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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机械化收获减损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项目任务来源、承担单位、主要起草人情况  

1.项目任务来源 

2023年 3月，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关于下达 2023

年农业国家和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农质标函〔2023〕

51号）下达了《小麦机械化收获减损技术规程》行业标准的制订任

务，项目编号 NYB-23361，项目承担单位为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

站，项目计划起止时间为 2023年 3月至 2023年 12月。 

2.项目背景 

我国水稻、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收获已基本实现机械化，在耕

地资源有限、增加播种面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降低机收损耗是增加

粮食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和“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指示精神，2021年 9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印发《关于将机收减损作为粮食生产机械化主要工作常抓不懈的通

知》，要求将机收减损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粮食生产机械化工作

的重中之重常抓不懈，采取综合措施提高粮食机收作业质量，努力确

保粮食颗粒归仓。同时，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粮食机收减损工作动员

部署视频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毫不放松抓紧粮食生产的



决策部署，要求将粮食作物机收减损作为粮食生产机械化重要工作抓

实抓细、常抓不懈，要牢固树立“减损就是增产”的意识，充分发挥

农机作业队伍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抢农时、防灾害、夺丰收，

在减少粮食生产环节的损耗浪费上挖潜力、做文章，狠抓机收作业质

量。 

3.项目承担单位 

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是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所属的公益一

类事业单位，负责全省农业机械化新技术、新机具引进、试验、集成、

示范和普及工作，为全省农业机械使用者提供技术指导和信息服务。

负责农业机械的试验鉴定、质量监督调查、投诉以及全省农机化发展

和农机补贴的相关辅助等工作，技术力量雄厚，试验示范的设施设备

齐全，手段完善，是山东省农机化技术试验示范、宣传推广技术专业

团队，具有承担农机技术试验验证、示范推广的丰富经验和技术优势。

近年来，先后主持了国家和部、省级农机化技术研究、推广、示范、

验证等科技推广项目 40余项，多次获国家和省级科技进步奖。项目

的实施和技术验证工作的开展，使本站逐步形成了完善的项目管理制

度、项目资金管理制度、技术培训制度，规范了项目的工作程序。 

4.项目参与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工作情况 

本标准由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负责起草制定。农业农村部

农业机械化总站、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山东省农业机械

化研究所、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天凯中锐机械

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巨明机械有限公司等单位参与。 



宋鹏行主持标准的制定工作，负责研究制定总体工作计划和技术

方案，确定标准的结构，负责标准的起草、编写；刘荣国、徐峰、熊

波、周进、惠祥河、刘毅等人主要负责资料收集和标准制定的技术咨

询，对标准制定初稿、征求意见稿和送审稿进行技术审查；研究处理

征求意见情况，修改征求意见稿和送审稿，形成标准送审、报批材料

等；赵亚茹、东庆芬、吕东、李韵等人参与标准的起草、编写，意见

汇总，查阅、搜集相关资料，对标准的相关数据进行测量、整理，协

助起草、修改送审稿、报批材料；姜鹏飞、赵修宇、张绪博等人主要

负责查阅相关资料，对标准的技术内容进行研究论证和试验验证。 

（二）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制定工作方案 

标准项目下达后，按照项目任务的要求，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

广站作为项目承担单位于 2023 年 4 月组织项目参与单位抽调技术

骨干人员成立了标准编写工作组。工作组由具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

实践经验、熟悉业务、了解标准化工作且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的

人员组成。工作组成立后，集中讨论并制定了工作计划和进度安排，

制定了工作计划，明确了内部人员分工及进度要求，责任落实到人。 

2.起草阶段 

（1）标准制订草案阶段 

标准编制组于 2023年 4月至 7月充分收集研究国内有关农机生

产机收减损的文献资料，广泛听取了农机行业专家、农机管理部门意

见，重点了解小麦机械化生产中机收减损的要求，结合在山东省高密



市、东营市等地试验基地的试验验证工作，掌握了目前小麦机收减损

的现实情况，明确了当下小麦机收生产的经济因素、技术水平、急待

解决的问题以及关联的技术标准。多次召开标准编制工作组内部讨论

会，从机收减损的基本原则入手，对机收减损的有关信息进行梳理，

确定了标准范围，并初步确立了标准框架、内容编制思路，完成了《小

麦机械化收获减损技术规程》标准草案稿。 

（2）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阶段 

《小麦机械化收获减损技术规程》标准草案稿形成后，标准编制

组于 2023年 8月初针对标准草案，召开技术研讨会，邀请领域专家

对标准适用性、标准技术内容开展研讨。根据专家意见和建议，对标

准适用范围、工艺流程等内容进行迭代修改完善，最终形成标准征求

意见稿。 

3.征求意见阶段 

编制组正在就标准（征求意见稿）向农机标准制修订组织、农机

制造单位、高等院校、研究单位、应用单位等的专家及社会公众征求

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及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1.统一协调性  

本标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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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规则编写，在结构、格式、措词等

方面保持统一协调；标准内容保持与相关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



的统一和协调。 

2.适应性  

本标准充分征求农机管理部门、农机生产企业、农机行业专家等

意见，内容与当前产品技术水平相适应，同时，兼顾同类产品未来的

发展方向，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3.一致性  

为保证本标准与其他标准协调一致，引用了 2个国家和行业标准。

在内容、指标要求等方面保持与该标准的一致，符合标准的一致性原

则。标准内容上借鉴了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农业农村部农

业机械化总站、农业农村部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专家指导组于

2022 年 5 月发布的《小麦机械化收获减损技术指导意见》中的有关

内容。 

（二）标准编制主要内容 

1.主要技术内容 

确立了小麦机械化收获减损技术程序，规定了收获期确定、适宜

机型选择、收获前准备、试收、收获作业以及田间转运、烘干及储存

等阶段的操作指示，描述了证实方法。明确标准适用于全喂入谷物联

合收割机机械化收获减损作业，半喂入联合收割机和无筛选结构的小

型收割机不适用。 

（1）技术程序 

结合小麦机械化收获实际工作流程，明确了收获期确定、适宜机

型选择、收获前准备、试收、收获作业、田间转运烘干及储存 7个阶



段作业程序。 

（2）收获期确定 

根据小麦机械化收获生产要求，结合大多数地区农机农艺实际情

况，明确了小麦适宜收获期，对适宜收获期的识别进行了描述。 

（3）适宜机型选择 

小麦机收应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机具，以有利于粮食生

产的角度确定适宜适用的联合收割机。 

（4）收获前准备 

小麦机械化收获之前应进行的准备工作，强调准备工作的意义，

防止盲目、草率地驾驶收割机进行机收作业。 

（5）试收 

明确了试收的要求，强调了试收的意义，明确了对联合收割机相

关工作部件进行调整达到作业质量标准要求的情况下才可正式收割，

以减少粮食损失。 

（6）收获作业 

小麦机收作业应选择正确的适宜的作业路线，正式作业前应先开

辟割道以便于后续流畅快速地按照顺时针或逆时针向心回转收割的

作业路线，由外圈向内圈渐进完成地块收割。明确了作业速度选择、

作业幅宽确定对小麦减损收获的意义，规定了正式大面积机收的作业

要求。 

（7）田间转运、烘干及储存 

小麦田间收获减少损失只是机收减损的一部分，明确后续生产流



程的粮食损失也应充分考虑，对相关环节提出了粮食减损的要求。 

2.试验(或验证)情况 

为了验证本标准制定的是否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山东省农业

机械技术推广站、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

鉴定推广站、山东省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天凯中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巨明机械有限公司

按标准规定的技术程序进行了大量的生产考核和验证工作。通过对小

麦机械化收获作业质量指标的检测及验证，证实本标准规定的方法、

程序科学合理，为小麦机械化减损收获提供了技术规范。 

本标准通过向农机合作社、农机户宣贯标准(草稿)文本的内容要

求，指导、规范其实际机收作业行为来进行试验验证。通过对宣贯前

后试验验证田块的机收作业指标的检查，可发现按照标准进行小麦机

收作业，田块中压倒、漏割小麦等情况更少，损失率等作业质量指标

也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三、预期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本标准的颁布实施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能够提升

小麦机械化减损收获的技术水平，实现小麦等粮食作业生产的节本和

提质增效。标准用于指导相关单位开展小麦机械化减损收获，采用本

标准，可对小麦收割机使用者的作业行为进行规范统一、便于机械化

减损作业，进而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提供了支持。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的比对情况 

通过对国际国外标准检索查询，未检索到同类或类似的标准。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不存在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相关标准的冲

突或矛盾，标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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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规则制订。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订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