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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冬小麦后期雨害及其防御对策探讨
杨永春

（甘肃省灵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甘肃 灵台 744400）

摘要： 以灵台县气象资料为依据， 通过对陇东地区冬小麦雨害的分析， 提出了建立陇东冬小麦收获期预报
模型； 科学种植； 调整种植业结构； 加速土地流转， 提高作业效率； 强化社会抗灾观念等防御雨害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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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地区包括平凉、 庆阳 2 个地级市， 属黄
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地势自东南向西北升高， 六
盘山脉穿过其中部的庄浪、 华亭， 成为泾河、 渭
河的分水岭［1�-�3�］。 陇东地区的农业生产以种植业为
主， 冬小麦在种植业中占有主导的地位， 常年播
种面积在 35 万～40 万 hm2， 占粮食播种总面积的
60%～65%， 主要集中在董志塬、 早胜塬、 宫河
塬、 屯子塬、 孟坝塬、 春荣塬、 草峰塬、 独店塬、
什字塬、 泾河川道等中南部黄土高原沟壑区。 冬
小麦种植面积最大的是镇原、 宁县、 西峰、 崆峒、
灵台、 泾川、 庆城、 合水等县（区）， 平均产量
2�250～3�750�kg�/hm2。 年产小麦 12 万 kg 左右， 历
史上素有“陇东粮仓”之美誉， 对全省粮食安全及
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年来， 冬小麦后期阴雨危害已上升为陇东
地区冬小麦生产上继病害、 干旱之外的第三大灾
害。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阴雨危害损失在 30%以上的就有 8 次， 平均每次
损失小麦在 3 亿 kg 以上。 其中 1983 年和 2015 年
损失在 50%以上， 平均每次损失小麦在 6 亿 kg 以
上。 小麦生产上的阴雨危害不仅危及粮食安全，
给群众生活造成了较大困难， 而且造成了冬小麦
生产上的种子断档， 对第二年冬小麦生产构成威
胁。 笔者以灵台县气象资料为依据， 通过对陇东
地区冬小麦后期雨害的分析， 提出了对应的防御
措施， 以期有效降低雨害对冬小麦生产的影响，
确保粮食安全。
1���雨害对冬小麦的危害
1.1 影响灌桨， 粒重降低

冬小麦进入灌浆盛期遇连阴雨， 光照强度和
日照时数降低， 小麦以叶、 茎、 穗等绿色器官进

行光合作用所制造的光合产物便大大减少。 同时
在高温、 高湿条件下， 麦株呼吸作用增强， 自身
的物质消耗增多， 能够积累并运输到穗部籽粒中
去的物质减少。
1.2 导致穗发芽， 降低商品率

陇东地区冬小麦一般 6 月中下旬成熟， 此阶
段如果遇连阴雨， 则会导致穗发芽。 穗发芽的小
麦不但千粒重大幅度下降， 造成减产， 而且籽粒
淀粉活性酶升高， 面团或面制食品发黏， 品质变
差， 达不到粮食标准。 如 2015 年 6 月 20 日至 30
日， 陇东地区 10�d 内降雨近 100�mm， 受雨害危害
较轻的田块小麦穗发芽率在 30%左右， 危害较重
的田块小麦穗发芽在 70%以上， 平均在 50%左右。
据灵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调查， 由于小麦成熟
期降雨持续时间长， 不同品种间没有明显差异，
陇东地区种植的主栽品种兰天 32、 平凉 44、 长
6359、 晋麦 47、 晋麦 54、 中麦 175 等品种均受雨
害危害而发芽。 由于穗发芽， 导致小麦品质差，
商品性差， 以灵台县为例， 仅此一项， 全县损失
4�500 万元以上。
1.3 倒伏

连阴雨导致一些茎秆偏高， 群体密度过大的
麦田发生倒伏， 导致小麦减产在 10%以上。 2015
年 5 月上旬灵台县的几场小雨就引起一些麦田发
生点片倒伏， 5月下旬连降暴雨后刮风， 约有 15%～
20%的麦田发生倒伏， 多数是与地面呈 90° 角的严
重倒伏， 导致灵台县小麦减产约在 15%左右。
1.4 籽粒发霉、 变质

刚收获的小麦籽粒含水量为 25%～35%， 如
果不及时晾晒， 就会发霉、 变质。 2015 年 6 月中
旬末， 陇东地区大部分小麦已进入成熟收获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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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早熟品种开始收获。 但灵台县因连阴雨， 麦
收作业受到威胁， 机械收获更是困难， 人工抢割
的麦子无法拉运， 抢运到场上的麦子也无法脱粒，
直到 7 月 2 日以后天气转晴才进入大量收获。 6 月
24 日至 25 日 2�d 的降雨间歇期间， 抢收小麦 0.2
万 hm2 左右， 但由于 6 月 25 日午后又开始降雨，
抢收的小麦无法及时晾晒， 致使籽粒发热、 霉烂、
变质。 我们抽样推算， 因无法及时晾晒造成的损
失约占减产部分的 10%左右。
1.5 种子断档

连阴雨致使冬小麦普遍穗发芽， 制种田也难
以幸免， 造成冬小麦生产种子断档。 历年有 10%
的小麦作为良种利用， 供应当地及周边县市。 据
灵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对 2015 年冬小麦后期阴
雨危害所收获的冬小麦抽样做发芽试验， 发芽率
最高为 58%， 最低为 12%， 平均为 31.8%， 均不
能作为种子使用。 2015 年全县冬小麦种子缺口达
480 万 kg， 缺口率 100%， 全部从外地调入弥补生
产需种缺口， 仅此一项， 按县财政补贴价计算，
农民损失达 960 万元。
2���陇东冬小麦雨害防御对策
2.1 建立陇东冬小麦收获期预报模型

防治阴雨危害应针对阴雨发生危害的特点，
采取综合防御措施， 增强抗御灾害能力， 将灾害
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以确保粮食安全。 陇东地
区传统的夏收期为 6 月下旬至 7 月上中旬， 随着
全球气候变暖因素的影响， 冬小麦成熟期明显提
前， 因而传统的夏收时期已经不适于现行气候背
景条件下开展冬小麦收获工作， 因此， 根据陇东
地区历年冬小麦成熟期日期的变化规律和 5 月、 6
月气象因子， 建立收获期预报模型， 对夏收工作
安全进行意义重大， 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
究所段金省研究员研制的“陇东冬小麦收获期预报
模型”应尽快完善并推广应用［4�］。
2.2 科学种植

一是合理布局品种。 在品种布局上， 根据高
秆小麦品种在生长后期遇强降雨和大风极易倒伏
的特点， 尽量种植中矮秆品种。 二是建立合理的
田间群体结构， 严把种子精量播种关。 根据多年
试验示范， 将播种量由 225～270�kg/hm2 调整为
187.5～210.0�kg/hm2， 使小麦苗期群体和个体生长
更加合理。 实践证明， 只有通过适当降低基本苗
数， 提高播种质量， 才能建立合理的田间动态群
体结构， 促进个体麦苗健壮生长， 从而防止倒伏。
三是合理施肥， 防止贪青晚熟。 按小麦对养分的

需求规律， 在充分施用有机肥的基础上， 确定最
佳的氮磷钾肥施用量， 并尽量采取“三肥垫底一炮
轰的” 施肥方法， 冬小麦生长中后期不再追施氮
肥， 加快灌浆速度， 以避免冬小麦贪青晚熟， 提
高冬小麦对后期雨害的抗御能力。
2.3 调整种植业结构

要按照依靠科技， 降低投入， 提高单产， 保
证总产的发展路子， 压缩中低产田冬小麦种植面
积， 发展多样化、 多品种种植结构。 在粮食生产
上加大小杂粮和秋粮比重， 突出重点， 把一部分
立地条件好、 栽培水平高， 有利于机械化作业的
川原平地作为冬小麦生产的保护地。 依托农业部
小麦高产创建项目， 发展“小麦高产田”， 促进冬
小麦生产高产高效， 从而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5�］。
2.4 加速土地流转， 提高作业效率

目前陇东地区冬小麦种植还是以小农户生产
为主要经营模式， 制约了大中型农业机械的普及
应用， 限制了机械性能的发挥， 冬小麦成熟后收
获速度跟不上。 因此， 政府应出台相关优惠政策，
加快土地流转， 大力发展冬小麦生产家庭农场，
加速推广大中型农业机械， 提高作业效率。
2.5 强化社会抗灾观念

应在农村大力宣传灾害防御知识。 一是各级
政府应把防灾抗灾纳入工作议事日程， 协调气象、
农业等部门加强预警监测，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指导农民及时采取抗灾措施。 二是通过各种形式
宣传灾害的危害及防御知识， 使群众对雨害发生
和发展的规律有一个科学认识， 变逆来顺受为积
极防御。 三是动员社会支援农业。 麦收期要动员
社会力量参加抢收。 缓解农村劳力紧张矛盾， 加
快收割碾打速度， 减少阴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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