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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保护性耕作是以机械化作业为主要手
段，按照农作物栽培要求，采取少耕或免耕方法，
利用作物秸秆及残茬覆盖保护土壤，以有效培肥地
力，蓄水保墒，防止水土流失和沙尘暴，降低生产
成本，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机械化耕作技术体
系。麦积区通过小麦机械化保护性耕作新技术试验
示范，尤其是通过实施农业部保护性耕作示范项
目，2012—2013在5个乡（镇）实施保护性耕作0.29
万hm2，节约生产成本255.14万元，增产增收202.99
万元。取得节本增收综合效益458.13万元，提高土
壤含水率12.2～22.4 g/kg，增加土壤有机质0.1～0.4
g/kg。在增产增收、维护农业生态环境、推进农业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成效显著。
1 留茬覆盖
小麦收获时留茬至少15 cm，秸秆或根茬覆

盖，不得采用翻耕方式翻埋。坡耕地或易发生水
蚀的地块应尽量保留秸秆覆盖量，并尽量减少动
土。在此期间，可根据需要进行深松，以增加蓄
纳雨水的能力，深松的同时应镇压合墒。同时要
根据杂草生长情况，及时采用以化学除草为主，
人工和机械为辅的方式进行杂草防除，以节约地
力，为播种作业创造条件。
2 品种选择
选择分蘖能力强、成穗率高的小麦品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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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每隔10 d左右喷1次，全年共喷6次以上。
7 果实采收
采收成熟度因酿制葡萄酒的种类而异，一般依

据酒厂要求确定。酿酒原料要求含糖量达18%以上，
含酸量0.8%～1.4%。采收时用左手持果穗，右手持剪
刀从穗柄基部剪下，剪除病果、烂粒，轻轻放入果筐
中。采收后及时采用无污染的交通运输工具24 h内运
至酒厂，不得与其它有毒有害物品混合装运。运输过
程中防止颠簸，保持果实的高品位、高质量。
8 埋土越冬与防冻
8.1 埋土越冬

埋土时间在冬季修剪以后，土壤冻结前进
行，多在10月底至11月上旬进行。在修剪后的植
株主蔓基部培20 cm高的土堆（俗称土枕头），再
将枝蔓顺行压倒，严防弯曲过度造成主蔓基部劈
裂，最后再把枝蔓埋严拍实。埋土宽度1～2年生
的树保持在40～80 cm，2年生以上的植株应保持
在80～100 cm以上。埋土厚度超过堆内最高部位
枝条30 cm左右。应在距植株80～100 cm以外的
行间取土。
8.2 出土

一般在春季气温达到10℃以上，土壤解冻后、

植株发芽前出土。
8.3 冻害防治措施

主要是早、晚霜及冬季低温的冻害，幼树期
（1～3年生）尤重。
8.3.1 早霜冻害预防 于秋季7月底至8月初提早
控水、控肥，促进枝条、根系成熟。9月中旬实行
人工落叶，使幼树提早进入休眠。于早霜到来之
前进行修剪，浅埋土。
8.3.2 冬季低温冻害预防 采取深栽（根系在地
表以下40 cm），使根系免受冻害。强化防寒，特
别是1～2年的幼树，须加盖秸杆或地膜，埋土宽
度不少于100 cm，高度不少于30 cm。
8.3.3 晚霜冻害预防 延迟出土，避过晚霜。根
据气温变化情况延迟10 d左右出土，伤芽率不超
20%为宜。出土后及时上架（越靠地面冻害越重）、
灌水。遇到霜冻时，采用生烟防霜，对辐射型霜
冻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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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天 18号、兰天 19号、兰天 21号、兰天 26号
（00-30）等兰天系列以及中梁23号、中梁24号等。
播前精选种子，要求种子净度不低于98%，纯度不
低于97%，发芽率95%以上。
3 药剂拌种
播前用15%粉锈宁可湿性粉剂0.15 kg干拌小麦

种子50 kg，以防病害。地下害虫用75%甲拌磷乳
油按种子量的0.2%拌种防治，或用40%甲基异柳
磷乳油，或50%辛硫磷乳油100 g对水1.5～2.0 kg拌
小麦种子50 kg，晾干后播种。
4 播种机具选择

播前应对地表的杂草生长情况、平整度进行
检查。地表平整、秸秆或根茬覆盖量较小，不影
响播种质量时，采用免耕播种机直接播种；地表
高低不平、秸秆（杂草）或根茬覆盖量较大，播种

机通过性差，直接播种难以保证播种质量，则需
采用浅耙、浅旋处理后用免耕播种机播种，或直
接采用旋耕播种机一次完成播种，但旋耕深度不
宜过深，以保证播种后的地表有一定的秸秆覆盖
率。
5 深施底肥
免耕播种的地块，底肥选择颗粒状的复合肥、

复混肥或缓释肥525 kg/hm2左右，施肥深度要在种
子侧下方5 cm（尽量不和种子在同一垂直平面内）。
施肥量不要过多，种、肥间距不能过小，否则容
易造成“烧种”或“烧苗”。播种后需清洗肥料
箱、排肥管及施肥器，以免剩余的化肥损伤机具
部件。播种前察看墒情，适宜播种的土壤含水率
壤土为18%～22%，沙土为19%～20%，过湿或过
干都不适宜播种，否则，不但影响出苗效果，还
会影响小麦的早期生长发育。
6 适墒播种
播前按播量要求调试好播种机。采用免耕播

种的小麦比传统耕作的小麦播种量要增加10%左
右。播种深度一般应控制在3 cm左右，沙土地和
干旱地区应适当增加1～2 cm，深浅要一致，镇压

要密实。播种深浅不一致或镇压效果不好，都将
直接影响小麦出苗均匀度，不利于培育壮苗。播
种时控制好播种机的行进速度，确保播种效果。
播种机作业前按机具使用说明书和作业实际对机
具进行安装调整，保证机具左右水平、前后水平。
先进行试播，观察播种量、播种深度、施肥量、
施肥深度是否达到要求，是否有漏种漏肥现象，
并检查覆土镇压效果，若达不到要求，再进行实
地调试机具，达到要求后再进行正式作业。机手

一定要熟悉农艺种植要求和机具操作技能，根据
机具对秸秆和地表的处理能力控制合理的行进速
度，匀速直线前进，不重播、不漏播，确保播种
质量。播种机作业时要注意观察作业情况，排种、
施肥是否正常，如发现开沟器、镇压轮有严重缠
草集粘土现象，要及时清除，以减少作业阻力及
保证播种质量。尽量避免作业时中途停车，以防
种子和化肥堆积或断垄；如有机械故障必须停车
时，一定要将播种机升起，排除故障后继续播种
时，机车要稍后退一定距离（约50 cm）再进行播
种。
7 田间管理
冬前田间杂草较轻，但春季易发生杂草危

害，应及时进行防除。根据杂草危害情况，合理
配方，适时喷药。喷施除草剂的最佳时期是小麦

起身期。防治麦田阔叶杂草用75%巨星干燥悬浮
剂15.0～22.5 g/hm2对水75 kg喷雾防除；单子叶
杂草用6.9%骠马乳油900～1 050 mL/hm2喷雾防
除。
8 防治病虫害
病虫害的发生同常规播种田，小麦根腐病、

纹枯病、黑穗病可用20%三唑酮乳油50～60 mL/
hm2+1.8%阿维菌素乳油40～50 mL/hm2对水750 kg
喷雾防治。小麦叶枯病用36%甲基硫菌灵悬浮剂
500倍液，或50%苯菌灵可湿性粉剂1 500倍液，或
25%三唑酮乳油2 000倍液喷雾防治。小麦白粉病
用15%粉锈宁可湿性粉剂120～150 g/hm2，或50%
粉锈宁胶悬剂1 500 g/hm2对水750 kg喷雾防治。麦
蚜可用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4 000倍液、10%吡
虫啉可湿性粉剂1 000倍液、50%辛硫磷乳油2 000
倍液喷雾。
9 适时收获
当小麦植株变黄、籽粒变黄变硬时开始收获。

用带秸秆粉碎的谷物联合收割机进行收获，为了
防止由于过高的割茬影响后续播种作业的质量，
收获时割茬高度应控制在10 cm左右。粉碎后的秸

秆在地表的覆盖要均匀，如因停车卸粮或因排除
故障而导致秸秆成堆时，应人工将成堆的秸秆挑
开撒匀。用不带秸秆粉碎功能的联合收割机或背
负式联合收割机收获时，覆盖的秸秆一般需进行
粉碎，所以可在收割时保留较高的割茬（≥15
cm），这样可以减少联合收割机的喂入量，提高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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