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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冬麦区北缘小麦高产典型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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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北京 100029）

摘要：北京市克服北部冬麦区北缘气候劣势，在窦店村实现了小麦单产连续 14 年位居全市之首，并创造了 752.5kg/667m2

的小麦单产北京纪录。这一成绩得益于十项核心技术的应用、五大保障措施的实施以及五项创新模式的推广，共同打造出高

产、高效的小麦生产样板，并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推广应用，有效提升了小麦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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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冬麦区是我国小麦主产区之一，小麦种植

面积占到了全国总种植面积的 60%[1]。北京市地处

我国冬小麦产区的最北边缘，在小麦研究和生产领

域占有重要地位 [2]。北京也是冬小麦—夏玉米一年

两熟制区域的最北边缘，一茬有余、两茬不足，光照、

积温、降水等气候资源与全国粮食主产区差异较大，

小麦、玉米产量潜力与黄淮海其他地区也相距较远，

受气候影响单产提升面临较大挑战。

近年来，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针对限制粮食

单产提升的因素，主动作为，强化科技攻关，连续多

年在北京市窦店村开展高产攻关项目，窦店小麦单

产连续 14 年居全市最高水平，在我国北部冬麦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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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种植适应性好、高产、优质、抗逆性好等综合性状

的品种，在多个示范展示区域、多种土壤类型和气候

条件推广种植后，除产量增加外，面粉加工企业收购

价格较普通小麦提高 10%~15%，农民每 667m2 收

益可增加 200~300 元，有效带动了当地小麦产业升

级和农民增收。在玉米种植领域，筛选出的优良品

种为种植户带来了较高的收益，同时也为本地种子

企业的品种选育和引进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参考标

准，促进了种子企业与科研院校、农业生产部门之间

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渭南市种业创新体系的建设

和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区域农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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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创造了单产纪录。开展高产攻关项目不仅进一步

挖掘了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潜力，还充分发挥了示

范引领作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北京贡献。

1　关键技术
1.1　培肥地力，奠定连年创高产的基础　从土壤

监测结果来看，窦店村土壤肥力总体处于高肥力水

平，耕层平均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含量分别

较 2020 年全市粮田提高 113.2%、17.8%、119.8% 和

65.6%，特别是耕层有机质含量达到 2mg/kg 以上。

耕层土壤肥力提升的主要原因是实施了种养结合的

模式，即秸秆过腹还田，小麦秸秆及青贮玉米喂养肉

牛，牛粪尿生产有机肥或经过熟化后还田，提高了土

壤肥力。经持续多年培肥地力，肥沃的土壤奠定了

窦店村连年获得高产的土壤基础。

1.2　精细整地，创造一播全苗的土壤条件　窦店村

依托自有农机队，耕种管收各环节农机具齐全，农机

手固定、技术水平高，农机作业质量好。整地程序：

一是浇足底墒，使土壤相对含水量达到 75% 以上；

二是重耙灭茬，粉碎上茬青贮玉米根茬至细碎柔软；

三是每 667m2 抛撒有机肥或腐熟牛粪 3t、复合肥

（N∶P2O5∶K2O=20∶10∶15）40kg，部分地块加施

硫酸锌 2.5kg；四是翻耕深度 30cm，打破犁底层，使

粉碎的根茬、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合；五是轻耙切碎坷

垃，拉平土壤，使秸秆与土壤混合均匀，达到耕层土

壤细碎，表层平整，上虚下实，创造一播全苗的土壤

条件。

1.3　精选良种，落实拌种综防技术　一是精选品

种，及时更换市场需求量大的品种，实施籽种订单生

产。二是精选种子，播种前精选种子，筛除瘪粒、破

粒、草籽和其他杂质，确保种子均匀一致；晾晒种子，

提高种子发芽率和发芽势，为壮苗奠定基础。三是

拌种综防，播前用杀虫剂 + 杀菌剂 + 生长调节剂拌

种，防治地下害虫和苗期蚜虫等虫害，预防苗期病

害，促进多长根、长壮根、长壮苗。

1.4　平衡施肥，保障养分供应　以产定肥，平衡施

肥，如要使小麦全生育期产量达 600kg/667m2 以上，

每 667m2 需施纯氮 18kg、五氧化二磷 10kg、氧化钾

8kg，中后期结合植保措施喷施叶面肥，后期增喷磷

酸二氢钾。

1.5　精细播种，构建高产群体　播种时间为 9 月

28 日至 10 月 8 日，每 667m2 基本苗 25 万~35 万，

实现适期适量播种。播深 3~5cm，采用 24 行、行距

12.5cm 的动力驱动耙精量播种机播种，播种过程

避免随意启停，以确保无堆苗现象，并防止整幅地

块出现缺苗。在并行作业或掉头时，需妥善调整划

印器，保证不重行、不漏行。田间出苗应达到苗全、

苗齐、苗足、苗匀、苗美标准，具备获得高产的苗情 
基础。

1.6　两项抗逆技术保小麦安全越冬　越冬前在 11
月下旬每 667m2 浇灌越冬水 30~40m3，使小麦分蘖

节处在湿土中越冬。越冬期 12 月上中旬和 2 月下

旬适时实施两次冬季镇压，冬初破碎坷垃、沉实土

壤、弥缝保墒，冬末抑制干土层发展、提墒保墒，保苗

安全越冬。

1.7　高效植保综防技术防治病虫草害　除拌种综

防技术外，起身期结合化学除草喷施除草剂、杀菌

剂和叶面肥（或生长调节剂），实现除草、防病和促

控管理，以构建健壮植株和合理群体结构；抽穗期

结合吸浆虫防治，灌浆期结合蚜虫防治，喷施杀虫

剂 + 杀菌剂 + 磷酸二氢钾，起到防虫、防病和增加

粒数，延缓植株衰老，抵御干热风影响，提高粒重的 
目的。

1.8　因苗因墒水肥一体化促控管理　当返青期群

体在 100 万 /667m2 以上时，若墒情适宜，则不进行

肥水管理，肥水管理的重点时期放在拔节期；返青期

群体在 80 万 /667m2 以下时，则在返青期和拔节期

进行两次水肥一体化管理，促进多成穗、多成粒，奠

定获得高产的群体结构。

1.9　因墒浇好灌浆水，保障正常灌浆　为确保正常

灌浆，应在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 70% 时，每 667m2

浇灌浆水 30m3 左右，并结合水肥一体化技术，喷

施浓度为 0.2% 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既能维持土

壤的适宜墒情，又能促进小麦正常灌浆，从而提高 
粒重。

1.10　调整好收割机以减少收获损失　适时收获，

收割前调整好收割机割台系统、脱粒系统和清选系

统，减少因田间落粒、秸秆夹杂籽粒和穗头脱不干净

造成的损失，使损失率、杂质率和破损率低于国标要

求，实现减损保增产。

2　保障措施
抓好监测，掌握苗情长势。建立定位监测点，开

展苗情、墒情和灾情监测，因苗因墒提出管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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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苗情转化升级。体系联动，综合解决问题。牵

头构建行业协同工作机制，协调市区推广、土肥、植

保、农机等部门综合解决技术问题。专家会诊，分类

施策管理。先后多次组织各行业专家，会诊把脉粮

田“三情”，分类施策指导，进行科学管理。农气融

合，因天服务生产。农业与气象部门联合，积极应用

气象产品，规避灾害天气，利用有利天气，实施因天

管理。田间指导，服务科学种田。市区农技推广部

门技术人员积极到田间进行有针对性的服务指导，

以解决生产问题。

3　创新模式
3.1　集体经营，便于技术落实　窦店村土地确权到

每家每户，由村成立的农工商总公司进行集中经营，

便于技术的落实与应用，小麦生产中采取“八统一”

管理模式，即统一农机、统一整地、统一品种、统一肥

料、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收获、统一销售，小麦

每 667m2 效益在 1000 元左右。

3.2　村委重视，促进产量连增　村党委重视农业、

重视粮食、重视专家、重视科技，始终将粮食生产放

在重要位置，“三秋”“三夏”等关键时期村委领导

亲自开会布置、现场督导，实实在在抓生产，抓科技

落实，给各农场制定产量目标任务，实施两奖一补激

励措施，促使各农场比管理、比技术、比产量、比效

益，奠定了全村小麦单产 14 年连增基础。

3.3　机制完善，种粮氛围浓厚　窦店村成立农工商

总公司，由农业经理全面负责管理各农场主、协调

农业生产，配备专职技术人员负责全程粮食生产技

术指导及落实；各农场实行农场主负责制，独立核

算，按村任务上交营业额，产量越高、效益越好的农

场主获得奖励越多，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种粮 
氛围。

3.4　装备配套，种好粮有保障　一是配备专职农机

服务队，拥有先进的耕整地机械和德国进口动力驱

动耙小麦精量播种机等农机装备，维修、调试、使用

技术专业，作业质量高，农机农艺融合技术落实到

位。二是配备地埋式喷灌、滚移式喷灌等先进的水

肥一体化装备，在全市最早应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实

现肥水高效利用。三是在每个农场建设场院、烘干

塔（炕）、清选机及贮藏库等产后设施，粮食收获后

损失小。

3.5　创新发展，引领北京粮食生产方向　一是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窦店村每年从下属公司上缴

的利润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更

新装备等，实施企业反哺农业，促进共同发展；申请

项目资金将粮食生产农场打造成现代农业产业园，

修建了田间道路，进行路边园林美化，地角也修建了

观景台等设施，打造成了优质生产田、优良生态田、

优美景观田于一体的“三优田”，农场成了市民体验

农业、回味乡愁的新去处。二是绿色发展，种养结合，

循环发展，农场取得绿色生产认证，实现高产高效与

可持续发展的统一。三是共同富裕，打造美丽乡村

发展新模式。土地确权，集体经营，打造籽种繁殖基

地，实施品牌化发展，高产高效，村民分红，实现共同

富裕发展。

窦店村自 2011 年起小麦单产突破千斤以来，

已实现单产十四连增，且每年都蝉联北京单产冠军，

2022 年起全村小麦每 667m2 平均产量突破 600kg，
2022-2024 年小麦高产攻关田连续 3 年单产突破

740kg，分别为 746.2kg、752.5kg 和 742.3kg，在我国

北部冬麦区北缘创造了单产纪录。北京市将窦店村

作为全市高产高效生产样板，及时将窦店粮食生产

的新装备、新技术、新品种、新经验在媒体进行宣传，

举办培训观摩，扩大技术在全市的辐射应用，促进小

麦大面积单产提升，2023 年全市冬小麦单产比 2021
年提高了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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