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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河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经过认真准备，与2011年8月22日在郑州召开了全省小麦生产技术研讨会
，省农业厅巡视员雒魁虎和有关专家及农技推广人员7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河南小麦生产技术新探
索》依据有关专家和农技推广人员研讨交流材料的梳理和总结。
《河南小麦生产技术新探索》既有各地小麦生产实践和取得丰收经验的总结，也研究探讨了新形势下
小麦优质高产配套栽培技术，以期为河南小麦生产持续增产提供经验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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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小麦持续增产潜力及实现途径许昌市小麦生产的基本经验存在问题及其对策从持续干旱条件下小
麦单产创新高谈农业应变管理技术叶面喷施“生命素”对小麦根茎生长及产量的影响河南省旱地小麦
生产情况存在问题及成效超强筋小麦新品种“新麦26”播期播量组合试验研究植物生长调节剂及全营
养液对小麦不同粒型品种物质流的调控效应研究冬小麦高产生理研究进展立足避灾减灾创新小麦生产
发展技术途径和措施河南省稻茬麦生产情况及对策建议安阳市小麦高产再创新高的做法与启示驻马店
市夏粮增产原因分析与建议丘陵旱地小麦丰产技术探讨小麦宽幅精播耕作方式研究与分析焦作市小麦
高产栽培技术实践开封市当前小麦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豫东南高产麦区小麦简化栽培技术小
麦冻害的发生及预防补救措施小麦抗逆应变管理技术探析邓州市小麦高产的障碍因素及应变措施鹤壁
市小麦持续增产的要素分析焦作夏粮“九连增”的经验及进一步提高夏粮产量的途径关于2011年南阳
市夏粮生产再超70亿斤的思考洛阳市旱地小麦丰产稳产栽培技术探讨秸秆还田存在的问题及关键技术
邓州市近几年灾害性天气对小麦产量的影响分析宽幅播种对强筋小麦产量和品质影响的试验研究河南
省滑县优质小麦高产栽培技术规程洛阳旱地小麦新品种适应性研究漯河市2011年小麦增产因素浅析连
年旋耕耙整地对旱地小麦产量及性状的影响对南阳小麦生产发展的思考与展望浅析豫西南旱作区小麦
中产变高产的对策小麦全蚀病的发生及其防治对策浅谈大旱之年小麦高产的经验——2010～2011年度
永城市小麦生产特点与经验沿黄稻区免耕小麦化控壮苗增产技术探讨小麦保护性耕作技术研究与分析
林州市小麦生产中存在问题及发展建议谈永城市小麦生产发展阶段与实现新跨越的对策——1978
—2011年小麦生产情况调查与分析小麦赤霉病的综合防治技术小麦宽幅精播高产栽培试验研究小麦预
防倒伏试验研究依靠科技进步夺取夏粮丰收小麦宽幅播种试验研究滑县夏粮生产制约因素和应对措施
浚县小麦高产创建示范技术固始县稻茬小麦亩产400千克栽培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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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3辐射带动区产量的变化　　通过设立百、千、万亩方，实施项目带动，辐射带动本县及周边县
小麦大面积均衡增产。
依据各县自测和省经农业大学、农业科学院专家测产专家组抽测结果表明，辐射区平均小麦单产达
到471.1千克，比7县前三年平均亩产增加45.3千克，从实际增产类型上分析，中低产田增产潜力大。
与前三年相比，襄城县辐射区小麦增产幅度在5％左右，虞城县、夏邑县、舞阳县、封丘县增产在10％
左右，唐河县、邓州市增产在15％左右。
总带动辐射面积390万亩，总增产1.77亿千克，小麦价格按1.9元∕千克计算，项目区总增1.85 亿千克。
　　3 增产原因分析　　3.1 生产条件得到改善为小麦增产奠定了基础　　百、千、万亩方，经过中低
产田改造后，大大改善了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自2010年9月27日以来，项目区遭遇了连续130多天无有效降水的极端天气，为1951年以来同期降水量
最少时期，出现了百年不遇的旱情。
项目区充分发挥农开项目区的优势，及时灌溉，节水灌溉，科学灌溉。
据统计，7个项目区的百、千、万亩方返青、拔节、孕穗、灌浆期普遍进行灌溉，辐射区保证灌溉在2
～3次以上，为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保障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稳步提高，也为小麦增产丰收奠
定了基础。
　　3.2 良种良法配套为小麦丰收提供了科技支撑　　3.2.1 选用高产优质品种　　项目区以矮抗58、周
麦16、周麦22、郑麦366、郑州9023等高产优质品种为主导品种，百、千、万亩方良种覆盖率达到100
％，种子包衣达到100％，辐射区均到达95％以上。
实行统一供种、统一整地、统一播种等措施，秸秆还田，机械深耕深度达到20厘米以上，适量播种和
足墒下种，实现了苗齐、苗匀、苗壮，为小麦丰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2.2推广测土施肥技术　　对项目区土壤进行免费测试化验，根据土壤肥力高低，前三年小麦实
际产量，土壤养分丰缺状况，排灌能力，分区域，分产量水平制订施肥配方。
按照“测、配、产、供、施”一条龙服务，提供配方肥，供应到项目区，既方便了使用，又推广了测
土施肥技术。
春季结合天气状况和苗情，分类提出了二类苗、三类苗以促为主，一类苗前氮后移的肥料管理要点，
并大力推广了氮肥深施技术。
项目区技术应用效果显著，肥料利用率提高5％左右，降低了肥料生产成本。
　　3.2.3全程科学管理　　在项目区冬春连旱情况下，发挥农开区的优势，采取应对措施，进行科学
管理。
在冬前普遍浇一遍越冬水，踏实土壤，保墒保暖，确保小麦安全越冬，与非项目区相比，春季以抗旱
浇麦为重点、看苗分类管理，浇好返青—拔节水，视苗情合理追肥，及时中耕锄草，适时防治病虫害
。
据调查，3月中旬，7县项目区一二类麦苗占到93.1％，苗情是近年同期较好的一年；在小麦抽穗、开
花期，缺墒田块普遍灌水一次，脱肥麦田，弱苗结合浇水或降雨前补施尿素；在小麦抽齐穗后“一喷
多防”，防干热风、防病虫、防早衰或防倒伏。
在扬花期较常年部分推迟的情况下，绝对灌浆时间延长，特别是收麦前20多天，晴天多、温差大，没
有狂风雹灾，也无暴雨暴晴的极端天气，非常有利于灌浆，千粒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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