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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优质高产配套栽培术及病虫害防治措施

王培敏

河南省清丰县高堡乡政府，河南濮阳  457314

在整个中国 , 小麦的栽培都是在以一个相当的大范

围的种植面积和一个更广泛的种植区域来开展的。但由

于近年来 , 中国的小麦产量一直停滞不前。因素也有其

他许多 , 包括小麦土壤生物含量显著降低、生产小麦成

本上升、气候发展不太平衡、小麦害虫发生率较高 , 以

及农民难以获得优质小麦种子。有鉴于此 , 有关科技工

作者还必须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推广优质和高产的小麦及

其辅助设施栽培的方法技术和小麦病虫害的防治技术措

施 ,以进一步推动促进我国小麦种植业生产的发展。

1  小麦优质高产配套栽培技术

近年来 , 随着我国地下水资源日趋枯竭、能源成本

持续增加、土壤中有机氮成分显著降低、土壤肥力分布

不太均匀、杂草难抗和除草剂滥用以及部分作物残渣管

理状况不良 , 传统的小麦耕作栽培种植模式带来的农业

生产力将持续降低。尤其是我国在我国传统粗放的优质

小麦高产栽培模式中 , 采用了无机配方肥料 , 尽管它在

较短期内显著提高改善了小麦土壤肥力 , 在某一定的程

度意义上也增加提高了优质小麦产量 , 但由于长时间地

采用这种无机配方肥料还是会在短期内对小麦土质性状

形成产生很大程度的影响 , 使物理条件恶化 , 土壤中的

有害生物繁殖 , 将会最终会造成中国小麦产量的减少 ,

导致其他各种的土壤、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另外 , 以

农业可持续快速发展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的高效优质和

高产优质复合型小麦综合栽培新技术 , 从理论较大的程

度意义上解决满足了我国小麦高产综合治理生产的基本

营养需要 , 改善土壤了作物生长、生产力结构与农业土

地形态 , 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土壤养

分的物理特性与生物化学 , 极大程度地改善提高土壤了

农业土壤肥力水平与作物生产率。因此 , 高质量、高质

量的小麦 , 连同高质量的管理方法 , 是当前和未来高质

量管理和小麦种植发展的必要条件。其各项具体的技术

要求包括：

1.1  小麦品种选择

在高产优质的小麦的种植生产过程中 , 小麦品种的

选用方法的选择准确性将直接地影响到最终的产量水平

与品质。总的来说 , 小麦品种资源的合理选用还应主要

根据我国各地的气候条件、土壤条件等以及各小麦种类

各自的生理产量特性 , 同时 , 结合小麦病虫害的流行病

学特点 ,开展种子消毒、苗木和地下病虫害防治工作。

1.2  科学选择排序

小麦的生产条件对提高小麦产量性能和产量品质的

影响就更为直接严重 , 一般播种应尽量选用排灌通风条

件好、灌水管理方便、土地深层、种植基地土壤有机质

含量充足以上的肥力较高地形 , 防止大面积在同一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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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全球资源严重匮乏、气候变化持续规模式增长、人口持续快速高增长并存的严峻状况背景下 , 确保粮食

环境可持续性问题将是当前世界上各个主要国家粮食生产商所需要和面临着的最严峻挑战的之一。可持续发展的小麦土壤资

源使用和管理的问题将是未来全球小麦规模化栽培和生产发展过程中的最为复杂关键紧迫的最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之一和重

要生态环境问题之一。所以 , 迫切需要政府制定出一种农业整体措施 , 在保证不破坏农田土壤和健康环境的前提情况下才能维

持高产量。优质高效和优质高产的小麦作物的栽培管理是我国一项有利于长期和可持续经济发展需要的优质高效的农业生态

系统建设与栽培管理的新方法 , 旨在显著增加农业生产力 , 增强我国小麦作物种植的盈利保障能力和国家粮食生产安全 , 提高

农业资源基础条件和生态条件。同时 , 伴随实施的各项病虫害综合控制等措施 , 也为优质水稻优质玉米小麦高效生产利用等农

业生态系统综合服务工作带来提供了一个更加安全有效可靠的农业外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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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耕地面积上进行连续或长时间大面积播种的小麦 , 要

进一步完善播种系统。收获作物收割前 , 选择适用的秸

秆肥料进行秸秆田间复垦、秸秆粉碎，还需要对土壤养

分进行分析 , 然后将稻草完全运回田间 , 土地运回量为

500-1000kg。磷、钾、氮肥的科学结合是必要的。根据

土体研究结果 , 坚持有机肥 , 科学引入磷酸盐和钾肥 ,

严格控制氮肥的使用。通常每英亩使用纯氮 23-24kg, 一

氧化二磷 8kg, 氧化钾 1.5kg。1/3 的氮肥作为主肥供给

农田 ,其余分别在小麦恢复期和受孕期进行施肥。

1.3  及时播种

不同地区的土壤气候条件、不同地区的作物种植园、

播种期也在某一定的程度意义上的不同。通常要根据具

体天气条件、种植园特点、土地实际肥力 , 需要及时决

定最好的种植日期。通常 , 河南黄淮海滨地区的秋季小

麦的种植时间集中出现于十月中旬。在整个种植管理过

程中 , 还要求必须严格根据当地天气条件、品种特性要

求以及土壤肥力要求来确定其最佳种植。0.5 冬性小麦品

种 , 每公顷英亩的播种苗量应控制在 12 万 -14 万株。小

麦种、春小麦等种类 , 每公顷英亩的播种量应控制在每

亩 14 万 -17 万株。播种开始前应对播种机械设备配置做

出的相应调整 , 确保种子均匀性度与深度。在机械化小

麦播种的过程操作中 , 将机械化小麦的种植沟深度一般

控制在3cm-5cm,使用该套机具可一次性地进行小麦开槽、

施肥、播种、抑制病虫害等工作，以及有效的抑制可以

增加泥土与小麦种子之间的接触 , 保护小麦的充分生长 ,

保持田间的湿度。田间管理麦苗播种出苗以后 , 必须每

天定时地进行一次田间地头的田间巡视和检测等工作 ,

出苗结束以后一定要及时检测冬小麦苗体的生长出苗的

状况 , 避免出现缺苗断垄倒伏的严重现象 , 对苗期生长

势较瘦弱无力的冬小麦苗 , 可适当选用磷酸二氢钾溶液

进行叶面喷施 , 或也可考虑在冬季为冬小麦苗体浇足越

冬苗水时在适当的施用叶面上喷洒适量浓度的农用尿素

改性 ,促进冬小麦苗体的迅速生根发育。

1.4  小麦优质高产综合氮管理技术

在小麦生产过程中 , 需要消耗大量的氮。传统的无

机复合肥料所提供大量的有机氮素含量不仅已无法有效

保障高产优质小麦种子的正常播种 , 甚至会影响到土地

肥料的性质。因此 , 为了提高作物生产力和经济效益 ,

应在优质高产小麦种植园实施有效的氮素综合管理技术。

具体来说 , 播种前 , 为了更好地管理粮食 , 有必要平整

耕地。随后 , 必须要在植物播种之前就加以大量浇水 ,

以保证获得植物播种后所需充足的土壤水分。在此期间 ,

除了使用磷钾和硫钾铵之外 , 还只需要额外使用其中 33%

左右的钾氮 , 其余的钾氮则需要在整个谷物的加工阶段

和启动阶段中以几乎同样的氮量使用。为进一步方便小

麦后期的管理 , 使后期小麦能避免各种杂草危害和防治

害虫 , 下播种时行间距离一般应尽量维持控制在行距

25cm, 播种重量一般应控制为每亩 150kg/hm2 左右。

1.5  粮、棉、菜套种立体种植模式

粮、棉、在生产小麦的过程中 , 需要大量的蔬菜。

立体播种栽培模式是我国继传统“小麦”和“棉麦”立

体种植栽培模式推广以后形成的又一个农业新模式的立

体生态农业立体种植模式。和我国传统种植的小麦立体

播种栽培模式相比较 , 麦、棉、菜的立体播种栽培模式

不增产但却降低了土壤氮素的损失 , 同时可按照多种作

物需求来缓慢地释放营养。有机物肥料以有机植物残体

肥料的形态进行施用 , 不单但有效提高补充了土壤有机

质中缺少的微量有机元素碳 , 还有效提高补充了有机土

壤有机质中缺少的土壤保水能力和土壤微生物活力 , 提

高改善了土地品质。在我国传统粗放的传统粮食作物种

植栽培模式条件下 , 单纯地使用天然有机的氮肥养分矿

化速度缓慢 , 无法完全适应现代作物生产的营养需求。

然而 , 小麦、棉花种植和其他植物群体间连作种植的立

体复合种植新模式却能够有效增加固氮剂的生物有效

性 , 实现了有机生物肥料成分的高效快速生物矿化 , 帮

助了农作物群体更好快地实现健康快速生长 , 提高促进

了我国农作物群体的生产率。因此 , 其栽培模式是即在

上年种麦时套种少量菠菜 , 下年春再套种少量棉 , 麦苗

收割成熟后再复种播种绿豆 , 即实现麦、菠菜、棉、绿

豆的立体栽培。通过保持约 70cm 的株间距来形成一个犁

沟 , 然后再通过机械点播法来把绿豆种子直接播种撒在

这个犁沟上。播种出苗后 , 进行土壤润湿开垄沟 , 以利

促进种子萌发。播种量一般为每亩 25kg/hm2 左右。播种

移栽后每三十天左右间一次苗 , 保留约 25cm 的行间距。

期间应供给人体一定量比例地补充有机氮、磷、钾元素

(N140kg/hm2、P80kg/hm2、K60kg/hm2)。播种施肥时应

使用一次全价剂量以上的纯磷肥和纯钾 , 同时再使用一

次一或 / 或三倍的纯氮 , 其余等量的纯氮应分作二次或

等量使用。该种植模式下一般农户每亩 667m2 收入均在

28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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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麦病虫害防治有效措施

在我国小麦幼苗的正常生长发育与根系发育交替的

生理过程中 , 主要发生的小麦病害主要包括的有小麦白

粉病、赤霉病害期等小麦病害；主要的病害种类为褐小

麦蚜虫、麦吸浆虫等。传统的粗放单一地使用化学杀虫

剂为主的药剂防治害虫方式尽管短期见效相对较快 , 但

其对农业环境危害性相对较大且药剂对某些害虫本身也

是极有容易地产生耐药性。相反 , 可持续快速发展农业

的重大病虫害及其防控的科技措施等则相对比较更能更

适应我国于推进现代优质高效的农业和规模化农业生产

的发展战略之要求。

其各项具体的技术要求包括：

2.1  增加田间植物多样性

植物多样化是从生态上强化农业生态系统以提高其

可持续性和复原力的主要途径之一。例如 , 豆科植物 ,

特别是早熟绿豆 , 对提高小麦的生长、氮浓度控制和大

豆产量、土壤氮浓度控制及田间杂草防治和根线虫的控

制都有着十分重要直接的和积极影响。在玉米小麦混合

堆肥种植的生长周期过程中 , 绿豆可以通过施肥来控制

其田间杂草的生长繁殖的速度以及其产生出的大量残留

的和富含有机氮元素的化肥农药残留物等物质来进行重

新的培肥土壤为以后的高产小麦的栽培供给营养。另外 ,

混种绿豆还有助于降低对食草线虫的危害。在这二一经

营模式指导下 , 随着小麦产量的提高单产和田品种间的

管理和成本的下降,整体上的综合获利的能力相对较强。

所以 , 物种多样性的合理选择对发挥优化的生态系统功

能必不可少。

因此 , 冬小麦田间播作白花三叶草也是很有前途发

展的一种农业高产栽培新模式。多项农业科学的研究结

果证实 , 与普通小麦的单作比较 , 间连作物播种后的小

麦种子被蚜虫直接危害到的可能性相对较小麦低 , 比其

他最不太敏感蚜虫的小麦种类也更不易再遭到蚜虫危害。

综上所述 , 复合土壤栽培技术可以更加合理地有效地使

用复合土壤 ,降低了病虫害发生的发生。

2.2  生物和物理联合防治

从广义上讲 , 气候变化可能会影响昆虫的分布、丰

度、迁徙、物候、伏定作用和越冬生存 , 这可能会导致

害虫入侵 , 其结果是导致作物损失增加。为减少农业生

产中害虫造成的危害 , 合成杀虫剂的使用始于 1920 年 ,

其传播迅速、大规模且不受控制。1960 年 , 首次报道了

使用有机氯杀虫剂对与鸟类生长发育相关的生态系统造

成的破坏。随后 , 有报道称 , 使用有机磷杀虫剂可导致

大量鱼类死亡 , 使用对氨基甲酸酯这类剧毒农药还可直

接引起甲壳类新生动物的死亡 , 使用合成的拟除虫菊酸

酯、新烟碱这类农药可直接引起蜜蜂的麻痹症状和死亡 ,

还有其他很多的其他的不利影响。随着病害的传播而造

成的大量严重的农业直接和农业间接损失和以及因为更

大规模地推广使用的新型的化学农药使用而可能造成的

更严重的农业环境生态的破坏 , 显然我们还很需要去积

极地寻找到一个更新的有效安全的新型农作物害虫的综

合有效防控体系的一种替代方式。生物杀虫剂用于防治

各种害虫已被人们普遍地认为它是人类目前用于防治的

各种主要害虫类型农药中的最主要的害虫农药之一和也

可以说作为目前天然和合成有机农药杀虫剂的最理想的

替代品农药中害虫的另一个是最具有被广泛地应用的前

景最好的害虫防治的方法之一。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 , 小麦优质高产配套栽培术不仅改善了土

壤环境 , 而且还提高了种植效益 , 这是对农民最有吸引

力的地方。与此同时 , 更加注重科学、高效的和经济合

理实用的各种小麦病虫害的防控技术措施 , 可以有效大

幅度地提高优质小麦产品的安全生产 , 并因此能够有效

节约农民宝贵时间的投入。实践结果也可以证明 , 这种

新小麦方法农民们一般都可以通过在生产实践过程中逐

步掌握培养出的较好掌握的基本农业技术生产劳动技能

水平和农业产出的效率 , 是一个有利于可持续农业发展

的高效新的小麦方法 , 应该说可以直接在现代农业的生

产和流水线作业上广泛进行和长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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