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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热线·人物

不画图纸
他发明出水稻播种“神器”

去年10月，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

玉林举行全国水稻绿色高效技术观摩交流

会。根据会议安排，罗学夫在位于北流市大里

镇古红村的广西多年生水稻研究与示范基地展

示了他研制的智能播种机的作业能力。结果，

短短 10多分钟里，这台播种机就完成了近 400
块秧盘的播种。看到这台播种机可一次完成上

盘、施壮秧剂、上浆泥、灌浆、除杂和播种的全部

工序，几乎全部自动化时，现场的专家纷纷竖起

了大拇指。

“这台播种机 1分钟可完成约 30块秧盘的

播种，8小时可完成约 33.33公顷大田的用秧播

种，是人工作业的80倍。”罗学夫说，去年11月，

他带着这台智能播种机参加全国农机展，吸引

了许多专家的目光。全国各地不少农机公司都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主动向他提出合作。今年6
月1日，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的4名专家专程前来

玉林参观这台智能播种机，还特意向他发出邀

请，让他带着这台播种机到江西进行演示。

目前，这台播种机已开始大显身手。今年

早春稻种播种的时候，不少种粮大户都邀请罗

学夫使用这台智能播种机为他们播种。“今年早

春，这台播种机就为多个种粮大户共计 130多

公顷大田提供了育秧服务。”罗学夫说。

除了这台智能播种机，罗学夫还研制出了

农用植保无人机、烘干机、谷物清选机、智能催

芽机、上谷称等机器，获得多项发明专利。目

前，他正在研制甘蔗收割机。“我会继续走在农

业机械发明的道路上，因为我觉得农业是一门

很有前景的行业。”罗学夫说。

（记者 王耀前）

“在改造播种机的过程中，最让人头痛的是，随

便改动哪一个地方，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要改

动了某一个装置，所有装置就得重新改过。”幸好，

罗学夫从改造上浆装置中找到了灵感，发觉“生活

中处处有学问”，再遇到机器改造难题，他就在生活

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灵感和办法。

在一次实践过程中，罗学夫发现上浆装置转动

的速度不均匀，造成播出来的芽谷不均匀。最后，

他从变频空调的构造中获得了灵感，顺利解决了问

题。“稻谷种子的重量不一，而且相差较大，有的重

量仅为15克，有的则在30克左右，这就需要利用变

频的原理来解决难题。”罗学夫说，在改造播种机的

过程中，几乎全是从生活中汲取灵感。

令人惊讶的是，罗学夫制造这台播种机，至今

没有任何图纸。“按一般的规律，制造机器都要先画

好图纸，然后再按照图纸制造。”但罗学夫却在没有

图纸的情况下，就开始了他的制造机器之路。现在

每次展出，都有人要求罗学夫给图纸他们看，一听

到这台机器根本没有图纸时，都感到非常吃惊，“这

机器是凭空造出来的？”

“现在这台播种机即将进行正式生产，但图纸

还是没有画出来。”罗学夫曾专门邀请一名专业人

士来给这台机器画图纸，但对方尝试了几次仍没能

画出来，说“太复杂了”。罗学夫笑着说，目前他还

在为如何画出这台机器的图纸而发愁。

“说出来你也许不相信，我们制造播种机完全是靠

自己摸石头过河‘捣鼓’出来的，没有任何参照物供我们

参考。”罗学夫开玩笑地说，他制造播种机的时候唯一可

以模仿的就是人的动作，“这台机器不是设计出来的，而

是改造出来的。”

“现在这台播种机，已是我研制的第N代产品了。”

从研制出来第一台机器到现在这台几乎实现了全自动

化的播种机，罗学夫已进行了无数次的设计、改造，机形

也随着功能的增多而一次比一次大。“第一台机器重量

仅为500公斤左右，现在这台机器重量已达3吨。”

罗学夫从2014年开始接触种粮大户，当时看到我市

的种粮大户基本上还是人工抛秧，于是他萌生了研制水

稻播种机的念头，想制造一台可以替代人工、省时省力

的机器。“我市从2008年开始推广机械插秧，但一直推广

不开，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出在秧苗上，芽谷播不均匀，机

械插秧就很难进行。”

开始研制播种机时，罗学夫有点心虚，“没有任何参

考，自己也没有接触过机器制造，能行吗？”思来想去，他

给自己壮胆，“万事开头难，但必须先试试。”于是，他从

一家农业机械科技公司找了几个懂电焊、会修理、做过

设计的朋友，拉起一个5人团队，甩开膀子就搞起了播种

机研制。“人如何干活，我们就如何设计机器。”罗学夫觉

得“人能做的，机器也能做”。就这样，他想着人干活时

的动作，慢慢对机器进行打造。

经过20多天的研制，一台长约2米、宽约50厘米、高

1米的播种机就研制出来了。但罗学夫试用之后，感觉

并不满意。从他展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他制造的第一

代机器比较简单粗糙，而且得人工上浆。“尽管这台机器

播种的效率是人工的好几倍，但必须依靠人工上浆，而

且泥浆里的杂草和石子很难清除。”罗学夫觉得，自己研

制的播种机必须要有自动上浆装置。

后来，罗学夫利用吸粪机的原理制造出一个吸浆装

置，但用起来也不顺畅。转动得快时，泥浆容易堵塞；转

动得慢时，泥浆又吸不上来。“那段时间，我连吃饭都在

想这个问题。”有时走在路上，罗学夫看到汽车、单车，甚

至路边的变电器，都想着从中寻找解决难题的办法。直

到有一天，他在下乡时看到一台正在运转的水车，才茅

塞顿开。利用水车运转的原理，他终于把播种机的上浆

装置改造完成。

从生活中汲取灵感
没有图纸直接制造机器

播种机大显身手
吸引不少专家和业内公司关注

反复设计、改造
终于研制出智能播种机

去年10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布公告，
认定自走式田间水稻秧盘育秧播种机（亦称
水稻智能播种机）等7项农业机械专项鉴定
大纲经专家审定通过。

发明这台水稻智能播种机的，是玉林市
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罗学夫。从2016年
开始，他就投入到这台播种机的研制中，经过
4年的研究、改造、试验，终于让这台播种机成
功落地。对于这台播种机，国家水稻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
稻研究所所长程式华曾高度评价，“这是水稻
产业上的一台颠覆性的新概念农业机械。”

经过4年研制，玉林市农技推广站副站长罗学夫发
明了1分钟可完成约30块秧盘播种的智能播种机，几乎
实现水稻播种全自动化

在全国水稻绿色高效技术观摩交流会上，罗学夫（拿话筒者）向参观专家介绍水稻智能播种机

罗学夫带着自己研制的水稻智能播种机参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