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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前列。农业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作物产量,小麦

作为重要种植作物之一,其产量直接影响国家的粮食供应。基于此,本文研究了小麦产量与栽种模式、土

壤肥力及病虫害防治之间的关系,以期提高小麦单产,提升我国小麦种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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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产量是国家发展和人们基本生

活的保障,小麦产量的提高也一直是小

麦种植者和农业学者 为关心的问题。

而小麦的栽培模式、土壤肥力和病虫害

防治和小麦产量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深

入研究影响小麦产量的要素,能够有效

提高小麦产量,推动现代化农业进程。 

1 栽培模式与小麦产量的关系 

1.1适时播种 

农业种植户要根据当地的气候环境

条件、自然环境条件以及土壤肥力条件

等,确定冬小麦的播种时间。 

1.2合理密植 

在播种期间,农业种植户要根据品

种特点、播种要求以及当地的环境特征,

确定播种量。以项城市为例,此地四季分

明,气候湿润,土壤肥沃,降雨量充沛,每

亩基本苗大约在30万株左右。若播种时

间因自然环境变化或前茬作物影响而推

迟,可适当增加播种量,以期增大出苗率,

以免影响总产量。 

1.3适宜的播种深度 

正常情况下,冬小麦的种植深度应

控制在3～5厘米之间。需要格外强调的

是,农业种植户要在播种后进行镇压。尤

其是在上茬玉米机械收获秸秆还田的地

块,要改善土壤肥力条件,加大种子播种

密度。对冬小麦提供合理的保暖措施,

防止在越冬过程中冻死。同时,农业种植

户在自身播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需临

时雇佣播种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参与播

种,保证播种效率。 

2 施肥与小麦产量的关系 

合理施肥也是农业集约化、现代化

生产的需求。研究人员通过对近25年的

小麦产量分析后发现,相比于单一施肥,

使用有机肥对提高农作物产量效果显著,

平均增产15.8%左右,而25年产量累计增

加6.1%。通过定位施肥的方式能显著提

高农作物产量。氮、磷、钾对植物的生

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化肥尤其是复

合肥中上述3种元素的含量都很高。而通

过建立小麦产量和种植密度、施肥量之

间的关系的数学模型发现氮肥和磷肥是

影响小麦产量的主要因素。氮肥在小麦

栽培中的使用,可以提高小麦吸收养分

及水分的能力,可以使小麦生长茂盛、是

小麦增产中不可或缺的成分；磷肥能使

小麦根系发达,增强其抗寒、抗旱能力,

促进小麦提早成熟,穗粒增多；钾肥能促

进小麦生长健壮,茎秆粗硬,增强对病虫

害和倒伏的抵抗能力,促进糖分和淀粉

的生成。 

2.1高产麦田的施肥技术 

高产麦田本身有机质含量丰富,理

化性质好,保水保肥能力强,土壤中基本

含有小麦生长全过程需要的各种养分和

微生物群体。高产麦田土壤当中有机质

含量一般在1.2%以上,速效磷、速效钾、

速效氮的含量分别在20mg/kg、120mg/kg

和80mg/kg以上。在高产麦田进行小麦种

植时,在播种前施入充足有机肥和化学

肥料,在苗期通常不需要进行追肥。在小

麦整个生长阶段,根据小麦的生长情况

和关键时期保证某种肥料的供应,如小

麦分蘖期增加氮肥的用量。小麦生长全

过程一般需要完全腐熟的有机肥4000～

5000kg,纯氮9～10kg,五氧化二磷20kg、

氧化钾6～7kg。在施肥过程中可以将所

有的农家肥,全部的钾肥以及7/10和1/2

的氮肥作为基肥施入土壤中,剩余的化

肥进行追肥处理。 

2.2中等麦田的施肥技术 

中等麦田是指土壤层有机质含量在

1%～1.2%之间,速效氮、速效磷、速效钾

的含量分别在 50～ 80mg/kg 、 15～

20mg/kg、100mg/kg的小麦种植田地。在

进行小麦种植时,还要坚持以有机肥为

主,不断增加土壤有机质的含量,为小麦

生长发育提供必要的营养物质。另外,

还应该注重增施磷肥、钾肥和微肥。一

般每亩种植地施入完全腐熟的有机肥

4000kg,纯氮、五氧化二磷、氧化钾施入

量分别为10～11kg、7～8kg和6～8kg。 

2.3晚茬麦田施肥技术 

近年来,随着集约化农业生产技术

的发展,小麦和棉花、花生等农作物间

作、套作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晚茬小麦

的播种面积也逐渐增加,再由于小麦播

种后常常会遇到恶劣天气导致小麦不能

在 佳播种时间完成播种,播种时间晚,

气温低,很难长成健康壮苗,以及后面各

个生长期均表现不同程度的发育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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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缓生长的情况,影响小麦产量,降低经

济效益。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意小麦的

施肥情况。在播种之前应该施入充足的

底肥,通常每亩追施完全腐熟的农家肥

3000kg,纯氮、五氧化二磷、氧化钾的使

用量控制在6～7kg、6kg以上和8～10kg。

保证小麦苗期有充足的养分供给,加速

小麦生长发育,确保小麦在蠕动之前能

够形成壮苗,安全越冬。另外,也要加强

后期各个生长阶段的肥水管理,以期提

高小麦产量。 

3 病虫害防治和小麦产量的

关系 

3.1主要病害防治 

3.1.1纹枯病 

小麦纹枯病要坚持早防原则,一般

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在11月下旬或12月

上旬,此时纹枯病已在小麦分蘖节开始

发病,正是防治的 佳期,每亩用20%三

唑酮50克或12.5%烯唑醇25-30克,加水

40-50千克喷施；第二次于翌年2月中下

旬,用上述药量对小麦基部再喷一次。 

3.1.2锈病 

小麦锈病可以发生在小麦的叶子、

茎秆和麦穗。小麦锈病的防治方法：首

先要选择抗病虫害性能强的品种,合理

控制种子密度,增加田间透光、通风。发

病初期,可以采用浓度12.5%烯唑醇可湿

性粉剂1000倍液、1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防治,2种药物交替使用,每周喷

洒1次,防治1~2次即可有效果。若大面积

发生时,除对发病严重的麦田及时防治外,

还要施药剂防治周边发病轻和不发病的

麦田,以控制病害的蔓延,减轻损失。 

3.1.3白粉病 

白粉病是农作物的一种常见病,在

小麦种植过程中,整个生长阶段都有可

能发生白粉病,对整株小麦各个器官都

产生病害侵蚀。小麦白粉病的防治方法：

首先也要选择抗病性好的品种,其次,改

善麦田通风条件,降低田间湿度,有助于

提高植株抗病性。另外,如果发生白粉病,

可以采用20%粉锈宁乳油750ml/hm2、25%

丙环唑乳油450ml/hm2,兑水1050kg喷雾

防治。嘧菌酯、醚菌酯效果近两年来效

果不错。防治小麦白粉病,宜早不宜晚。 

3.1.4赤霉病 

小麦赤霉病是一种气候病害,也是

真菌病害,从幼苗到抽穗都有可能发生。

小麦赤霉病的防治方法,也要选择抗病

性好的品种,在播种前用增产菌剂拌种,

晾干后再播种,在小麦扬花灌浆期控制

浇水量,如果发生赤霉病,每亩用25%氰

烯菌酯悬浮剂100-200毫升,或者40%戊

唑·咪鲜胺水乳剂20-25毫升进行喷雾

防治,每隔7天交替用药1次。 

3.2主要虫害防治 

3.2.1小麦蚜虫 

小麦蚜虫主要危害小麦叶片、茎秆

和麦穗,影响小麦光合作用和养分的吸

收。小麦蚜虫的防治,要选择抗虫性强的

小麦品种,合理控制水肥管理,合理轮作

倒茬,避免土壤中病原菌积累增多。可以

在麦田中放置黄蓝板,悬挂450片/hm2,

悬挂高度高于麦苗顶部20cm即可。还可

以采用食蚜蝇、瓢虫等天敌控制蚜虫数

量。如果蚜虫数量过多,可用40%乐果乳

油2000～3000倍液或50%辛硫磷乳油

2000倍液,兑水喷雾,或者每亩用50%辟

蚜雾可湿性粉剂10克,兑水50～60千克

喷雾,50%抗蚜威4000～5000倍液喷雾防

治,都能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 

3.2.2小麦吸浆虫 

小麦吸浆虫是世界性害虫,主要在

小麦灌浆时吸食麦粒汁液,造成小麦籽

粒不饱满、空壳等,直接影响小麦产量。

小麦吸浆虫的防治方法有,首先选用抗

虫品种,轮作倒茬。还可以用用40%乐果

乳剂1000倍液或者2.5%溴氰菊酯3000

倍液,40%杀螟松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

等喷雾。 

4 结束语 

作为重要粮食作物,小麦的产量直

接影响我国粮食供应和农民收入。在小

麦种植过程中要重视栽培模式、水肥管

理,加强小麦病虫害防治,以此保证小麦

的产量和质量,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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