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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麦 20 是根据河南省小麦生产、生态实际情

况，围绕“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的育种目标，以高

产、抗病、矮秆矮开 79 为母本，以高产、大穗、大粒开

麦 14 作父本，经过科学选配杂交亲本，通过有性杂

交和系统选育而成的弱春性小麦品种。具有高产

稳产、矮秆抗倒、适应性广、抗病性强、生育期适中

等特点。2011 年通过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

会审定，审定编号：豫审麦 2011006，2016 年 5 月获

国家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品种权号 CNA20100354.6。

该品种自审定以来，在生产上得到了大面积推广应

用，综合性状表现突出。近年来的推广应用表明，开

麦 20 具备 4 方面优点：一是产量构成三要素（亩穗

数、穗粒数、千粒重）协调能力强；二是分蘖力较强，

成穗率高，株型紧凑，穗层整齐，小穗紧密，结实性

好；三是后期灌浆速度快，叶功能期长，活秆成熟，

长相清秀，成熟落黄好，抗干热风能力强；四是综合

抗性好，中抗白粉病、叶枯病。结合生产实践，现将

开麦 20 高产栽培技术要点总结如下。

1　特征特性
开 麦 20 属 弱 春 性 中 早 熟 品 种，全 生 育 期

229.5d，比对照偃展 4110 晚熟 0.2d。幼苗直立，苗

势壮，叶色浓绿，冬季耐寒性好，春季起身拔节早，

抽穗较早；分蘖力较强，成穗率高。旗叶较宽、上

举，麦脚利落，长势、长相好；株高 75cm，株型较紧

凑。灌浆期穗色发黄，穗层整齐，长方形穗，小穗

较密，结实性好，子粒半角质、白粒，饱满度较好；

后期灌浆速度快，叶功能期长，活秆成熟，抗干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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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力强。每 hm2 穗数 570 万 ~660 万穗，穗粒数

为 34~40 粒，千粒重 44g。该品种综合农艺性状

优良，产量三要素协调，叶功能期长，成熟落黄好。

2008 年经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测

试：容 重 806g/L，蛋 白 质（干 基）14.68%，湿 面 筋

31.3%，降落数值 377s，吸水量 54.5mL/100g，形成

时间 2.9min，稳定时间 2.7min，沉淀值 54.2mL。硬

度 56HI，出粉率 70.6%。2009 年经河南省农科院

植保所成株期综合抗性鉴定和接种鉴定：中抗白粉

病、叶枯病，中感条锈病、叶锈病和纹枯病。

2　高产示范产量表现
2016-2017 年 在 河 南 省 通 许 县 玉 皇 庙 镇、尉

氏县庄头镇和开封市祥符区，建立了开麦 20 千亩

示范方和高产攻关田。经专家测产，千亩示范方

每 hm2 平均产量 8928.90kg，高产攻关田最高产量

9512.25kg。

3　高产栽培技术
3.1　精细整地，科学平衡施肥　采用合理的耕作技

术进行播前整地，使麦田达到适宜耕层深度、土壤松

紧度，可协调地块水肥气热，为开麦 20 全苗、壮苗创

造良好的生长发育环境。黄淮麦区自然条件复杂，

土壤种类繁多 [1]，生产上水肥地深耕以 25~30cm 为

宜，2~3 年深耕 1 次为宜；丘陵旱地一年一熟地采用

“三耕法”，一年两熟地采用“浅 - 深 - 浅中耕法”；

黏土地采取少耕措施，一犁多耙，早耙早耕。因此，

在麦田整地时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

整地技术，以深耕为基础，少耕为方向，多耙细耙，不

留明暗坷垃，达到上松下实，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进

行合理耕作，为开麦 20 保墒保苗、提高土壤水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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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良好的条件。

小麦生长发育需要多种养分，科学平衡施肥对

小麦高产有重要作用。为满足开麦 20 苗期健壮生

长和中后期壮秆大穗对养分的需求，生产上必须施

足底肥，注意有机肥和氮、磷、钾合理配比。耕前施

足基肥，每 hm2 施充分腐熟的优质有机肥 3 万 kg ；

全生育期施纯氮 225kg、五氧化二磷 120kg、氯化钾

120kg。其中，有机肥和全部磷肥、钾肥、60% 氮肥

作为底肥施用，剩余 40% 氮肥作为追肥于下年春天

小麦返青拔节期施用。由于开麦 20 春季起身拔节

早，抽穗较早，后期灌浆速度快，所以要根据田间长

势尽早追肥。

3.2　适期、适量、足墒播种，建立高产群体结构　小

麦适期播种能有效利用资源，形成发达根系和健壮

大分蘖，培育壮苗，可以有效增强抗逆性、提高成穗

率、培育壮秆大穗，为大面积均衡增产奠定基础 [1]。

大面积生产上，应结合当地秋播气候及茬口等具

体情况，在适宜时期内播种。开麦 20 为弱春性品

种，在黄淮麦区适宜播期为 10 月 10-30 日，最佳

播期 10 月 15 日左右。小麦适量播种，合理密植，

可以充分利用光能有效提高光合效率，协调小麦生

长发育与环境条件、群体与个体的关系。研究表

明，提高穗粒数、增加穗数是开麦 20 高产的有效途

径，开麦 20 在密度为 6750~7500kg/hm2 水平下表

现最好 [2]。小麦播种前应根据播期、地力水平等具

体情况确定其播种量，高肥力地块每 hm2 适宜播量 
120~135kg，中低肥地块播量 180~225kg，延期播种

时最佳播量按每推迟 3d 增加 7.5kg。开麦 20 要求

足墒播种，播种时大田土壤最佳含水量根据不同土

质而定：两合土 18%~20%，黏壤土 20%~22%，黏土

22%~24%。生产上开麦 20 在足墒、精细整地条件

下适期适量播种，能有效协调产量三因素，确保高

产群体的建立。

3.3　田间分期分类管理，确保苗全、苗匀　田间管

理措施对小麦生长发育和后期产量表现具有决定性

作用。根据特征特性，小麦生长发育期大致分 3 个

阶段：前期（出苗至起身期）、中期（起身至抽穗期）、

后期（扬花至成熟期）。在前期阶段，冬前应查苗补

种确保苗全苗匀；生产实践中，根据苗情及时作出判

断，采取有效措施因苗分类管理，促弱转旺，控制旺

长；结合当地墒情，适时适量冬灌，确保安全越冬。

冬后返青期加强中耕锄划，增温保墒；根据苗情，合

理施肥浇水；返青水应在 5cm 地温稳定在 5℃以上

冻土化透后浇，以防冻害发生。在中期阶段，抓好起

身和拔节期管理，确保茎叶健壮生长。起身期阶段，

群体较小生长较弱的情况下，可结合浇水，重施起身

肥，以 300kg/hm2 标准氮肥为宜；在群体过大、生长

过旺，具有倒伏危险的情况下，需控制肥水，也可采

取深锄、镇压等方式防止倒伏。拔节期浇好拔节水，

针对群体较小的麦田重施拔节肥，以每 hm2 施尿素

225kg 为宜。后期阶段是小麦产量形成的重要时期，

需浇好灌浆水；结合实际情况对墒情不好的地块浇

1 次抽穗水；针对田间持水量不足 60% 的麦田浇麦

黄水。

3.4　防治病虫草害，确保高产　开麦 20 中抗白粉

病、叶枯病，但中感条锈病、叶锈病和纹枯病。因此，

在 拔 节 期 每 hm2 将 20% 纹 霉 净 2.25~3.0kg 或 5%
井冈霉素 6.0~7.5kg 与水 300~375kg 充分混合溶解，

使用弥雾机喷雾，保证药剂喷洒到茎基发病部位，从

而有效防治纹枯病发生。在抽穗扬花期每 hm2 将

75%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0.1kg+25% 粉锈宁可湿性

粉剂 0.035~0.06kg 与水 900kg 充分混合溶解，使用

手动喷雾，防治条锈病和叶锈病。粉锈宁除防病外，

还能有效延缓叶片衰老，增强光合作用，提高光合效

率，增产效果明显 [3]。抽穗扬花期，锈病防治可与麦

蚜防治相结合，粉锈宁与抗蚜威混合使用，从而有效

降低防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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