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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 ,系统分析了河南省小麦栽培管理中常见的一些问题 ,如悬耕耙和秸秆

还田引起的死苗问题 、除草剂造成的药害问题 、纹枯病和全蚀病的预防问题等 ,并提出了针对性指

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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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是我国第一产麦大省 ,目前种植面积已

接近 533.3万 hm2 ,面积 、总产及商品量均居全国首

位 ,其小麦生产的丰歉对全国乃至世界粮食市场都

具有重要影响 。2008年许多国家发生粮食危机 ,曾

引起世界人民的恐慌 ,也给拥有 13亿人口的中国敲

响了粮食安全警钟 ,而素有“中国粮仓”美誉的河南

则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到 2020年粮食增产 150亿 kg

的重任 。近年来 ,随着国家良种补贴 、农资补贴等惠

农政策的实施 ,河南省小麦的良种普及率达 98%,

化肥 、农药等投入额度也不断增加 ,推动小麦生产上

了一个新的台阶 , 2008 年平均每公顷产量达

5 797.5kg ,总产达 305亿 kg 。不过 ,河南省小麦生

产发展很不平衡 ,单产仍有大的增产空间。据调查 ,

众多农户的小麦单产稳定在 7 500kg/hm2 左右 ,高

的达 9000kg/hm2 以上。制约小麦产量进一步提高

的原因 ,除了生态气候 、土壤肥力 、基础设施等客观

因素外 ,耕作制度和栽培管理方面的薄弱仍是不可

忽略的重要因素。

1　悬耕耙和秸秆还田问题

悬耕耙具有操作方便 ,对土壤压实小 ,作业成本

低 、作业效率高等优点 ,近年来已得以普及。然而 ,

由于使用悬耕耙的土壤往往“虚土层”太厚 ,达不到

上虚下实的要求 ,致使机播小麦深浅程度难以把握 ,

为幼苗生长发育埋下了隐患 。悬耕耙问题主要表现

在 2个方面:一是容易导致播种过深造成麦苗出土

消耗过多养分(胚乳)而发育瘦弱 、不分蘖或分蘖弱

小 ,甚至幼苗因缺乏氧气而死亡;二是如果播种偏

浅 ,出苗后遇到干旱天气又没及时浇水 ,很容易造成

“吊死苗” ,而且还会降低小麦后期的抗倒伏能力 。

2008年冬季小麦出现了多年不遇的旱情 ,可以说悬

耕耙耕作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 ,使用悬

耕耙的土壤一定要先塌实再播种 ,可采用多耙几遍

或镇压的方法来实现 。

由于广大农民普遍有重视化肥而轻视有机肥的

倾向 ,秸秆还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有机肥不足的

矛盾 ,有助于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改善土壤理化性

质和团粒结构。但秸秆还田也存在 2个严重问题:

一是粉碎不完全 ,二是掩埋不彻底 ,常常导致小麦幼

苗点片或大片发黄 、生长迟缓 、甚至死亡 。解决的途

径主要是农业机械的正确选择和使用 。首先 ,要选

择粉碎效果好的秸秆粉碎机 ,一遍不行时可重复粉

碎一遍;其次要选择马力大的拖拉机犁地 ,耕翻要深

一点 ,把秸秆彻底掩埋。此外 ,耕地要尽可能早 ,有

条件的可造好底墒 ,以便有充裕的时间和田间使秸

秆腐烂。

2　大播量问题

适宜的播量是小麦生产的关键技术之一 ,也是

最难掌控的栽培措施 。播量过大会造成群体拥挤 、

个体发育弱 ,随之而来的是病虫害加重 、穗头变小 、

易倒伏等;播量过小则会造成缺苗断垄或群体不足

而减产。小麦播量受品种特性 、气候条件 、土质 、土

壤肥力和水分含量 、整地质量 、播期早晚等多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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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很难有统一的标准 ,但必须有一个“度”的考

虑 。豫东和豫南地区 ,许多农民受“有钱买籽 、无钱

买苗”传统思想的束缚 ,片面认为播量越大产量越

高 ,仍然保持大播量的习惯 ,少则每公顷 225kg ,多

则 375 ～ 450kg/hm2 ,已成为限制小麦产量进一步提

高的主要因素之一。精量或半精量播种(75 ～

105kg/hm
2
)虽然有助于壮个体 、控制群体 ,是小麦

高产再高产的主要技术 ,但这是以理想的土壤条件

为前提的 。因此 ,农民朋友在选择播量时 ,要综合考

虑各种影响因素 ,做到因时因地制宜。一般而言 ,在

肥水条件好 、播期适宜前提下 ,砂壤土一般每公顷播

量 105 ～ 120kg 为宜 ,最高不超过 150kg;黏土地则可

增加到 150kg 左右 ,最好不超过 187.5kg 。如果整地

质量差 、播期推迟或土壤水分条件差 ,则可适当加大

播种量 。比如在适宜播期以后种植 ,每推迟 1d ,可增

加播种量3.75kg/hm
2
。

3　春季追肥问题

河南省绝大多数农民改掉了“一炮轰”的施肥习

惯 ,把春季追肥作为小麦增产的一项主要管理措施 ,

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 ,在具体实施细节上仍存在

一些不科学的地方 ,主要表现在以下 4个方面:一是

肥料的选择问题 。如果底肥氮磷钾搭配合理 、肥量

充足 ,追肥的最佳选择是尿素;如果底肥没有施磷

肥 ,追肥可加一些磷酸二铵复合肥。一些厂商生产

的所谓小麦专用肥(即复混肥),由于成本偏高 、含氮

素相对偏低 ,一般不适合做追肥。二是追肥时期问

题 。每公顷 7500kg 左右的高产麦田 ,如果春节前

后达到了壮苗标准 ,春季追肥提倡“前氮后移” ,即在

小麦拔节期或拔节以后追肥 ,目的是控制有效群体 、

增加穗粒数和千粒重。不过 ,仍有许多农民习惯于

春节过后就追肥(这适于弱苗麦田和中低产田),不

但增加无效分蘖 、无谓浪费养分 ,也增加了病虫害发

生和后期倒伏的可能性 。三是追肥方法问题。最佳

的追肥方法是用耧把化肥耩施在麦垄之间 ,这样有

助于根系吸收 、提高肥效。撒施则一定要结合浇水 ,

或在下雨之前进行 。而一些肥料经销商缺乏专业知

识 ,在推销产品时常常夸大其词 、误导群众 ,宣称自

己经营的小麦专用肥不怕太阳晒 、越是在晴天撒施

肥效越好 ,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不能轻信 。四是追

肥量问题。在苗情生长正常情况下 ,一般每公顷追

施 150 ～ 225kg 尿素比较合理 ,可有些农民的追肥

量达到 375 ～ 450kg 以上;这不仅会增加成本 ,还有

可能导致贪青晚熟 、甚至因营养比例失调影响籽粒

灌浆 。

4　除草剂的安全使用问题

除草剂具有除草效果好 、省工 、省时等优点 ,深

受农民朋友欢迎并广泛应用于麦田管理 ,但因使用

不当而产生的负面效应也相当突出 。归纳起来主要

有 3个方面:一是除草剂种类的选择。除草剂根据

其作用性质(灭生性 、选择性)、作用方式(内吸性 、触

杀性)、施药对象(土壤处理 、茎叶处理)、剂型(水剂 、

粉剂 、悬浮剂等)、化学结构(酚类 、苯氧羧酸类 、苯甲

酸类等)等分为不同类型 ,其性质 、施用对象 、使用方

法等各异 ,只有正确使用 ,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就小麦杂草而言 ,可简单分为阔叶杂草(如猪殃

殃 、田蓟 、田旋花 、播娘蒿 、麦瓶草等)和禾本科杂草

(如看麦娘 、野燕麦 、早熟禾 、黑麦草等)2种类型 ,前

者可选用“巨星(苯磺隆)” ,后者可选用“骠马” ,对于

混合杂草麦田 , 2种药可混合使用 。二是用量问题 。

除草剂的使用应严格按照药品包装使用说明 ,药量

过小起不到杀草效果 ,无谓浪费物力 、人力和财力 ,

并错过最佳防除时期;药量过大则容易引起药害 ,轻

则导致叶片点片黄斑 、叶鞘枯烂(这种现象比较普

遍),重则造成整个叶片黄化 、分蘖停止生长或死亡 。

三是用药时间问题。除草剂的最佳用药时间是在小

麦三叶期以后至越冬之前 ,春季用药应在小麦返青

之后 、封垄之前 。常言道“是药三分毒” ,内吸性除草

剂只有喷洒在杂草上才有效果 ,喷洒在叶片上则会

对小麦造成一定的伤害;但仍有许多农民误认为把

药喷洒在小麦叶片上也可除草 ,因此在小麦拔节封

垄后才用药 ,更有甚者是在小麦抽穗开花后对着麦

穗喷洒除草剂。

5　纹枯病 、全蚀病和赤霉病的防治问题

近年来 ,随着农民对条锈病和白粉病防治意识

的增强和防治技术的完善 ,危害小麦最严重的病害

已转为纹枯病 、全蚀病和赤霉病;而且目前推广的小

麦品种对这 3种病害均表现不同程度的感染 ,缺乏

高抗或免疫类型 。加之这 3种病害的最佳防治时期

较病症出现时期大大提前 ,属于“防”远胜于“治”的

病害 ,许多农民因不了解病害的发生规律和缺乏有

效防治技术而错过最佳防治时期 。2009年 ,纹枯病

和全蚀病在全省范围内大面积发生 ,导致许多麦田

小麦大片死亡 ,重的死穗(白穗)率达 50%左右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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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损失惨重。这就要求各级农技人员首先转变观

念 ,提高对纹枯病 、全蚀病和赤霉病的重视程度和研

究水平;同时 ,通过科技下乡 、技术讲座 、媒体宣传等

形式 ,增强农民对这 3种病害的认识和防治力度 ,有

效控制病害的发生和蔓延。

由于赤霉病的发生与小麦开花期间的雨水和田

间湿度密切相关 ,发病的频率和程度在年份间 、地区

间差异较大 ,其防治应注意听天气预报 、在开花期前

(喷洒多菌灵)、后(可补防一次)进行 。纹枯病是土

壤传播病害 ,随着秸秆还田的普及 ,病菌有逐年积累

而加重的趋势 。病菌在小麦苗期侵染植株基部 ,开

始危害叶鞘 ,并逐步侵害茎秆 ,严重时会造成后期茎

基部腐烂 、穗子变白(死穗)而减产。冬季田间湿度

大或返青 、拔节期间雨水较多 ,就会加重纹枯病的发

生 。而且 ,该病早期不易察觉 ,后期防治效果差 ,因

此应以防为主 、及早防治 。除了提倡药剂拌种或种

子包衣以外 ,小麦返青-起身期是纹枯病防治的最

佳时期 。防治方法:每公顷可用 20%粉锈宁乳油

1 500mL 或 20%井岗霉素 1500g , 加水 750 ～

1 500kg 均匀喷洒植株表面 。全蚀病又称小麦立枯

病 、黑脚病 ,是一种根部病害 ,只侵染麦根和茎基部

1 ～ 2节;苗期病株矮小 ,下部黄叶多 ,种子根和地中

茎变成灰黑色 ,严重时造成麦苗连片枯死;拔节期病

苗返青迟缓 、分蘖少 ,病株根部大部分变黑 ,在茎基

部及叶鞘内侧出现较明显灰黑色菌丝层;抽穗后田

间病株成簇或点片状发生早枯白穗 ,病根变黑 ,易于

拔起;可在小麦播种后 20 ～ 30d ,每公顷使用 20%粉

锈宁乳油 1500mL ,加水 900kg ,顺麦垄喷洒 ,翌年返

青期可再补防一次(可兼治纹枯病)。另外 ,适期晚

播可明显降低纹枯病和全蚀病的发病和危害程度。

6　生长调节剂的正确使用问题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调节农作物生长发育 、提高

产量和改善品质具有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在农业上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然而 ,由于植物生长调剂种类

繁多 、鱼目混珠 ,假冒伪劣产品泛滥 ,农户因使用不

当造成减产减收的现象时有发生。小麦生长调节剂

的使用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剂型的选择 。

不同的调节剂具有不同对象 、功效和用药时期 ,如果

选择不当就会造成药害而达不到增产目的。比如矮

壮素 、多效唑 、缩节安等对于控制旺长 、防止倒伏具

有很好的效果 ,但用药时期最迟在起身之前;而且 ,

对矮秆抗倒性能好的品种一般不要使用 ,否则只能

起到减产的副作用。而对于“麦健”之类有助于提高

粒重 、改良品质的调节剂 ,最佳使用时期是在抽穗开

花之后 ,苗期使用效果不理想 。其次是喷洒时间 。

有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对温度十分敏感 ,应该在早晨

露水干后 、傍晚或阴天使用;如果在高温烈日下使

用 ,有可能会对小麦造成伤害。三是使用方法。植

物生长调节剂的特性不同 ,其使用方法也不同 。有

的不溶于水而溶于有机溶剂(如酒精),有的应该用

热水进行稀释 ,有的只能随配随用 ,等等;如果方法

不当 ,就达不到预期效果 。四是使用剂量。植物生

长调节剂使用浓度较小 ,要求十分精确。不少农户

在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时随意提高浓度 ,不仅增加

了成本 ,而且容易产生药害 。因此 ,在使用时 ,要严

格按照说明要求 ,喷洒时注意做好标记 ,防止重复使

用;而且可根据气候和温度适当调节用量 ,一般在低

温下用上限浓度 、高温下用下限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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