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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高产培育技术及肥料成本管理
许永花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政府，山东　菏泽　274111）

摘　要：随着我国乡村振兴、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建设和探索取得良好成效，政府部门不断增加投入力度，

通过政策优惠支持农村地区发展农业农村经济，显著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改善了农民生活质量。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小

麦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小麦产量最高的国家，在种植小麦的过程中，如何提高产量一直是我国科研人员与广大种植户关注的

问题。在使用肥料种植时，施肥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导致小麦产能与质量受到影响。基于此，文章主要阐述了小麦高产培

育技术及肥料成本管理，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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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小麦种植面积不断增加，

新的种植方式与传统种植方式具有很大差别。但是由于传统小

麦种植模式不合理以及受病虫害侵扰，我国小麦总产量一直无

法得到很大提升。因此，小麦种植应选择合适的高产培育技

术，从耕作方式、科学选种、播种施肥等方面加强管理，掌握

行之有效的病虫害防治技术，减少病虫害对小麦种植产业的危

害，提高我国小麦种植产业的产量和质量。只有实现小麦高产

培育，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1　小麦种植管理

1.1　耕作方式

小麦种植与生产应采取更加精细化的管理方式，最大

限度地提高小麦的抗病能力和抗倒伏能力，对于催化小麦

成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让其结出饱满的麦穗，提

高肥料中各类营养元素的利用率。

小麦种植可以采用精量化播种方式，通过控制单位面

积内的播种数量达到土壤营养成分利用率最大化的目的。

这种播种方式对土壤基础营养成分具有较高的要求，也对

种植点的地形和地势作出了规定。

在小麦种植初期，应选择恰当的方法处理种植地块，

确保土壤的疏松度满足小麦生长的基本需求，避免小麦种

植后期出现土壤结块现象。要处理土地分块，确保后期田

间管理更加方便。为提升土壤的疏松度，可以采用翻地的

方式，处理过后的土壤更适合小麦吸收土壤中的营养物

质，保证小麦的长势。应采用轮作方式种植，最大限度地

保证土壤肥力[1]。

1.2　科学选种播种

1.2.1　适期、适量、适墒播种

适期播种是高产稳产的重要措施。例如，依据气候特

征，大丰区适宜播期为10月25日～11月5日。

适量播种是控制一定的播种数量。例如，大丰区基本

苗每hm2控制在240万左右。

适墒播种指不能烂耕烂种，要促进齐苗壮苗。秋播时

如果遇到干旱，应立足抢墒、造墒、抗旱播种。

1.2.2　提高秸秆还田到位率

现代农业中，政府鼓励农户秸秆还田，避免焚烧，避

免污染环境。秸秆还田有利于土壤更好地吸收营养物质，

促进植物生长。政府为了鼓励农户秸秆还田，应给予一些

补助。但是，有些机械装置不配套，造成稻草分布不均

匀，影响农作物播种。实践证明，农机农艺措施配套是秸

秆还田的关键。

1.2.3　均匀播种

在不降低整地质量和播种质量的前提下，要最大程度

地采用机械条（匀）播，播种均匀、播种深度要适宜，防

止出现深籽、露籽、丛籽等现象，保证一播全苗，齐苗、

匀苗、壮苗得到实现。实践证明，匀播有利于提高秧苗素

质和栽插质量，促进均衡生长[2]。

1.3　加强土壤肥力，创造良好生长环境

为了给小麦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可以通过在土壤中

施加肥料的方式提高土壤内有机物质的含量。因此，土壤

蕴含的营养是衡量土壤肥力的标准，根据小麦生长时根茎

数量和蔓延范围的变化，不断提高对水分与营养物质的要

求。应按照农作物需求确定肥料的喷洒范围，均衡分布于

土壤内，使土壤充分吸收营养物质，确保小麦健康成长。

施肥过程要确保小麦与土壤内蕴含的各类微生物始终处于

绝对平衡状态。

选用改善、加强土壤肥力的肥料时，菌肥是首选肥

料之一。菌肥又被称为微生物肥料，是一种活性肥料，包

含有益微生物，可以充分改善土壤土质，遏制土壤板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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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和底层厚度的变化，改善土壤疏松性与通透性的供给情

况，促进作物成长与产量提高[3]。

为提高土壤肥力，可选择精细耕作的方式，将土壤

内自然形成的土块耙碎，保证泥土大小均衡，保证小麦的

根茎与泥土尽可能融合，充分吸收泥土内蕴含的水分与养

分。耕作翻土要保证麦地的地表高度，上虚下实，不可有

遗漏耕田或耙地的情况，保证耕地泥土中沙土占比16%、

含水程度20%。

2　小麦种植肥料成本管理

提高小麦种植户的经济收入，要提高种植户对肥料成

本的控制意识。作为在小麦种植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成本投

入之一，肥料是确保小麦种植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为增

加经济收益，种植户要货比三家，选择使用效果好且性价

比高的肥料，避免以高价格买到低效果的肥料，进而减少

肥料投入资金。肥料往往不会一次撒施就全部用完，种植

户还应根据当地气候状况，选择合适的肥料储存方式，避

免肥料在储存过程中变质，进而增加肥料投入成本。种植

户在购买肥料时可以咨询相关人员，了解获取肥料保存相

关知识，降低肥料变质概率，降低肥料投入成本。

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农业作为我国重要经济产业，

关系到国计民生。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小麦生产

能力显著提高，已经实现小麦基本自给，为国民经济发展

奠定了基础。为推动农业农村经济的良好发展，要提高农

业生产效益和经济效益，把控小麦供需平衡点。保证小麦

供求平衡，不能以产量目标和经济目标作为唯一依据，要

详细分析小麦供求和价格变动的平衡，解决小麦供求关系

的矛盾。根据我国小麦生产潜力，把生产重心放在谷物种

植上，调整生产结构保持平衡状态，配合价格策略调整供

求关系，保障农民收益，实现共同目标。政府部门要通过

政策制定控制最低收购标准，建立生产联动机制，提高农

民经济收入。加大对小麦生产的投资，重视建设小麦主产

区，支持基础建设，完善生产补偿机制，在特殊情况下提

供经济补偿，支持农民稳定投入农业生产[4]。

3　推动实现小麦高产目标的有效措施

3.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基础建设普遍落后于城市，且建设规模远不如城

市水平，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国政府加

大对农村建设的投入，提高农村地区基础建设水平，但由

于基础设施缺乏管理，未能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价值。因

此，政府部门要积极提高资金投入，并建立相应的管理机

制。例如，农村基础项目建设积极采取PPP项目模式，面

向社会公开招标，选择具有资质和信誉的社会企业参与基

础建设，减轻政府部门压力，保证资金量充足。要对基础

建设项目开展全生命周期管理，争取政府部门财政支持，

聘请专业社会服务机构开展服务，提高基础设施的管理效

率。或者雇用当地农民建立管理组织，经过专业培训和选

拔后，建立基础设施管理人才队伍。在提供管理人才的同

时，解决农村地区的就业问题，减少人才流失，提高农民

收入水平，通过完善基础建设，提高小麦种植产量[5]。

3.2　提高除草剂处理水平

节节麦是世界公认的恶性杂草之一。1955年，河南新

乡地区首次发现这一作物，目前主要分布在我国河北、河

南、陕西、山西、山东等小麦主产区，且蔓延迅速。据调

查，某省小麦田主要杂草有17种，包括禾本科杂草4种，其

中，节节麦近年来成为麦田杂草防治的难点。节节麦在生

长过程中会与小麦竞争资源，影响小麦产量和质量。当节

节麦密度为50株/m2和200株/m2时，小麦会分别减产19.12%
和47.26%。

节节麦通过种子繁殖扩散，分蘖能力极强且繁殖系

数高，严重威胁到粮食生产与安全。2007年，节节麦先后

被中国列入首次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

有害生物名录》及2013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管理外

来物种名录》。由于其与小麦亲缘关系较近，导致用于化

学防除的选择性除草剂种类极少，已经使用的有甲基二磺

隆、二磺·甲碘隆、氟唑磺隆、炔草酯等。

甲基二磺隆（世玛）属于磺酰脲类高效除草剂，主要

通过植物的茎叶吸收，经韧皮部和木质部传导，少量通过

土壤吸收，通过抑制乙酰乳酸合成酶发挥作用，抑制细胞

分裂，导致敏感植物死亡。小麦拔节后不能使用，否则易

产生药害。二磺·甲碘隆（阔世玛）对麦田多种禾本科杂

草如节节麦、早熟禾、日本看麦娘、多花黑麦草、硬草、

菵草、蜡烛草、野燕麦等都有很好防效。对麦田常见阔叶

草如播娘蒿、荠菜、猪秧秧、繁缕、牛繁缕等也有很好防

效。内吸性好，小麦拔节后不能使用。氟唑磺隆属磺酰脲

类内吸型除草剂对雀麦、野燕麦和看麦娘等禾本科杂草以

及多种双子叶杂草有效，其成分可被杂草的根茎叶吸收，

通过抑制杂草体内乙酰乳酸合成酶的活性，破坏杂草的正

常代谢，发挥除草活性，使杂草死亡。氟唑磺隆在小麦体

内能够很快代谢，对小麦安全性较高。8 ℃以下低温、干

旱等不良天气下不宜施药。炔草酯属芳氧苯氧丙酸类除草

剂，能够在土壤中很快降解，防治小麦田鼠尾看麦娘、燕

麦草、黑麦草、普通早熟禾、狗尾草等禾本科杂草灾害。

3.3　示范推广高效杀菌药剂

加强调度工作是推动农业工作发展最快的一种方法，

在选择杀菌药剂后，乡镇各级监督人员可以跟踪调查各地

区的疫情防控情况，表彰奖励小麦赤霉病防控工作落实到

位的乡镇，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乡镇进行后续观察和监

管，对乡镇管理员提出建议并督促其实施，充分发挥新型

科研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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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主体的联合效应，对农户进行思想教育和技术培训，

由专业技术人员充分带动农户进行防治工作，发挥乡镇有

关部门的作用，指导农户合理喷洒杀菌剂，提高赤霉病防

控率，提高小麦产量，保障粮食安全。

近二十年内，病穗防效与病指防效之间存在较为明显

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80%。研究可知，虽然防治小

麦赤霉病药剂的临床试验结果有差异性，在不同地区、不

同气候下表现出较大差异。但是，从大数据角度分析，现

有化学药剂间的差异相对较小。单次出现较为明显的防效

差别可能是由该年份独特的气候条件、小麦品种、施药时

间和调查研究方式导致的，并不是药剂之间的效果差异造

成的。这些药剂的病穗防效和病指防效相关性较为明显，

一致性较高，约80%。防治小麦赤霉病，可以只采用一项

相关药剂的调查指标，便能相对准确地衡量所需药剂含量

和防治效果。

3.4　轮换使用药剂

一个地区的小麦喷洒单剂防护药剂可能导致当地小麦

赤霉病菌产生耐药性，导致防护药剂利用效率下降，防治

效果变差，甚至导致小麦赤霉病再次发生。施药时应使用

复合型防护药剂，定期更换药剂品种，防止当地的病菌对

防治药物产生耐药性，导致防治药物使用效果变差。

在有效防治小麦赤霉病的基础上，使用复合型防护

药剂还可以防治小麦的其他病虫害。在相同的农药使用

条件下，使用复合型防护药剂预防小麦赤霉病，减少小

麦使用的药剂含量，保证不会有残余的农药渗透到土壤

和地下水中。

防治小麦赤霉病时，可适当采取生物防治措施，利用

微生物之间的代谢活动防治小麦赤霉菌，例如，利用酵母

菌和链霉菌等菌群抑制小麦赤霉菌生长，该生物防治措施

具有保护环境的作用，近年来已逐渐受到重视。

3.5　加强品牌培育

办好小麦种子产业博览会，丰富和充实小麦种子产业

博览会内容，提高举办规格，举办各种“会中会”“展中

展”，邀请专家学者、知名种业企业交流指导，大力宣传

本地小麦种子产业，扩大品牌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3.6　杂交小麦培育

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和作物育种的必然趋

势，杂交小麦技术可以帮助小麦增产5%～10%，杂交水

稻、杂交玉米培育成功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具有重要意

义。受六倍体复杂性的限制，杂交小麦种子仍然难以进行

商业规模生产。

随着成功育种先例不断涌现以及杂交小麦选育技术的突

破，杂交小麦品种数量越来越多，优越性日益凸显。因此，

挖掘杂交小麦相关“三系”材料、掌握杂交小麦研究技术、

加快杂交小麦品种培育将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研究方向。

4　结语

在我国，小麦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也是我国粮

食储存的关键物资。小麦的种植技术关系到人民群众的饮

食健康，科学高产小麦的主要方式是加强对于泥土施肥的

管制，充分结合小麦的成长状况准确判断，正确认识现有

问题，使用有效方案并加以改善，合理使用土壤肥料，确

保麦子高速成长，实现小麦高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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