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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kg 喷雾，以防治蚜虫。

5　收获与贮藏  
茎叶呈现黄色时，中基部叶片枯萎，薯皮老化，

薯块易从脐部脱落时及时收获，尽量减少人为的机

械损伤。收获后先在遮光通风处放置一段时间再入

窖，入窖前清除病、烂薯和有伤口的薯块，然后装入

网袋，码放于经过清洁、消毒处理的贮藏窖，留出通

道和操作道 [5]。窖内堆放不应超过窖体的 2/3，窖温

保持在 1~3℃，注意通风换气，定期检查倒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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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陵农场小麦绿色高效栽培技术及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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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单介绍了兰陵农场的气候条件、土壤质地、耕层养分含量以及小麦绿色高效栽培的背景和技术模式，主要论述了

小麦从播种到收获整个过程的技术规范，并简单分析了兰陵农场小麦绿色高效栽培的效益。

关键词：小麦；绿色高效；栽培技术；效益分析

兰陵农场位于鲁南地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

候区，该地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夏热多雨，耕作制

度为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常年降雨量约 820mm，

年日平均气温 13℃左右，无霜期约 197d，积温完全

保证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作物一年两熟所需的热量

条件。

兰陵农场现有土地 567hm2，耕地面积 400hm2，

土壤质地为砂浆黑黏土，土壤耕性比较差。近几年，

经过年年秸秆还田，培肥地力，土壤结构得到改良，

耕层养分含量逐年提高，有机质含量达到 2.0% 以

上，碱解氮约 120mg/kg，有效磷 30mg/kg 左右，速效

钾约 200mg/kg，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和大豆。前些

年，为了达到高产的目标，小麦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资源环境破坏持续增强，小麦安全生产问题也日益

突出。近几年，各级农业部门都提倡绿色高效栽培，

保护环境资源，兰陵农场积极响应，努力探索研究小

麦绿色高效栽培技术，经过几年的试验示范，总结出

一套小麦绿色高效栽培技术。

1　技术模式
一是推广高产稳产多抗优质品种，充分发挥品

种的增产和抗逆能力。二是通过保护性耕作，采取

深松、少免耕技术，保护环境资源。三是推广宽幅精

量播种等技术，达到苗齐、苗匀、苗壮，减少种子投

入。四是采取节水灌溉、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

氮肥后移、提高肥料利用率，持续培肥地力，降低肥

料成本投入。五是推广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技术，集

成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种子包衣、“一喷三防”全程

病虫害统防统治技术，控制小麦纹枯病、锈病、白粉

病、赤霉病、吸浆虫等重大病虫害的发生，减轻病虫

草危害，减少农药成本投入，保证粮食生产安全。六

是推广“六统一”标准化管理，统一品种布局、统一

种子供应、统一田间管理、统一收获晾晒、统一加工

入库、统一回收销售，提高工作效率 [1]。

2　 技术规范
2.1　播种阶段

2.1.1　种子选择与处理　选择高产优质多抗小麦

新品种，精选后用立克秀（6% 戊唑醇）+ 帅苗（30%
氯氰菊酯）对种子进行包衣处理，包衣比例为：立克

秀∶帅苗∶种子 =3∶1.5∶10000。包衣后每 667m2

只需增加成本 0.9 元左右，就可以有效地预防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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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是一项比较环保的植保措施。

2.1.2　整地、播种和施肥　兰陵农场属于砂浆黑黏

土，土壤耕性非常差，为了做到保护性耕作和节省

农时，一般都隔年进行深耕，根据土壤墒情和耕性采

取 2 种措施，对往年已经深耕的部分地块进行免耕

直播，其余地块进行秸秆还田，然后结合施肥深耕松

土，整好地后进行宽幅精播，来年 2 种措施再交错实

施。播种时间一般在 10 月 10-15 日，每 667m2 播

种量为 7~8kg，播种深度 3~4cm，播种结束后随即进

行镇压。根据产量目标和土壤养分含量，基肥使用

量为尿素 15kg、磷酸二铵 20kg、氯化钾 10kg。每隔

2~3 年加 1 次微量元素，硼肥和锌肥。

2.2　冬前管理

2.2.1　冬前除草　一般在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上旬，

麦田杂草已基本出齐，到田间进行调查，根据草群种

类选择合适的除草剂，选择无风暖和的天气，日平均

气温 5℃以上时进行化学除草，阔叶类杂草每 667m2

用藤净 70g（8.5% 氯氟吡氧乙酸 +34% 2 甲 4 氯异

辛酯）进行化学除草；雀麦、节节麦等禾本科杂草用

世玛（甲基二磺隆）25~30mL。
2.2.2　浇越冬水　进入冬季气温逐渐降低，为保证

小麦冬季有适宜的水分供应，巩固冬前分蘖，稳定

地温、保证小麦安全越冬，在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

“夜冻日消”日平均气温 3℃时，浇越冬水。如果浇

水过早会造成苗期徒长，浇水过晚会造成冻害。

2.3　春季管理

2.3.1　病虫害防治　早春在 3 月上旬（起身期至

拔节初期）防治小麦纹枯病、白粉病、红蜘蛛、蚜虫

等病虫害，结合防后期倒伏添加助壮素或其他植

物生长调节剂，缩短茎基部节间长度，增强抗倒伏

能力。经过包衣的种子苗期纹枯病很少或轻微发

生，一般用药方案为：每 667m2 用 20% 三唑酮乳

油 60~70mL+7.5% 氯氟吡虫啉 30~35mL+ 助壮素

20~40mL 兑适量水喷雾。

2.3.2　追肥浇水　在 3 月下旬至 4 月初（小麦拔节

至拔节后期）小麦分蘖开始两极分化时，每 667m2

追施尿素 15~20kg，深施覆土，大穗型分蘖较少的品

种可适当早追，增加分蘖成穗率，多穗型群体适宜的

品种可适当推迟。如遇干旱天气，追肥结束后，随即

进行浇水，既能充分发挥肥料的利用率，又能预防倒

春寒造成冻害，还能保证孕穗期水分供应 [2]。

2.4　中、后期管理　4 月下旬至 5 月初（小麦抽穗

至扬花期）进行“一喷三防”：防病、防虫、防早衰，重

点防治小麦赤霉病、锈病、白粉病、小麦蚜虫、红蜘

蛛、小麦吸浆虫等，同时喷施叶面肥延长绿叶功能

期，防止早衰。本次操作一定要把握好小麦赤霉病

和吸浆虫防治的关键时间，做到抽齐穗（或见花）就

打。具体用药措施为：每 667m2 用 25% 氰烯菌酯

100mL+20% 三唑酮乳油 60~70mL+7.5% 氯氟吡虫

啉 30~35mL+ 磷酸二氢钾 100g，先把母液兑均匀，

再混在一起加适量水混合喷雾。

2.5　适时收获　如果做商品粮处理，最佳收获时期

在蜡熟末期；若生产的是种子，为了提高发芽率，必

须在完熟期收获，水分在 13.0% 以下方可入库。

3　效益分析
经过保护性耕作、测土配方施肥、病虫草害综

合防治等绿色高效栽培技术，保护了资源环境、节约

了种子、肥料和农药的投入，提高了生态效益、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根据 2016 年农资价格情况经济效

益分析如下。

3.1　目标产量收益　以每 667m2 产量为 600kg、价
格 2.4 元 /kg 计算，合计 1440 元（如果按生产小麦

种子计算，每 1kg 种子比商品粮多 0.4 元，每 667m2

可多收入 240 元，合计 1680 元）。

3.2　成本投入　每 667m2 成本投入 767 元（如果生

产种子成本投入 777 元）。其中土地租赁费约 500
元（年租赁费 750 元），肥料费用约 120 元，农药费

用约 27 元，种子 20 元，灌溉约 20 元，其他机耕、播

种、收割费用约 80 元（如果生产小麦种子需加去杂

去劣人工等费用 10 元）。

3.3　纯收益（农业政策补贴和自己用工不计）　每

667m2 纯收益 673 元（如果生产小麦种子每 667m2

均纯收益 903 元）。每个农户经营耕地 6.67hm2，每

年种植小麦纯收入能达到 67300 元，如果生产小麦

种子，纯收入能达到 90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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