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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农作物中的三大谷物之一，种植量和种植面

积占据着我国很大的种植区域，小麦是我国主要的粮食

作物之一，带动了很多农村地区的农民经济收入。我国

种植小麦历史悠久，早已在实践中找到了小麦的一般种

植的经验，但科技在不断发展中，农业的发展同样离不

开科技的推动，这就需要把小麦种植技术结合科学技术

不断提升，才能保障我国农民的经济收益和人民的日常

需求。

一、优质小麦高产栽培技术的重要意义

（一）保证小麦产量不下降

小麦的实际产量不但和天气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

还与种植区域的土地类型和种植技术有直接联系。首

先，如果土地环境当中的肥力和灌溉不到位，那么该地

区小麦粮食的总产量和平均产量都会出现严重的下滑。

其次，在恶劣天气的影响下，例如暴雨、干旱等天气，

也会降低小麦的实际产量。相比于粗放式小麦种植模

式，精细耕作模式下的小麦产量必然会更高。如此一

来，不但能够保障当地粮食产量可以有效维持广大居民

的正常生活，还能够避免农民的收益受到影响。

（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小麦是我国极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如果小麦的产量

能够逐年提高，不但能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粮食供应问

题，也能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升农村地区

的经济发展速度。为此，科学合理地运用优质小麦高产

栽培技术，能够实现小麦产量不断提高的目标。在小麦

产量和质量同步提高之后，与小麦相关的食品制作、酿

酒行业、生物燃料行业等一系列产业链也能得到完善和

促进。因此，小麦高产栽培技术对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尤为重要。

（三）提高小麦的产量和质量

小麦高产栽培技术直接影响着小麦的产量和质量。

与相同的气候、土壤环境种植的小麦相比，使用小麦高

产栽培技术质量要更好，产量也大大增加。因为使用新

技术进行种植过程中，小麦的抗病虫害，抗自然灾害的

能力会大大提高，进而产量就会大量增加。同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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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害能力的提高，需要喷洒的农药量会相应减少，小麦

的质量也因此提高。

二、亲本选配

亲本选配遵循性状互补、生态区域广、抗性强等原

则。小麦新品种石麦 31的亲本遗传基础丰富，母本济

麦 22综合了鲁麦 14、临远 7069 及泰山 5号的高产、广

适、抗逆、落黄好的优点，父本金禾 9123 综合了冀麦

26、石 4185、92R137 的早熟、高产、抗病的特点。石麦

31聚合了父母本的优良基因，使高产、早熟、抗病、抗

倒、抗寒、抗旱、抗干热风等优良基因性状得以重组，

实现了抗旱性与丰产性的有机结合。

三、品种特征特性

2017—2018 年度区域试验混合样经农村农业部谷

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测试，容重 802g/L，

蛋白质含量 14.0%，湿面筋含量 32.6%，每 100g吸水量

57.0mL，稳定时间 1.8min。2018—2019 年度测试结果，

容重 816g/L，蛋白质含量 15.0%，湿面筋含量 31.8%，每

100g吸水量 55.0mL，稳定时间 1.4min。

四、产量表现

2017—2018 年度参加黄淮北片旱肥组小麦区域

试验，15点汇总，13点增产、2点减产，增产点率

86.7%，平均亩产 5779.5kg/hm2，较对照种洛旱 7号增

产 8.3％，增产极显著。2018—2019 年度续试，16点

汇总，14点增产、2点减产，增产点率 87.5%，平均产

量 6286.5kg/hm2，比对照增产 9.8%，增产极显著。两年

平均亩产 6033.0kg/hm2，比对照增产 9.1%，增产点率

87.1%。生产试验平均产量 7165.5kg/hm2，比对照增产

5.2%。综合分析，小麦新品种石麦 31的丰产性能较突

出，产量三要素处于较高的均衡水平，是该品种具备高

产潜力的主要原因。

五、栽培技术要点

（一）麦种选择与处理

小麦播种前需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选择品质优

异的小麦品种。目前，市面小麦品种众多，为保障小麦

品质量与产量，需结合种植地的气候状况与土质情况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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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合适的小麦品种。在通过评审的苗种中挑选，此类小

麦品质过关，在生长阶段拥有较强的抗病虫害能力，在

提高小麦质量的同时可保障小麦产量。种植人员应采取

科学的手段筛选小麦品种，可使用计算机横向比对小麦

品种，从而选择出高品质的种子，保证所选的种子适合

当地气候与土质条件，将小麦发芽率维持在 92%以上。

小麦播种前，应采取变温、恒温和药剂等方法对种子进

行处理，以此有效防治病虫为害，保证苗全、苗齐、苗

壮及丰产与高品质。例如，变温浸种指的是先用冷水

浸泡小麦 4 ～ 6h，然后再换用温水（52 ～ 53℃）浸泡

1 ～ 2min，当种子温度达到 50℃后，放到 56℃的温水

中持续浸泡 5min后取出，放入凉水冷却，之后晾干、播

种，这种方法能够有效预防小麦发生散黑穗病。

（二）地块整理

地块对小麦播种和生长的影响较大。一方面，不同

地块的土壤墒情存在一定差异，能提供的土壤养分、水

分及空气等均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不同地块的灌溉条

件、光照条件及地势等也存在一定差异，且地块的差

异会直接影响小麦种植生产中的病虫害感染与防治。因

此，在小麦高产高效栽培中，需合理落实地块整理工

作。另外，需要考虑的一点是轮作制度对小麦种植地块

选择的影响。如果采取连作模式，小麦产量会因为土壤

中营养及水分的流失而受到影响，同时小麦种子和植株

感染病虫害的概率增加，不利于优质高产的实现。因

此，在地块选择方面，应当以科学轮作制度作为基础，

尽量选择前茬作物为马铃薯、花生、大豆等地块作为小

麦种植地块。在选定地块之后，需及时落实相应的整地

工作，通常在前茬作物收获后需要立即整地。在整地

时合理利用农机设备，以精耕细作作为基本要求，确

保种地后土壤具有良好的土壤疏透性与墒情。配合整

地往往需要施用基肥，通常以腐熟农家肥为主，以化

肥为辅，少量施用微肥，从而改善土壤肥力并促进小

麦良好生产。其中，化肥主要施用氮、磷、钾肥，也

可施用复合肥。基肥的施用量应当根据土壤基础肥力

和产量水平来确定，通常每亩地需要施用腐熟农家肥

5000kg、纯氮 13 ～ 15kg、P2O56 ～ 8kg、K2O9 ～ 11kg或

KCl18 ～ 22.5kg，且每隔一年可以施用ZnSO41 ～ 1.5kg

作为微肥来进一步改善小麦播种和生产情况。在使用复

合肥代替磷肥和钾肥的情况下，通常可采取每亩施三元

复合肥 50kg的方式来合理控制施肥效果。基肥的施用应

当结合深耕进行，这样可以确保肥料被土壤整个耕层所

吸收，进而适应小麦不同生长时期根系的土壤营养吸收

需求。在施用磷肥时，可将其和优质有机肥料混合堆沤

后集中施用，从而防止磷被土壤固定，切实提高肥效。

（三）播种时间与密度

小麦的生长会受到温度的影响，为提高小麦存活

率，应结合种植区域的温度，灵活确定小麦播种时机。

播种密度与深度也是种植人员应关注的内容，两者一旦

出现问题，将会直接降低小麦的质量，致使当年的生产

工作无法达到计划目标。在小麦种植环节，应控制小

麦播种深度，小麦播种过深或过浅都会带来不良的影

响，前者不利于出苗，后者不利于扎根，同时易遭到冻

害。种植小麦的过程中，一般将小麦的播种深度控制在

3～ 5cm。不同地区状况不同，会对小麦种植工作造成一

定的影响。种植人员应结合实际情况选择种植方案，为

完成产量要求，对于地形复杂的山区，应结合当地实际

环境适当提高或降低播种密度，为小麦生长提供良好的

条件。

（四）正确使用栽培技术

当前小麦在种植技术上主要是散播的栽培技术，这

种种植技术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达到高效率，然后在人

力上也不需要太多，就可以完成小麦中的关键环节，从

整地到施肥再完成播种，一气呵成最终达到目的。要真

正完成这种技术的实践运用，要完成好这样的播种技术

需要注意很多，首先一定要确保在地表上进行有机肥和

底化肥的均匀撒施，然后进行种子的播撒，完成的数量

是总种子数量的 2/3，再进行剩下种子的播撒，最后把整

个土地进行整体的耕作。耕地的方式是旋耕，才能保证

土壤紧实，最后将土地进行肥耕，肥耕的次数是两遍。

这项技术是要结合旋耕机械设备来进行，否则不能达到

提高小麦种植的效率，提升小麦的产量，使用这种种植

方式再加上机械设备的辅助，对提升小麦的种植时间也

是有很大的帮助。

（五）做好苗期管理

苗期管理是小麦健康成长的重要方式，在苗期管理

中，最重要也最首要的任务是除草。杂草的存在影响小

麦的养分吸收，一般来说冬季前杂草的生命力最弱，容

易受到药物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去除杂草最合适。

除去杂草可以帮助小麦更好地吸收营养。每隔一段时间

都要检查小麦生长环境，如果周围杂草过多，要定期清

除。在苗期管理中还要做好查苗、补苗工作，在小麦出

苗后，麦行内 10cm以上没有苗就意味着缺苗的情况，

这时要及时补种。在补种时要选择和之前本地块播种相

同的种子品类，先用温水浸泡，进行催促发芽，当种子

开始萌芽时，将其补种到土地中。抢墒播种的麦田表现

为干旱缺水，有的麦田虽然表面看着无差异，但底墒不

足，体现为地块出苗不全，对于这样的情况应抓紧进行

浇水，对于较干旱的麦田，可以在冬季前结合冬灌。还

有些地面会出现裂缝情况，导致水分和养分加快蒸发，

不利于小麦生长，在冬季时，容易由于冷空气的进入导

致小麦被冻伤，所以要及时填补裂缝，保证小麦能够充

分吸收水分和营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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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肥料和水的科学管理以及人口动态的调节

小麦在每次种植完毕后便可开展秸秆还田工作，以

此来达成较为基本的培肥作业，让后续的小麦种植产

量更高，生长期更加稳定，肥水控制也能更加科学合

理，有助于调节麦田的总体种群动态和生长。当前，农

田每亩有机肥施量在 2000 ～ 3000kg，纯氮肥的添加量

在 18kg，氧化钾肥添加量在 6kg，五氧化二磷非添加量

在 8kg，硫酸锌施用量为 1kg。严格贯彻小麦高产栽培技

术，能够让小麦的生长更加稳健、品质更加优良，达成

高产高效的小麦种植目标，提升农民的经济收入。

（七）生长期管理

为避免小麦生长拔节期前后因低温而出现冻害，可

结合实际情况适当对小麦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和生长调

节剂。在小麦生长拔节期后要适当追施尿素，一般每公

顷增施 120 ～ 150kg尿素。灌浆期是影响小麦品质的关

键期，此时小麦会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淀粉，并通过同化

作用将其储存在小麦种子内。此时也是小麦生长过程中

的敏感期，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必须加强管理。

如果出现连绵阴雨天气，需及时排出田间积水，避免田

间湿度过大而引发病虫害。还要注意开展“一喷三防”，

以生物防治为主，农业防治和化学防治为辅，做好病虫

害防治工作。例如，在小麦种植过程中容易出现蚜虫灾

害，在灌浆期最易暴发，而一旦出现蚜虫大暴发就会导

致小麦减产。在小麦种植过程中要注意对麦苗的观察，

在孕穗期与灌浆期做到及时预防：如果出现百株蚜虫超

过 500 头，可均匀喷洒 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 2000 倍液

或者 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300 ～ 1200 倍液等进行蚜

虫防治。春季小麦易暴发白粉病，不及时予以防治会影

响小麦正常生长，种植人员可在小麦抽穗时适当喷洒粉

锈宁乳油进行提前预防。此外，在小麦整个生长期内还

应定期清除田间杂草。

（八）后期管理

为尽量减少久旱、暴雨等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带来

的损失，可适时收获。一般最佳收获时期是小麦蜡熟末

期到完熟期，即小麦籽粒乳线消失后即可收获，收获过

早或过晚都会影响小麦产量。收获后还要及时进行晾

晒，使小麦保持适宜的储存湿度，以免小麦发霉、感染

病菌。

（九）病虫害防治

小麦在生长和发育的过程中，较为容易遭到病虫害

的侵蚀，所以需要对小麦生产中的病虫害进行合理防

治。在小麦的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可以选择农业防治、

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等方式。对于病虫害比较严重的区

域可以选择农业防治手段，对于病虫害较轻的小麦种植

区域可以选择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手段，但具体的防治

手段还需要根据病虫害的种类和病虫害的侵蚀情况进行

选择。

六、结束语

为了提高我国小麦作物的质量和产量，应积极推广

小麦的栽培技术，要不断提高我国小麦种植区域的耕地

利用率，提高我国小麦作物的生产水平和小麦供给能

力。在小麦种植过程中，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选择适

合的种植和管理方式，减少我国的小麦进口量，增加我

国小麦在农业经济中的比重，进而推动我国的农业经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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