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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粮食的总体消费水平中，小麦占据 43%的比

例。因此，小麦产量的提升在国家粮食的供给中发挥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为了实现对小麦种植质量

的有效改善，确保小麦具有更高的产量，农业单位和科

研工作人员对小麦种植进行深入研究，相继开发了一些

科学且有效的小麦种植技术。而怎样进行小麦种植技术

的推广，使其有效应用于小麦种植中，是小麦产业发展

中比较关键的一个环节。

一、小麦种植技术推广的重要意义

（一）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各种良种良法技术的应用，使得小麦种植品质得以

改善，加强小麦的环境适应能力，使其具有更强的抗病

能力，确保小麦的健康生长。所以，应对优质小麦种植

技术进行大力推广，如此可以有效提高小麦种植产量，

为农户创造更多经济收益，促进我国农业发展。

（二）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及应用

在小麦种植技术的推广中，农技推广部门是科学研

究部门和农民之间相互连通的桥梁。优质小麦种植技

术的推广工作开展中，发挥着一定的组织协调作用，部

门进行优质小麦种植技术的示范推广和种植技术的培训

等，可以实现相关科研成果的转化，保证各项技术措施

的组装配套，加强了农业生产活动从业人员的农业技术

能力和科学意识，使得优质小麦技术的增产和增效作用

得以充分发挥，从而提高了小麦产量与质量。

（三）有效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小麦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因此小麦的质量和产

量同国家粮食生产安全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进行优质

小麦种植技术的推广，能够提升小麦的产量，保证了国

家粮食储备的充足与稳定，使得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得到

保障。

（四）扩大经济产业链

当前，市面上所销售的食品种类非常丰富，而小麦

正是部分食品的主要原料，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食

用的面粉和麦片等便是使用小麦进行制作的。酿酒行业

中，小麦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种原材料，要想酿造出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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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酒，便需要使用优质小麦。因此，积极推广优质小

麦种植技术，保证小麦的优质高产，可以为经济产业链

的发展提供稳定保障，促进小麦相关产业的良好发展。

二、优质小麦种植技术推广策略分析

（一）了解当地自然环境条件

小麦种植的质量，与种植地区的气候状况、土壤和

小麦种植面积等多方面因素都具有一定的关联，所以技

术人员在开展优质小麦种植技术推广的过程中，应针对

当地的种植环境条件予以深入调查，做到心中有数，以

制定出更为合理的种植技术推广方案，同时助力本地农

户选取最为适合的小麦品种进行种植。盲目开展技术推

广工作，或是向农户讲解众多新型种植技术，不但会促

使推广技术工作的开展受到一定阻碍，农户选用不适合

的种植技术进行种植，还会导致小麦的减产，带来一定

经济损失，无法收获良好的技术推广效果。

（二）组织技术宣讲会

针对优质小麦种植技术进行推广的过程中，技术人

员应深入推广工作区域，同种植人员之间进行深入交

流，同时对他们相应的接受度加以了解。保证优质小麦

种植技术可以充分应用于具体生产活动中，以能实现推

广的目标。技术人员可以组织相关的技术宣讲会，将农

户组织起来，向他们详细讲解优质小麦种植技术相关知

识，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对该项技术的应用提供帮

助，以加强技术应用效果。

（三）增加科技示范点

为使农户能够更为深入的了解优质小麦种植技术，

可于相应区域进行小麦种植科技示范田的设置。将优质

小麦种植技术应用于示范田小麦的种植生产活动中，这

样能够对周边的农户形成一定的影响，在同传统小麦种

植技术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后，农户便会对优质小麦种植

技术充满兴趣，同时也会积极主动进行技术的学习。值

得关注的是，在进行种植示范田设置的过程中，技术人

员应关注优质小麦种植技术与本地所采用种植技术之间

的相似与不同，进而对小麦种植相应的细节问题作出一

定的调整，保证优质小麦种植技术的良好应用效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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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确保该项技术能够得到大力应用，应做好相关的推广

工作，而推广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群众的支持。所以，在

对优质小麦种植技术进行推广工作的过程中，应增进同

农户间的距离，尽量确保农户对优质小麦种植技术具有

较为充分的了解，知晓种植期间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

如此才能为优质小麦种植技术的大力应用提供保障。

（四）选择合适的小麦播种时间

小麦种植过程中，小麦种植生产的工作效率与最终

的产量，同种植小麦的时间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关联，

若是没有严格控制小麦的种植时间，则后续的小麦产量

也不能获取理想的目标。尤其是针对“一年两熟”地区

小麦持种植，更应对播种时间予以高度关注。确保小麦

种植时间的合理性，不但能够起到节省时间的作用，同

时小麦种植的产量也会得到一定提升。

（五）了解当地气候条件

针对不同地区小麦的种植，基于气候、环境条件的

不同，因此需要注意的内容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若是选

取某种小麦种植技术进行推广，然而在该项技术并无法

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技术具体应用中的效果便会相对

较差，这样会给技术推广工作的开展造成一定阻碍。因

此，在对优质小麦种植技术进行推广时，技术人员应针

对推广区域的气候状况、土壤条件等方面予以深入地分

析，并将该项工作的开展作为基础，选取合理的小麦种

植技术，同时做好相关的推广工作，不可盲目开展技术

推广工作。

（六）做好质量监管工作

技术推广工作开展中，麦种质量也是其中的影响因

素之一。小麦新品种质量不能得到保障，会导致优质小

麦技术推广工作的开展受到一定阻碍。所以，应加强小

麦种子质量的监管，确保优质小麦种子质量满足相应的

要求。实际工作过程中，应创建多元化且健全的小麦品

质检测体系，针对小麦品种选择、播种、加工和筛选等

众多环节实施全过程的监管。另外，建议相应的质量管

理部门，针对小麦种子相应的纯度予以定期抽查。若是

试验田生产的小麦种子不能满足质量方面的要求，则质

量管理人员便连同种植人员需进行去杂处理，情况较为

严重时，应予以报废处理，以免由于种子质量的问题，

导致技术推广工作的开展受到影响。

（七）制定完善的良种补贴政策

优质小麦技术进行推广的初期阶段，可能会产生种

植成本相对偏高的问题，导致很多农户都无力承担，

给技术推广工作的开展造成一定阻碍。为了实现对这一

问题的有效解决，管理部门应进行良种补贴相关政策的

发布，从而减轻优质小麦种植技术应用所造成的经济负

担。针对经济状况比较差的区域，可以采用免费供种的

举措，可以使得当地农户应用优质小麦种植技术的积极

性得到充分调动，从而获取更为良好的技术推广效果。

三、小麦种植常见病害及其防治

（一）小麦全蚀病

1.发病症状。小麦全蚀病通常会给小麦的茎秆与根

部位置造成危害，一般于小麦抽穗以后发病。开始小麦

茎秆基部与叶鞘位置会发黑，然后根部位置渐渐腐烂，

且呈现为黑色，小麦根部位置表面会生出病菌的真菌

丝。在小麦开始分蘖前后，小麦的叶子渐渐变为黄色，

相应的分蘖量也会有所减少。小麦结束拔节过程以后，

基础与根部 1～ 2节之间相应的茎秆变为黑色，且发生

腐烂，具有比较显著的植株矮化现象。小麦处于灌浆期

间，基部位置会出现比较显著的变黑和腐烂的情况，促

使黑脚症状得以出现，相应的患病位置叶鞘较为容易被

剥落，同时会有一层菌丝层覆盖在叶鞘的内侧与基部位

置，之后植株会出现早枯死亡的现象，促使白穗得以形

成，小麦的籽粒质量不是很高，情况较为严重时，会造

成小麦的绝产。

2.防治对策。一方面，可以采用农业防治方法。应

选取具有较高抗病性的小麦品种，做好小麦种子相应的

检验与检疫工作，禁止应用疫区相应的种子；科学应用

轮作技术，这对于减少小麦全蚀病情况的出现也起到

较为关键的作用；小麦进行播种时，需要根据当地的具

体情况，适宜地采用晚播的方式。可于合适的播种时间

范围内，适宜地对小麦播种的时间进行推迟，采用这

样的播种方式，可以有效错开疾病发生的高峰期；加强

施肥管理。应做好氮肥、磷肥、钾肥和微肥的施加工

作，以加强植株的抗病性，减少病害情况的出现。另

一方面，可以采用化学防治的方法。实际播种小麦以

前，对小麦实施相应的拌种处理，应用 200mL全蚀净

（浓度 12.5%），加入 5kg水，对 100kg小麦进行拌种

处理，予以 2～ 8小时堆放以后，实施拌种。对于出现

过全蚀病的麦田，可以对麦田进行整地处理，应用 1kg

多菌灵粉剂（浓度 50%），加入 1kg粉锈宁粉剂（浓度

15%），并加入 100kg水，之后将其灌入将种植小麦的土

壤中，或是将其喷施于地面，并予以整地与翻耕处理。

待小麦生长至三叶期以后，可以应用 20%浓度的三唑酮

（1∶ 1000）实施田间喷雾预防病害的发生。小麦返青

过后，需要再次予以一次喷雾。

（二）小麦纹枯病

1.发病症状。在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均可能会出

现小麦纹枯病。在小麦出苗以后，土壤中存在的越夏病

菌，会对小麦苗生长于地下的茎秆与基部叶片进行侵

蚀，待小麦完成返青过程以后，受到侵害的基部叶鞘便

会形成相应的病斑，且伴随病害问题的逐渐加重，病变

的颜色也会逐渐发生变化，由浅褐色变为深褐色，部分

病斑还会发生纵向裂开的情况。在小麦生长至拔节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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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纹枯病便会对小麦相应的茎秆进行侵蚀，这一阶段

因为位置相对较为特殊，所以种植人员经常会错过最佳

的防治阶段。在病菌侵袭至小麦茎秆以后，便会给小麦

相应的细胞壁造成威胁，患病位置会出现纵向裂开的情

况，小麦植株会由于缺水而出现死亡的现象。遭遇风雨

天气，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倒伏情况。

2.防治对策。一方面，应选取具有抗病性的小麦品

种。进行小麦种植，需要选取不容易感染病害，具有一

定抗病性的高产小麦品种。另一方面，科学轮作，加强

田间管理。可以采用小麦与花生、大豆、油菜轮作的

种植方式，这样减少田间相应病菌的数量。具体播种期

间，应适宜地减小播种密度，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加强

田间的透光性。适宜进行钾肥、磷肥微肥等肥料的施

加，加强小麦的抗病性。最后，采用药物防治方法。对

小麦种子进行拌种处理，应用三唑酮可湿性粉剂（浓度

25%）、烯唑醇悬浮剂（浓度 12.5%）、三唑酮乳油（浓

度 20%）等进行拌种处理，药剂相应的使用量是干种子

的 0.02% ～ 0.03%，或是使用宝穗水乳剂（23%浓度），

100kg种植使用 20kg药剂机进行湿拌。另外，也应加强

春季防治工作。小麦病株达到 20%的情况下，需要及时

进行喷药处理。应用 50mL三唑酮乳油（浓度 20%）、

75 ～ 100g三唑酮可湿性粉剂（浓度 15%）和 100mL烯

唑醇悬浮剂（浓度 12.5%）加以防治。

（三）小麦赤霉病

1.发病症状。赤霉病属于真菌寄生性疾病，通常会

给麦穗造成一定的危害，于小麦扬花期患病，导致其中

一些小穗发生枯萎的情况。若是遭遇连续潮湿的气候，

病害便会发生扩散，至小麦植株全部，导致小麦呈现为

发黄的状态，同时小麦颖壳接缝位置会形成较多霉层。

在病菌对小麦茎秆进行侵袭之后，会导致茎秆出现腐烂

的情况，促使白穗得以形成，导致小麦产量受到较为严

重的影响。

2.防治对策。一方面，加强深翻深耕。对该病害进

行防治，首先应加强深翻深耕，以便能够实现对杂草与

玉米秸秆的清除，主要是为了能够减少病原菌相应的生

存空间。之后应选取具有抗病性的小麦品种，务必保

证小麦的及时追肥，不宜过晚，如此可以减少病害的发

生，为小麦的健康生长提供保障。其次，采用药物防治

方法。药物防治宜于小麦扬花期予以实施，一般选用

甲基硫菌灵与多菌灵。实际开展防治工作时，应用立克

秀乳油 2500 倍液（浓度 25%）、咪鲜胺锰络合物 1000

倍液（浓度 50%）、氰烯菌酯悬浮剂 200 倍液（浓度

25%）和咪鲜胺锰盐（浓度 50%），采用田间喷雾的处

理方法，针对该病害进行预防。

四、结束语

总之，小麦是我国比较主要的一种农作物，在农业

经济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应大力推广优质

小麦种植技术，减少小麦种植过程中各种病害情况的发

生，保证小麦的健康生长，提高小麦的生产质量与产

量，从而为农户创造更多经济收益，促进我国农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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