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麦是人们的主要食用粮食之一，由于土地资源有限，为
了确保小麦能够达到一定的产量，需要使用科学的种植技术进行
田间管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注
重，因而绿色小麦种植技术需要在国内进行普及，提高小麦的生
产质量和产量，促进农业经济市场的稳定发展。

一、绿色小麦种植田间管理
（一）种植前的准备
小麦品种的选择对小麦后期的产量和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选用品质优良、单株生产力高、耐抗性好、经济程度高、不
早衰的良种，有利于实现小麦的高质量和高产量。小麦具体品种
的选择需要根据种植区域的环境特点进行选择，例如，水量较少
的区域可以选择金豫麦 2 号、百农矮抗 58 等品种，如果种植时
间较早可以选择丰抗 8 号等品种。选择合适的温度和数量进行播
种，一般情况，半冬性、弱冬性的品种分别在 10 月上中旬和 9 月
底进行播种，播种量在 90～105kg/公顷；10 月中下旬、10 月下旬
到 11 月上旬可以播种弱春性和春性品种，播种量在 120 ～ 150kg/
公顷。7500kg/公顷以上的高产田块可以控苗在 180～ 225 万株/公
顷。深松整地的作用是对土壤进行疏松，调整土壤的结构，提高
土壤的蓄水能力，一般情况下深松整地作业的周期在 2 ～ 3 年，
缓解土壤疲态，土壤的水分应该在 15% ～ 22%之间，密度在 14g/
m3，松土的深度在 30 ～ 35cm。小麦的合理种植密度对于后续小
麦的正常生长有重要的影响，小麦的种植间隔应该大于 40cm，深
松作业应该秋后进行，深松的深度需要保持一致，在小麦插秧的
过程中，插秧深度也需要一致，保证小麦同步生长。

（二）施肥
为了确保施肥效果的有效性，可以使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在施肥之前，植户对土壤养分含量进行测试，结合土壤本身的养
分对施肥类型和量进行规划，在小麦不同的生长阶段对土壤养分
的需求不同。施肥需要按照三个步骤进行，首先是土壤测试阶
段，测土是施肥配方的基础，通过测土能够精准的了解土壤的养
分和供肥能力，对土壤进行科学的分析之后制定精准地配方施肥
方案；之后的配方阶段是在测土的基础之上分析土壤的特征，再
和小麦需肥规律结合，构建出一个阶段性的规划，以此确定氮、
磷、钾等肥料的配比用量；最后在施肥阶段需要依照配方的要求
合理地对专用肥、复合肥或者无机复合混合肥进行搭配，形成精
确的施肥方案的同时也要保障培肥作业的可行性。氮元素能够提
高籽粒中的赖氨酸和蛋白质，因而为了避免早衰可以将 50%左右
的氮元素化肥移到拔节和孕穗期间分两次进行追肥，磷肥和钾肥
能够促进小麦的发育，避免小麦出现倒伏状况。肥料的合理用量
对小麦的质量和产量有一定的保障，过多地使用肥料会对小麦的
生长起到反抑制作用，严重时还会造成生态环境的污染，残留的
化学分子会对食用的人造成一定的健康危害，测土施肥技术能够
解决相关的问题，协助植户在小麦的各个生长阶段进行合理科学
的施肥。

（三）秸秆还田
在种植之后，可以对秸秆进行原地处理，减少秸秆燃烧对环

境所造成的污染，而且还能够节约成本，增加植户的收益，促进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秸秆还田的原理是借助微生物对秸秆中的有
机物料进行转化，使土壤的性能得到一定的改善，增加土壤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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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小麦收获之后，植户应该对秸秆进行收割，之后使捣碎的
秸秆和土壤进行耕翻，保证秸秆正常腐解，确保秸秆的水分，必
要时需要对土壤进行搁田处理，促进土壤的通透性，使土壤能够
得到空气中的氧气。开展秸秆还田工作需要对秸秆进行挑选，秸
秆需要无病健壮，防止细菌在土壤中过冬，把病害传给下一波播
种的小麦中。小麦的截秆需要使用专业的设备进行切碎，长度在
10cm以内。

（四）病虫害防控
小麦常见的病虫害有小麦粉病、小麦锈病、蚜虫等，病虫

害会对小麦的正常生长造成一定的影响，因而需要通过科学的病
虫害防治技术促进小麦正常生长。选择抗病性较强的品种进行种
植、在种植前对土壤进行消毒能够减少发病的概率。小麦白粉病
在发病初期可以使用粉锈宁药剂进行喷洒，植户需要将病叶及时
摘除清理，防止其他小麦感染。小麦锈病可以选用戊唑醇、烯
唑醇药剂喷洒，严重时，喷洒发病麦田的同时还要对周边进行喷
洒，防止病害蔓延。

（五）科学灌溉
小麦的每个生长阶段对于水分的需求不同，不同的田间灌溉

也有一定的差异。一般情况下，播种至拔节期间，因为温度和植
株的问题，土壤的水分蒸发量较小，小麦的吸水量也不大，所以
耗水量在每亩 0.4m3 左右即可，在拔节到抽穗期间，小麦的茎叶
茂长，叶片较大，小麦的吸水量急剧上升，由于温度问题，水分
损失也上升，因而此期间的水量需求较多，60cm左右的水层，持
水量在 80%左右，确保充分地灌溉给水能够保证分蘖数量，增加
产量。抽穗到成熟期间的耗水量占总耗水量的 40%左右，在抽穗
前后，绿叶面积会逐渐增大，对水分的需求较为敏感。在抽穗杨
花到灌浆期间温度较高，水量散发快，在此期间缺水会造成籽粒
不饱满，因而在遇到干旱时期应该进行人工或机械浇水。

二、绿色小麦种植技术推广
（一）选择合适的水土环境
和普通小麦相比，绿色小麦不仅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植

户也能够增加产量，绿色小麦还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并且安全
健康，绿色小麦符合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标准，能够给农户带来可
观的收益。绿色小麦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水土环境，不管是种植
哪种农作物，在种植前都需要对土壤和环境进行合理地勘测，选
择灌溉方便、土壤肥沃的区域能够利于小麦的生长。为了保证小
麦的质量和产量，首先，种植区域不能够有污染源，水源需要充
足、光照条件良好，之后，为了后续小麦种植的顺利开展，需要
调查土壤的营养成分和小麦的有机含量，当无法达到标准时，应
该及时地调节土壤的结构。

（二）推广优质品种
为了能够精准地进行小麦推广工作，使当地的农户能够产生

科学种植的意识，需要在当地建设小麦种植示范区，推广典型的
优质小麦品种，统一高产的要求和目标，制定相应详细的实施方
案，土壤条件、品种名称、种植密度、种植时间等小麦种植相关
的技术条件都需要一一制定。在推广的过程中，需要注重于技术
指导服务，当地可以举办相应的培训活动，使农户能够进行观摩
学习，提高农户的技术认知和小麦的生产水平，在深刻认同种植
技术的过程中，不断地对新知识进行学习，宣传新品种的绿色小



麦。小麦品种有较大影响的为济麦 22、鲁原 502、山农 28 号、烟
农 999、山农 20 等，种植展示较好的有烟农 1212、山农 29、太
麦 198、山农 32、山农 31、烟农 173 等。

（三）机械化种植
传统的小麦种植方式主要使用人工进行种植，但大区域的

小麦种植需要使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损耗了一定的时间，机械
化种植能够加快种植的速度，节省时间、人力和物力，在种植过
程中，机械化还能够确保种植的质量，统一深度，减少漏播的问
题。机械化能够在施肥和浇水上做到精确和均匀，使种植体系更
具有规范性。

（四）推广新技术
科学的小麦种植技术能够有效地缓解季节的矛盾，因而推广

新技术能够提高小麦的种植效果，对轻简的种植技术进行科普，
能够扩大认同的植户群体。当地可以利用省级科技工程进行推广
宣传，结合农业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示范，使植户更加地了解和掌
握全新的种植技术，相关部门对小麦种植技术的研发和成果进行
实时地关注，以便能够及时地推广新技术，不断提高小麦种植技
术水平，增加小麦的产量，提高小麦的质量，有利于农业市场的
健康发展。利用多种宣传手段进行绿色小麦种植推广，使农户意
识到绿色小麦市场发展前景，提高农户对绿色小麦种植技术的认
识。种植的农户具有现代化的种植意识，能够促进当地农业发展。

（五）加大宣传力度
在推广的过程中，应该进行“一条龙”宣传模式，“合作社+

社会化服务组织+互联网+农户”为宣传框架，以明确的技术推广
和生产标准、品牌营销为体系，不断地完善小麦种植运营模式。
政府可以请技术人员和推广人员进行合作式专业化推广，建立网
络宣传，和热门的程序进行合作，实行大数据推行模式，对种植
大户首先进行普及，让其起到示范带头的作用，其他农户在看到
效益时，自然会对新技术进行认可并选择。推广田间管理新技
术，政府可以在福利政策方面进行倾斜，以农田物资进行补贴，
调动农户应用新技术的积极性。现代社会对绿色食物理念非常重
视，绿色小麦已在消费市场中打下了基础，种植户需要使自己的
小麦产品具备市场优势，就需要使用绿色小麦种植技术。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种植小麦的过程当中需要对土壤进行深耕整

地，保持土壤的通透性，在施肥之前测试土壤的养分量，根据其
成分进行施肥，秸秆也可作为有机肥，节约成本，病虫害防控是
小麦种植的关键技术。为了让种植小麦的农户能够提产，需要对
绿色小麦种植技术进行推广，各地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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