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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是一个农业大县， 也是甘肃省旱地小麦
高产区， 近年来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 2.13 万 hm2

左右［1�-�2�］。 小麦良种的引进与推广是提高小麦产量
的重要措施［3�-�5�］。 为了保障粮食安全、 确保小麦良
种供应、 提高小麦单产、 增加农民收入， 我们通
过深入全县 13 个乡（镇）， 采取实地查看、 听取汇
报、 与农户现场交流等方式， 重点对小麦良种引
进、 试验示范、 推广应用等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分析了冬小麦良种引进和推广应用现状， 提出了
发展建议。
1���推广应用现状

近年来， 全县坚持农作物新品种引进、 试验、
示范、 推广一体化思路， 累计引进冬小麦新品种
60 个， 自主培育出性状优良的冬小麦品种灵台 3
号、 灵台 4 号等， 对县域种植面积较大的品种进
行了提纯复壮。 现有种子经销企业 2 个， 设立基
层种子经销网点 80 个， 年销售小麦种子 350�t， 全
县小麦生产态势基本良好。
1.1 建成了 10 个小麦良种繁育基地

借助冬小麦绿色高效高产创建项目， 在星火
小塬、 上良西门、 西屯南头、 什字北沟、 独店大
户等 10 个乡镇（村）各建成了集中连片、 品种统一
的小麦良种繁育基地， 总面积达到了 530 多 hm2。
良种繁育基地主推品种为陇鉴 108、 陇鉴 103、 中
麦 175、 长航一号、 西农 1043、 灵台 4号、 长
6359 等。 预计良种基地每年可生产种子 240 万

kg， 可保障 5�300�hm2 冬小麦种植需求。
1.2 建立了稳定的冬小麦品种引试推广体系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科技示范场两处（什字、 西
屯各一处）， 每年从山东、 陕西、 山西、 河北等地
引进 80 多个冬小麦新品种， 在示范场和其它乡镇
的山川塬不同区域开展适应性试验。 对于试验中
推出的品种， 先建百亩示范片进行展示和扩繁，
在灌浆期邀请企业现场参观， 由企业负责收购示
范片的良种， 然后按企业运作方式供应给全县种
植户。
1.3 先后培育了一批极具优势的冬小麦新品种

近年来， 我们持续不断地开展了冬小麦育种
工作， 通过杂交育种， 成功培育了两个优势品种
灵台 3 号和灵台 4 号， 其中灵台 4 号 2014 年通过
了甘肃省品种委员会审定， 以其综合抗性优势、
产量优势， 已推广至陕西渭北、 甘肃陇东、 宁夏
固原等地， 推广面积超过 2 万 hm2， 是当前推广速
度很快的一个品种。 最近两年， 又育成了冬小麦
新品系灵选 5 号、 灵选 6 号等， 性状表现十分突
出， 目前正在参加省级区试和生产试验， 预计在
近 5�a 内将相继推出。
1.4 提纯复壮了多个已推广的小麦品种

近几年， 由于机械混杂、 性状分离等因素，
导致冬小麦产量逐年降低、 品质变劣、 整齐度变
差、 生产力显著下降。 为了继续发挥这些品种的
优势潜力， 我们积极开展了小麦品种提纯复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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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近 5 年来累计建立提纯复壮扩繁田近 13.3�
hm2， 通过提纯复壮向社会提供良种 10 万多 kg，
并有针对性地对深受群众喜爱和市场前景广阔的
兰天 32、 晋麦 47、 兰天 10 号、 陇原 031、 陇原
034、 平凉 44 号、 兰天 16 号、 长武 134 等 8 个品
种进行了提纯复壮， 使这些当地优势小麦品种恢
复了原有的优良性状。
1.5 引进推广了一批与小麦良种相配套的实用新
技术

在创建活动中， 我们落实了普及良种、 药剂
拌种、 测土施肥、 适期播种、 精量播量、 一喷三
防等关键技术， 同时配套推广了春季镇压耙磨、
耧施化肥、 喷施磷酸二氢钾等辅助措施， 充分挖
掘了小麦增产潜力。 在高产创建区建立了核心示
范区和专家示范田， 优化组装集成技术， 采取“六
统一”措施（统一供应良种、 统一配方施肥、 统一
机械条播、 统一耧施化肥、 统一一喷三防、 统一
机械收割）提高示范区建设质量， 把示范区建成了
档次高、 质量好的农民田间学校。 同时积极应用
推广先进的栽培模式， 先后示范推广了小麦宽幅
精播技术、 小麦全膜覆土穴播技术、 小麦播种行
秸秆覆盖技术、 全膜玉米二茬播种小麦技术等，
其中宽幅精播已经被群众广泛接受， 目前正在扩
大推广之中。
2���存在问题
2.1 品种多、 乱、 杂、 劣现象严重， 主体品种不突
出

全县冬小麦品种结构复杂， 有陕西的西农、
长武系列品种， 有山西的晋麦、 长麦、 运旱、 长
旱系列品种， 有甘肃的陇鉴、 兰天、 陇育、 平凉
系列品种。 生产中小麦品种多达 40 个， 品种布局
不合理， 主栽品种不突出， 搭配品种不明显， 品
种多、 乱、 杂、 劣， 加之群众不懂得科学引种方
法， 不分区域、 不管气候条件， 乱引滥繁， 导致
栽培品种十分混乱。 同时广大种植户不注意选种
留种， 不注重单打单收， 不重视去杂去劣， 从而
使所种品种混杂退化严重， 优良种性难以充分发
挥， 以粮代种、 粮种不分， 抗逆性弱、 丰产性差、
成熟期不一致， 给适时收获造成困难。
2.2 品种选择利益化， 农民的权益被代替

为了迅速扩大市场占有率， 部分种子企业和

种子代理商对品种的表现夸大宣传， 误导农民的
选择方向。 部分农民缺乏对品种的认识， 脱离自
身生产条件， 盲目求新求异， 把山西系列的感锈
品种大量引入县域， 致使近几年小麦条锈病在灵
台县大面积发生并蔓延； 2015 年秋播时， 又引进
弱冬性品种小偃 22 号、 沧麦 6005、 西农 223 等，
在 2016 年 1 月 23�— 25 日持续 -20�℃的极端低温
下， 这些品种死苗严重， 越冬保苗不够， 有些区
域死苗达到了 80%以上， 导致小麦缺苗普遍， 有
效穗数不足， 全县缺苗面积超过 666.7�hm2， 减产
幅度超过 40%， 拉低了全县整体产量水平。 并在
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不适宜品种的种植面积， 挤占
了优良品种推广的空间。
2.3 自育品种数量少， 品种使用依赖性加大

作为农业大县和旱地小麦高产区， 灵台县缺
乏自育冬小麦品种， 从近 3 年主体品种来看， 自
育品种发展缓慢。 这是由于本县育种基础设施落
后、 育种队伍人员老化、 技术人员匮乏、 科研投
入较少造成的。 从品种审定看， 本县品种代表性
较差， 品种容量小， 试验点变动频繁， 科研人员
水平和待遇偏低， 对育种工作产生了诸多负面影
响。
2.4 服务弱化， 市场导向不强

近年来， 我们通过试验筛选出了许多适宜推
广种植的优良小麦新品种， 如改良中麦 175、 灵台
4 号、 兰天 32、 兰天 34、 长航 1 号， 但由于宣传
推广力度不够， 缺少规范化种子企业支撑， 良种
生产数量有限， 实际推广面积小， 未能形成主导
优势。
2.5 生产技术滞后， 推广后劲不足

在良种推广应用过程中， 单方面重视品种的
“新”与“特”， 轻视良种良法配套， 致使新品种的
优良性状未能充分展现。 加之新品种引进程序复
杂、 用工多、 投入大、 成本高， 多数种子企业走
捷径外购供种， 在试验示范推广方面用功不足，
种子引进繁育技术规程得不到充分推行， 多数农
民只关心价格不对比品质， 直接导致小麦种子良
莠不齐、 杂乱无序。
3���对策建议

近年来小麦生产自然条件变化迅速， 各种极
端气候频现， 对小麦良种的要求更高， 因而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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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品种选育、 示范、 布局、 良种良法配
套等环节的工作力度， 以不断发挥优良品种的增
产增收作用。
3.1 重点解决好品种多、 乱、 杂、 劣问题

积极开展引种试验示范， 考察引进抗旱、 抗
冻、 抗病、 抗倒伏能力强、 综合性能好的强冬性优
良品种， 按区域搞好试验示范， 筛选出适合本县自
然条件和栽培管理水平的优质良种 3～5 个， 在生
产中大面积示范推广， 逐步确立其主导地位， 实现
品种布局科学化、 合理化， 同时抓好品种提纯复壮
工作， 解决现有品种多乱杂劣和退化等问题。
3.2 加强品种配套栽培技术研究， 提高小麦生产
水平

根据本县小麦生产发展的需要和科研机构的技
术力量， 切实加大科研投入力度， 促进本县小麦研
究水平快速提高。 尤其是要整合全县育种力量， 改
善育种条件， 提升育种规模， 加强配套栽培措施研
究， 探讨不同区域小麦高产途径； 加强抗倒伏、 防
早衰、 防倒春寒、 防病虫害等方面的技术研究， 促
使本县的小麦研究水平尽快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
升， 变小麦生产大县为小麦科研强县， 为绿色、 高
效、 高产攻关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3.3 加强品种布局研究， 努力降低生产风险

积极组织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开展品种引进
试验示范和良种观摩， 科学筛选出灵台县冬小麦
优势主推品种。 要根据不同区域生产生态条件差
异和不同类型品种特征特性， 加强品种布局规划，
把适宜的品种合理布局到适宜的地区， 降低生产
风险。 依据灵台县生产习惯和气候特点， 建议全
县 2016 年秋播冬小麦品种布局意见为： 西部山区
主栽品种以灵台 4 号、 兰天 32 为主， 搭配种植品
种陇鉴 108； 西部塬区主栽品种以灵台 4 号、 中麦
175 为主， 搭配种植品种长航 1 号； 东部山区主栽
品种以兰天 32、 灵台 4 号为主， 搭配种植品种西
平 1 号、 改良中麦 175； 东部塬区主栽品种以中麦
175、 西平 1 号为主， 搭配种植品种兰天 34、 西农
9446； 两河川区主栽品种以中麦 175、 兰天 34 为
主， 搭配种植品种灵台 4 号、 长航一号。
3.4 坚持展示、 示范、 推广一体化的品种利用途
径

农业主管部门要坚持“选育、 示范、 推广”三

步走的新品种推广办法， 充分发挥示范引导作用。
一是展示（小麦新品种试验示范）。 以县农业技术
推广部门为主， 在什字镇建办 3.3�hm2 科技示范
场， 主要用于开展外引冬小麦新品种适应性试验，
每年外引新品种 30 个以上； 开展优势新品种展示
示范， 选择一批有推广前景的优良品种进行小面
积试验。 同时组织专家在关键时期进行评议， 提
出应用意见。 二是示范（小麦绿色高产高效创建）。
以各乡镇为主， 在县域交通便利、 生产条件较好
的朝那、 上良、 什字、 西屯、 独店 5 乡（镇）创建
千亩绿色高产高效创建示范片各一处， 总面积
333.33�hm2； 在邵寨、 新开、 蒲窝、 梁原、 星火 5
乡（镇）5 个村建办绿色高产高效创建示范片各一
处， 总面积 166.67�hm2， 实现一村一品， 争取达到
专业村标准。 三是推广。 采用行政引导的办法，
农业主管部门要对今年秋播的主推品种大力进行
宣传， 引导农民自觉使用主推品种， 种子企业主
动销售主推品种， 加速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和更
新换代。
3.5 建立稳固的良种繁育基地， 保证生产用种需
求

重视小麦良种繁育， 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
度， 重点扶持一批竞争力强、 生产规模大、 品种
质量好的种子企业。 在此基础上， 采取“企业 + 农
户 + 基地”、 订单生产、 技术支持、 项目支撑等方
式， 大力建设灵台县冬小麦良种繁育基地。 同时
以“不落地”种子工程建设为标准， 加强种子烘干、
加工、 储藏和检验设施建设， 提高种子生产的抗
灾能力， 确保质量和数量， 确保良种供应。
3.6 坚持良种良法配套， 健全推广服务体系

农业主管部门要加大对小麦优良品种宣传推
广力度， 利用广播、 电视、 农技推广车、 科技大
篷车等媒介广泛开展宣传， 提高科技普及率， 增
强群众良种应用的主动性， 减少盲目性和随机性。
要坚持良种良法配套推广， 积极运用高产栽培、
高效农田节水、 配方施肥、 一喷三防等实用农业
技术， 为良种生产提供保障。 加大对供种企业和
农户在良种生产过程的技术指导， 严格开展良种
质量检测， 逐步健全完善“产、 购、 销一条龙，
技、 物、 服一体化”的良种发展新格局。 进一步优
化专业人员队伍， 明确农技推广职能， 细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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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分析皋兰县高原夏菜产业发展现状， 找出制约该区高原夏菜产业发展的问题， 并提出了扶持壮
大龙头企业， 形成产业群； 建立订单与追溯制度， 实现产业链的增值模式； 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 建立
市场准入准出制度； 大力发展品牌， 提升产品竞争力； 扩展营销网络， 实现“农超对接” 等高原夏菜产业发展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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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部、 中部、 南部地区， 5�— 10 月气候
炎热， 台风和暴雨等灾害性天气频繁， 蔬菜生产
受到抑制， 供给严重不足， 而此期间正是兰州夏
季蔬菜大批量集中上市的季节， 兰州高原夏菜从
空间和时间上弥补了南方市场的短缺［1�］。 皋兰县
地处甘肃中部， 辖 6 个镇， 有 57 个行政村和 3 个
社区， 总人口 14.47 万人， 总面积 2�476�km2， 属黄
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海拔高度在 1�459.2～2�445.2�
m， 相对高差达 986�m， 属温带半干旱气候， 年均
气温 7.2�℃， 年均降水量 266�mm， 年均蒸发量
1�660�mm， 年均日照 2�768�h， 无霜期 144�d［2�-�3］。
全县夏季气侯温和， 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 所
产高原夏菜营养丰富， 色泽鲜亮， 口感极佳， 品
质优异， 深受全国消费者喜爱。 由于蔬菜具有保
鲜期短、 极易腐烂变质的特性， 如何建立高效的
蔬菜种植管理和营销模式是兰州高原夏菜产业发
展的前提， 是农民增收的关键［4�-�5�］。 为此， 我们

通过对皋兰县高原夏菜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以期
找出兰州市高原夏菜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
性地提出相应的建议。
1����皋兰县高原夏菜发展现状
1.1 高原夏菜生产销售初具规模

皋兰县高原夏菜产业已成为全县农民增收的
主导产业之一。 2014 年全县蔬菜种植面积达 0.67
万 hm2， 其中高原夏菜 0.65 万 hm2， 总产量 24.2
万 t， 年产值 2.4 亿元， 菜产品 85%以上实现了外
销， 主要销往福建、 广东、 上海等东南沿海城市
和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 高原夏菜生产
和销售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气候［6��］。
1.2 高原夏菜具有品质及地域优势

兰州地区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 所产蔬菜
的有机物含量很高， 尤其是蛋白质和维生素 C 含
量高于外地蔬菜 31%和 28%， 造就了优异的先天
品质［7�-�8�］。 西北地区夏季气温较低， 干燥少雨， 病

任务， 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充分调动广大农技人
员的工作积极性， 扎实做好小麦良种引进及推广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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