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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麦 9 号 [1] 是临沂市农业科学院以临 044190
为母本、泰山 23[2] 为父本进行杂交，经过多年系谱

选育而成的小麦新品种。该品种具有高产稳产、抗

逆广适、品质佳等优良性状，于 2018 年通过山东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鲁审麦 
20180012。为了进一步规范其高产栽培技术，在大

面积试验示范和研究组装配套高产栽培技术的基础

上，结合本地小麦生产实际，研究制定了临麦 9 号高

产栽培技术规程，为该区域小麦高产稳产提供技术

支持。

1　特征特性
该品种属半冬性，幼苗半匍匐，株型紧凑，旗叶

上冲，抗倒伏性中等，熟相较好。生育期 230d，株
高 74.5cm，最大分蘖 1413 万 /hm2，有效穗数 586.5
万穗 /hm2，分蘖成穗率 40.2% ；穗长方形，穗粒数

34.0 粒，千粒重 42.3g，容重 793.6g/L，长芒、白壳、

白粒，籽粒硬质。条锈病和白粉病免疫，高感叶锈

病、纹枯病和赤霉病。越冬抗寒性好。籽粒蛋白质

含量 15.0%，湿面筋 38.1%，沉淀值 32.5mL，吸水率

64.2mL/100g，稳定时间 4.9min，面粉白度 72.9，品质

达到中筋优质小麦标准。　

2　产量表现
2012-2014 年参加山东省高肥区域试验，2 年平

均产量 8915.55 kg/hm2，比对照济麦 22 增产 4.3%。

2014-2016 年参加山东省小麦品种旱地组区域试

验，12 点汇总均增产，2 年平均产量 6979.5kg/hm2，

比对照品种鲁麦 21 增产 5.2% ；2017 年参加山东省

小麦旱地生产试验，12 个试验点的增产比例 100%，

平均产量 7299.00kg/hm2，比对照品种鲁麦 21 增 
产 5.7%。

由于该品种在中高肥水地和旱肥地小麦种植

区都表现出良好的丰产性，从 2018 年起在临沂市大

面积的示范推广，累计推广面积达 5.6hm2，一般中

高肥力麦区每 hm2 产量在 8250kg 左右，高产栽培产

量均超过 9000kg。2018 年 6 月在临沂市兰陵县芦

柞镇南头村百亩方高产攻关田进行了实打验收，每

hm2 平均产量达 10092kg，丰产潜力较大。

3　主要生育指标及产量结构
3.1　产量指标　指常年产量达到 7500~9000kg/hm2。

3.2　群体动态和产量结构指标　群体动态指标：基

本苗 225 万 ~270 万 /hm2，冬前总茎数 900 万 ~1050
万 /hm2，春季总茎数 1200 万 ~1500 万 /hm2。产量

结构指标：有效穗数 555 万 ~705 万 /hm2，每穗粒数

32~40 粒，千粒重 40~46g。

4　高产栽培技术
4.1　选种，种子处理　选用经提纯复壮的临麦 9
号种子，要求纯度≥ 99.0%，净度≥ 99.0%，发芽 
率≥ 85%，水分≤ 13.0%。选用有种衣剂包衣的种

子，没有包衣的种子需要药剂拌种，根据麦田常年病

虫害发生情况，可选用 50% 辛硫磷乳油 100mL，兑
水 5kg，拌种子 50kg，堆闷 3~4h，晾干播种，综合防

治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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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秸秆还田，整地　前茬是玉米的麦田，用玉米

秸秆还田机粉碎 2 遍，秸秆长度 5cm 左右。整地时，

采用1年旋耕1年深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土壤耕作。

土壤过湿，应耕翻晾垡，墒情适宜进行旋耕破碎；土

壤过干，应增加旋耕次数，要求耕后土地平整，无明

显坷垃，上松下实。

4.3　播种　播期　鲁东、鲁北地区适播期为 10 月

3-13 日，最佳播期为 10 月 5-10 日；山东其他地区

适播期为 10 月 5-20 日，最佳播期为 10 月 10-15 日。

播量　在适播期内，临麦 9 号基本苗 225 万 ~270 
万 /hm2。 播期推迟，播种量适当增加，每推迟 3d，
播量增加 7.5kg/hm2；播期提前，播种量减少，每提前

3d，播量减少 7.5kg/hm2[3]。播种方式　采用带镇压

装置的宽幅播种机进行种肥同播，行距 22~24cm，播

种深度 3~5cm。播种以 5km/h 的速度匀速行驶，不

漏播、不重播。播后镇压　秸秆还田的地块，小麦播

种后再用镇压器镇压 1~2 遍，以提高临麦 9 号的抗

旱、抗冻能力。

4.4　田间管理

4.4.1　冬前管理　查苗补种　小麦出苗后及时查苗、

补苗，对行内 10cm 以上缺苗断垄的地段，应及早（在小

麦 1~2 叶期）催芽补种，或在分蘖后疏苗移栽，补栽苗

应具有 2~3 个分蘖，移栽时，要上不压青，下不露白。

划锄镇压　小麦播种后遇雨形成土壤板结时，

应及时进行划锄，破除板结，辅助出苗。秋冬雨雪较

少、表土变干或坷垃较多时，应进行镇压。小麦返青

后进行划锄镇压，增温保墒，破除板结，促进根蘖早

发稳长。旺长麦田应镇压 2~3 遍。

防除杂草　11 月中下旬要及时防除麦田杂草。

根据麦田杂草发生情况，选择适宜药剂。阔叶杂草

每 667m2 用 75% 苯磺隆 1g 或 15% 噻磺隆 10g ；抗

性双子叶杂草用 20% 氯氟吡氧乙酸乳油 50mL，兑
水 30kg 喷雾防治；单子叶杂草用 3% 甲基二磺隆乳

油 30mL，兑水 30kg 喷雾防治；雀麦、看麦娘等杂草

用 10% 骠马乳油 40mL，兑水 30kg 喷雾防治。

控制旺长　对于旺长麦田，可在越冬前或者返

青前后进行机械镇压，控制旺长。

防治地下害虫　金针虫、蛴螬等地下害虫常年

为害较重的麦田，可用 50% 辛硫磷乳油制成毒土，

在耕种前撒施，或者小麦出苗后用 50% 辛硫磷乳油

1000 倍液顺垄浇灌。

浇越冬水　于 12 月上旬，日平均气温降至

3~5℃时，根据土壤墒情适时浇灌越冬水，提倡喷灌

或微喷，浇水 600m3/hm2 左右。浇水后，墒情适宜时

要及时划锄保墒。

4.4.2　春季管理　划锄镇压，防除杂草　早春及早

划锄镇压，增温保墒，破除板结，促进小麦快速生长。

旺长麦田应镇压 1~2 遍。春季防除杂草应于小麦

返青后，日平均温度在 10℃以上时防除麦田杂草。

化控防倒，适期追肥　旺长麦田或株高偏高的

品种，应于起身期喷施化控药剂，防止倒伏。小麦起

身拔节期间借墒沟施追肥或者趁天撒施追肥，一般

追施尿素 150~187.5kg/hm2。

预防倒春寒　小麦拔节后应密切关注天气预

报，如果遇到大幅度寒流天气，应在寒流来之前喷施

植物细胞膜稳态剂、复硝酚钠等植物生长调节剂，防

止小麦遭受冻害。如果没有提前预防，小麦受到冻

害，也应及时喷施上述药剂，促进受冻小麦尽快恢复

生长。

4.4.3　病虫害综合防治　在小麦孕穗期至灌浆期，

病虫害防治可采用一喷三防技术 [5]，一次防治白粉

病、锈病、蚜虫、防干热风。根据病虫害发生危害指数，

可用 10%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50g、15% 三唑酮可

湿性粉剂 1500g、磷酸二氢钾 1500g 兑水 450kg/hm2，

进行叶面喷雾防治，提高叶片和根系活力，增加千粒

重，提高小麦产量。

4.5　收获　用联合收割机在蜡熟末期至完熟初期

收获，麦秸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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