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棉花采摘及残膜回收机械化技术现场演示暨学术研讨会在

石召开 

日期：2021-10-12 
 

10 月 11日，由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等单位主办，石河子大学等

单位承办的“棉花采摘及残膜回收机械化技术现场演示暨学术研讨会”

在石河子召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

委副书记、副政委孔星隆，石河子大学陈学庚院士、河南省农业科学

院张新友院士、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赵春江院士、中国

工程院三局副局长黄海涛、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副站长徐振兴、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书记胡志超、石河子大学党委副书

记柴真（牵头主持党委工作）等政府部门、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领

导、专家学者以及相关企业代表 90 余人参加会议。石河子大学党委

常委、副校长李兆敏主持会议。

 



开幕式上，孔星隆介绍了兵团、兵团农业以及兵团棉花机采和残

膜回收工作情况。他指出，棉花产业作为兵团农业的主导产业，对于

兵团壮大综合实力、履行维稳戍边职责使命具有重大意义。随着兵团

机采棉技术的全面推广，以及各种新技术新机具的逐步应用，示范引

领了新疆大面积推广应用机采棉技术，促进了新疆棉花产业的长足发

展，为保障我国棉花供给、提高棉花产业竞争力作出了重要贡献。针

对当前兵团棉花机械采收存在的国产采棉机整机和零部件的稳定性、

可靠性、故障率等较进口产品还有一定的差距，以及棉花机采过程中

残膜混入的问题。残膜治理存在的机械回收的残膜中还有大量的秸秆，

分离成本较高，不利于残膜资源化利用，以及残膜回收加工企业数量

不多，残膜回收利用率低的问题。兵团将加快推进采棉机国产化替代，

支持国产采棉机企业开展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工作，提高发动机、变速

箱、后桥总成以及液压元件、传感器、控制器、打包皮带等零部件的

稳定性、可靠性。加快组织开展残膜回收机具及技术攻关，鼓励和引

导残膜回收加工企业扩大产能，提高残膜的资源化利用率。 

 



 

黄海涛在讲话中指出，地膜覆盖栽培技术曾为我国的作物高产起

到关键作用，也为我国的农业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前期对地

膜回收处理工作重视不足，使得农田地膜残留积累量逐渐增加，残膜

污染问题日益显现，已经成为我国农业生产中面源污染的重要成因，

残膜污染治理工作刻不容缓。中国工程院作为国家重要智力资源库，

其重要职能和任务就是组织研究、讨论工程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关

键性问题，对国家重要工程科学技术问题组织开展战略性研究、提供

决策咨询。中国工程院组织 2021 年专项院士行活动，其内容之一就

是进行我国农田残膜污染治理新技术的交流和展示，为残膜污染治理

提出新思路、新途径，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加快研究进程。 



 

徐振兴在讲话中指出，棉花采摘及残膜回收机械化技术是一项系

统工程，只有实现棉花全过程机械化生产，才可能有效提高棉花采摘

和残膜回收的质量和效益。新疆是我国地膜应用面积最大的地区，其

中覆膜植棉面积约占五分之三，能否解决好新疆棉田的残膜回收问题，

关系到我国棉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以陈学庚院士为代表的农业

科研工作者从全产业链入手，将农机、农艺、农膜相结合，试验满足

回收条件的耐候地膜，研发新型残膜回收机，探索残膜污染综合治理

的新方案、新途径。希望通过本次会议的交流研讨，能够使国产农机

品牌核心技术研发得到重视，实现高端采棉机本土化，加快解决农田

残膜污染问题，实现我国农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柴真在致辞中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农业机械化是

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陈学庚

院士团队的带领下，石河子大学农业机械装备制造聚焦服务兵团经济

发展和新型工业化需求，主要聚焦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关键技术与装

备研发、农田残膜污染综合治理新技术及装备的示范应用、新疆林果

生产全程机械化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农产品生产加工关键技术与装

备研发、规模化畜禽养殖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已成为引领兵团农业

现代化的关键技术。“十四五”期间，石河子大学将继续关注农业机

械装备科技前沿，鼓励系统创新，组织科技攻关，建设“棉花/林果”

大型设施平台，支持农机装备等重大科技成果的组织申报，力争在现

代农业机械化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希望各位领导和专家们通过本次活

动共同探讨现代农业机械装备制造中的热点、前沿问题，共同为农业

生产提质增效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贡献力量。 



 

开幕式上，陈学庚院士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局长黎兴平共

同为“棉花生产技术现代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揭牌。该中心由

兵团和教育部共同支持建设运行，将着力提升自身创新条件和能力，

进一步聚焦区域、行业战略需求，加强产学研合作，积极协同各方承

担国家、区域、行业重大任务，解决实际问题，在服务地方需求、推

动创新发展方面作出示范。中心建设期为 2021-2024年，4 年期满后

接受第三方评估。 



 

 



 

会上，赵春江、张新友、李培武、陈学庚、胡志超等分别围绕“智

慧农业关键技术”“关于新疆花生产业发展的思考”“农膜残留及其

对作物生长与食品安全影响”“棉田残膜机械化回收技术新进展”“花

生机械化生产与（新疆）花生产业发展思考”等主题作学术报告。会

后，与会领导、专家还深入石河子总场三分连，实地观看了国产采棉

机机采现场演示，以及陈学庚院士团队自主研发的新型残膜回收机现

场演示。 

据悉，近几年，国产采棉机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能力提升，

极大提高了产品竞争能力，逐渐被市场认可，并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成

绩，已经开始对外资品牌采棉机形成替代效应。针对我国农田地膜残

留污染治理存在的“回收率低、含杂率高、资源化利用困难”行业难

题，陈学庚院士带领科研团队探索残膜机械回收和综合利用的新途径，

三年来进行了多地区、多种类的耐候地膜试验示范，开发秸杆还田与



残膜回收联合作业机取得重大突破，近 5 年获国家专利 30 多项，创

制的新型残膜回收装备残膜回收率达 90%以上，回收地膜含杂率低，

为资源化利用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