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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粮食产量是全国种粮农户的共同目标，而粮食

产量的提高受生产过程中以下各种要素的影响，如耕

地面积、农业技术推广、科普服务能力，政策保障能力

等。要提高粮食产量，应从以下四方面来进行。

一、利用农业技术措施提高粮食产量

（一）实行测土配方施肥提高粮食产量

测土配方施肥是先采集土样，以土壤测试和肥料田

间实验为基础，根据作物需肥规律，土壤供肥和肥料

效应，在合理施用有机肥的基础上，提出氮，磷，钾及

中，微量元素等肥料的施用品种，数量施肥时期和施肥

方法。对照土壤养分丰缺指标，确定配方及时补充含量

不足的肥料元素，按测土配方科学施肥，施肥时要熟悉

各种肥料特性、把基肥，种肥和追肥有效组合，发挥测

土配方施肥特点、把握施肥量、科学施用。在施肥期

间，运用水肥一体化，根据粮食作物根系深浅确定施肥

部位，精准施用肥料。在粮食生产种植中，根据各生

长期对氮、磷、钾的需求进行科学合理施肥，如在水

稻分蘖期，对氮肥需求较高，采用浅水勤施高氮素化

肥 15 ～ 20 千克/亩，如果氮素供应不足，影响水稻分

蘖和幼苗长势。磷肥以底肥和追肥施用相结合，更有利

于水稻对磷的吸收，而磷肥以幼苗期和分蘖期吸收为

主，因此施肥时以追肥为辅，基肥为主。水稻对钾肥的

吸收高峰，是在分蘖到拨节期，要巧施钾肥以基肥和叶

面喷施相结合。因此在封行拔节期亩施高氮高钾复合肥

10～ 15kg，施肥效果好。在抽穗时施用 5kg高氮肥料，

并可喷施灌浆肥。所以在水稻生长阶段通过对土壤养分

的测定，及时补充各类缺失肥分，做到测土配方施肥，

有利于提高粮食产量。

（二）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达到提高粮食产量目标

首先，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在南方 5－ 10 月雨

热同季，有利于粮食作物生产。以玉米为生产为例，南

方山区夏粮生产以玉米为主，玉米苗期茎叶生长量小，

适当干旱有利于促进根系生长，水多，易造成死苗，在

拨节期玉米生长快，最关键的是玉米大喇叭口期，是

如何利用农业技术措施及政策提高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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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的生长“临界期”，这时如果缺水，缺水会造成玉

米雄穗花粉败育，对受粉不利；严重的可能造成玉米

因受粉不良减产或绝收，影响当年的玉米产量。目前，

为了提高水资利用率，农业部门在南方山区推行土地综

合治理项目，坡地改台地既减少水土流失，又能做到旱

能浇、涝能排。并在水资源利用上，推广安装智能灌溉

系统，实时对用水量进行自动监测。并可根据不同粮食

作物、不同种粮区域，精确统计粮食作物生长期的用水

量，通过对在种粮生产中推广喷灌、滴灌，使用水科学

化、自动化、智能化。其次，在水稻生产上，可推广

杂交水稻旱种，杂交水稻旱种亩产在 500kg，可节水达

50%，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还能节约粮食生产成本 20%，

最后，可以通过种植尾水收集回用来节约灌溉用水，通

过采取这个提高水资源利用措施，可以缓解农业粮食生

产上目前缺水的状况，达到提高粮食产量目标。

（三）推广种植粮食优质品种

“一粒粮食种子可以改变世界粮食的产量”，我国

杂交水稻种子的推广，成为世界对粮食种子的重要诠

释，由此可见，种子在粮食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当前粮食作物良种使用率 96%，粮食增产率达 40%，为

我国粮食连年丰收打下基础。良种是粮食生产的内因，

是各项育种技术，生产措施的载体。没有种子，粮食生

产则无法进行，在良种推广上，选择高产、耐瘠、抗

旱、质优的品种进行种植。在北方种植玉米可选择植株

紧凑，穗位整齐，高产，抗病的品种，有利于机械化收

割。南方山地玉米种植则选择耐瘠，抗倒，高产，抗病

的品种，优质粮食品种是提高粮食产量的首选。

（四）合理轮作提高粮食产量

良种良法配套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关键，连作会引起

减产和病虫害的加重，在水稻生产上，种植一茬旱作，

可减少病虫害发生，使水稻生长更好，有利于水稻增

产。科学轮作可以解决连作障碍，在生产上可根据不同

粮食作物根系深浅、植株高矮，对养分、水分的需求、

对土壤肥力吸收情况、对土壤酸碱度要求及影响，对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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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的抑制作用不同，以及粮食生产中病虫害发生程度不

同进行轮作；从而发挥轮作作用，提高粮产量。

（五）科学间套种提高粮食产量

为了充分利用光热条件，土地资源可以采用间种或

套种进行粮食生产。间种就是在同一时间内，根据一

定的种植比例在地上进行间隔种植两种以上的不同粮食

作物，种植的粮食作物可以生长时间相同，也可以早熟

和晚熟间种。套种是在种植前粮食作物生长后期，逐行

套种粮食作物的方法，套种的作物共同生长的生育期很

短，一般不超过整个生育期一半。间套种的原则是株型

高矮作物搭配，如玉米和大豆，马铃薯，红薯间种套，

叶型尖圆搭配，就是尖叶作物和园叶作物间种套，比如

玉米，小麦，高粱与马铃薯间套种。生育期早晚搭配，

间作套种最好是生长期长短（早，晚）粮食作物，可以

充分发挥主种和配种粮食作物的生长期不同，来利用光

热条件和土地资源。在选择上可以主种作物生长期长

些，配种作物生长期短些，如玉米与大豆套种，玉米生

长期长，大豆生长期短。另外，可以利用有些作物特有

的驱虫性来进行间套种，达到防虫驱虫的效果，如玉米

和大蒜间套，大蒜散发出刺激性气体能够抑制蚜虫和玉

米螟的发病率。玉米和南瓜间套，南瓜会吸引玉米螟天

敌黑卵蜂入田减轻玉米螟的危害，玉米和黄瓜间套，能

使黄瓜花叶病毒发病减少一半以上。小麦和棉花间套，

小麦植株能够阻挡棉铃虫迁入危害棉苗。玉米和大豆间

套，大豆根系有固氮作用供玉米吸收利用，玉米根系在

土壤中能为大豆根瘤菌提供碳水化合物。通过各种农作

物之间科学合理间套种能降低病虫危害，达到提高粮食

作物产量的目标。

（六）合理密植提高粮食产量

合理密植是采用科学的密植方式让粮食作物通过光

合作用充分利用光能，提高其光合效率，增加作物产

量的重要措施，合理密植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有效途

径，主要作用是充分发挥土、肥、温、光、水、气的综

合效率来提高粮食产量。合理密植使植株生长健壮，群

体间生长协调，种植过密，植株叶片相互遮盖，只有

最上部位叶采光进行光合作用，下部叶片无法进行光合

作用，还要消耗各种养分，种植过稀，光能得不到充

分利用，光合效率低，还浪费土地资源，水稻种植推

广扣苗增丛（穴）措施，一般每亩 1.2 万～ 1.5 万穴每

穴 3～ 4苗，每亩基本苗数在 4万～ 6万株种植密度比

较好。在穗粒数，千粒重不变的情况下，合理密植能最

大限度地增加有效穗数，能充分利用温光资源，增加水

稻叶面系数，通风透光性好，生长旺盛，从而提高水稻

产量。玉米种植密度大小是直接影响玉米产量的因素之

一，因地制宜，培育和选择适合本地种植的品种，根据

品种特性，产量水平，土壤肥力及施肥水平选择合理的

密度，可以提高玉米产量。另外，构成玉米产量的三大

要素为每亩穗数（株数），穗粒数和穗粒重，在正常条

件下只要提高或增加其中任何一项，玉米产量都会有所

提高。在玉米种植密度选择原则上，早熟品种密度高于

晚熟品种，肥力高的田块选择密度种植最大值，中低产

田块种植密度选择中小值。叶片平展型晚熟高秆大穂玉

米杂交品种适宜种植密度 3000 ～ 3500 株/亩，紧凑型

大穗中秆早熟玉米杂交品种适宜种植密度 3500 ～ 4000

株/亩，紧凑型矮秆中穗中早熟玉米杂交品种适宜种植

密度 5000 ～ 6000 株/亩；这样才能极大限度地提高玉

米产量。

（七）提高单位面积土地复种指数以提高粮食产量

复种指数是一定时期内（一般为１ａ或 365d）在同

一块耕地面积上种植农作物的平均次数。而复种面积指

一定时期内同一块耕地上重复播种作物的面积，它等于

全年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减去耕地面积。复种充分利用时

间和空间，提高对同一块土地和光热的利用，运用农业

种植技术，促使用地和养地相配合，利用不同作物对土

壤有机质和养分的积累与吸收消耗不同，以及对土壤理

化性质的影响不同，如玉米与豆类轮作，玉米吸收土壤

氮素，而豆类根系有固定氮素作用，前茬种豆类，后茬

种玉米可有效补充土壤中氮素平衡。可提高对土壤肥力

的利用，豆类又有一部分残余的根，茎，叶补充到土壤

中，去增加土壤有机质及氮素含量，改善了土壤中的养

分状况。达到种地养地的目标。简单来讲复种是集约化

栽培的方式，充分利用当地光热资源在一年内同一块田

地上连续种植两季或两季以上作物。可根据农作物生长

发育特性，对温光水肥的不同需求，采用再生，嫁接，

移栽，间种，套种，轮作等方式来达到复种目的。复种

的方式和类型，因不同地区，不同海拔，不同纬度，不

同的自然资源，不同的劳动力资源和生产条件而异。因

此通过提高粮食作物的复种指数，可以提高粮食产量。

（八）突出特色，优化种粮结构

根据各个地方的光热条件，做好耕地规划，使粮食

生产顺应本地自然资源条件，突出特色，科学合理布

局，宜粮则粮，充分利用当地土地资源和光热条件，科

学安排增加种植晚秋粮食作物面积，增加粮食产量。按

因地适宜、突出重点、体现特色、形成规模、提高效益

的原则，合理选择种植品种，加大种植结构调整，优化

种粮产业区域布局。在南方，培育季节性、区域性特色

冬春优势种粮产业区域，山区、半山区在种粮发展上重

点发展冬早玉米、旱地玉米、冬小麦等适合发展的粮食



186 农家科技

农 业生态
NONGYESHENGTAI

作物品种，突出特色、科学统筹，合理安排，达到提高

粮食产量目标。

（九）加大农业技术推广培训

精心组织、准备，并加强推广技术人员的责任感，

深入分析目前农民最迫切需要和关心的农业技术是哪

些，影响制约当地的农业粮食生产的因素是哪些，然

后，制定切合实际的技术推广方案，把最新的、最实用

的、最有效的农业技术，通过朴实讲解、生动实在的现

场培训，理论联系实际，把实用技术传授给农民。同时

对容易接受新技术的农民领先者、追随者，进行个别技

术指导，通过他的推广示范成功案例来带动身边农民使

用新的技术。其次，可以利用广播、电视、App及线上

网络进行新技术推广、专家在线问诊解答等方式进行推

广，使技术培训在农业粮食产量提高上起到助力推动

作用。

（十）农作物秸秆还田

秸秆粉碎还田，能增加土壤有机质，培肥地力。在

南方坡地利用秸秆还田覆盖土壤表面，避免水土流失。

所以秸秆还田利于粮食增产。

二、合理利用土地

我国保护耕地红线 1.8 亿亩，是基本国策。由于城

镇化推进，污染不断加大，自然环境的变化、生态的变

化，导致土壤退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酸化、盐

碱化，在耕地酸化方面，我国有 14.5%耕地严重酸化，

导致作物减少 20%以上，在土地盐碱方面，全国耕地盐

碱化约 1.14 亿亩，因此，国家进行耕地保护，从全方

位合理利用土地，保护耕地数量质量稳定，在生产耕种

中，采用合理轮作，生态保护，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做

到山、水、林、田、路科学规划，划定基本农田保护

区，禁止乱占耕地，减少耕地非粮化种植，非农化种

植，使之退耕种粮；采用通过土地综合治理，改坡地为

台地，实施克土改造，减轻沙化、盐碱化、酸化，减少

水土流失，达到生态环境保护耕地，政策稳定耕地的良

好局面。打造排灌便利的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创建高

产稳产农田示范区和保护区，通过对土地的合理化，科

学化开发利用，达到稳定提高粮食产量目标。

三、加强粮食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提高粮食

产量

绿色防控理念是在“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前提

下，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以最少施药

量来达到防治目标。同时采用物理防治（如杀虫灯、黄

板诱蚜）、生物防治（如七星瓢虫、食蚜草蛉）、生态

控制（如稻田养鸭、养鱼模式，桑鸡鱼塘模式、抗虫棉

等），科学、精准选择用药时间、用药量，通过群防统

治对环境保护措施来控制有害生物的有效行为，从而达

到绿色、安全环保的粮食增产目标，使“资源节约化、

环境友好化、粮食产量提高化”。

加大病虫害监测防控力度。加强粮食作物主要病虫

害监测预警防控，在南方，针对冬春玉米等粮食作物不

同生育期叠加及草地贪夜蛾不同虫龄叠加危害，重点做

好草地贪夜蛾境外迁入、境内回迁及境内繁殖危害的监

测防控。在水稻生产上，重点做好对稻瘟病、二化螟、

稻飞虱的监测防控工作。目前，由于科技的发展，在亚

洲蝗虫的监测上，利用卫星，对从境外迁飞入境蝗虫实

时监控，云南省就在地面布设 110 个蝗虫电子监测点；

在关键的节点和病虫大爆发期，及时组织统防统治，虫

口夺粮，病中抢粮，达到早发现，早防控、把病虫危害

损失降到最低，来提高粮食产量。

四、政策保障措施提高粮食产量

积极做好粮食种植保险工作。目前我国主要对三大

粮食作物进行完全成本保险，粮食收入保险进行推广，

在低保障、全覆盖的基础上，用好用足三大粮食（水

稻、小麦、玉米）保险保费政策，完善粮食生产保险大

灾风险分散机制，形成粮食种植农户参与、风险同担的

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从而为提高粮食产量保驾护航。

落实惠农政策，提高种粮农户积极性。2021 年全国

中央财政发放 200 亿元粮食补贴，围绕粮食生产目标任

务，切实加强领导，充分发挥导向作用，认真贯彻落实

国家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充分调动农户粮食生产的主观

能动性。目前惠农补贴主要有地力保护补贴，农机作业

补贴，粮食保险补贴等。

通过以上惠民补贴，降低农民种植粮食的生产成

本，提高种粮农户积极性，提高种粮收入，为提高粮食

产量打下基础。

五、结束语

通过以上措施在粮食生产上的科学合理运用，为提

高粮食生产打下坚实基础，为解决 14亿中国人民吃饭

问题提供有力保证。在多变的国际环境下，粮食供应立

足于国内自给自足，是我们农业科技推广工作者应该担

负的责任。作为一名基层农艺工作者，要加强责任感、

使命感，在粮食生产上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通过提高

农业技术水平及强化政策措施支持，为提高粮食产量生

产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彭文英，张雅彬，张卓栋，王晓娜，赵伟丽.免耕与传统耕作的投

入产出比较分析[J].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08（04）:99-104.

[2]杜晋琴.搞好城市农机推广工作之我见[J].当代农机，2012（10）:59-

60.

[3]王时幻.水稻氮肥运筹试验[J].现代化农业，2008（06）: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