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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农业农村局文件
济农字〔2020〕101号

关于印发《2020年全市小麦秋种技术意见》的
通 知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

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小麦是我市的主要口粮作物，秋种是小麦生产的关键环节，

也是确保夏粮丰收和粮食安全的基础环节。为切实抓好秋种，

夯实种植基础，市农业农村局组织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研究

制定了《2020年全市小麦秋种技术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当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附：2020年全市小麦秋种技术意见

济宁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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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9月 18日

附件：

2020年全市小麦秋种技术意见

今年我市小麦秋种技术原则是：坚持绿色高质高效，重点

优化品种结构，以宽幅精播、规范化播种、播前播后双镇压为

主推技术，切实提高整地和播种质量，为培育冬前壮苗奠定坚

实基础。

一、因地制宜,优化品种布局

（一）因地制宜选用品种

一是根据当地品种试验结果引导农户科学选择良种；二是

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优化品种布局；三是按照山东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优质专用小麦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

“…规划到 2025年，全省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达到 3000万

亩，其中强筋小麦 1200万亩，建成全国最大的优质专用小麦优

势产区”要求和强筋小麦市场需求，适度扩大优质专用小麦面

积，确定强筋小麦品种及其种植面积。

1.强筋小麦基地。重点选用济麦 44、济南 17、红地 95、洲

元 9369、济麦 229、淄麦 28、泰科麦 33、烟农 19等。

2.水浇地块。重点选用济麦 22、鲁原 502、山农 28、泰农

18、太麦 198、烟农 999、良星 99、山农 29号、儒麦 1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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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66、山农 20号、登海 202、烟农 1212等。

3.旱地麦田。重点选用青麦 6号、青麦 7号、鲁麦 21号、

红地 95、红地 166、齐民 7号等。

4.稻茬麦田。重点选用济麦 22、烟农 24、良星 66等耐湿

多穗品种。

5.特色小麦种植区。推荐种植山农紫麦 1 号、山农糯麦 1

号等。

（二）土壤处理种子包衣

重点防治根部病害和地下害虫，切实减轻小麦茎基腐病、

根腐病、纹枯病等病害和苗期地下害虫危害。地下害虫密度大

的地块可进行土壤处理，整地时每亩用 0.08%噻虫嗪颗粒剂

40～50公斤或 3%辛硫磷颗粒剂 3～4公斤拌细沙土 20～30公

斤或 48%毒死蜱乳油 0.5～1千克兑水稀释后拌细沙土 50千克，

结合底肥撒垡头，然后耕耙入土。种子处理时百公斤种子可用

27%苯醚·咯·噻虫悬浮种衣剂 300毫升或 32%戊唑醇·吡虫

啉悬浮种衣剂 500毫升或 48%苯甲·吡虫啉悬浮种衣剂 400毫

升进行包衣。土壤处理和种子包衣可有效降低苗期根茎部病害

和地下害虫的发生率。

二、精细整地，打好土壤基础

各地要坚持实施秸秆还田以培肥地力，前茬作物秸秆要“切

碎、撒匀、埋深、压实”，配套运用耕旋耙压整地技术，进一

步提高整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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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秸秆还田

玉米秸秆粉碎长度 5厘米以下，收获早的玉米秸秆粉碎后

要先覆盖地面，等到开耧整地前撒施秸秆快腐剂，加速秸秆腐

烂。

土壤深耕可以打破犁底层，提高土壤渗水、蓄水、保肥和

供肥能力；还可以更好地掩埋作物秸秆。提倡隔年深耕，以降

低秋种整地成本，一般间隔 2～3年深耕 1次，深耕翻 30厘米

及以上；深耕后即旋耙 2～3遍，二者间隔时间越短越好，以最

大限度减少跑墒。

旋耙年份要提高秸秆还田质量，旋耙 15～17cm，旋耙 2～

3遍，玉米秸秆掩埋和与土壤的混合效果比较理想。

（二）培肥地力

秸秆还田的基础上，增施有机肥，提高土壤耕层的有机质

含量。一般高产田亩施有机肥 2500～3000公斤；中低产田亩施

有机肥 3000～4000公斤。要大力推广化肥深施技术，坚决杜绝

地表撒施。

不同地力水平化肥的适宜施用量参考值为：

1.低产田（亩产 300～400 公斤）：亩施纯氮（N）6～10

公斤，磷（P2O5）3～5公斤，钾（K2O）2～4公斤，肥料可以

全部底施，或氮肥 80%底施，20%起身期追肥。

2.中产田（亩产 400～500公斤）：亩施纯氮（N）10～12

公斤，磷（P2O5）4～6公斤，钾（K2O）4～6公斤，磷钾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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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氮肥 60%底施，40%起身期追肥。

3.高产田（亩产 500～600公斤）：亩施纯氮（N）12～14

公斤，磷（P2O5）6～7公斤，钾（K2O）5～6公斤，磷钾肥底

施，氮肥 50%底施，50%起身期或拔节期追肥。

4.超高产田（亩产 600公斤以上）：亩施纯氮（N）14～16

公斤，磷（P2O5）7～8公斤，钾（K2O）6～8公斤，磷肥底施，

氮、钾肥 50%～40%底施，50%～60%拔节期追肥。缺少微量

元素的地块，要注意补施锌肥、硼肥等。

三、规范播种，提高播种质量

各地要坚持“适墒、适期、适量”播种三原则，综合运用

小麦宽幅精播、规范化播种、播前播后双镇压等绿色高质高效

生产技术，确保一播全苗，苗匀、苗壮。

（一）适墒播种

小麦播种时耕层的适宜墒情为土壤相对含水量 70%～

75%。秋种时墒情适宜，要边整地边播种；若墒情不足要“浅

播压水”，先干整地、干作畦、干播种，播深控制在 2～3cm,

播后 2～3天浇“蒙头水”。

（二）适期播种

适播期应满足冬前 0℃以上积温为 550～600℃·日，即平

均气温 16～18℃时播种为宜。播期策略适度调整，建议“10月

8日开耧，10月 13日形成大溜，10月 18日结束早中茬”，最

佳播期为 10月 10日至 15日。如不能在适期内播种，要注意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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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大播量，做到播期播量相吻合。

旱地麦田若国庆节前后墒情适宜，可以提前趁墒播种，但

要适当降低播种量。稻茬麦田收稻后浅旋耕播种地块，要在墒

情适宜时尽早旋耕播种；若收稻前后遇到雨多地湿，不必盲目

赶常年播期，适宜机械进地时旋耕播种；部分带稻撒播地块撒

播时间为“10月 3日开始，10月 8日形成大溜，10月 13日结

束”。

（三）适量播种

要大力推广小麦宽幅精播技术，播种深度 3～5厘米，播种

机行进速度以每小时 5公里为宜，确保下种均匀、深浅一致、

行距一致、不漏播、不重播，培育冬前壮苗。在适期播种情况

下，分蘖成穗率低的大穗型品种如泰麦 18，适宜亩基本苗 15

万～18万；分蘖成穗率高的中多穗型品种如济麦 22，适宜亩基

本苗 13万～16万。在此范围内，高产田宜少，中产田宜多。晚

于适宜播种期播种，每晚播 2天，每亩增加基本苗 1万～2万。

（四）播前播后双镇压

播前或播后镇压是提高小麦出苗质量、苗期抗旱力和冬季

抗寒力的有效措施。一是选用带镇压装置的播种机进行播种，

随种随压；二是示范前后置双镇压宽幅播种一体机；三是秸秆

还田地块，大力推广自走式镇压机，在小麦播种后镇压 1～2遍，

提高镇压效果，保证小麦出苗后根系正常生长，提高抗旱能力。

四、示范推广绿色高产高效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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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形势下国家小麦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旧动能

转化的要求，在小麦高产前提下，示范推广一批省工省时、资

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小麦绿色高产高效新技术，促进小麦生产

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走小麦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今

年在小麦生产中，全市在重点推广小麦宽幅精播、规范化播种、

氮肥后移、一喷三防等成熟技术外，还要因地制宜地示范推广

以下绿色高产高效新技术：

（一）小麦测墒补灌节水栽培技术

该技术是山东农业大学小麦栽培研究室经过十余年探索研

究成功的新技术。这项技术的要点是：首先依据小麦关键生育

时期的需水特点,设定关键生育时期的目标土壤相对含水量,再

根据目标土壤含水量和实测的土壤含水量,利用公式计算出需

要补充的灌水量，然后根据需要给小麦浇水。如此按需浇水，

不但可以节约水资源，还能避免过度用水带来的其它问题。

（二）小麦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

该技术重点是加强农作物病虫草害预测预报，把握病虫草

害防治的关键时期，采用农业防治、生态控治、生物防治和化

学防治相结合，科学选配绿色环保型农药，应用新型施药机械

组建植保专业服务队，加大统防统治工作力度。要点包括：一

是尽可能在冬前选择合适的除草剂进行麦田除草；二是要保护

和利用麦田害虫的各种天敌，发挥天敌自然控害作用；三是示

范推广利用频振式杀虫灯等杀虫新技术；四是大力推广生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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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严控高毒农药，推荐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绿色环保

型农药防治麦田病虫害，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

（三）小麦水肥一体化技术

小麦水肥一体化技术是借助压力灌溉系统，将可溶性固体

或液体肥料溶解在灌溉水中，按小麦的水肥需求规律，通过可

控管道系统直接输送到小麦根部附近的土壤供给小麦吸收。其

特点是能够精确地控制灌水量和施肥量，显著提高水肥利用率，

具有节水节肥、节地增产增效等优势，是一项应用前景广阔的

现代农业新技术。我市以微喷灌和滴管为主，各地要根据生产

实际和农民需求，进行试验示范和推广。

（四）小麦机械镇压技术

小麦秋种时，采用机械播前和播后镇压，对于提高出苗质

量和防止苗期干旱作用明显。冬前和早春机械镇压，可以提高

抗冻、抗旱能力，具有旺长防控等效果。近几年，该项技术我

市已经在任城、梁山、邹城、嘉祥等地进行了试验示范推广，

全省范围内济宁、泰安、德州、滨州、淄博等地亦有较大推广

面积，建议今年各地及早谋划，努力扩大机械镇压推广面积。

（五）小麦高低畦种植技术

该技术是滨州市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提出的一项新型节

水增产技术，尤其是旱地麦田效果显著。该技术将传统的畦埂

整平压实播种小麦，变畦埂为高畦，形成高低两个畦面，高畦

与低畦均种植小麦，实现了全田无埂种植，显著提高了土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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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能利用率，具有增产、节水、控草的优势，各地可根据本地

实际搞好试验示范工作。

五、查苗补种，确保全苗

播后要及早查看出苗情况。对有缺苗断垄地块，要尽早进

行补种，选择与该地块相同品种的种子，进行种子包衣或药剂

拌种后，开沟均匀撒种，墒情差的要浇“跟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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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农业农村局 2020年 9月 1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