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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苏省种植小麦前茬主要以水稻为主，近年来，由于水稻成熟期推迟，致使小麦播期不断推迟，无法适期播种，严重

影响了小麦冬前生长质量。对 2013-2018 年江苏省小麦播期现状及迟播原因进行了调研分析，并提出了有利于江苏小麦适期

播种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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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七分种、三分管”，适期播种是确保小

麦壮苗越冬、高产稳产的重要保证。江苏小麦适

期播种范围：苏北地区旱茬和早稻茬种植半冬性

小麦品种，于 10 月 1-15 日播种，粳稻茬种植偏

春性品种，于 10 月 10-25 日播种；苏中、苏南麦

区种植春性小麦品种，苏中于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5 日播种，苏南于 11 月上旬播种，迟于适期 10d
以内播种为迟播，迟于适期 10d 以上播种为过 

迟播 [1]。

1　江苏小麦播期现状
江苏省种植小麦主要以稻茬麦为主，随着直播

稻面积扩大，水稻秋收腾茬迟，使得小麦播种季节

紧，导致小麦无法适期播种，严重影响了小麦冬前生

长质量。由表 1 可知，2013-2018 年间，江苏省小麦

种植面积维持在 240 万 hm2 左右，迟播面积平均在

119.36 万 hm2，迟播占比大。

表 1　2013-2018 年江苏省小麦迟播面积及占比

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小麦种植面积（万 hm2） 236.80 239.20 239.88 241.19 244.17 240.28

迟播面积（万 hm2） 106.56 95.68 116.58 123.49 145.52 128.31

迟播占比（%） 45.00 40.00 48.60 51.20 59.60 53.40

因江苏小麦生长为跨年作物，正常统计时以收获年度为准，故全文统计种植面积的年份实际为上一年度秋播的年份

2　制约江苏小麦迟播因素
2.1　秋播期间连续阴雨　气候因素是影响江苏小

麦迟播的主要原因。秋播期间若遇连续阴雨，会导

致水稻难收，小麦无法适期播种。2013 年和 2014
年秋播天气以晴好为主，迟播面积占比较小；2016
年和 2017 年秋播阴雨较多，迟播面积占比较大，

尤其是 2017 年，迟播面积为 145.52 万 hm2，占比

59.60%，为历年最高。当年稻茬小麦有 30% 是在

12 月播种，播种期长达 2 个月以上。

2.2　直播水稻发展迅速　近年来，因江苏省劳动力

短缺而使得直播粳稻发展迅速，导致水稻收获过迟，

小麦难以适期播种 [2]。江苏省小麦适期播种比例区

域间差异表现明显，例如，徐州市和宿迁市同处苏

北，徐州市前茬作物主要以玉米和杂交水稻为主，种

植的粳稻也以早熟品种为主，茬口调整及时，适期播

种比例正常年份达 85% 以上；而宿迁市因直播稻面

积大，迟播比例高，适期播种比例不足 35%，迟播比

例达 45% 左右，过迟播面积比例达 20% 以上。南

通和扬州同处苏中，南通前茬水稻以机插秧为主，适

播比例达 75% 以上；而扬州直播稻面积大，适播比

例只有 50% 左右。苏南地区因种植水稻品种迟熟，

适期播种比例低于 30%，迟播比例达 50% 以上，过

迟播面积比例达 20% 以上。

2.3　烘干能力不足推迟水稻收获　江苏省土地流

转总面积 207.53 万 hm2，流转比例已达 60%，部分

地区高达 80%，种田大户已成为小麦生产的主力军。

因种田大户烘干能力有限，为降低成本，人为推迟水

稻收获，导致小麦播期不断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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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机收型玉米品种桥玉 8 号为试验材料，研究了群体密度对机收型玉米籽粒灌浆特性、机收特性、产量及其构成因

素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群体密度条件下，机收型玉米桥玉 8 号的籽粒灌浆特性均呈前期灌浆较慢、中期快、后期又变慢的

趋势。随着群体密度的增加，玉米籽粒含水量、籽粒破碎率、机收产量损失率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而对籽粒杂质率的影响没

有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不同群体密度条件下，产量变幅为 7396.3~8601.2kg/hm2，其中群体密度 6.75 万株 /hm2 时产量最高，

为 8601.2kg/hm2；穗长、穗粗、穗粒数、千粒重呈逐渐降低的趋势，倒伏率有所增加，秃尖也随之变长。从籽粒灌浆、机收指标、产

量及其构成因素分析来看，6.75 万株 /hm2 为机收型玉米桥玉 8 号的最佳群体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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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密度对机收型玉米灌浆、机收特性及产量性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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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传统收获主要依靠人工，劳动强度高、投入

成本大、耗费时间长。机械化粒收不仅能够解决农

村劳动力不足问题，又能够避免传统收获时间过长

遇阴雨天气造成籽粒霉变发芽，因此，玉米机械化粒

收是玉米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籽粒产量是玉米群

体效应的结果，而非玉米单株个体的表达，经过种植

密度变化能够调控玉米的群体结构，进而改变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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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迟播对小麦生产的影响
迟播、过迟播导致小麦播种质量不高，烂耕、烂

种现象增多，粗放播种面积加大，小麦田间出苗率

低，严重影响小麦苗情和分蘖，制约了江苏小麦产量

的提高。同时，推迟播种需要加大播种量，相应地增

加了种子成本，如宿迁市泗洪县、连云港市灌云县等

地区，农户小麦用种量都达到 30kg/667m2 以上，比

适期播种的成本增加了将近 1 倍；播种密度过大带

来很多负面影响，小麦产量低而不稳。

4　适期播种的建议和对策
4.1　通过种植早熟品种或水稻机插秧调节茬口　

控制前茬作物的成熟期是调整小麦播期最有效的途

径。江苏省稻茬麦种植面积大，一方面可以种植生

育期较短的杂交水稻，另一方面粳稻直播一定要选

用早熟品种；若种植产量水平高的迟熟品种，一定要

选用机插秧，才能够保证小麦适期播种 [1] ；亦可选

用稻套麦播种，控制好稻麦共生期，提高复种指数，

使稻麦周年高产高效 [3]。

4.2　轮作休耕调整小麦播种茬口　稻麦周年轮作

生产的情况下，水稻和小麦的迟收迟种相互影响并

产生恶性循环。当小麦播期太迟，来年无法达到预期

产量获得应有效益时，可选择适当比例的休耕一季

来调整茬口，如苏南地区 2016 年开始试点轮作休耕

政策，对调节小麦茬口、增加土壤肥力、提高播种质

量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促进了小麦单产水平和

生产效益的提高，2018 年全面推行和实施，轮作休耕

面积已达 8.33 万 hm2，占苏南小麦种植总面积的 1/3。
4.3　强化“抢收抢种”意识　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应

积极通过培训会议、技术指导等途径，加强宣传和引

导，提高农户在秋播过程中的“抢收抢种”意识，努

力压缩小麦迟播面积，降低迟播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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