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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山旱地优质小麦栽培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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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天水市小麦生产的特点，从选地、整地、施肥、选用良种、种子处理、播种、科学管理、病虫
害防治及适时收获等方面总结了天水市山旱地优质小麦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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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天水市的主要粮食作物，常年播种面

积 14 万 hm2［ 1］，而 95%以上的小麦种植在山旱

地。近几年，经济作物和蔬果类农产品成为了天

水市农业发展的主流，而小麦耕种面积却有所缩

减，提高小麦品质，大力推广种植优质小麦显得

尤为重要。只有采用配套标准化先进栽培技术，

改进小麦的产量和品质，才能使优质小麦生产获

得高产高效。近年来，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根

据天水市干旱山区的自然条件，以高产、优质为

目标，总结出了一套适宜当地旱山区应用的优质

小麦栽培技术，现介绍如下。

1 选地
选择合适的前茬对提高产量及保证品质有很

大的影响，良好的前茬土壤中残留的有效养分多，

即使少施肥料，小麦的产量及品质也较好。目前

天水市小麦生产一般以玉米、马铃薯、油菜、休

闲为前茬，部分地区重茬，对小麦产量及品质有

一定的影响。地块选择要求地势平坦、土壤养分

含量高、土壤结构通透性好、松紧适宜，要求土

壤肥力好，耕层土壤含有机质 12 g/kg以上、速效

氮 80 mg/kg以上、速效磷 25 mg/kg以上、速效钾

100 mg/kg以上［ 2］。

2 整地
深耕细作创造一个良好的土壤环境，也是小

麦优质高产的主要措施。通过深翻，增加纳水空

间，促进根系下扎，增强耐旱性。前茬收后趁伏

雨前进行深耕或深松，晒垄纳雨贮墒，待伏雨过

后抓紧耙耱收墒［ 3］。播种前少耕多耙耱，保好口

墒。整地力争达到“早、深、透、平、细”。
3 施肥

播前要对土壤肥力进行测定，根据土壤肥力

状况和肥力水平科学施肥，以底肥为主，追肥为
辅，多施有机肥，配合施用化肥，必要时补充一

定的微量元素。旱地因不能浇水而影响追肥效果，

施肥主要以基肥为主，基肥用量一般占施肥总量

的 80％～90％。施肥种类以有机肥为主，播前结

平，抗逆性强，丰产性好。上述品种可适宜在甘
肃中部干旱半干旱地区配套栽培技术集成推广种

植。中麦 175、陇鉴 386、陇中 1号有待进一步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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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整地施入有机肥 30 000～50 000 kg/hm2、磷酸二

铵 250～300 kg/hm2、普通过磷酸钙 800～1 000

kg/hm2。全部有机肥应在秋耕时撒施，磷钾肥作底

肥一次施入，氮肥的 80%作底肥、20%在返青起

身期结合降水追施。抽穗灌浆初期叶面喷施适当

浓度的尿素和磷酸二氢钾溶液。

4 选用良种
结合不同的播种时期，应选用不同熟期类型

的品种，以充分利用其生长期间的温、光、水、

肥条件，达到高产、优质的目的。适宜天水市旱

地种植的优质小麦品种有天选 45号、天选 50号、

中梁 27号等。

5 种子处理
5.1 精选种子

播种前对种子进行精选，去掉小粒、秕粒和

杂质，选留质量高的大粒种子播种。种子精选后

对其进行发芽试验，发芽率是精确计算播种量的

重要依据，发芽试验方法很多，最简便易行的是

纸卷发芽法。

5.2 晒种

播前选择晴天晾种 2～3 d。晒种可以促使种

子后熟，提高发芽势，消灭部分病菌，使出苗快

而整齐。

5.3 药剂拌种

播前用 1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90～100 g 拌
50 kg种子，对小麦条锈病、白粉病和腥黑穗病均

有很好的防治效果。

6 播种
6.1 适期播种

适时播种是提高小麦单产和大面积均衡增产

的关键措施之一。小麦适宜的播期根据当地的自

然生态环境、地块所处地势及土壤水肥条件、品
种特性等综合考虑。适期或接近适期播种的小麦，

籽粒中蛋白质含量较高，面筋含量比晚播高，一

般以适期上限播种效果最好。避免抢墒过早播种，

形成冬前旺苗，抗寒能力减弱，冬季易遭受冻害。

一般冬性品种在日平均气温 16～18℃播种，半冬

性品种在 14～16℃时播种。天水地区海拔 1 800

m 以上的高山区于 9 月上、中旬播种，海拔

1 600～1 800 m 的浅山区于 9 月下旬播种，海拔

1 200～1 600 m的川台地区于 10月上、中旬播种。

地膜小麦一般较露地推迟 10～15 d播种［ 4］。

6.2 合理密植

根据墒情好坏、品种分蘖力、播期迟早、整

地质量等灵活调节播种量，使之达到理想的基本

苗。一般肥田、底墒好的播量以 180～225 kg/hm2

为宜，旱坡地、薄地播量以 225～270 kg/hm2 为

宜，如晚播可适当增加播种量。生产中可用公式

计算小麦播种量，即

播种量=（计划基本苗数×千粒重）/（1 000×发

芽率×田间出苗率×1 000）

7 科学管理
7.1 查苗补种

出苗后应及时检查，发现缺苗断垄应及时补

种。为了使补种的小麦早出土，可将麦种先进行

浸种催芽，然后播种。也可用 2 g/kg 磷酸二氢钾

浸种 12 h后播种，有促进发根壮苗、增加分蘖、

增强抗性的作用。密度过大和有撮子苗出现时要
及早进行疏苗，保证个体健壮发育。

7.2 控旺防倒

冬前生长过旺，单株分蘖多，麦苗群体过大

或长势偏旺时，要及早采取磙压或深锄等方法压
倒主茎。也可在起身至拔节期叶面喷施 50%矮壮

素水剂 2 000～2 500倍液，可有效控制小麦旺长，

防止倒伏。

7.3 防止冻害

天水市近几年常出现“倒春寒”现象，如不采

取措施，往往会冻坏主茎幼穗，造成不孕小花数

大量增加、减产严重［ 5］。应根据天气预报提前做

好防冻，可在寒流到来之前，及时撒施草木灰等暖

性肥料，撒盖碎麦糠，燃烧柴草等熏烟防冻。已发

生冻害的麦田，要结合降水及时进行追肥，可追施

尿素 60 kg/hm2或叶面喷施尿素、磷酸二氢钾、微

量元素肥料等，促进受冻小麦迅速恢复生长。

7.4 防止脱肥

当植株出现缺肥现象时应及时追肥。追肥时

期在土壤解冻后，可趁墒或在降水前，视苗情追

施适量尿素。生育后期可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 3

kg/hm2、尿素 7 kg/hm2，以延缓植株衰老，提高后

期光合效率，增加粒重，增加产量。

7.5 中耕、除草

随着麦苗的生长，杂草也相继出生，杂草较

多的地块应及时进行中耕除草，减少水分和养分

的消耗，增加土壤的透气性，促进根系发育和分

蘖生长。也可根据杂草类型选择适当的化学除草

剂及时去除杂草，但小麦拔节期禁止使用除草剂。

8 病虫害防治
小麦主要病虫害有条锈病、白粉病和蚜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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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条锈病表现为在小麦叶片上形成条状鲜黄色条

斑。目前大面积应用的主要药剂是三唑酮（15%、

25%可湿性粉剂，20%乳油，20%胶悬剂），依小麦

品种感病性不同，在拔节期明显见病或孕穗至抽穗

期病叶率为 5%～10%时，用 6～18 g/kg三唑酮原药

对水 750～1 125 L喷施 1次，防病增产效果明显。

如病情严重，持续时间长，15 d后可再喷 1次。

小麦白粉病主要表现为受害叶片形成绒絮状

霉斑。小麦孕穗至扬花期，当病叶率达到 5%～

10％或病茎率达 15%～20%时，选用 20%三唑酮

（粉锈宁）乳油 40～50 mL/hm2、15%氯啶菌酯乳油

40～50 mL/hm、25%丙环唑（敌力脱）乳油 30～35

mL/hm2对水 30～50 L喷雾防治，重病年份或重发

地块隔 15 d可再喷 1次。

4月下旬至 5月初，小麦孕穗期至抽穗期，用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2 500倍液，或 2.5％高渗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3 500～4 000倍液，或 50％抗

蚜威可湿性粉剂 3 500～4 000倍液，或 2.5％溴氰

菊酯乳油 3 000倍液喷雾防治蚜虫等害虫，防效均

在 90%以上。

9 适时收获

针对品种落粒性等因素来确定最适宜的收获
日期，成熟后及时收获。天水市每年 6、7月阴雨

较多，适当及早收获以避雨害，否则易引起穗发

芽而严重影响小麦产量及品质，人工收获适期为
蜡熟期。若在完熟期收获，且需要拉回场里打碾，

为减少掉穗落粒，应在田间堆垛回潮 10 d再搬运。

同时，要注意分品种收获、清理、晾晒和保存，

以便提高优质麦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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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信县位于甘肃省平凉市东南部，属陇东黄土

高原丘陵沟壑区，海拔 1 085.4～1 728.0 m，总土地

面积 849.02 km2，属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区，

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年平均气温

11.9 ℃，年平均降水量 507 mm，平均日照时数

2 346.2 h，有效积温 3 251℃，无霜期 180 d［1］。宽

幅匀播栽培技术是在精量、半精量播种技术的基

础上，以扩播幅、增行距、促匀播为核心，改密

集条播为宽幅精播的农机和农艺相结合的高产栽

培技术，扩大了播幅，改传统密集条播籽粒拥挤

一条线为宽播幅种子分散式粒播，有利于种子分

布均匀，提高出苗整齐度，无缺苗断垄、无疙瘩

苗现象出现，主要通过使用宽幅精播机配合该项

技术的实施。胡麻是崇信县主要经济作物，也是

主要油料作物之一，我们通过试验在保持精耕细

作传统的基础上对崇信县胡麻宽幅匀播栽培技术

摘要：根据崇信县当地条件、种植制度及耕作习惯，从品种选择、选地整地、配方施肥、适期播种、田间
管理、病虫害防治、收获等方面总结了崇信县胡麻宽幅匀播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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