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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品种怀川 109 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杜立丰 1　雒志超 2　葛可可 2　李文举 2

（1 焦作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河南焦作 454000；2 河南怀川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焦作 454000）

摘要：怀川 109 是河南怀川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衡观 35 与良星 66 的杂交 F1 为母本，以百农 207 为父本进行杂交，采用系

谱法选育而成，2023 年通过河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豫审麦 20230068。通过对其品种特征特性、产

量表现进行分析，结合焦作市小麦高产创建经验，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高产高效种植技术，主要包括宽窄行匀播技术、水肥

一体化技术、全生育期磷钾平衡调控技术等，做到了良种、良机、良法配套，以期为该品种的推广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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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小

麦产量和质量的提高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河南省小麦常年种植面积超过 560 万 hm2，

约占全国的 1/5，年产量保持在 350 亿 kg 以上，担负

着我国粮食生产的重任 [1]。但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

剧，干旱暖冬、倒春寒、干热风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给小麦高产稳产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急

需培育出更多优质、高产、广适小麦新品种并研究其

配套高效栽培技术，才能更好地为小麦产业的发展

提供技术支撑。

怀川 109 是河南怀川种业有限责任公司选育出

的半冬性中早熟中筋小麦品种，产量三要素协调，具
基金项目： 河南省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Z20231811060）
通信作者：葛可可

商品性。储藏时应选择干燥通风的仓库，避免高温

和潮湿，同时注意防虫防鼠。做到定期检查，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以确保大豆的品质和储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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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产、稳产、广适等特点。该品种于 2023 年通过

河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

豫审麦 20230068，适宜在河南省高中水肥地块早中

茬地区种植。2022 年以来在河南焦作等地进行了

较大面积的试验示范种植，本文研究总结了其配套

高产高效栽培技术，以为实现该品种的大面积推广

提供技术保障。

1　品种特征特性
1.1　农艺性状　怀川 109 幼苗匍匐，叶色浓绿，分蘖

力中等，两极分化快，成穗多。全生育期 218.3~226.6d， 
比对照百农 207 早熟 0.4d。株高 74.6~81.9cm，株型

半紧凑，穗层整齐，熟相好。穗纺锤形，籽粒半角质、

饱满度好，短芒，白壳，白粒。亩穗数 37.7 万~39.3
万穗，穗粒数 34.9~37.8 粒，千粒重 45.9~46.8g。
1.2　综合抗性　2019-2021 年度按河南省农作物品

种审定标准要求进行抗病性鉴定，怀川 109 中抗条

锈病，中感白粉病、叶锈病、纹枯病，高感赤霉病。田

间鉴定冬季抗寒性一般，耐倒春寒能力较好，抗倒性

中等。

1.3　品质表现　2020-2021 年对怀川 109 进行品

质检测，2 年检测结果分别为：容重 802g/L、784g/L， 
蛋 白 质 含 量 13.9%、13.9%，湿 面 筋 含 量 29.8%、

31.4%，吸水量 56.1mL/100g、57.6mL/100g，稳定时

间 2.5min、1.8min，拉伸面积 39cm2、23cm2，最大拉

伸阻力 176E.U.、118E.U.，达到中筋小麦标准。

2　产量表现 
2019-2020 年度参加河南丰豫小麦品种试验

联合体冬水组区域试验，怀川 109 每 667m2 平均产

量 553.7kg，比对照品种百农 207 增产 2.4%，增产点

率 68.8%；2020-2021 年度续试，平均产量 553.8kg，
比对照品种百农 207 增产 3.7%，增产点率 85.7%。

2021-2022 年度参加河南丰豫小麦品种试验联合体

冬水组生产试验，每 667m2 平均产量 644.9kg，比对

照品种百农 207 增产 4.6%，增产点率 73.3%。

3　配套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怀川 109 适宜在河南省高中水肥地块早中茬地

区种植，近两年在焦作等地进行了较大面积的试验

示范，具有籽粒产量 12000kg/hm2 的生产潜力。

3.1　良机良法配套，提高耕种质量　随着农业现代

化进程加快，我国小麦的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97%，

小麦生产全程机械化已经成为现实，良机良法配套

成为小麦高产高效生产重要举措，机械化、智能化的

种植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种植效率和农民收益 [2]。传

统小麦生产过程是“三分种、七分管”，而现代小麦

生产已经转变为“七分种、三分管”，保障一播全苗、

苗齐、苗匀是夺取小麦高产的基础，整地和播种质量

成为小麦生产最重要的环节。

3.1.1　精细整地，培肥地力　选用适宜的整地机

械进行土地深耕、科学施肥、精细整地，连续旋耕

2 年的地块必须进行深耕或深松 [3]，耕地深度为

25~30cm，同时要耙平、压实；旋耕整地的麦田必须

在旋耕后镇压、耙实，旋耕深度不小于 15cm[4]。有

条件的地块可选择采用大型联合整地机械，一次性

完成深耕、耙平、镇压等工序，减少机械进地次数，提

高耕作质量。整地时施入有机肥 15000kg/hm2 作底

肥可提升地力，不用或少用化肥，以减少土壤板结和

环境污染。前茬玉米秸秆还田要做到切碎、撒匀、深

翻、压实，同时施入秸秆腐熟菌剂或增施一定的氮

肥，切实提高秸秆还田质量。

3.1.2　适期适量，精准播种　播种做到“三适一

准”，即适期、适量、适深、精准行距播种，切实提高

播种质量。选用播种、施肥、镇压一体化机械，利用

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等先进技术，精准调整播种

行距与深度，以确保播种质量和一播全苗。怀川

109 在适宜生态区连续 5d 滑动平均气温降至 16℃
时即可播种，可视情况适当晚播 3~5d。采用宽窄行

（13cm×20cm）或等行距宽播幅（20cm+5cm 幅宽）

模式播种，播种深度在 3~5cm 之间，播种量 112.5~ 
150.0kg/hm2，保证基本苗 210 万~240 万株 /hm2。

在土壤墒情极差、不能出苗时可适当浅播，播种后 
每 hm2 立即浇“蒙头水”375m3；在土壤墒情较差、

不能保证出苗均匀时可适当深播，播种后 3~4d 浇

“蒙头水”300m3，根据土壤类型适当调整灌水量，

以确保一播全苗、苗齐、苗匀。因降雨等原因造成晚

播时，可适当增加播种量，晚播超过 1 周时要逐步增

加播种量，1 周后每推迟 2d 增加 7.5kg/hm2，但最大

播量不得超过 250.0kg/hm2。

3.1.3　施好种肥　播种前使用噻虫嗪 + 苯醚甲环 
唑 + 咯菌腈等杀虫、杀菌剂进行药剂拌种，可有效

防治金针虫、小麦纹枯病等地下害虫和土传病害，降

低病虫害越冬基数。利用种肥代替基肥可提高肥料

利用率，按测土配方施肥总量（以氮计）的 20%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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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肥，种肥使用氮、磷、钾配比为 1∶2∶1 的复混肥，

施在距种子侧下方 5~8cm 处，既能避免烧苗，又可

有效促进小麦苗期根系的发育和养分的吸收，促进

苗匀、苗壮。

3.2　科学水肥运筹　小麦生产采用水肥一体化技

术，即利用自动化喷灌设施，根据土壤墒情和小麦

生长阶段精准补水，避免过量灌溉；结合灌溉进行

施肥，实现水肥同步，减少浪费，提高水分和肥料

利用效率。通过科学的水肥运筹，小麦产量和品

质能够得到显著提升，可实现节水 30%~40%、节肥

20%~30%，水分和肥料利用率分别提高 40%~60% 和

30%~50%，增产 15%~30%，水肥流失减少 70%[5]。

3.2.1　实施全生育期磷钾调控技术　合理施用

磷、钾肥能提高小麦的综合抗逆性和氮肥利用

率，从而提高小麦产量 [6]。应遵循“少基多追，前

氮后移”的施肥原则，基肥（种肥）占总施肥量的

20%、追肥占 80%，在小麦返青期、拔节期和孕穗

期结合灌溉分 2~3 次进行追肥，可促进养分的高

效利用。结合怀川 109 小麦生长特点，在拔节后

期和抽穗前结合灌水每 hm2 分别追施平衡水溶

肥（氮 ∶ 磷 ∶ 钾 =20∶20∶20）225kg 和 高 氮 肥 
（氮∶磷∶钾 =30∶10∶10）150kg，可有效降低株高，

提高分蘖成穗率，增加粒重；在拔节期、孕穗期、齐穗

期和灌浆期结合病虫害防治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

3kg，可增强其抗倒春寒和灌浆期抗干热风的能力。

3.2.2　合理精准灌溉　根据河南省气候特点和怀

川 109 的生长特性，采用微喷或滴灌方式于全生育

期补水 1450m3/hm2，可确保小麦高产、稳产。越冬

期、拔节期和孕穗开花期是小麦需水的关键时期，要

根据田间墒情、苗情和天气情况进行水分管理。当

日平均气温降至 3℃ [7]、土壤含水量低于 60% 时， 
每 hm2 及时浇越冬水 450m3，以提高小麦抗寒性，促

进小麦根系生长；根据降水、土壤墒情（土壤含水量

低于 70% 时）和小麦长势在拔节后期和抽穗前分别

灌水 500m3，能确保小麦分蘖成穗和大穗、多粒；在

小麦开花后到灌浆前期根据降水和土壤墒情可适

当补水，一般不超过 300m3，灌水前关注天气，避免 
倒伏。

3.3　精准防控病虫草害　加强病虫草害监测，实施

科学精准防控是确保农作物健康生长和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的重要措施。利用先进的农业遥感监测技 
术 [8] 和防控技术装备，使得小麦病虫草害早期精准

监测、科学高效防控作业已成为现实。利用无人机

遥感技术进行小麦田病虫草害和长势监测，根据监

测结果生成处方图，再利用无人植保机进行精准喷

药、施肥，可有效减少作业次数、避免小麦遭受机械

损伤，提高收益 10%~15%[9]。适期播种出苗后 45d
用无人机遥感监测田间杂草密度和种类，及时开展

化学除草，节节麦等麦田恶性杂草尽量在冬前进行

防除；小麦返青后及时利用卫星和无人机监测小麦

田病虫草害和小麦长势情况，及时实施精准防控；在

小麦抽穗到开花期结合监测数据，用吡虫啉 + 甲基

硫菌灵 + 磷酸二氢钾进行 1 次“一喷三防”，重点防

治蚜虫和赤霉病等。

怀川 109 具有优良的综合性状，通过对其栽培

技术的不断优化和完善，做到良种、良机、良法配套，

可进一步挖掘其生产潜力，从而实现高产高效的生

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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