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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并进行培土。
5.9 病虫害防治
5.9.�1����农业防治 与非豆科作物进行 2～3�a 轮作
或间作套种， 选用抗病品种， 培育壮苗， 合理施
肥， 做好田园清洁， 及时清除杂草及感病植株［6�］。
5.9.2����物理防治 粘虫可采用糖醋液诱杀， 糖醋
液配比按糖、 醋、 酒、 水为 3∶6∶1∶10 的比例
配制。 其它害虫可用黑光灯诱杀， 黑光灯布设密
度为 2～3 个 /hm2。
5.9.3����生物防治 利用七星瓢虫、 食蚜蝇等捕食
性天敌防治蚜虫， 利用Bt（苏云金杆菌）500倍液等
病原性天敌防治豆螟。
5.9.4����化学防治 应严格按照 NY/T393 的规定执
行。 根腐病在出苗至结荚期用 75%百菌清可湿性
粉剂 800 倍液喷雾防治， 每隔 10～15�d 喷 1 次，
连喷 1～2 次。 褐斑病发病初期用 40%多菌灵可湿
性粉剂 600 倍液喷雾防治， 每隔 25�d 喷 1 次， 连
喷 2～3 次。 豌豆潜叶蝇、 豌豆象初发期用 2.5%溴
氰菊酯乳油 2�000 倍液喷雾防治， 每隔 15�d 喷 1
次， 连喷 1～2 次。 食心虫用 20%速灭杀丁乳油
300�mL/hm2 喷雾防治， 每隔 20�d 喷 1 次。 豆螟幼

虫卷叶前用 5%抑太保乳油 1�500 倍液喷雾防治，
每隔 15�d 喷 1 次， 连喷 1～2 次。
5.10 收获

田间豆荚变枯黄时开始收获。
5.11 建档

对绿色食品豌豆生产过程， 要建立田间技术
档案， 做好整个生产过程的全面记载， 并妥善保
存， 以备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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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木县隶属于西藏自治区， 地处西藏自治区
中南部、 雅鲁藏布江中游北岸。 春小麦是该县主
要农作物之一。 春小麦抗旱能力极强， 株矮穗大，
生长期短， 适于春天播种、 夏天收获。 为了进一
步提高尼木县春小麦产量与质量， 笔者多年来一
直致力于该县春小麦种植技术研究， 系统总结了
该县春小麦高产栽培技术。
1���选地、 整地、 施肥

选择耕作层深厚、 土壤疏松、 光照条件好、

排灌方便、 中等或中等以上肥力的地块； 前茬以
豆类、 油菜、 马铃薯、 青稞等作物为宜， 不宜重
茬。 灌水后适时深翻细耙， 达到土壤细碎、 耕层
松软、 地面平整、 上虚下实。 保证播种时土壤相
对含水量在 60%～70% ［1�］。

根据春小麦对氮、 磷、 钾等元素的需求比例
和测土结果进行配方施肥。 施肥量应根据品种、
土壤肥力和产量指标而定。 一般底施有机肥
22�500�~30�000�kg/hm2、 磷酸二铵 150～225�kg/hm2、

摘要： 从选地整地、 土壤处理、 品种选择、 种子处理、 适时播种及田间管理等方面系统总结了尼木县春小
麦高产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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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尼木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西藏 尼木 85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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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 75~150�kg/hm2。
2���土壤处理
2.1 冬前深耕细耙

种植地块要在冬前进行深耕细耙， 精细晒垡，
使土壤疏松， 提高土壤的保水、 保肥能力［2�］。
2.2 “扎纽”

播前进行“扎纽”， 是一种防治杂草的传统农
业技术措施。 即开春后通过浇水、 耕地、 耙地等
方法将耕地里长出来的杂草闷死。 “扎纽”时间为
15～25�d［3�］。
2.3 土壤药剂处理

土壤药剂处理主要包括地下害虫药剂防治及
燕麦草药剂防治。
2.3.1����地下害虫药剂防治 对地下害虫发生较重
的田块， 用 3%地虫杀星颗粒剂 22.50～37.50�
kg/hm2 掺拌细沙土 150～300�kg， 或用 3%辛硫磷
颗粒剂 22.50～37.50�kg/hm2 掺拌细沙土 300～450�
kg， 对水 30～60�kg， 均匀混合后撒在地表后耕翻。
也可将 80％敌百虫可湿性粉剂用水溶化后与菜籽
饼拌匀， 于傍晚撒在幼苗根的附近地面上诱杀地
老虎、 蛴螬、 金针虫等地下害虫。
2.3.2����燕麦草药剂防治 播前土壤耕翻、 整地后，
用野麦畏 3.75～4.50�kg/hm2， 对水 37.5~60.0� kg，
拌细沙土 300�kg， 均匀撒于地表； 或对水后采用
喷雾器喷洒地表， 用耙子耙 2～3 次， 深度 3～5�
cm。
3���品种选择及种子处理

选择高抗、 高产、 适宜该区种植的春小麦品
种日喀则 23 号、 藏春 951及日喀则 24 号等。

晒种后精选种子， 种子质量应符合西藏自治
区的有关规定， 纯度≥95%， 净度≥96%， 发芽
率≥87%， 种子含水量≤13%。 播种前进行种子包
衣， 以防治小麦黑穗病、 雪霉叶枯病及白秆病等
种传病害。
4���适时播种

西藏尼木县春小麦适宜播期为 4 月中旬至 4
月底。 播种量在 210�kg/hm2 左右。 采用机械播种，
播种深度以 5~7�cm 为宜。 播种量确定后进行场内
播量调试和播种机单口流量调试。 正式播种前进
行田间播量校正， 播种机行距调为 15�cm， 单行下
种量 60～80 粒 /m。
5���田间管理

出苗后应及时查苗， 如有缺苗断垄及时补苗。

在小麦生长期应根据土壤墒情及时浇水。 四叶一
心期及时浇头水， 灌浆期浇透灌浆水。 结合农田
灌水， 因土、 因苗进行追肥， 提倡测土配方施肥。
一般追肥时期以头水为宜， 追施尿素 112.50�
kg/hm2。 拔节期追施尿素 75.00~112.50�kg/hm2。 对
小麦长势差的地块， 在孕穗期追施尿素 37.50�
kg/hm2。

西藏农田主要杂草以白茅、 冰草、 野燕麦草、
野油菜和灰灰菜（荠菜）为主。 ①中耕锄草。 小麦
在 4 叶 1 心期进行第 1�次田间中耕松土， 灭除田
间杂草； 在拔节前进行第 2 次中耕锄草； 在小麦
拔节后期及时拔出野燕麦草、 野油菜等大株杂草，
生长期间严格控制野燕麦等杂草的生长。 ②化学
除草。 对双子叶杂草发生较重的地块， 小麦 6 叶 1
心期前， 用 72%�2，4-D 丁酯乳油 1� 125�~�1� 200�
mL/hm2， 加水 450�~�600�kg 均匀喷雾， 灭除野油
菜、 灰灰菜等双子叶杂草。 在喷雾防治时应注意
风向， 并远离十字花科作物， 避免产生药害。
6���病虫害防治

春小麦主要病害有黑穗病、 雪霉叶枯病、 白
秆病、 黄条花叶病等； 主要虫害有蚜虫、 小麦卷
叶瘿螨、 小麦吸浆虫、 蓟马、 飞蝗、 西藏穗螨、
地老虎、 蛴螬和金针虫等。 主要防治方法一是农
业防治。 选用抗逆性强的优良品种， 实行轮作倒
茬， 合理布局， 科学施肥， 清洁田园等， 降低病
虫源数量。 对小麦生育后期出现的黑穗病等， 应
及时拔除病株， 控制病源， 严防再度传染。 二是
生物防治。 保护天敌， 创造有利于天敌生存的环
境， 选择对天敌杀伤力低的农药。 三是物理防治。
采用黑光灯、 频振式杀虫灯等物理装置诱杀鳞翅
目成虫。 四是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使用的农药品
种及方法见表 1。
7���收获与贮藏

在籽粒蜡熟末期适时收获。 收获方法主要有
机械收获和人工收割。 ①机械收获。 采用机械分
段收获或联合收割机一次收获。 分段收获先用割
晒机将小麦割倒后人工扎捆， 在田间或运回晒场
将穗部朝上码垛。 割茬高度为 15�~18�cm， 籽粒含
水量下降到 18％以下时及时脱粒。 联合收割机收
获时间应稍晚于分段收获， 但不宜过晚， 以免造
成损失。 ②人工收割。 人工收割要减少断穗、 落
粒， 并要捆好， 穗部朝上码好垛， 籽粒含水量下
降到 18％以下时应及时脱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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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防治
对象 农药名称 剂型及含量 常用药量 施用方法

每季作物
最多施用

次数

安全
间隔期
（d）

黑穗病、
白秆病

甲基托布津 70%可湿性
粉剂

甲基托布津有效成分100�g， 加水4�
kg，拌100�kg麦种，然后闷种6�h

种子包衣 1 7

三唑酮 20%乳油 用种子重量0.08%~0.10%拌种 种子包衣 1 7

三唑酮 15%可湿性
粉剂

750�g/hm2于白秆病发生初期防治 喷雾 3 7

卫 福 20%胶悬剂 300�mL拌100�kg麦种 种子包衣 1 7

立克秀 2%可湿性
粉剂

10~15�g， 加少量水调成糊状液体与
10�kg麦种混匀，晾干后播种

种子包衣 1 7

粉锈宁 20%乳油 375~750�g/hm2 喷雾 1~2 7

甲基托布津 70%可湿性
粉剂

750~1�200�g/hm2 喷雾 1~2 10

氯氰菊酯 10%乳油 225�~450mL/hm2 喷雾 3 14

保德 2.5%乳油 225�~375�mL/hm2 喷雾 3 7

吡虫啉
（大功臣）

10%可湿性
粉剂

150�~300�g/hm2 喷雾 3 7

蓟马 吡虫啉
（大功臣）

10％可湿性
粉剂

150~300�g/hm2 喷雾 3 7

保德 2.5%乳油 225�~375�mL/hm2 喷雾 3 7

小麦卷叶癭螨 三氯杀螨醇 50%乳油 600�~1�125�mL/hm2 喷雾 3 45

乐斯本 48%乳油 750~1�500�mL/hm2 喷雾 2 10

敌敌畏 80%乳油 750~1�500�mL/hm2 喷雾 2 10

敌杀死 70%乳油 2000~3�000倍液 喷雾 10

乐斯本 40.7%乳油 1�050�~1�500�mL�/hm2 喷雾 2 7

三氟氯氰菊酯
（功夫）

2.5%乳油 300�~450�mL�/hm2 喷雾 2 7

地老虎、蛴螬、
金针虫

辛硫磷 50%乳油 100�g 对水 5�kg， 拌麦种 50�kg，
堆闷后播种

拌种 1 10

辛硫磷
（地虫杀星）

3%颗粒剂 37.50�~52.50�kg/hm2 对水、 拌细沙土后
撒施地表，耕翻

1 10

苦参碱 1%乳油 1�500�~1�800�g/hm2 喷雾 1~2 10

敌百虫 80%可湿性
粉剂

1�200~1�500�g/hm2 傍晚时撒于幼苗根
部附近地面诱杀

1~2 10

表 1 春小麦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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