单位；山东农

业大学为本标准第二起草单位、山东理工大学为第三起草单位。

主要起草人信息及任务分工如下： 

姓  名 性 别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任务分工 

王  博 男 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负责标准整体设计，组织调

查研究和标准起草等。 

王玉亮 男 山东农业大学 副教授 参与调查研究、标准起草等。 

张银平 女 山东理工大学 副教授 参与调查研究、标准起草等。 

刘  科 男 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副科长/正高工 参与调查研究、标准起草等。 

潘志国 男 青岛农业大学 副教授 参与调查研究、标准起草等。 

商  飞 男 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工程师 参与调查研究、标准起草等。 

陈卓然 女 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助理工程师 参与调查研究、标准起草等。 

王  锦 女 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副科长/会计师 参与调查研究、标准起草等。 

季晓毓 女 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会计师 参与调查研究、标准起草等。 

（三）起草过程 

2022 年 10 月 12 日，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下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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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任务。 

2022 年 11 月，成立了《小麦玉米规模化生产机器系统优化

配备技术规范》标准起草组，负责推进标准的整体设计、调查研

究、起草等工作。 

2022 年 1 月～2023 年 4 月，标准起草组查阅了大量文献资

料，分析了省内小麦玉米机械化种植模式，搭建了小麦玉米常见

作业机具数据库，确定了小麦玉米规模化生产机器系统优化配备

方法，深入研究标准编制内容和技术细节。 

2023 年 5 月，标准起草组形成了《小麦玉米规模化生产机

器系统优化配备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书面征求各市、县农

机化主管部门和省内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有关农机生产企

业和专家意见。 

标准起草工作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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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山东小麦玉米常年种植面积均在 6000 万亩（400 万公顷）

以上，单产分别为 6110 千克/公顷、6655 千克/公顷，较早基本

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从绝对数量（数值）上讲，单产总产、机械

化率、农机总动力和配套机具保有量均处于全国前列。但是，随

着农机社会化服务兴起，从传统农业发展而来的农机化管理和作

业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存在着生产资料消耗大、农机购置投入多、

农机配备不合理、农机农艺脱节等问题。在“双碳”背景下，山

东亩均动力投入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投入产出比不高。调查

发现，相近区域的 4 家粮食种植农机合作社机具作业成本（包括

机组折旧费和能源费、修理费、工资费等）分别为 9071.10 元/

公顷、5778.45 元/公顷、3522 元/公顷、6562.35 元/公顷，差

别极大。 

本标准针对小麦玉米生产机械化普遍存在的农机农艺不适

应、配套机械作业能力与生产规模不适应等问题，通过对现有农

机社会化服务和农业规模经营组织的调研，在满足作业需求的情

况下，按照作业成本最小的目标，研究制订适应不同生产规模、

不同作业方式、不同种植规格的小麦玉米规模化生产机器系统优

化配备方法，帮助小麦玉米规模种植经营主体选择最佳的机具配

套比，减少机具投资，充分发挥农机作业效能，助力小麦玉米规

模经营效益不断提升。 

三、地方标准编制原则、主要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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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编制原则 

1.一致性原则 

本标准参考《标准化工作指南》（GB/T 20000.1）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标准化资料，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

和标准相承接，与我国农业生产方面的方针政策相一致。 

2. 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的要求进行编写，确保标准形

式和内容的规范性。结构上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

定义、优化配备目标、优化配备要求、优化配备方法、计算优化

配备方案等部分。 

3.实用性原则 

本标准中有关小麦玉米规模化生产机器系统优化配备的内

容，是在充分收集相关资料和文献，分析我省小麦玉米生产现状

的基础上编写的。本标准服务于三农，体现我省当前科学技术水

平，同时可操作性强，有助于提升小麦玉米规模化生产经营效益。 

（二）主要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 

本标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技术内容：优化配备目标、优化配

备要求、优化配备方法、计算优化配备方案。其中： 

1.优化配备目标 

机组优化配备的最终目的是在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指定农业

生产任务的前提下，最大幅度提高机械利用率，同时降低生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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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般可分为作业成本最小、生产效益最大和动力配置最小三

个目标。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使用不同机组开展各生产环节作业，

其作业质量应当符合有关国家和农业行业标准要求，在不考虑极

端天气影响的情况下，可以认为小麦玉米将实现丰产丰收，因此，

作业成本最小与生产效益最大是一致的。动力配备最小目标，主

要是从生产过程中能量消耗最小的目的出发，更多的是在理论或

理想情况下进行研究，与实际偏差较大。因此，本文件第 4 条以

作业成本最小为目标开展机组优化配备。 

2.优化配备要求 

⑴确定生产规模和作业技术路线 

这是开展机器系统优化配备的第一步。农业社会化组织主要

以提供服务为主，其生产规模是根据作业订单和完成情况确定的，

各环节可能不同。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主要经营自身和流转的土

地，该面积即为其生产规模。 

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习惯不同，各地在小麦玉米生产各

环节采取的作业方式可能不同，因此，要根据生产需要确定不同

生产环节作业方式和全环节作业技术路线。 

⑵明确各环节农艺要求 

即确定各生产环节适宜作业期和作业次数。一般根据历年生

产实际确定。 

⑶合理划分机组 

机组，即可独立完成小麦玉米单项环节作业的农业机械或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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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械组合，是开展优化配备的最小单元。机器系统优化配备的

核心即为根据不同生产规模和作业方式要求，按照不同机组的作

业效率和成本，求解最佳的各型机组配备数量。 

⑷建立机组作业数据库 

包括机组作业成本和班次生产率，这是优化配备的主要数据

依据。同一台（套）机组，在不同大小地块、不同作业条件下，

班次生产率和作业成本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在实际优化配

备前，需要通过调研或至少一个作业季的田间数据监测获得不同

机组作业数据，建立机组作业数据库。 

3. 优化配备方法 

机组优化配备方法主要是包括专家经验法、作业量法和线性

规划法。第 6 条 优化配备方法采用作业量法和线性规划法，理

由如下： 

⑴专家经验法 

主要用于农业机械选型，由于选型过程中部分指标不易直接

量化，构建数学模型难度较大，因此要借助专家经验实现优化选

型，优化结果的有效性取决于专家的主观经验，不具备系统科学

性、系统性。 

⑵作业量法 

又称为生产率法，是使用最早的一种农业机械优化配备方法，

以作业机组必须在适宜作业期内完成作业任务为基本依据。即根

据全年作业高峰期的工作量来配备所需动力机械的型号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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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达到高峰期工作量对动力机械的要求，其他作业阶段的要求

也就可以满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优化配备的目的。该方

法计算较简单，适合简单计算使用。 

⑶线性规划法 

主要用于解决资源优化配备和生产合理组织问题，该方法优

化目标多样，可根据机组的作业量、作业时间、配备量为约束建

立线性方程。该方法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准确性高、严密的特

点，是目前应用最多也最成熟的农业机械优化配备方法。近年来，

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牵头的《小麦玉米两作规模化生产技

术装备配置优化研究与验证》项目就是采取此方法进行研究和试

验验证，项目成果经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评审达国内领先水平，

受到广大农业经营组织的认可和欢迎。该方法计算相对复杂，适

合精确计算使用。 

4.计算优化配备方案 

使用线性规划法优化时，由于耕整地、播种、秸秆处理等环

节均需配套使用动力机械，且存在动力机械共用情况，应对上述

环节同时进行优化。对小麦玉米均需进行的生产环节，可使用相

同机组作业，优化时，该机组固定成本应计算 1 次，可变成本应

根据作业次数进行计算。 

四、与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1.本标准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和行业、地方标准相协

调、相衔接，无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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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行业/领域标准体系中未见有农机优化配备相关标准，

本标准内容为首创。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 

六、对地方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以下

简称过渡期）的建议 

该标准符合山东小麦玉米生产实际，且在多年试验过程中得

到各地农机化主管部门和农业经营组织认可，对过渡期没有特殊

要求。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无。 

 

标准起草组 

2023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