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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镇是农业大镇，现有耕地面积 15.5 万亩，以稻

麦轮作为主，常年种植面积 12万亩左右，其中稻茬小麦

播种面积占小麦播种面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通过多年

试验示范的生产实践和对规模种植户的调研，明确了目

前实际生产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小麦迟播、播种量大、

播种质量差、肥水运筹不合理、配套栽培技术不到位等

因素制约了稻茬小麦产量提高。要夺取全年（稻麦）粮

食高产，必须协调好周年的稻麦生产，确保小麦在适期

内播种和配套的栽培技术。

一、稻茬小麦栽培的背景

现阶段，粮食问题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命脉，随着

粮食进出口贸易问题越来越突出，小麦的市场需求不断

扩大，在我国经济发展及人口数量剧增的背景下，对于

小麦产量和品质的要求有了更高的标准。在这种情况

下，优质高产小麦种植技术得到了重点推广。当前小麦

市场而言，对小麦的需求量较大，根据这一现状，必须

保证小麦得到高产增收，提高其种植的经济效益，提高

农户种植的积极性。所以，对于推广新型栽培技术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种植环境的改善，新型技术的出

现，在高产高效栽培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稻茬

小麦栽培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改善了小麦的种植环境，

提高了小麦的产量，更好地满足农户的多方面需求。

二、大力推广稻茬小麦高产栽培技术的意义

（一）推动我国农业发展

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各行业都在加大

改革力度，农业经济发展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农业作

为我国基础性行业，必须保障农业健康发展，保证粮食

安全。小麦是我国第三大粮食作物，是人们餐桌上的主

要食物。随着农业产业的快速发展，新型种植技术的出

现，推动了农业发展升级，而稻茬小麦高产栽培技术有

力地推进了小麦种植的经济效益，对于推动我国农业发

展有积极的意义。

（二）提高小麦产量效益

我国在小麦种植方面有悠久的历史，小麦对于土壤

条件和光照条件的要求较高，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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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低产、低质的问题出现。所以，应积极推广优质高

产小麦品种，提高小麦的产量和品质，增加农民收益。

在产量和收益提高的同时，也能够提高农民种植的积极

性，从而扩大种植面积，有利于规模化种植。

（三）提高农业重视度

一方面，推广高产优质的农业种植技术，积极响应

国家农业政策，落实好各项农业生产措施，通过利用先

进的科学技术和种植模式，大力倡导农业科技，实现科

技兴农战略，从而促进我国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转型；

另一方面，加强对新技术的应用，还能够提高农民的经

济收益，从而有利于各地区农业发展。

三、稻茬小麦高产栽培指导方案

（一）目标产量

单产 500kg/亩。

（二）主推技术

1.推广高产优质小麦品种，如扬麦系列以扬麦 23、

扬麦 25为主，镇麦系列以镇麦 12、镇麦 15为主。

2.水稻秸秆还田技术，改善土壤结构，培肥地力。

3.抓住关键环节，提高播种质量。

4.精准化施肥，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5.田内外沟系配套，抗旱防涝降渍。

6.综合防治病虫草害。

7.抗逆栽培，做好四防，即防倒伏、防冻害、防早衰

和贪青、防干热风。

（三）实施步骤

1.播前准备。

（1）备足良种。按照种植面积和播量确定购种数

量，品种以扬麦系列和镇麦系列为主。

（2）选择拌种药剂。药剂选择植保部门推荐药剂苯

醚·咯·噻虫或戊唑·吡虫啉等，主要预防黑穗病、纹枯

病、茎基腐病和蚜虫。

（3）适时断水。一般在水稻成熟收获前 7d断水，确

保水稻收割后及时适墒旋耕或犁旋作业，为适期播种争

得主动。

（4） 及 时 收 割。 水 稻 及 时 收 割， 留 茬 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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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0cm，秸秆切碎长度 5cm，秸秆抛洒均匀，以提高

秸秆还田和整地质量。

（5）科学肥水运筹，推广测土配方施肥。一般亩

产 500 ～ 600kg的小麦，需施纯氮 16 ～ 18 千克/亩，

即 43%麦子配方肥（20-18-5）35 ～ 40 千克/亩，尿素

20 ～ 25 千克/亩备肥，实施“两促”施肥法，即V型施

肥法，施足基肥，重施拔节孕穗肥，应苗补施壮蘖肥，

前期和后期氮肥施用比例宜为 6∶ 4。

（6）提高整地质量。采用“耕-耙-旋”或“旋-

旋”的方式增加作业次数提高整地质量，在旋耙前将

43%麦子配方肥（20-18-5）25 千克/亩+尿素 7.5 ～ 10 千

克/亩施于田中，通过旋耙作业将肥料充分于土壤混合均

匀，旋耕埋草深度 15 ～ 20cm，防止稻草入土成团或富

集在浅表（播种）层，达到“深、松、碎、净、平”的

整地要求。

2.播种阶段。

（1）适期播种。播种期 10月 25 日～ 11 月 5日，

小麦冬前生长期 50 ～ 60d，越冬时单株叶龄 5叶 1心左

右，单株分蘖 2个左右，总茎蘖数 50～ 70 万/亩。

（2）适量播种。适期范围内播种量 10～12.5 千克/

亩，基本苗在 18～ 20 万/亩，综合运用“小、壮、高”

等优化群体结构的群体质量栽培技术，通过施足基蘖

肥，增加冬前分蘖，促壮个体，提高单株成穗率，从而

达到高积累，高产出的目的。

（3）提高播种质量。在提高整地质量的基础上，推

广机械条（匀）播技术，播种深度，稻茬田 3 ～ 4cm，

非机械条播的田块要落籽均匀，深浅一致，灭“三籽”

（露籽、深籽和丛籽），争五苗（早、全、齐、匀、壮

苗），促早蘖。

（4）沟系配套、抗旱防涝降渍。“麦田一套沟，从

种喊到收”，是稻茬小麦高产稳产的重要措施，播后墒

情适宜时机械开沟，每 4m开挖一条竖沟，沟宽 20cm，

沟深 20 ～ 30cm，距田两端横埂 2 ～ 5m各挖一条横沟，

较长的田块每隔 50m增开一条腰沟，沟宽 20cm，沟深

30 ～ 40cm，田头沟宽 25cm，深 40 ～ 50cm，确保内外

三沟相通，抗旱防涝降渍。

（5）封闭化除。播后苗前墒情适宜时进行土壤封闭

化除，选用异丙隆、吡氟酰草胺、乙草胺、丙草·异丙

隆等药剂，土壤封闭时亩用足水量 30～ 40kg，乙草胺封

闭时要避开降雨天气，防止药液渗入土壤及土表积水而

产生药害。

3.分蘖越冬阶段。

（1）平衡肥（壮蘖肥）。小麦 3 ～ 5叶期，根据苗

情长势，对苗黄、苗弱、苗稀少田块 ，施用 2.5 ～ 5千

克/亩尿素捉黄塘，促平衡，对旺长苗冬前可采取镇压或

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促弱控旺防冻。

（2）茎叶化除。小麦的 3 ～ 5叶期，对禾本科杂

草：可选用精噁唑禾草灵、啶磺草胺、炔草酯、唑啉

草酯、环吡·异丙隆等药剂；防除阔叶杂草：可选用双

氟·氟氯酯、苯磺隆、啶磺草胺、双氟磺草胺、氯氟吡

氧乙酸、氟吡·双唑酮等药剂，亩用水量 30kg。苗后化

除选择最低气温稳定在 5℃以上进行，寒流来临前后不可

施药，以防冻药害。另外，对播后苗前未能及时进行土

壤封闭化除的田块，小麦齐苗后，使用具有封杀双重作

用的除草剂，如吡酰·异丙隆、异丙隆·丙氯吡、啶磺草

胺等，亩用水量 20～ 30kg。

4.返青拔节孕穗阶段。

2月上中旬，清沟理墒，确保旱能灌涝能排，达到雨

止沟干，抗旱防涝降渍。

（1）病虫害的防控。主要是小麦的纹枯病、白粉病

和锈病等三病防治以及蚜虫、麦蜘蛛挑治。

①纹枯病。返青拔节初期，病菌侵入茎秆前，病株

率达 10%左右的田块及时用药防治。

②白粉病。拔节期病株率 5%时，单独防治，孕穗扬

花灌浆期病株率达 15% ～ 20%或病叶率达 5% ～ 10%时

结合赤霉病一并防治。

③锈病。抢在发病初期，采取“见点”（中心病团

刚出现）打片的办法进行早防早控。条锈病病叶率达

0.5% ～ 1%，突击开展大面积统防统治。

④蚜虫。百株蚜量达 500 头时，重点挑治。

⑤麦蜘蛛。平均行长 33cm，螨量达 200 头时，应及

时挑治。

（2）药剂选用方案。纹枯病采取噻呋酰胺、戊唑

醇、己唑醇等；白粉病、锈病可选用戊唑醇悬浮剂、吡

唑醚菌酯、醚菌酯、氟环唑。蚜虫可以选用烯啶虫胺、

吡蚜酮、啶虫脒等。麦蜘蛛：阿维菌素。

（3）因苗制宜防冻害、防倒伏、防早衰和贪青。

①防冻害。培育壮苗，对冬前旺长田在 4 ～ 5叶期

喷施 15%多效唑 40克/亩兑水均匀喷雾，对受冻苗可

施壮蘖肥，促其恢复生长。拔节后遇到倒春寒的不利

天气，在低温来临前，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进行

叶面喷施，预防和减轻低温冷害的发生。发生冻害应

及时补施恢复肥，减轻冻害损失，恢复肥施用的数量

根据小麦主茎幼穗冻死率而定，一般主茎幼穗冻死率

（10% ～ 30%）以下的田块亩用尿素 5kg，每超过 10个

百分点增施尿素 2～3千克/亩，最高不超过 15kg，争取

动摇分蘖和后生高节位分蘖成穗，挽回产量损失。

②防倒伏。对生长过于旺盛群体偏大的田块，在小

麦返青拔节期采取镇压或用矮壮丰 50g或 15%多效唑可

湿性粉剂 40 ～ 50g兑水进行叶面均匀喷雾，不重喷或漏

喷，控制小麦植株旺长，抑制茎杆伸长，蹲苗缩节，促

进根系下扎，增加小麦抗倒能力，对冬前已经使用过化



农家科技 39

种 植天地
ZHONGZHITIANDI

调制剂矮壮丰或多效唑视苗情减量使用或不用。

③防早衰和贪青。看苗追施孕穗肥，抗旱防涝降

渍，根外追肥等措施，养根保叶防早衰，对剑叶露尖时

叶色深绿不施孕穗肥，进行叶面喷施磷酸二氯钾，防

贪青。

（4）普施重施拔节孕穗肥。拔节孕穗肥施用量一

般占小麦一生用肥量的 40%，在群体叶色褪淡，分蘖

高峰已过主茎基部第一节间基本定长，第二节间已伸

长 1 ～ 2cm，叶龄余数 2.5 时，亩用 43%麦子配方肥

10～ 15kg+尿素 5～ 7.5kg，孕穗肥，在叶龄余数 0.5 时

亩用尿素 5kg。

5.抽穗成熟阶段。

（1）小麦穗期病虫害防治。主攻对象是小麦赤霉

病，兼顾其他病虫（白粉病、锈病、穗蚜、黏虫）。一般

掌握在小麦扬花初期（5% ～ 10%）时全面用好第一遍

药，在小麦扬花期间如遇连续阴雨等高湿天气，要在雨

前突击用药，雨后及时补防，隔 5～ 7d再用第二遍药。

在防控小麦赤霉病用药的同时，统筹做好白粉病、锈

病、蚜虫、黏虫的防治，加入杀虫剂和加足白粉病、锈

病杀菌剂，做到病虫兼治。防治赤霉病药剂选用：丙硫

菌唑·戊唑醇、氰烯·戊唑醇、戊唑·咪鲜胺等药剂。防

治白粉病、锈病药剂选用：戊唑醇、氟环唑、丙硫菌唑

等药剂。防治蚜虫、黏虫：药剂选用氯氟·啶虫脒、联

苯·噻虫嗪。推广使用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植保无人机

等新型高效植保机械，开展统防统治。用足水量，弥雾

机亩用水量 20kg，电动喷雾机每亩水量 30kg，植保无人

机每亩水量不低于 1.5kg。

（2）药水混喷，保粒增重。在防控小麦赤霉病的同

时，加入植物生长调节剂（芸薹素内脂、抗旱剂）和叶

面肥（磷酸二氢钾），做到药肥混喷，达到一喷多防，防

病虫、防早衰、抗倒伏，预防干热风，保粒增重，提高

产量。

（3）适时收割。小麦在蜡熟末期收割，产量高，品

质好，到时抢收，安全贮藏。

四、提高稻茬小麦高产栽培质量的建议

（一）选择优良小麦品种配合优质化肥、配方施肥

市场上的小麦品种较多，但一些小麦品种产量不

高、抗性差，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土壤条件、光照条件

等，选择适应能力强、产量高、品质好的小麦品种。在

小麦生长期还要配合优质的化肥，实行测土配方施肥，

有效控制好施肥用量，满足小麦生长需求，保证其品质。

（二）防止病虫害危害提高小麦生长环境

小麦生长周期相对较长，所以要控制好生长环境，

防止病虫害的侵蚀，做好相应的防治工作，科学防护。

在合理用药的基础上，还应重视小麦的生长环境，应采

取绿色物理及绿色化学等防护手段，打理好田间环境，

并根据小麦生长周期做好除草工作，定期检查其生长状

态，以及时做好病害处理工作。

（三）小麦高产质量其他方面的影响

与其他农作物相比，小麦对环境的要求较高，影响

小麦产量和品质的因素也较多，例如自然条件、光照等

等。当前，农业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农业

升级和农产品安全都是头等大事。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们对于农产品质量的要求提高，更倾向于绿色有机食

品，所以，新形势下，通过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进行

深层次的分析，找到主要影响因素，从源头上加以控

制，是提高农产品质量的重要措施。严格控制农产品质

量要从合理使用农药着手，在农民群众队伍中广泛宣传

农药知识，引导农民在农产品生长不同阶段科学运用农

药，减少农药残留，以便为公众持续供应绿色安全、品

质优良的农产品。这一举措的贯彻落实有利于增加农民

群众的收入，激发农民的种植积极性，保障我国粮食安

全，推动农业绿色化、产业化发展进程。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稻茬小麦高产栽培技术方案实施过程

中，相关种植人员必须做好关键环节的技术管理工作，

认真分析小麦种植期间容易出现的各类问题，从整地、

播种、田间管理等环节，都必须提高重视，促进小麦种

植管理精细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升，确保小

麦绿色高产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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