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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植小麦过程中会受到生长环境、品种特性、播

种时间、种植密度、病虫害等各类因素的影响，特别一

些十分严重的病虫害问题在发生后会导致小麦作物不断

死亡，如果只是利用药物来大面积地管控病虫害，一些

药物使用后会残留在小麦作物当中限制小麦质量，影响

小麦安全性和小麦作物价值。因此，为使我国小麦种植

过程中有着较高的质量与产量，保证种植者具有的经济

收入和效益能够提高，需要全面分析和整合各类符合区

域要求的小麦栽培技术，依据病虫害问题形成和出现特

征，探索与小麦栽培有关的绿色防控手段。

一、小麦栽培技术

（一）小麦种子选取

挑选高质量、高性能小麦种子是提高产量的基础，

也是增强小麦实际种植质量的关键因素。需要结合种植

的需求和情况来选取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小麦品种，保

证小麦品种有着较为优质抗病能力以及稳定程度。建议

区域种植人员针对土壤结构展开化验，依据土壤肥力情

况和小麦田地来落实种植要求，如果需要引进新型小麦

品种还需要在实验过程中展开全面测试之后再决定是否

引进。

全面选择小麦品种之后需要适当展开晾晒，日照较

为充沛天气可以晾晒 2～ 3d，并每隔 4～ 6h翻动小麦 1

次，保证小麦晾晒有着较高均匀程度，翻动中若是发现

存在质量较差的小麦，可以将其去除。小麦种子全面晾

晒能够让小麦实际出芽率增强，处于小麦休眠时期的小

麦种子也可迅速恢复。蚌埠市在小麦种植过程中，就充

分结合区域气候特征选择抗逆程度高、高产、优质、抗

逆能力优异的品种，如烟农 19、安农 0711、烟农 999、

瑞麦 520 等，一般情况下蚌埠市最佳小麦种植时间为

10.15 ～ 10.25，可以适当增加小麦播种量，避免出现减

产问题。

（二）小麦种子处理

在小麦全面晾晒之后需要针对种子展开持续化的处

理，可以选取磷酸二氢钾 0.2% ～ 0.3%溶液展开浸泡

12h，之后再次将小麦沥干并持续晾晒，全面浸泡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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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种子能够高效发芽与分蘖。再之后可以将敌委丹与

小麦种子展开混合处理，将 20mL的处理药物与 5kg小麦

品种展开混合化的搅拌，以此来预防纹枯病出现。如果

区域小麦种子在种植与栽培时受到细菌问题的限制，还

可利用变温方式对其处理，具体方法是将种子浸泡在 5 

0 ～ 60℃左右的热水当中浸泡 10min，之后捞出并在冷水

中浸泡，冷水与热水反复的浸泡转换，以此来让病菌可

以被彻底灭杀。

（三）种植地处理

1.田地培育。要想小麦产量可以不断提高就必须要

施加充足基肥，小麦绿色生产施肥的重点在于施加绿

色、有机肥料、厩肥等，有机肥料当中含有十分丰富的

磷、氮、钾以及有机物质，不仅可以让农作物生产产量

增强，还可以充分改进土壤内部的团粒结构。因为秸秆

内部含有小麦农作物生长必备的钾、氮、钙、磷等元素

以及其他类型微量元素，让微生物繁殖能力和系数可以

不断增强，增加、提升生物具有固氮能力，降低土壤碱

性，保证土壤具备的酸碱平衡可以得到维持，促使土壤

内部养分结构可以逐步合理。因此，需要科学利用秸秆

还田技术，让土壤具备的理化性质得到改善，增强土壤

具备的保温、透气、保水能力以及吸水率，让农作物根

系拥有更为优异的生态环境，让农作物可以吸收更多

养分。

2.增强耕地质量。小麦种子相对较小，一般种植深度

可以保持在 3 ～ 5cm。耕地原则主要为上虚下实，耕地

深度则保持在 20 ～ 25cm。如果使用旋耕机展开耕地作

业，耕地深度则需要达到 25cm。对于绿肥压青以及秸秆

还田等地块需要适当增加旋耕次数，旋耕 3～4次左右，

避免小麦种植地块出现“大疙瘩、无残茬”，维持地面平

整程度。大面积的地块需要分厢种植，保证厢面有着平

整程度，沟渠可以维持笔直；而小面积的地块则需要有

围沟、腰沟以及良好排灌能力。

（四）适当播种，明确播种密度与时机

1.明确播种时机。明确小麦播种时期是冬季到来前壮

苗的重点与关键，也是小麦产量不断提高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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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结合小麦实际生长和发育规律，依据区域和当年

气候状态，因地制宜的明确播种时期。以蚌埠市为例，

生产区域有一定差异，播种时期也各不相同，通常情况

下，10月持续 7d气温在 14 ～ 16℃时可进行播种，播种

时机切勿过迟或者过早，播种过早极易导致小麦出现徒

长情况，在冬季到来之前拔节，如果遇到倒春寒则会使

得小麦严重被冻害，使得小麦产量减少。播种较晚有可

能造成穗率、分蘖数低。

2.管控小麦种子密度。小麦种植过程中需要针对密度

进行严格管控，避免盲目的提升密度。许多农户认为种

子密度高、土地利用效率较大，种子产量也将会增加，

这种错误的观念会造成病虫害实际出现率增多，还会使

得小麦种子产量降低。种子密度较高，小麦之间会相互

出现感染问题生长速度过慢，对于幼苗实际发育产生不

良影响，出现倒伏的情况。所以，在种植小麦过程中，

需要依据小麦品种具有的特征来明确实际种植密度，如

茎叶较为粗大的小麦则可适当减少栽种密度，让每一棵

小麦都可拥有较高、较强生长质量。以蚌埠市为例，小

麦田目标产量一般在每公顷 6000 ～ 7500kg，在最佳的时

期播种量可以管控在每公顷 300 ～ 375kg。

（五）强化田间管理

1.明确出苗情况。在小麦播种壮苗工作结束之后，

可以委派专人针对麦区小麦种子种植情况、露子情况进

行检查，如果发现露子问题则需要做好掩盖工作。出苗

之后 1 ～ 2d左右，需要检查幼苗、做好补苗、及时去

除“疙瘩苗”，确保苗木全面性、均匀性。小麦幼苗在

2 ～ 3叶时期群体有着徒长的趋势，需要在此时做好浅

耕、中耕、镇压操作，避免苗木徒长，培育生长状态良

好幼苗。对于播种过晚导致麦田幼苗较弱时，需要以促

生、促壮为重点，保证幼苗可以茁壮生长。

2.去除杂草。需要在小麦全面播种结束之后 3d内针

对麦田展开封闭式的除草，把草害问题消灭在最终萌芽

时期，一般情况每公顷麦田可以使用 900mL禾耐斯乳油

90%，并兑入 900kg水，进行均匀的喷施。在小麦生长

到 3叶时期如果发现麦田内部有一定量杂草，则可在无

风、晴朗的天气利用残留量较低、高质量的小麦除草药

剂展开化学除草工作。如果麦田内部杂草以阔叶为主，

每公顷可以利用 750 ～ 900mL使它隆乳油 20%，并加入

450kg的水均匀喷施；麦田内部杂草为禾本科每公顷可以

喷施 375 ～ 450mL世玛乳油 3%针对杂草进行防治。

3.适当冬灌保证分蘖。需要结合麦苗实际生长情况来

适当施加肥料，在小麦即将进入到 3叶时期需要增加氮

肥施加量，每公顷可以追加 112.5kg的分蘖肥，保证小麦

可以健康分蘖。在入冬之后，如果气候过于干旱，则需

要及时针对小麦浇灌越冬水，让平均温度可以降低到 5℃

往下，通常情况在 12中上旬越冬水浇灌最为适宜。秸秆

还田的麦田地块需要提前 10d展开冬灌操作，避免麦苗

被架空出现死苗现象以及缺苗断垄问题，浇灌时需要保

证厢面能够湿润。如果小麦入冬之后雨水较为充足则避

免灌水，防止发生泽害问题。

4.追施拔节肥。需要结合麦苗实际生长情况来针对

性追施肥料，对于生长相对较为旺盛的小麦可以适当

追加和利用前氮后移技术，避免小麦出现徒长问题，让

麦粒品质更加优异，小麦在拔节之后结合浇水来施加

75.0～112.5kg的尿素，此时，小麦对于水分以及氮元素

需求十分高，随着灌水施加氮肥可以让幼穗快速分化。

对于长势相对较弱小麦田地则每公顷可以适当追加 150kg

的尿素，促使小麦的幼苗能够由弱转壮。对于生长十分

旺盛或者群体过大的小麦田，不仅需要在其起身时期施

加肥水，还需要在拔节之前做好中耕、深耕、压麦、化

控等各类操作，在 2月中期可适当施加拔节肥，喷施多

效唑针对小麦展开管控，一般每公顷 600g矮壮素 15%加

入 450kg水分，以此来让麦苗长势被控制。

5.绿色化施肥。不同时期小麦对氮、磷、钾需求量

以及吸收量各不相同。氮肥：在小麦实际生长时对于氮

肥有着 2个吸收高峰期，一是出苗之后拔节时期氮肥量

吸入可以达到 40%，二是在拔节时期到孕穗开花时期氮

肥吸收量达到 40%。磷肥、钾肥：麦苗阶段磷、钾实际

吸收量可以占据总吸收量的 40%，其中钾元素获取量不

断加剧时期为拔节以及开花期，而磷元素实际吸收最多

时期为孕穗成熟期。在小麦生长过程中可以依据目标产

量，利用测土配方技术展开检测，保证肥料施加量可以

得到平衡，一般每公顷生产 6750 ～ 7500 小麦，需要施

加有机优质肥料 37500～ 52500kg，180～ 225kg纯氮肥；

90 ～ 120kg的氧化钾；135 ～ 180kg五氧化二磷。有机肥

料、钾肥以及磷肥 70%等需要当作底肥依据翻地操作施

入到土壤内部，余下有机肥料则可结合灌水操作在拔节

时期进行施加。

（六）收割存储

小麦收割的最佳、最合理时期是小麦蜡熟期，即在

小麦即将完全成熟。蜡熟时期小麦内部还存在一定量的

水分，秸秆有着较高弹性，麦穗以及叶片呈现出金黄颜

色，果实较为充沛和丰盈，在这一时期适当收割，可以

让小麦得到高效保存。不过，在收割时需要结合小麦品

种来选择不同收割形式，小麦存储时也需要结合小麦品

种选择不同存储方式。

二、小麦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一）生物防控技术

在小麦栽培与抚育时期，极易受到不同虫害的限制

与影响，其中蚜虫影响最为严重，会造成小麦产量与品

质逐步降低。针对虫害可以利用生物防治技术，通过培

育与虫害相关的天敌，来保证害虫可以被全面消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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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来让小麦田内部生态平衡可以得到维持，避免病虫害

继续大规模发展。在生物防治时期可将农药喷施、生物

防治两者有机融合，以此来获取最佳的病虫抑制、消灭

效果。在农药当中加入一定量昆虫繁殖抑制药剂，喷施

在种植区域，让昆虫繁殖量可以得到管控，保证田间环

境能够保持平衡。

（二）季节性防治技术

小麦生长质量、产量与各个季节有着十分密切的关

联性，所以，需要针对不同季节展开病虫害防治。早春

是小麦生长与栽培关键时期，需要确保小麦田地有着充

沛养分以及日照时间，并在这一基础上适当施加肥料，

喷施病虫防治药物，让小麦根系有着较强抵抗能力。在

3月中旬与下旬，针对受到病虫危害的麦田每公顷可以

适当喷施 450g烯唑醇可湿性粉剂 12.5%联合 300g哒螨

灵 10%、300g吡虫啉 10%并加入 450kg水分，连续喷施

3次左右，每隔 7d左右喷施 1次，可以让白粉病、小麦

蜘蛛、锈病、吸浆虫等各类虫害得到防治。不过需要注

意，在施加化学肥料过程中，需要充分依据测土配方的

手段，分析和研究小麦需求、土壤实际情况，保证化学

肥料施加量和施加形式可以得到充分控制，最大化减少

化学肥料实际施入量，管控病虫蔓延范围与程度，保证

小麦能够得到科学化、规模化的维护。

（三）物理防治技术

小麦病虫问题物理防治技术在近年来快速发展，技

术类型逐步增多，需要依据小麦病虫具备特征来针对性

的选取物理防治设备。结合虫害具备的趋光特征，可以

在夜间利用灯具光源，在灯具内部放入一定量的灭杀药

剂，以此来诱杀病虫问题，不仅可以让麦田内部虫害能

够逐步减少，还可让小麦生产与种植产量不断提高。在

小麦收割之后，一些虫害会在土壤或者落叶当中将虫卵

隐藏，为此，需要在深耕之前针对田间杂草和落叶进行

清理，之后利用冬季低温、阳光暴晒等方式消灭虫卵，

避免次年虫害继续加重。总之，物理防治技术和手段利

用之前需要结合病害问题展开统筹管理，这样不仅可以

让土壤内部真菌、有害细菌被消除，还可提高病虫害实

际防治水平。

（四）农业防治技术

农业防治是一种全面防控病虫害的关键手段，强调

利用早期田间管控来保证病虫害得到预防，一是在种植

小麦过程中，针对小麦种子展开消毒处理，防止种子在

种植中携带细菌与真菌。二是明确了解种子种植范围，

针对土壤展开深耕和严格管控，进而保证纹枯病、根腐

病能够有效得到防控。三是在夏季需要清理麦田间废苗

和杂草，选取最佳、最科学的肥料品种，如小麦专属的

复合肥、专用肥以及钾肥等，促使土壤内部营养成分可

以逐步增强。

（五）化学防治与农业防治有机融合

需要科学将化学药剂与农业防治手段联合使用，在

减少化学药剂使用量的基础上保证病虫防治效果和防治

质量。在防治赤霉病、条锈病、纹枯病等各类疾病时，

针对条锈病发病较为严重区域，可以实行多品种混播的

形式，在小麦田间种植豌豆、蔬菜、油菜以及大麦等，

进而让条锈病的危害可以极大地降低；对于纹枯病、赤

霉病等出现概率较高的区域，可以将非禾本科作物（如：

油料、蔬菜等）与小麦展开混合播种，轮作时期可以保

持在 2 ～ 3a。在此基础上，如果病虫问题并未得到高

效控制，在条锈病全面达到 0.5% ～ 1%时，或者白粉

病出现概率达到 10%时，可以利用化学药剂展开防治，

每公顷可以喷施 450 ～ 675mL丙环唑乳油 25%，或者

1500 ～ 1800g的三唑酮 15%。也可在春季到来前喷施一

定量药物来做好病虫预防问题。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使小麦产量潜力可以得到发挥，必须

要不断提高小麦栽培、种植研究力度，通过研发、推

广、试验等各项工作，来保证栽培技术的适用范围和技

术价值可以得到发挥，保证小麦生长各个环节能够更加

稳定，避免小麦生长受到病虫问题限制。相信在各类先

进化小麦栽培技术影响下，我国小麦栽培将会持续化的

发展，小麦产物具有的经济效益也可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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