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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农业行业标准《遥控飞行播种机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的制定项

目的来源是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下达的以农质标函

[2019]77 号文。本标准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提出。由全国

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农业机械化分技术委员会(SAC/TC201/SC2)

归口。 

（二）标准名称变更说明 

由于地面机械中播种机标准适用范围包含了播种和颗粒肥，申报

标准立项时沿用了“遥控飞行播种机”产品名称，但在标准研讨和征

求意见时，多个专家提出将标准名称改为“颗粒播撒无人飞机”，适

用范围更明确，更清晰。标准起草组经过认真思考，接受专家的意见，

建议将标准名称修改这“颗粒播撒无人飞机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三）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起草组，制定工作方案，启动标准项目  

任务下达后，立即组织技术骨干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起草组

成员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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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的相关规定并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工作组成立后，制定了工

作方案，明确了内部分工及进度要求，初步拟定了标准框架内容，责

任落实到人。 

 2．调查研究，收集资料，撰写标准草稿（第一稿）  

为了解现行飞播机的生产行业现状，标准起草组对多个省市农机

管理部门、科研部门、生产企业和用户进行了调研，了解目前飞播机

使用性能、主要技术参数和存在的问题等，广泛听取农机管理部门、

飞播机生产企业、农机专业合作社和用户的意见，广泛查阅了相关资



料，收集了有关行业相关标准，在此基础上，起草了标准草稿（第一

稿）。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参考的标准见表 1。 

表 1 参考的相关标准 

序号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1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2 JB/T 8574 机具产品型号编制规则 

3 NY/T 1640-2015 农业机械分类 

4 GB/T 6973 单粒（精密）播撒机试验方法 

5 GB/T 9254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6 GB/T 9478 谷物条播机 试验方法 

7 GB/T 9480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使用

说明书编写规则 

8 GB 10395.9 农林机械 安全 第9部分：播种机械 

9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

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10 GB/T 17626.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

扰度试验 

11 NY/T 1143 播种机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12 GB/T 20865-2017 免耕施肥播种机 

13 GB/T 20346.1-2006 施肥机械试验方法 第1部分 全幅宽施肥机 

14 GB/T 20346.2-2006 施肥机械试验方法 第2部分 行间施肥机 

15 JB/T 5159-1991 牧草播种机 技术条件 

16 JB/T 6274.1-2013 谷物播种机 第1部分 技术条件 

17 JB/T 10293-2013 单粒(精密)播种机 技术条件 

18 NY/T 1239-2006 飞播种草技术规范 

19 DB/T 2668-2016 水稻直播机技术条件 

20 DB/T 1030-2007 水稻机械旱直播作业技术规范 

3、召开了标准研讨会，充分听取意见建议，修改形成征求意见



稿  

2019 年 12 月，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组织召开了第

一轮以生产企业为主的标准研讨会，江苏省农业机械推广站、江苏省

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装备研究所、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广

州极飞科技有限公司、珠海羽人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博鹰通航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拓攻机器人有限公司、江苏沃得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四

川飞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等农机管理部门、科研院所及主要生产研发企业参加了会议，对标准

的制定原则和内容进行了研讨，对标准草稿（第一稿）提出了大量的

修改意见和建议。会后，标准起草工作组充分吸收了本次会议的意见

建议，标准草稿（第二稿）。 

2020 年 6 月，受疫情影响，未能召开现场讨论会。通过函调的

方式，对使用飞播机较多的相关省级农机推广鉴定站专家进行了标准

征求意见。本轮征求意见收到了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甘肃省农机试验鉴定站、湖南省农机试验鉴定站、重庆市农机试验鉴

定站、安徽省农机试验鉴定站、江苏省农机试验鉴定站等多个省站及

相关生产企业的反馈意见三十多条。标准起草组认真研究，并进行试

验验证，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第一稿）。 

三．标准制定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一）编制原则 

1．与有关法律法规一致,并与现行有效标准相协调，同时符合我

国国情。 

2．编写格式严格按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进行制定，使标准更加规范化； 

3．努力做到标准内容全面、文字表达准确、简明易懂、结构合



理、逻辑严谨。 

（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1．标准内容框架 

《颗粒撒播无人飞机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内容包括：（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型号编制规则；（5）

基本要求；（6）质量要求；（7）试验方法；（8）检验规则。 

2．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颗粒播撒无人飞机的型号编制规则、基本要求、质

量要求、检测方法和检验规则，可用于撒播颗粒肥、种子或农药等颗

粒物料的旋翼无人飞机的质量评价。 

近几年由于农用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无人机在撒播颗粒肥、

种子、农药、诱饵和投放天敌等方面的应用技术也逐渐成熟，应用领

域越来越广，用户接受度也越来越高，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高原

地区用于播撒水稻、肥料；甘肃、宁夏、新疆等西北五省用于播撒草

籽、树籽种植防护林；吉林、辽宁、黑龙江等东北三省用于播撒肥料、

投放天敌。日本、韩国用于颗粒农药撒播。欧洲发达国家用于投放天

敌。从使用情况看，投放定位精度越来越高、播撒均匀性作业质量高

于地面播撒机械。 

3．规范性引用文件 

根据标准的需要和具体内容，列出了本标准的引用文件。 

4．术语和定义 

根据标准的需要对一些名词术语进行了解释，统一认识。 

四．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将成为农用航空标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对于建立农

用航空标准体系非常重要，对规范和推动农用航空标准体系建设和市



场发展能起到积极作用。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与国际、国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

况  

无。 

六．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主要引用了部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并结合无人飞行器

管理要求和产品特点进行了相关内容的调整，在继承我国标准体系的

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先进标准的适宜内容，使标准更加完善，能体现

我国现阶段撒播飞机水平和未来发展的方向。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

制性标准无相互矛盾和抵触的条款。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征求意见稿拟发向各方面的专家和相关企业，对标准提出的意见

进行归纳、分析，处理的原则是：合理的予以采纳，不适宜的与相关

方进行沟通，通过试验验证等方法证明不采纳的原因。 

八．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发布的意见 

建议本标准继续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新标准的学习和贯彻，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应开展专门的学习和

贯彻活动，使新标准能及时、准确的传达到需要方手中。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它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由于飞播机使用的飞行平台跟植保无人飞机基本一致，适用相同

的法律法规和标准，飞行平台的相关票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跟植保无



人飞机一样。本标准重点对播撒相关项目进行验证。由于飞播机刚刚

进入市场，生产企业不多，标准起草组邀请了全国已量产的飞播机进

行了试验验证，具体情况如下： 

    （一）无人机颗粒播撒试验介质如图 1。 

 

     类似椭球形状                     类似圆球形状              类似扁片形状 

图 1 

  （二） 无人机颗粒播撒试验收集器布置如图 2。 

  

            撒播作业布置                    条播作业布置                

图 2 

（三）无人机颗粒播撒作业性能验证数据如下表 2。 

表 2 播撒作业性能指标验证 

试 验 

次 数 

试验  

介质  

总排种/肥量 

稳定性变异系数 

播种均匀性 

变异系数 
种子破损率 

1 紫云英 5.20 41.20 0 

2 水稻 0.82 47.45  0.13 

3 油菜 1.08 28.90 0.32 



4 小麦 1.57 21.45 0 

5 小米 8.09 45.63 / 

6 尿素 6.50 42.37 / 

7 紫云英 4.93 30.67 0 

8 水稻 3.04 59.26 0.05 

9 油菜 0.48 29.32 0.03 

10 小麦 1.23 28.97 0 

11 小米 3.11 44.39 / 

12 尿素 2.96 46.28 / 

13 紫云英 2.93 35.79 0 

14 水稻 2.34 43.57 0.12 

15 油菜 0.57 30.33 0.26 

16 小麦 1.36 36.48 0 

17 小米 2.35 42.78 / 

18 尿素 3.26 45.67 / 

19 紫云英 3.97 46.79 0 

20 水稻 2.24 31.01 0.06 

21 油菜 0.93 30.47 0.21 

22 小麦 1.89 38.65 0 

23 小米 4.34 43.29 / 

24 尿素 5.68 45.78 / 

25 紫云英 2.21 33.25 0 

26 水稻 0.727 28.90 0.11 

27 油菜 0.62 27.36 0.03 

28 小麦 0.57 30.57 0.18 

29 小米 2.39 36.36 / 

30 尿素 2.58 38.23 / 

 



表 3 条播作业性能指标验证 

试    验 

机具编号 

播种  

介质  

总排种/肥量 

稳定性变异系数 

各行排种/肥量 

稳定性变异系数 

播种均匀性 

变异系数 
种子破损率 

1 水稻 0.83 1.94 44.39  0 

2 水稻 2.47 3.59 39.69 0 

   注：条播试验机具较少，全国仅有两个生产企业在进行研发和推

广，但目前试验效果不错，得到了罗锡文院士团队的认可。 

（四）其他项目验证情况 

1．飞行平台相关项目验证情况 

环境试验、抗风性能、起动性能、物料剩余报警提示功能、悬停

试验、控制模式切换性能、飞行信息存储功能、远程监管功能、自主

控制飞行精度、最大续航能力、防护装置、安全标识、最大起飞重量、

限高限速限距、电子围栏、报警和失效保护、避障功能等项目所有被

试验样机均符合要求。 

2．播撒装置相关项目验证情况 

物料箱容量、物料箱盖锁紧牢固性、排料量调节准确性等项目，

所有被试样机均能符合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