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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油生产又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几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粮油生产也发生了较
大变化。一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向其他行业转移速度加
快，直接从事粮油生产的劳动力逐年减少。二是农业机械的快速
普及，粮油生产从播种到收获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极大地解放
了生产力。同时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粮油生产急需实用简化的
适应机械化生产的高产技术，实现粮油生产的高产优质高效。

河北省滦南县从２００８年开始承担了农业部的水稻、小麦、
玉米、花生高产创建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粮油生产实用技术的普
及，同时累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

为此，我们在总结高产经验的基础上，参考了粮油生产技术
文献，编写了《四大粮油作物高产技术问答》，主要是适应当前
粮油生产中农业机械普及的实用技术，供广大农业工作者用于指
导粮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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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恳请读

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２年７月

·２·



书书书

目　　录

花生高产技术问答 （１）…………………………………………

１．我国花生生产发展现状是怎样的？ （３）……………………

２．河北省花生种植现状怎样？ （３）……………………………

３．目前花生生产上机械化作业达到了什么水平？ （３）………

４．今后花生栽培技术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４）………………

５．花生种子的质量标准是什么？ （４）…………………………

６．花生在我们生活中有什么重要用途？ （４）…………………

７．花生是高产作物吗？ （５）……………………………………

８．花生荚果有几种类型？ （５）…………………………………

９．花生栽培品种有几种类型？ （５）……………………………

１０．什么是彩色花生？ （７）………………………………………

１１．彩色花生有什么营养价值？ （７）……………………………

１２．花生一生分为哪几个生育时期？ （８）………………………

１３．花生种子由哪几部分组成？ （８）……………………………

１４．花生植株有什么样的形态结构？ （８）………………………

１５．花生的开花结荚特性是什么？ （９）…………………………

１６．花生的根瘤菌是怎样形成的？ （９）…………………………

１７．花生根瘤菌的固氮作用有多大？ （１０）………………………

·１·



１８．花生对温度有什么要求？ （１０）………………………………

１９．花生对水分有什么要求？ （１０）………………………………

２０．花生对光照有什么要求？ （１１）………………………………

２１．什么样的土壤适合花生生长？为什么？ （１１）………………

２２．花生高产的土体特征有哪些？ （１１）…………………………

２３．花生田如何进行深耕改土？ （１２）……………………………

２４．花生重茬为什么减产？ （１２）…………………………………

２５．为什么花生轮作会增产？ （１３）………………………………

２６．花生与哪些作物轮作效果比较好？怎样轮作？ （１３）………

２７．花生地膜覆盖为什么增产？ （１４）……………………………

２８．花生地膜覆盖对地膜有什么要求？ （１４）……………………

２９．花生品种选择遵循什么原则？ （１４）…………………………

３０．花生需肥有哪些特点？ （１５）…………………………………

３１．花生的施肥量是多少？ （１６）…………………………………

３２．花生施肥应掌握什么原则？ （１６）……………………………

３３．花生播种时，底施多少肥料合适？ （１６）……………………

３４．高产花生群体的基本特征包括哪几方面？ （１７）……………

３５．要想地膜花生高产，怎样把好播种技术关？ （１７）…………

３６．花生播种前种子准备工作包括哪几方面？ （１７）……………

３７．播种前选种分级有什么好处？ （１７）…………………………

３８．花生剥壳前晒种有什么好处？怎样晒种？ （１８）……………

３９．花生播种前有必要作发芽试验吗？ （１８）……………………

４０．花生怎样拌种或包衣？ （１８）…………………………………

４１．地膜覆盖高产栽培对大田整地技术有什么要求？ （１９）……

４２．地膜高产花生对种植规格有什么要求？ （１９）………………

·２·



４３．春播花生什么时间播种适宜？ （１９）…………………………

４４．地膜花生的适宜播种密度是多少？ （２０）……………………

４５．花生播种适宜深度是多少？ （２０）……………………………

４６．地膜花生如何安全使用除草剂？ （２０）………………………

４７．地膜花生播后需要破膜放苗吗？ （２０）………………………

４８．地膜花生有必要抠膜下侧枝吗？ （２１）………………………

４９．地膜花生怎样浇好关键水？ （２１）……………………………

５０．温度对花生播种出苗时间有什么影响？ （２１）………………

５１．环境条件对苗期花生有什么影响？ （２２）……………………

５２．环境条件对开花下针期的花生有什么影响？ （２２）…………

５３．结荚期花生对环境有什么要求？ （２２）………………………

５４．花生开花下针期和结荚期田间管理要注意哪些问题？ （２２）……

５５．地膜花生生长中后期怎样防早衰？ （２３）……………………

５６．花生徒长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２３）…………………………

５７．花生徒长田怎样控长？ （２３）…………………………………

５８．怎样使用壮饱胺进行化控？ （２３）……………………………

５９．高产花生栽培前期管理有哪些关键技术措施？ （２４）………

６０．高产花生栽培中期管理有哪些关键技术措施？ （２４）………

６１．高产花生栽培后期管理有哪些关键技术措施？ （２５）………

６２．怎样适时收获花生？ （２５）……………………………………

６３．刚收获的花生如何进行干燥处理？ （２５）……………………

６４．花生如何安全储藏？ （２５）……………………………………

６５．花生品种为什么会退化？ （２６）………………………………

６６．如何防止花生品种退化？ （２６）………………………………

６７．花生留种应注意哪几个环节？ （２６）…………………………

·３·



６８．花生主要的病虫害有哪些？ （２７）……………………………

６９．花生虫害综合防治的基本策略是什么？ （２７）………………

７０．花生病害综合防治的基本策略是什么？ （２７）………………

７１．花生根茎腐病表现什么症状？ （２８）…………………………

７２．花生根茎腐病的防治方法有哪些？ （２８）……………………

７３．花生青枯病表现什么症状及怎样防治？ （２８）………………

７４．花生叶斑病表现什么症状？ （２９）……………………………

７５．怎样防治花生叶斑病？ （３０）…………………………………

７６．花生网斑病表现什么症状？ （３０）……………………………

７７．怎样防治花生网斑病？ （３１）…………………………………

７８．怎样防治花生蛴螬？ （３１）……………………………………

７９．花生蚜虫对花生有什么危害？怎样防治？ （３２）……………

８０．花生红蜘蛛危害特征是什么及如何防治？ （３２）……………

８１．花生根结线虫病的危害特征是什么及如何防治？ （３３）……

８２．如何防治花生棉铃虫？ （３４）…………………………………

８３．花生疮痂病表现什么症状？其在什么情况下易发病及
如何防治？ （３４）……………………………………………

８４．引起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３５）………

８５．如何控制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 （３５）………………………

８６．花生缺氮表现哪些症状？ （３６）………………………………

８７．花生缺磷表现哪些症状？ （３６）………………………………

８８．花生缺钾表现哪些症状？ （３６）………………………………

８９．花生缺钙表现哪些症状？ （３６）………………………………

９０．花生缺锌表现哪些症状？ （３７）………………………………

９１．花生缺铁表现哪些症状？ （３７）………………………………

·４·



９２．花生缺硼表现哪些症状？ （３７）………………………………

９３．花生缺钼表现哪些症状？ （３７）………………………………

９４．钼肥在花生上怎样施用？ （３８）………………………………

９５．当前生产上油用型花生品种主要有哪些？ （３８）……………

９６．油食兼用型高产花生品种主要有哪些？ （３８）………………

９７．目前生产上高产优质花生品种主要有哪些？ （３９）…………

９８．食用型（适宜烘烤加工）花生品种主要有哪些？ （３９）………

９９．彩色花生主要品种有哪些？ （３９）……………………………

１００．花生品种冀花４号有什么特征特性及主要栽培技术
要点有哪些？ （４０）…………………………………………

水稻高产技术问答 （４３）…………………………………………

１．为什么水稻是高产稳产作物？ （４５）…………………………

２．水稻的增产潜力有多大？ （４５）………………………………

３．水稻产量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 （４６）………………………

４．水稻的各产量因素是由哪个时期决定的？ （４６）……………

５．高产水稻的叶色变化有何规律？ （４７）………………………

６．什么是水稻新品种？ （４７）……………………………………

７．水稻优良品种应具备哪些条件？ （４７）………………………

８．水稻优良种子包括哪些内容？ （４８）…………………………

９．如何选择水稻优良品种？ （４８）………………………………

１０．如何进行水稻引种？ （４８）……………………………………

１１．为什么同一水稻品种不能在一个地方连续种植？ （４９）……

１２．水稻品种退化的原因有哪些？ （５０）…………………………

１３．培育水稻秧苗的关键环节有哪些？ （５１）……………………

１４．水稻秧田地如何选择？ （５１）…………………………………

·５·



１５．如何配制水稻床土？ （５１）……………………………………

１６．如何进行水稻种子处理？ （５１）………………………………

１７．水稻最适的抽穗期与品种选择有什么关系？ （５２）…………

１８．水稻播种量应该控制在什么数量？ （５２）……………………

１９．稻种如何催芽？ （５２）…………………………………………

２０．水稻拌种的目的是什么？ （５３）………………………………

２１．水稻播种前如何施底肥？ （５３）………………………………

２２．什么是适龄壮秧？ （５３）………………………………………

２３．如何进行秧田炼苗？ （５３）……………………………………

２４．水稻秧田是如何灌水的？ （５４）………………………………

２５．水稻秧田追肥应掌握在什么时间好？ （５４）…………………

２６．水稻秧苗在一生中怎样控温才能正常生长？ （５４）…………

２７．水稻秧苗田管理“三忌”是什么？ （５５）………………………

２８．青枯病是怎么回事，怎样防治？ （５５）………………………

２９．如何防治立枯病？ （５５）………………………………………

３０．如何防止秧苗徒长？ （５６）……………………………………

３１．水稻烂秧表现什么症状及原因是什么？ （５６）………………

３２．移栽前如何进行秧苗处理？ （５６）……………………………

３３．移栽前如何进行土壤处理？ （５７）……………………………

３４．水稻的“三性”指的是什么？ （５７）……………………………

３５．水稻最适的插秧密度是多少？ （５８）…………………………

３６．水稻一生如何施肥？ （５８）……………………………………

３７．什么是水稻中位蘖优势利用栽培技术？ （５８）………………

３８．怎样才能减少水稻黑根的发生？ （５９）………………………

３９．为什么说水稻后期的功能叶片对产量影响更大？ （５９）……

·６·



４０．水稻的开花习性是什么？ （６０）………………………………

４１．什么叫有效分蘖和无效分蘖？怎样判断分蘖的有效性？
（６０）…………………………………………………………

４２．水稻什么时候缺水对产量影响最大？ （６１）…………………

４３．为什么促进前期分蘖？ （６１）…………………………………

４４．怎样才能促进前期分蘖？ （６２）………………………………

４５．为什么要控制后期分蘖？ （６２）………………………………

４６．怎样控制后期分蘖？ （６２）……………………………………

４７．怎样避开高温对水稻结实的影响？ （６３）……………………

４８．水稻为什么要进行搁田？ （６３）………………………………

４９．怎样施穗肥？ （６４）……………………………………………

５０．什么是稻瘟病？ （６４）…………………………………………

５１．稻瘟病分为哪几类？其症状分别是什么？ （６４）……………

５２．稻瘟病的发生条件有哪些？ （６５）……………………………

５３．稻瘟病的综合防治措施有哪些？ （６６）………………………

５４．什么是稻曲病？ （６６）…………………………………………

５５．如何防治水稻稻曲病？ （６７）…………………………………

５６．何谓水稻纹枯病？ （６７）………………………………………

５７．水稻纹枯病发生流行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６７）……………

５８．如何防止水稻纹枯病？ （６８）…………………………………

５９．什么是水稻白叶枯病？白叶枯病发生流行条件是怎样的？
（６８）…………………………………………………………

６０．水稻白叶枯病综合防治技术有哪些？ （６９）…………………

６１．什么是水稻条纹叶枯病？ （６９）………………………………

６２．水稻条纹叶枯病表现哪些症状？其大流行的主要相关
·７·



因素是什么？ （７０）…………………………………………

６３．水稻条纹叶枯病的传播途径有哪些？其发生规律是
什么？ （７０）…………………………………………………

６４．如何防治水稻条纹叶枯病？ （７１）……………………………

６５．水稻什么时期易感条纹叶枯病？对水稻产量有什么
影响？ （７２）…………………………………………………

６６．水稻胡麻斑病危害症状是什么？ （７２）………………………

６７．水稻胡麻斑病发生规律是怎样的？ （７２）……………………

６８．水稻胡麻斑病防治方法是什么？ （７３）………………………

６９．水稻霜霉病的发生规律如何？怎样防治？ （７３）……………

７０．水稻干尖线虫病在叶片上的症状是什么？ （７３）……………

７１．怎样识别水稻恶苗病？ （７４）…………………………………

７２．水稻赤枯病的一般症状是什么样的？ （７４）…………………

７３．水稻赤枯病的发病原因、预防措施是什么？ （７４）…………

７４．如何防治水稻干尖线虫病？ （７５）……………………………

７５．干尖线虫病是怎样危害水稻的？ （７５）………………………

７６．水稻害虫综合防治措施是什么？ （７５）………………………

７７．怎样防治稻飞虱？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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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防治水稻病虫害哪些药剂可以混合用？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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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水稻倒伏的原因是什么？怎样防止？ （８５）…………………

９６．如何防止水稻贪青和早衰？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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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防治水稻缺锌缩苗的措施是什么？ （８７）……………………

１００．多年生杂草如何防除？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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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如何利用养分平衡法确定麦田氮肥使用量？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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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适时晚播小麦的施肥技术有什么特殊要求？ （１１４）…………

·１１·



５７．小麦产量的构成要素是什么？高产麦田哪个因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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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土壤缺锌的临界指标是多少？如何补锌？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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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夏玉米免耕直播有哪些技术环节？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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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高产技术问答　

１.我国花生生产发展现状是怎样的？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花生生产、消费和出口国。花生是我国四

大油料作物之一，目前全国花生年种植面积７０００万亩左右，年
总产１４００万吨左右。全国花生总产约５５％用于榨油，７％用于
出口，８％用于种子，其余约３０％用于食用或食品加工。综合分
析，我国花生生产和产业具有五大优势：①生产规模大。②种植
效益好。③产油率高。④油脂品质好。⑤国际竞争力强。

２.河北省花生种植现状怎样？
河北省是我国第三大花生主产省，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７００

万亩左右，总产１４０万吨左右，分别占全国花生的１０％。花生
是河北省第一大油料作物，播种面积仅次于玉米、小麦、棉花，
是河北省第四大作物。主要产区在邯郸、唐山、秦皇岛、邢台、
保定、石家庄等地。

３.目前花生生产上机械化作业达到了什么水平？
花生机械化、规范化栽培，是花生生产的发展方向。它不但

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可提高栽培技术水平，特别是地膜覆盖
栽培，现有栽培技术均可通过机械化予以实现。机械化播种可将
开沟—播种—覆土—镇压—施肥—喷除草剂—覆膜—膜上压土等
多道工序一次完成。目前，花生收获机械化处于起始阶段，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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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迅速。

４.今后花生栽培技术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一是培育和应用高产优质花生品种；二是提高花生含油量；

三是提高花生油酸含量；四是改良花生的加工品质；五是采用地
膜覆盖、平衡施肥等高产栽培技术；六是提高花生机械化作业水
平；七是提高花生病虫害防治水平。

５.花生种子的质量标准是什么？
我国农作物种子实行的是强制性标准ＧＢ４４０７．２—１９９６。花

生种子的质量标准是，原种：纯度≥９９．０％，净度≥９８．０％，发
芽率≥７５％，水分≤１０％。良种：纯度≥９８．０％，净度≥
９８．０％，发芽率≥７５％，水分≤１０％。

６.花生在我们生活中有什么重要用途？
一是用于榨油。我国花生总产约５５％用于榨油。花生含脂

肪４５％～４８％，有些品种高达５０％～５５％，榨油率为４０％～
４３％，花生油纯正可口、油味芳香，是深受人们欢迎的食用植物
油之一。今后我国花生品种改良的重要方向是大幅度提高含油
量，还有就是提高花生油酸含量，花生的营养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将更强。二是作花生炒货和糕点糖果。我国花生总产的３０％用
于食用或食品加工。三是花生是重要的出口商品。我国花生总产
的７％用于出口，我国花生出口数量位居世界第一。还有，花生
对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花生具有耐旱、耐瘠、耐酸
性土、与根瘤菌共生固氮的特点，有利于发展节水农业、改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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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肥力、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７.花生是高产作物吗？
花生是一种高产的油料作物。过去长期认为花生是低产作

物。低产是品种、栽培环境、栽培技术等多种原因所致。随着品
种的改良、栽培环境的改善、投入增加、技术改进等，花生产量
已大幅度提高。目前我国花生平均每亩单产２１０千克左右，最高
亩产突破了７５０千克，通过栽培技术的改进，包括延长叶片的功
能期，增加有效花、有效果针，提高荚果饱满度等充分发挥花生
的高产潜力，可有效提高花生产量。

８.花生荚果有几种类型？
花生果实为荚果。成熟荚果的果壳坚硬，成熟时不开裂，多

数荚果具有二室，亦有三室以上者，各室间无横隔，有或深或浅
的缩缢，称果腰。荚果的先端突出似鸟喙状，称果嘴，其形状可
分为钝、微钝和锐利三种。荚果形状因品种而异，大体可分为普
通型、斧头型、葫芦型、蜂腰型、蚕茧型、曲棍型、串珠型
七种。

９.花生栽培品种有几种类型？
（１）普通型：主茎上完全是营养枝。第一对与第二对侧枝上

营养枝与生殖枝交替着生。荚果普通型大部分均有果嘴，无龙
骨，荚壳表面平滑，壳较厚，可见明显的网状脉纹，典型的双仁
荚果。种子椭圆形，种皮多粉红色。生育期较长，多为晚熟或极
晚熟品种。种子发芽对温度的要求较高，休眠期较长。耐肥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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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适于水分充足、肥沃的土壤栽培。

（２）龙生型：主茎上完全是营养枝，第一对和第二对分枝上
营养芽与生殖芽更迭交替，几乎全是蔓生的，侧枝偃卧地面上，
主茎明显可见。荚果龙骨和喙均甚明显，荚果的横断面呈扁圆
形，脉纹明显，荚壳较薄，有腰，以多仁荚果为主，果柄脆弱，
容易落果。种子椭圆形，种皮暗涩。

（３）珍珠豆型：主茎上除基部为营养枝外，第一对侧枝的第
一节通常均为营养枝，茎枝比较粗壮。荚果蚕茧状或葫芦状，典
型的两仁荚果，果壳薄，有喙或无喙，有腰或无腰，荚果脉纹网
状，种子圆形。由于胚尖略有凸起而多呈桃形，种皮以白粉色为
主，有光泽，均为小粒或中小粒品种。耐旱性较强，对叶部病害
抗性较差。种子休眠性较弱，休眠期短。种子发芽对温度的要求
较低，适于早播。

（４）多粒型：主茎上除基部的营养枝外，各节均有花枝，节
间较短，分枝少，只有５～６条第一对分枝，很少生有第二对侧
枝，是典型的连续开花型。荚果以多粒为主，两仁荚果亦占有一
定比例，果壳厚，脉纹平滑和显著，果喙不明显，果腰不明显。
种皮大多为红色或红紫色，个别品种为白色，均为小粒或中小粒
品种。种子休眠性较弱，休眠期短。种子发芽对温度的要求最
低，该品种大多为早熟或极早熟品种。

（５）中间型。其有两大特点：一是连续开花、连续分枝，开
花量大，受精率高，双仁果和饱果指数高，荚果普通型或葫芦
型，果型大或偏大，网纹浅，种皮粉红，出仁率高。株型直立，
分枝少，叶片小或中等。中熟或早熟偏晚。种子休眠性中等。二
是适应性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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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什么是彩色花生？
彩色花生，又称多彩花生、多色花生、五彩花生。彩色花生

是普通花生因果仁外皮颜色变异产生多种颜色而来。彩色花生主
要分为富硒黑花生、白玉花生、珍珠花生等几个品种，其中按果
仁外皮颜色又能分为黑、紫黑、白、紫红、红白、彩粒等几个
色系。

１１.彩色花生有什么营养价值？
据专家介绍彩色花生比普通花生营养丰富，口感好，经北京

营养源研究所的鉴定结果显示，彩色花生蛋白质含量比普通花生
高出２３．９％，每百克彩色花生含微量元素锌３．７克，硒８．３克，
比普通花生分别高出４８％和１０１％。彩色花生系列新品种比普通
花生更富含硒、锌、铁、碘等微量元素和氨基酸、白黎芦醇等营
养成分，更具保健、食疗功效。能调节人体生理机能，提高免疫
力，抗癌，软化血管，在预防疾病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最新的科
学实验证明，彩色花生中含有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白藜芦醇、锌
及贝塔谷固醇等成分，具有预防心脑血管病、有效抗癌等特殊功
效。彩色花生特别含有维生素Ｅ、维生素Ａ、维生素Ｂ１、维生
素Ｂ２、维生素Ｋ及大量锌、钙、磷、铁等微量元素，经常食用
能延缓衰老，增强人体免疫力，对促进儿童脑细胞发育和增强记
忆力有良好的作用。彩色花生集观赏、食用、营养、保健于一
体，适合开发加工高档保健、休闲食品，种植前景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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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花生一生分为哪几个生育时期？
根据花生一生中不同时期器官生长特点和干物质积累和分配

的特点，大致上将花生一生分为播种出苗期、苗期、开花下针
期、结荚期和饱果成熟期等五个生育时期。

１３.花生种子由哪几部分组成？
花生种子由种皮、子叶、胚三部分组成。种皮包在种子最外

边，主要起保护作用。包在种皮里面的是两片乳白色肥厚的子
叶，也叫种子瓣，贮藏着供胚发芽出地面形成植物体所需的脂
肪、蛋白质和糖类等养分，种子瓣的重量约占种子的９０％以上。
胚又分为胚芽、胚轴和胚根三部分。胚根是生长主根的部分。胚
芽由一个主芽和两个侧芽组成，是以后长成主茎和分枝的部分。
胚根上端和胚芽下端为粗壮的胚轴，种子发芽后将子叶和胚芽推
向地面的胚轴上部，叫做根茎。

１４.花生植株有什么样的形态结构？
种子发芽出土后，胚轴上的顶芽长成主茎，高度一般为４０～

５０厘米，主茎有一片真叶展开时，两个侧芽紧贴子叶节对生，
长成第一对侧枝。主茎４～５片真叶展开时，在第一、第二片真
叶的叶腋里互生出第二对侧枝。荚果大部分着生在第一、第二对
侧枝及其分枝上，其他侧枝结果很少。根据分枝数的多少，花生
可分为两种，一是植株发生分枝两次以上，单株总分枝数多于
１０条的密枝型；二是植株很少发生二次分枝的品种，单株总分
枝数在１０条以下的疏枝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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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花生的开花结荚特性是什么？
花生的花在清晨太阳升起时开放，阴雨天开花时间推迟，花

开放前幼蕾膨大，当花蕾膨大时，花药与花柱保持一定距离，当
花瓣开放时，花药接近柱头，雄蕊管伸长，在开花前４～５小时，
雄蕊与雌蕊接触，将花粉粒散出粘在柱头上，即为授粉。授粉
后，花粉粒在柱头上发芽，长成花粉管，花粉管到达花柱基部，
先端进入株孔，穿进胚囊，管壁破裂释放出两个精核，一个与卵
细胞结合，一个与两极核结合，完成受精。受精的细胞膨大，形
成果针，入土后即可形成荚果。花生的花主要分布在第一对侧枝
上，占总数的５０％～６０％，第二对侧枝占２０％～３０％，因此花
生的荚果主要分布在第一、第二对侧枝上。

１６.花生的根瘤菌是怎样形成的？
花生和其他豆科植物一样根上长有瘤状结构，称为根瘤。根

瘤的形成是由于土壤中的根瘤菌入侵根部组织所致。根瘤菌自根
毛入侵，存在于根皮层的薄壁细胞中，根瘤菌在皮层细胞中迅速
地分裂繁殖，同时皮层细胞因根瘤菌侵入的刺激，进行细胞分
裂，体积膨大，形成瘤状突起，就是根瘤。花生根瘤菌属于豇豆
族根瘤菌，直径一般１～５毫米，多数着生在主根的上部和靠近
主根的侧根上。根瘤的大小、着生部位、内部颜色等都与固氮能
力有关，主根上部和靠近主根的侧根上的根瘤较大，固氮能力
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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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花生根瘤菌的固氮作用有多大？
随着花生植株的生长，根瘤菌的固氮能力逐渐增强，至始花

后已能够为花生提供更多的营养元素，至结荚初期，根瘤菌的固
氮能力最强，是为花生提供氮最多的时期。据测定，花生５０％～
８０％的氮素是根瘤菌供给的。花生收获期根瘤破裂，根瘤菌重新
回到土壤中，这时根瘤菌遗留在土壤中的氮每公顷１７～５２．５千
克，相当于硫酸铵等标准氮肥７５～２６２．５千克。

１８.花生对温度有什么要求？
花生是喜温作物。生长适宜温度２５～３０℃，低于１５．５℃基

本停止生长，高于３５℃对花生生育有抑制作用；昼夜温差超过
１０℃不利于荚果发育，白天２６℃、夜间２２℃最适合荚果发育，
白天３０℃、夜间２６℃最适合营养生长；５℃以下低温连续５天，
根系便受伤，－１．５～２℃地上部便受冻害。全生育期需积温
３０００～３５００℃（珍珠豆型约３０００℃，普通型和龙生型
约３５００℃）。

１９.花生对水分有什么要求？
花生比较耐旱，但发芽出苗时要求土壤湿润，田间最大持水

量以７０％为宜，出苗后便表现出较强的抗旱能力。苗期需水少，
开花期需要土壤水分充足，如果２０厘米深的土层内含水量降至
１０％以下，开花便会中断，下针结实期要求土壤湿润又不渍涝。
花生全生育期降水量３００～５００毫米便可种植，多数产区水分对
产量的影响主要是降水分布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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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花生对光照有什么要求？
花生对日照长度的变化不敏感，长日照有利于营养生长，短

日照促进开花。在短日照下，植株生长不充分，开花早，单株结
果少。光照强度不足时，植株易出现徒长，产量低。光照充足，
植株生长健壮，结实多，饱果率高。

２１.什么样的土壤适合花生生长？为什么？
花生适合的土壤条件是耕作层疏松、活土层深厚、中性偏

酸、排水和肥力特性良好的壤土和沙壤土。该类土壤因通透性
好，并具有一定的保水能力，能较好地保证花生所需的水、肥、
气、热等条件。花生耐盐碱性差，在盐碱地即使发芽也易死苗，
成长的植株矮小，产量低。花生比较耐酸，但酸性土中钙、磷、
钼等元素有效性差，并有高价铝、铁的毒害，不利于花生生长。
一般认为花生适宜的土壤ｐＨ为６．５～７．０。

２２.花生高产的土体特征有哪些？
（１）全土层深厚：高产田全土层要在５０厘米以上。花生的

根群９９％分布在５０厘米以内，主根则深扎１米以上，因此，土
壤深厚对花生根系的生长发育十分重要。

（２）耕作层暄活：厚度在３０厘米的范围是暄活肥沃的耕作
层，也是花生吸肥能力最强的主根群分布层。

（３）结实层疏松：１０厘米以上的表土层是花生根茎生长和
果针入土结实的结实层。要求土壤通透性良好，有机质含量１％
以上，全氮含量０．０５％～０．０７％，速效磷含量百万分之２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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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效钾含量百万分之５４～７４，ｐＨ６～７。３年以上没种花生或不
重茬地块。

２３.花生田如何进行深耕改土？
一是适时早耕：要使深耕当年见效，必须早耕，以利于土壤

充分熟化。以秋末冬初效果好。二是掌握适宜深度：深耕条件下
的花生，其根系９５％以上集中分布在０～３０厘米土层内，若耕
翻过深，生土翻到上层过多，就会影响花生出苗和生长发育。三
是深耕要不乱土层：深耕打乱土层，生土翻上过多，当年熟化不
透，影响花生出苗和生长发育，因此，深耕要注意熟土在上，生
土在下。机械深耕要在犁铧下带松土铲，以达到上翻下松、不乱
土层的要求。四是结合深耕增施有机肥。

２４.花生重茬为什么减产？
花生忌重茬，宜隔两年以上，至少隔一年两季。花生重茬一

年减产２０％，重茬两年减产３０％以上，连作的年限越长，减产
幅度越大。花生重茬减产的主要原因：一是在连作的条件下一些
土壤传播的病害如青枯病、线虫病等在土壤中残留大量病原菌，
致使病虫害一年比一年重。花生重茬由于病害加重，尤其是在生
长后期引起植株枯萎或早衰，在一定程度上加重黄曲霉毒素的污
染。二是花生对土壤中营养元素的吸收，有一定的选择性，在同
一地块上连续种植，势必使某些营养元素缺乏，使花生不能正常
生长发育，影响产量及品质。三是花生重茬会使有毒物质积累，
花生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其根的分泌物及植物其他部分的分泌
物，会抑制花生生长，甚至对花生造成毒害。四是重茬使土壤微
生物群体变化。五是重茬土壤酶活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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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为什么花生轮作会增产？
花生与其他作物轮作能够增产的主要原因：一是提高土壤肥

力，改善土壤理化性状。花生与禾本科作物、甘薯、蔬菜等轮
作，由于需肥特点不同，栽培条件不同，通过轮作换茬，可以充
分利用土壤的养分，因而有利于作物生长。禾本科作物需氮肥较
多，需磷、钾肥相对较少；花生是豆科作物，具有根瘤菌，能固
定空气中的氮素，而从土壤中吸收磷、钾较多，吸收氮素相对较
少；禾本科作物具浅生的须根系，主要利用耕作层养分，花生为
直根系，入土较深，可吸收深层的养分，同时花生还能将固定的
氮素遗留一部分到土壤中，供下茬作物利用。花生的残根落叶及
茎叶回田，能显著提高土壤肥力。同时，栽培条件不同的作物进
行轮作，可以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水稻连作，易造成土壤板结，
孔隙度小，渗透性差，而水稻和花生轮作，由于作物生活环境和
栽培条件的改变，使土壤疏松，孔隙度增加，通透性改善。二是
减少病虫和杂草危害。合理轮作通过换种不同属的作物之后，使
危害作物的害虫失去适宜的生活条件，病原菌失去寄主，杂草没
有共生的环境，病虫或杂草数量会大大减少，减轻危害。

２６.花生与哪些作物轮作效果比较好？怎样轮作？
花生是豆科作物，与禾本科（小麦、玉米）、十字花科等作

物换茬效果好，与生态型相近的豆科作物轮作效果较差。轮作顺
序，一般先安排花生，花生收获后，安排需氮较多的禾本科作
物。故花生有“先锋作物”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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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花生地膜覆盖为什么增产？
春花生地膜覆盖栽培可提早种植，延长生长期，提高产量，

一般增产幅度为１０％～２０％。实践证明，地膜覆盖具有五大优
点：一是增温保温，地膜覆盖栽培春花生，可使整个生育期积温
显著提高，促使早出苗；二是保湿作用明显，地膜覆盖能减少土
壤水分蒸发，由于毛细管作用，使地下深水层水分提到耕作层供
吸收利用，对保湿防旱，促进全苗、壮苗作用十分显著；三是可
改良土壤理化性状，防止土壤板结；四是可促进土壤微生物活
动，有利于根瘤菌生长和活动，为开花、结果提供更多养分；五
是可大大减少病虫害和杂草的生长。

２８.花生地膜覆盖对地膜有什么要求？
覆膜栽培所覆盖的地膜，不仅要宽度适宜，不破裂，耐老

化，透明度高，而且能保证有效果针顺利入土，控制高节位无效
果针入土。具体要求：一是地膜宽度。春播大花生以８５～９０厘
米为宜，春播小花生以８０～８５厘米为宜。二是地膜厚度。以
０．００７毫米±０．００２毫米为宜。每亩用量４～４．５千克。三是地膜
透光率。要求大于或等于７０％。四是地膜的铺展性好。要求断
裂伸长率（纵横）大于或等于１００％，并在花生封垄后不碎裂。

２９.花生品种选择遵循什么原则？
花生品种不同，其产量水平、适应区域、市场适应性均不相

同。根据当地特点，选择适宜的品种是花生获得高产、高效的关
键。在选种时，还应根据各自的前后茬作物情况，以及土壤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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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种植模式、投入、技术水平、当地的市场需求等综合因
素，选择适宜的品种。北方春播花生，应选用增产潜力大的大果
型、中晚熟的普通型或中间型品种，生育期１３０天左右。

３０.花生需肥有哪些特点？
花生出苗前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主要是由种子本身供给，幼苗

期由根系吸收一定量的氮、磷、钾等营养物质满足各个器官的需
要。这个时期氮素、钾素集中在叶片，磷素集中在茎部。开花下
针期，花生植株生长迅速，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同时进行，氮素
集中在叶片上，钾素从叶片转移到茎部，磷素由茎部转向果针和
荚果。这一时期是需肥量最大的时期。结荚期是营养生长的高峰
期，也是重点转向生殖生长的时期，这时氮素、磷素集中在幼果
和荚果，钾素集中在茎部，这一时期也是对钙吸收量最大时期。
饱果成熟期的根茎叶基本停止生长，吸收的各种营养逐步转移到
荚果中，促进荚果的成熟饱满。氮素、磷素集中在荚果，钾素集
中在茎部。

花生的需肥特性总的来说是中间多，两头少。在全生育过程
中对氮、磷、钾的吸收是：幼苗期、保果期、成熟期少，开花下
针期、结果期多。苗期由于生长缓慢，吸收养分少，氮、磷、钾
的吸收量仅占全生育期吸收总量的５％左右，开花期是花生植株
迅速生长时期，此期大量开花，对养分需求量多，早熟品种对
氮、磷、钾的吸收量达到最大，占吸收总量的一半以上，晚熟品
种开花期对钾的吸收量接近一半，对氮、磷的吸收结荚期达到最
高，占一半以上，成熟期根系吸收能力减弱，对养分的吸收减
少。花生是喜钙的作物，科学增施钙肥，可提高荚果的产量和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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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花生的施肥量是多少？
花生的施肥量是根据土壤的肥力条件和产量水平决定的。
（１）高肥水地块：根据花生每亩产５００千克荚果对氮、磷、

钾主要营养元素吸收量和肥料的吸收利用率分析，土壤中氮素营
养丰富，采用氮减半、磷加倍、钾全量的比例，即每亩施氮
１４．８千克、磷（Ｐ２Ｏ５）１１千克、钾（Ｋ２Ｏ）１６千克，折合成优
质圈肥５０００千克、尿素１３千克或者碳酸氢铵３５千克、过磷酸
钙７２千克、硫酸钾２２千克或者氯化钾１８千克或者草木灰１３８
千克。

（２）中等肥力地块：实现花生亩产５００千克荚果的目标，采
用氮钾全量、磷加倍的施肥比例，即每亩施氮２７千克，折合优
质圈肥１０００千克、尿素２６千克或者磷酸氢铵２６千克或者碳酸
氢铵７０千克，其他的施肥量相同。

３２.花生施肥应掌握什么原则？
有机肥料与无机肥料配合施用；施足基肥、适当追肥，地膜

覆盖栽培花生和大面积机械化种植地块，做到基肥一次施足；
氮、磷、钾、微肥合理搭配施用。

３３.花生播种时，底施多少肥料合适？
中低产田一般要亩施圈肥２～３吨，纯氮４～７千克，磷

（Ｐ２Ｏ５）３～５千克，钾（Ｋ２Ｏ）４～６千克，需氮磷钾复合肥
（１５－１５－１５）６０千克左右，每亩还需硼肥０．５～１千克，锌肥
０．５～１千克，钙肥２０～３０千克。全部有机肥、２／３化肥结合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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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施入，１／３化肥在起垄时施在垄内或播种时用播种机施肥器施
在垄中间。建议要将化肥总量的６０％～７０％改用控释肥，保证
花生后期养分供应。

３４.高产花生群体的基本特征包括哪几方面？
一是前期苗壮，总体要求是根深、叶茎粗、节密；二是中期

稳健，包括开花下针期和结荚期两个生育期；三是后期不早衰。

３５.要想地膜花生高产，怎样把好播种技术关？
地膜花生要高产，一定要把好以下四个播种技术关：一是要

提早整地，施好基肥。二是要选好优质花生品种，做足播前准备
工作。晒种、种子分级和种子包衣等备种事项，是培育壮苗的关
键。三是掌握好播种时间，做到适期播种。四是合理密植，地膜
覆严。

３６.花生播种前种子准备工作包括哪几方面？
播种前的种子准备工作，对于保证一播保全苗，提高花生产

量、品质至关重要。主要包括选种、播前晒种、剥壳、种子粒选
分级、发芽试验、药剂拌种等工作。

３７.播种前选种分级有什么好处？
剥壳前对留种的荚果进行再次选择，选择饱满的双仁果作

种，剥壳后对种子进行粒选分级，首先将秕粒、小粒、破碎粒、
感染病虫害和霉变的种子拣出，然后按种子籽粒大小分二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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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播种，防止大、中粒种子混播造成田间大苗压小苗，机械播种
时，也可确保播种均匀。

３８.花生剥壳前晒种有什么好处？怎样晒种？
播前晒种，能增加种子的后熟，打破种子的休眠性，促进酶

的活动，有利于种子内养分的转化，提高种子的生活力；晒种可
使种子干燥，增强种皮透性，促进种子萌动发芽，特别是对成熟
度差和储藏期间受过潮的种子效果尤为明显；晒种还可以起到杀
菌的作用，对于减轻花生苗期病害有积极的作用。晒种与不晒种
相比，出苗提早１～２天，荚果增产６％～１０％。

晒种要选在晴天上午１０点左右，把种子放在土场上晒４～５
小时，连晒２～３天。注意不能直接晒种子（籽仁），以免晒伤种
子或“返油”，降低发芽率。

３９.花生播种前有必要作发芽试验吗？
花生播种前最好做一下发芽试验，通过发芽试验，一是可以

减少浪费，二是能及早采取必要补救措施。基本上丧失发芽能力
的种子，及时调换，对发芽率偏低的种子，可采取浸种催芽或适
当增加播种量等方法加以弥补。

４０.花生怎样拌种或包衣？
花生拌种或包衣有利于保证花生苗齐、苗全、苗壮，为花生

优质、高产打下良好基础。采用７０％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或
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按种子重量的０．３％～０．５％拌种，可
有效防止烂根死苗；播种前每亩花生种子用高巧２０毫升＋益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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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克＋水３００克进行拌种可有效减轻苗期根茎腐病危害，培育
壮苗。种衣剂的使用最好在播种前一天进行包衣，或上午包衣下
午播种，以便晾干种子表面。

４１.地膜覆盖高产栽培对大田整地技术有什么要求？
一般确定采取地膜覆盖栽培花生的大田，冬季就应翻耕晒

土，冬季来不及翻耕，春后要及时翻耕晒垡，然后精细耙整。要
做到垄直垄平、上疏下实，土粗、块大是绝对不能盖膜的。

４２.地膜高产花生对种植规格有什么要求？
地膜高产花生栽培采用起垄双行覆膜方式。垄距８５～９０厘

米，垄高１０厘米左右，垄面宽５５～６０厘米，垄上小行距３５～
４０厘米，穴距１５．０～１６．０厘米，亩播１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穴，每穴２
粒。为保证播种质量，起垄时底墒要足，要求垄面平整，无
坷垃。

４３.春播花生什么时间播种适宜？
春花生的播种适期主要根据不同品种类型对温度、土壤含水

量的要求确定。一般小花生品种５厘米地温稳定在１２℃以上时
播种，大花生品种５厘米地温稳定在１５℃以上时播种。花生种
子发芽出苗的土壤水分以土壤最大持水量的６０％～７０％为宜。
因此，在花生播种适宜时期内，适当早播。覆膜花生一般比露地
栽培提早７～１０天播种，北方花生产区地膜花生播种适期一般在
４月下旬至５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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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地膜花生的适宜播种密度是多少？
花生适宜的种植密度应根据气候特点、土壤肥力、选用的品

种和栽培条件而定。一般中间型和普通型直立品种，在中等肥力
土壤种植，每亩８０００～９０００穴，珍珠豆型品种每亩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穴，每穴２粒种子。

４５.花生播种适宜深度是多少？
无论采用哪种播种方法，都要保证播种质量，做到播种深浅

一致。播种的深浅应以土壤质地、土壤墒情、整地质量及种子大
小等定。沙性大、墒情差的地块应深播，一般深４～５厘米；壤
质土、墒情好的地块应浅播，播深３～４厘米。大粒花生顶土能
力强，应深播，小粒花生应浅播。地膜花生一般以３厘米左右
为宜。

４６.地膜花生如何安全使用除草剂？
采用覆膜栽培花生，花生播种之后出苗之前，必须要喷施除

草剂。目前生产上多采用５０％乙草胺乳油封闭除草，覆膜前每
亩用５０％乙草胺乳油１００～１５０毫升，兑水４０～５０千克，均匀
喷洒垄面和垄两侧，覆膜后再喷洒垄沟底。喷施除草剂时应注意
将药液全部均匀喷施，喷药后应立即覆膜。

４７.地膜花生播后需要破膜放苗吗？
播种后１０～１５天花生会陆续出土，先播种后覆膜栽培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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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子叶出土并张开时或子叶未出土但可见真叶时，要用手指
或刀片正对幼苗处将地膜开一小口，引苗出膜，然后在开孔处用
细土封住膜口。放苗应在早晨或傍晚进行。

４８.地膜花生有必要抠膜下侧枝吗？
地膜花生要适时抠出膜下侧枝。因为花生主茎有２片真叶展

开时，第一对侧枝已出现，而且茎枝基部节位已开始花芽分化，
第一对侧枝是花生主要的结果枝，在膜下时间久了，会影响其早
生快发，降低结实能力，造成减产。因此，必须及时将膜下侧枝
抠出。

４９.地膜花生怎样浇好关键水？
花生既怕干旱，又怕渍水。足墒播种的覆膜花生，苗期一般

不需浇水，播后两个月不下雨，也能正常生长。在开花下针期和
结荚期，是花生需水高峰期，如果久旱无雨或仅小于１０毫米的
降雨，叶片刚刚泛白出现萎蔫时，应立即浇水，以保根、保叶，
维持功能叶片的活力，提高双仁果和饱满果指数，确保花生高
产。地膜花生浇水以沟灌润垄或喷灌为宜。如果降雨过大，田间
积水过多，应及时排涝。

５０.温度对花生播种出苗时间有什么影响？
花生出苗所需的时间随着温度的提高而减少。出苗所需大于

１２℃的有效积温为８７℃左右。一般春播花生播种至出苗天数为
１０～１５天，夏播花生只需５～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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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环境条件对苗期花生有什么影响？
苗期的长短与温度、光照及土壤水分有密切的关系。一般春

播花生苗期为２５～３０天，夏播花生２０～２５天。苗期若遇低温
（如低于１０℃）和多湿条件，容易引起死苗。苗期若遇干旱对花
生花芽分化进程有很大影响，干旱可明显延迟开花。

５２.环境条件对开花下针期的花生有什么影响？
花生进入开花下针期，对外界条件的变化十分敏感，低温、

弱光、干旱或土壤积水都能显著延迟开花，减少花数，影响果针
形成和入土，对开花集中的珍珠豆型早熟品种影响尤为显著。开
花下针期植株营养体迅速增长，对氮、磷、钾的吸收占全生育期
的２３％～３３％。

５３.结荚期花生对环境有什么要求？
花生进入结荚期，是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最盛期，大批果针

入土，子房开始膨大，发育成幼果，营养生长也达到最盛期。这
时花生所吸收的氮、磷、钾占全生育期的５０％左右，气温和水
分对荚果发育和产量有重要影响。此期需要的适温为２５～３３℃，
结实土层适温为２６～３４℃，低于２０℃或高于４０℃对荚果的形成
和发育都有一定影响。

５４.花生开花下针期和结荚期田间管理要注意哪些问题？
开花下针期和结荚期田间管理的重点是：防治花生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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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面追肥，防止徒长。开花下针期是花生需肥需水的最大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的病虫害有叶斑病、红蜘蛛、棉铃虫、蛴螬。

５５.地膜花生生长中后期怎样防早衰？
地膜花生中后期追肥有一定的难度，如发现有脱肥症状，要

进行叶面追肥，建议用１％～２％尿素加０．２％～０．３％磷酸二氢
钾加硫酸锌的混合液５０千克／亩，稀释均匀后叶面喷施，共喷
２～３次，每次间隔７～１０天。

５６.花生徒长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田间密度过大、施肥不当、花生生长中期处于高温多雨季

节，引起基部节间过度拉长、分枝减少、组织细弱等，导致徒
长，从而影响产量。特别是土壤肥力基础较好和花针期进行肥水
猛促的田块，易出现群体植株徒长，过早封行，造成田间郁闭甚
至后期倒伏的现象。

５７.花生徒长田怎样控长？
控制徒长是地膜花生取得高产的关键之一。在花生始花后

３０～５０天（早熟品种花后３０～４０天，中熟品种花后４０～５０
天），主茎高３５～４０厘米时，第一对侧枝８～１０节的平均长度＞
５厘米时，应及时喷施壮饱胺、多效唑等加以控制。

５８.怎样使用壮饱胺进行化控？
壮饱胺是青岛农业大学作物化控研究室研制的复合型作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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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调节剂，低毒，使用安全。一般花生田施用时期为花生下针后
期至结荚初期或株高３５～４０厘米时，常用量为每亩２０克粉剂，
如植株明显徒长，可酌情增加用量，但不宜超过每亩３０克，干
旱年份或旱薄地可适当减少用量，以每亩１０～１５克为宜。施用
方法为将药粉先溶于少量水中，搅动１分钟，再兑水３０～４０千
克／亩，均匀喷洒在花生叶面上。

５９.高产花生栽培前期管理有哪些关键技术措施？
一是开孔放苗和盖土引苗。二是适时清墩和抠出膜下侧枝。

三是适时查苗补种，争取全苗、壮苗。四是及时防治蚜虫和蓟马
的危害。

６０.高产花生栽培中期管理有哪些关键技术措施？
高产栽培田，在花生开花到饱果前，田间管理的主攻方向是

确保地上部和地下部协调稳健生长。通过肥水管理、防病治虫、
化学调控等措施，控棵保稳长。一是及时防治病虫害，当植株叶
斑病病叶率达５％时（正常年份为７月上中旬），叶面喷施５００
倍的多菌灵＋代森锰锌的混配剂，连喷３～４次，每次间隔１２～
１５天以防主要叶部病害；７～８月高温多湿期，若发现棉铃虫等
危害，应及时防治；结荚期若发现地下蛴螬、金针虫等危害，可
用辛硫磷等农药灌墩。二是遇旱浇水，结荚后注意排涝。在花生
盛花期和下针结荚期若土壤干旱，应及时浇水。三是采用化控技
术，高产田植株易徒长，应在下针后到结荚初期用壮饱胺、多效
唑等植物生长调节剂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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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高产花生栽培后期管理有哪些关键技术措施？
高产花生栽培后期管理的主攻方向是防止植株早衰，促进果

大果饱。一是继续防治病虫害。二是进行叶面追肥。三是及时排
涝，防止烂果。四是如遇秋旱，应适量浇水。五是及时收获，减
少或避免伏果、芽果和烂果发生。

６２.怎样适时收获花生？
生产上一般以植株由绿变黄，主茎有３～４片绿叶，大部分

荚果成熟，即珍珠豆型品种饱果率达到７５％以上，中间型中早
熟品种饱果率达到６５％以上，普通型晚熟品种饱果率达到５５％
以上时，作为田间花生成熟的标志。同一品种，地膜花生可提前
７～１０天成熟。花生成熟后应及时收获，防止落果、烂果，提高
荚果和籽仁质量。地膜花生收获时要同时回收残膜，达到净地净
膜。花生收获后及时晒干，控制黄曲霉素的污染。

６３.刚收获的花生如何进行干燥处理？
新收获的花生，成熟荚果含水量５０％左右，未成熟荚果

６０％左右，必须及时使之干燥，才能安全储藏。收获后将花生进
行田间晾晒。田间晾晒程度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田间晾晒后的花
生摘果后仍需摊晒干燥，待含水量降到１０％以下时，即可储藏。

６４.花生如何安全储藏？
花生的安全储藏与含水量、温度关系密切，荚果含水量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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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种子含水量降到７％才能安全储藏。储藏温度低于２０℃，
空气相对湿度低７５％，储藏１０５天的花生荚果，含水量仍可低
于或接近９％，种子含水量接近或低于７％。另外，还应注意储
藏期间保持通风良好。储藏期间注意及时检查，一旦发现异常，
要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

６５.花生品种为什么会退化？
花生品种退化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机械混杂。在花生

播种、收获、运输等一系列过程中均可造成花生品种机械混杂。
二是生物学混杂。花生虽是自花授粉作物，但因多种因素影响，
也有一定程度的天然异花授粉，不同品种相邻种植，会使品种整
齐度、纯度下降，产量和品质降低。三是品种遗传因素。四是环
境条件影响。在不良的环境条件下，花生品种优良性状会逐渐削
弱，一些不良性状会被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良种的丰产性会退
化变劣。

６６.如何防止花生品种退化？
一是防止机械混杂。二是防止生物学混杂。选用性状稳定、

纯度高的原种作为繁殖用种。还有就是进行隔离，以防花生生物
学混杂。三是加强田间管理。四是适期收获。五是提纯复壮。

６７.花生留种应注意哪几个环节？
要确保花生种子的发芽率高、苗壮、产量高和品质好，一定

要抓住以下四个关键环节。一是适期收获，为避免花生在田间发
芽，留种用的花生要比榨油用的花生提早收获。二是精选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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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掉已发芽的荚果、掉蒂的荚果、死株上的荚果以及嫩果。三是
及时晒种，收获后及时田间晾晒，摘果后在晒场摊薄晾晒，以防
种子发热，发热的种子不能发芽。晒到花生安全储藏标准时方可
入库。四是安全储藏。

６８.花生主要的病虫害有哪些？
花生主要的病害包括根茎腐病、叶斑病、网斑病、青枯病、

病毒病、疮痂病、根结线虫病等。虫害以地下害虫（蛴螬）为
主，其次是地上害虫花生蚜虫、红蜘蛛、棉铃虫等。

６９.花生虫害综合防治的基本策略是什么？
花生虫害综合防治的基本策略是以农业防治为基础，充分利

用天敌控制害虫，因时、因地、因害虫种类制宜，合理运用农
艺、物理、化学的防治措施，尽可能地创造有利于花生生长发育
和天敌生物繁殖，而不利于害虫发生的环境条件，把虫害控制在
经济允许损失水平以下。

７０.花生病害综合防治的基本策略是什么？
花生病害综合防治要以农业措施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科学

合理地运用物理、生物等各种措施，创造有利于花生生长发育而
不利于病害发生的环境条件，安全、经济、有效地控制主要病害
的发生危害，达到花生高产、优质、高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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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花生根茎腐病表现什么症状？
本病在花生苗期和成株期均可发生。苗期发病，可造成子叶

变黑腐烂，然后侵染近地面的茎基部及地下茎处，初为水浸状黄
褐色病斑，后逐渐绕茎或在根茎扩展形成黑褐色病斑，地上部分
叶色变浅发黄；中午叶柄下垂，复叶闭和，翌晨复原；严重发病
时基部皮层脱落，全株枯死。

７２.花生根茎腐病的防治方法有哪些？
（１）重病区换种抗病品种，搞好种子选留晒藏和播前晒种工

作，实行与禾本科作物轮作，深耕土壤。
（２）播前药剂拌种消毒：可选用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或

４５％三唑酮福美双可湿性粉剂拌种，堆闷２４小时后播种。
（３）加强栽培管理：收获时彻底清洁田园，勿施用带病残体

的土杂肥；因地制宜适当调节播种期；整治排灌系统，提高防涝
抗旱能力。

（４）药剂防治：可选用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８００倍液、
７０％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加７５％百菌清可湿性粉剂（１∶１）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倍液，或７０％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１０００倍液喷淋防
治。也可用９６％恶霉灵（或１０００倍３０％恶霉灵水剂）３０００～
６０００倍药液喷洒。间隔７天喷１次，连喷２～３次。

７３.花生青枯病表现什么症状及怎样防治？
花生一般在初花期最易感染此病。病株初始时，主茎顶梢第

一、二片叶片先失水萎蔫。１～２天后，病株全株或一侧叶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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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至下急剧凋萎，色暗淡，呈青污绿色，后期病叶变褐枯焦。
青枯病的发病条件主要是高温多湿的环境，轮作周期短或品

种抗性弱等。应采取以下措施：
（１）农业防治：①轮作。花生与水稻水旱轮作和旱坡地不同

作物２～３年轮作，是防治青枯病的有效措施。旱地可与禾本科
作物轮作。②选用抗病品种。③改土施肥。在沙质地上深耕改
土，客土入泥，增施经高温发酵腐熟的堆肥和厩肥，改良土壤结
构，提高地力，可减轻青枯病的发生。

（２）药剂防治：在发病初期喷施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倍的农用链霉
素或新植霉素，隔７～１０天喷１次，连喷３～４次防治。

（３）清除病残体：田间发现病株，应立即拔除，带出田间深
埋，并用石灰消毒。花生收获时及时清除病株与残余物，减少土
壤病源。

７４.花生叶斑病表现什么症状？
花生叶斑病包括褐斑病和黑斑病两种。褐斑病又叫“早斑

病”；黑斑病又称“黑疽病”。多混合发生于同一植株的同一叶片
上。轮作地发病轻，连作地发病重。重茬年限越长，发病越重，
往往不到收获季节，叶片就提前脱落，这种早衰现象常被误认为
是花生成熟象征。花生受害后一般减产１０％～２０％，甚至３０％
以上。花生叶斑病多发生在生长中后期。主要危害叶片、叶柄、
托叶，茎上也受其害。

叶斑病症状：褐斑病病斑圆形、暗褐色，较大，病斑外缘有
黄色晕圈，后期有灰色霉状物；黑斑病病斑圆形、黑褐色，病斑
周围无黄色晕圈，病斑比褐斑病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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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怎样防治花生叶斑病？
（１）农业防治：清除病残体，并及时进行耕翻，收花生时，

尽可能将病残体或落叶收集起来，以消灭病害初次侵染源；重病
地块应实行与禾本科作物２～３年轮作；选用抗病品种，合理
密植。

（２）化学防治：高温多雨的７～８月份是防治叶斑病的重点
时期，发病初期可喷洒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８００倍液或７５％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６００倍液或７０％代森锰锌８００倍液，每隔７～
１０天喷药１次，共喷２～３次。注意此病要早防和轮换用药。

７６.花生网斑病表现什么症状？
花生网斑病又称褐纹病、云纹斑病，是北方花生产区发生的

一种新病害，特别是浇水条件好的中高产地块，发病尤为严重。
花生开花至收获期均可发生，以花生中、后期发病最重，主要危
害叶片，其次危害叶柄和茎部。常在花期染病，先侵染叶片，初
沿主脉产生圆形至不规则形的黑褐色小斑，病斑周围有褪绿晕
圈，后在叶片正面边缘呈网纹状的不规则形褐色斑，且病部可见
栗褐色小点，即病菌分生孢子器不透过叶面。阴雨连绵时叶面病
斑较大，近圆形，黑褐色；叶背病斑不明显，淡褐色，重者病斑
融合。干燥条件下病斑易破裂穿孔。生产上该病常与褐斑病、黑
斑病混合发生，造成严重落叶，影响产量，可减产１０％～２０％，
流行年份可造成减产２０％～４０％。花生生长中后期，持续阴雨
天有利于病害发生和流行。田间湿度大的地块易发病，连作地发
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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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怎样防治花生网斑病？
（１）农业防治：①选用抗病品种，如花育１９、花育２２、潍

花８号等。②合理轮作，与非豆科作物轮作１～２年。③清洁田
园，收获时彻底清除病株、病叶，集中烧毁或沤肥，以减少第二
年病害初侵染源。

（２）药剂防治：发病初期喷洒７０％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５００
～６００倍液或７５％百菌清可湿性粉剂７００～８００倍液、６４％杀毒
矾可湿性粉剂５００倍液、８０％喷克可湿性粉剂６００倍液。隔１０～
１５天１次，连防２～３次。

７８.怎样防治花生蛴螬？
蛴螬是金龟甲幼虫的总称，属鞘翅目，金龟甲科。北方地区

主要有华北大黑鳃金龟、暗黑鳃金龟、铜绿丽金龟等。蛴螬是危
害花生的主要地下害虫，不仅危害期长而且危害严重，影响花生
发芽、坐果、结荚、产量及品质。一般发生田被害损失率在
２０％～３０％，严重地块甚至绝收。近几年来蛴螬呈上升发生趋
势，因其常在地下活动，隐蔽性强，防治困难，所以必须采取综
合防治的方法。主要有合理轮作、秋季深翻、种子包衣、土壤处
理等。

药剂拌种：用乐斯本或辛硫磷拌种。
土壤处理：播前整地时，每亩用３％辛硫磷颗粒剂１．５～２．０

千克均匀撒施于田面，浅翻入土；或将３％辛硫磷颗粒剂撒于播
种沟内，之后播种；也可将杀虫剂拌入有机肥内作基肥施用。抓
住卵孵化盛期和幼虫一、二龄期防治是提高防治效果的关键，时
间在６月下旬至７月下旬，坚持用药２～３遍。雨前或雨后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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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湿时，用５０％辛硫磷乳油配制毒土，集中而均匀地施于花生
主根处土表上，既可彻底防治来此产卵的金龟甲和危害荚果的蛴
螬，同时兼治金针虫等多种地下害虫。

７９.花生蚜虫对花生有什么危害？怎样防治？
花生蚜虫是花生的一种常发性害虫，在花生尚未出土时，蚜

虫就能钻入土内在幼茎嫩芽上危害，花生出土后，多在聚集顶端
心叶及嫩叶背面吸取汁液，受害后的叶片严重卷缩。开花后主要
聚集于花萼管及果针上危害，果针受害虽能入土，但荚果不实，
秕果多。受害严重的花生，植株矮小，生长停滞。猖獗发生时，
蚜虫排出大量蜜露，引起霉菌发生，使花生茎叶变黑，甚至整株
枯萎死亡。蚜虫不仅吸食花生汁液，也是传播多种病毒的主要
媒介。

防治方法：
（１）农业防治：加强田间管理；适时播种；合理密植，防止

田间郁闭；适时灌溉，防止田间过于干湿。
（２）化学防治：选用１０％吡虫啉可湿性粉剂５０００倍液、

３％啶虫脒乳油２０００倍液、２５％阿克泰水分散颗粒剂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倍液、４０％氧化乐果乳油１０００倍液喷雾进行防治。防治蚜
虫注意要及时防治，并用足药液量，做到花生叶面叶背都喷到
药液。

８０.花生红蜘蛛危害特征是什么及如何防治？
花生红蜘蛛是花生田常见的害虫，主要以成、若螨聚集在花

生叶片背面吸食汁液，破坏叶绿素，影响叶片的光合作用。最初
叶片正面出现黄白色小点，边缘向背面卷缩。受害轻时，叶片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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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生长，严重时叶片干枯脱落，造成减产，甚至绝收。高温干旱
利于红蜘蛛的快速繁殖及大发生。

防治方法：
（１）农业防治：合理轮作，避免在寄主间相互转移危害；花

生收获后及时深翻，既可杀死大量越冬的叶螨，又可减少杂草等
寄主植物；清除田边杂草，消灭越冬虫源。

（２）化学防治：当花生田间发现发病中心或被害虫率达到
２０％以上时，要及时喷药防治，喷药要均匀，一定要喷到叶背
面；另外，对田边的杂草等寄主植物也要喷药，防止其扩散。花
生红蜘蛛亩用１５％哒螨灵乳油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倍液、１．８％阿维菌
素２０００倍液喷雾防治。间隔６～７天防治１次，连喷２～３次。

８１.花生根结线虫病的危害特征是什么及如何防治？
花生根结线虫对花生地下部分的根、荚果、果柄等均能侵入

危害。症状可从地上和地下部识别。地上部症状：植株矮小发
黄，下部叶片发黄，边缘焦灼而提前落叶。地下部症状：受害部
位产生许多其形状如根瘤的虫瘿。虫瘿大小、形状不一。其颜色
初为乳制品色，然后转淡黄色，最后变为土黄色。

防治方法：
（１）对土壤进行处理：沙地深翻、深刨，多施腐熟有机肥，

提高地力，改良花生生长条件，提高花生本身的抗病能力。
（２）注意轮作换茬：如与小麦、玉米等禾本科作物进行２～

３年轮作，可以有效地减轻病害，轮作年限越长效果越明显。
（３）花生收获时，对病株的根系，应深挖、刨净，汇集成堆

后在原地焚烧，或沤制腐熟肥料。切忌带出病地，造成人为扩散
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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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如何防治花生棉铃虫？
棉铃虫在干旱年份发生较重。花生田以第二代和第三代危害

为主。当二、三代棉铃虫百穴花生累计卵量２０粒或有幼虫３头
时，选用４．５％高效氯氰菊酯乳油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倍液、５％抑太保
乳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倍液进行防治。

８３.花生疮痂病表现什么症状？其在什么情况下易
　　　　　发病及如何防治？
　　花生疮痂病症状老百姓直接形容为“打蔫、叶片有铁锈”。
主要危害叶片、叶柄及茎部，叶片染病叶两面产生圆形至不规则
形小斑点，边缘稍隆起，中间凹陷，叶正面上病斑黄褐色，叶背
面为淡红褐色，具褐色边缘，叶柄、茎部染病，初生卵圆形隆起
的稍大病斑，长约３毫米，多数病斑融合时，引起叶柄及茎扭
曲，上端枯死，叶柄和分枝上病斑可发展为溃疡疮痂，使植株成
烧焦状。田间常表现为上部叶片卷曲，茎弯曲，病株略矮化，多
呈点片发生。这是一种真菌病害，病菌在病残体上越冬，翌春借
风雨传播进行初侵染和再侵染。高温、高湿的环境条件有利于
发病。

防治方法：
（１）与禾本科作物进行３年以上轮作，同时选用抗病品种。
（２）加强田间管理，增施磷、钾肥，控制氮肥供给量。
（３）药剂防治：发病初期用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３００～

４００倍液面喷雾或７０％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１００克兑水３０千
克叶面喷施，每隔５～７天喷施１次，连续喷施２～３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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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引起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花生黄曲霉毒素是黄曲霉真菌的代谢产物，毒素污染是黄曲

霉菌、花生、环境三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黄曲霉菌的感染开
始发生在田间，特别是花生生长后期。高温干旱有利于土壤中黄
曲霉菌的生长和繁殖，花生田间管理和收获时受损伤的荚果，以
及由于土壤温度和湿度的波动引起的种皮自然破裂，都可以增加
黄曲霉菌的感染。花生生育后期遇到的干旱胁迫是黄曲霉菌侵染
花生的一个决定因素，当土壤干旱导致花生种子含水量降到
３０％时，种子很容易受黄曲霉菌感染。花生收获后不能及时晾
晒，以及储藏不当可以加重黄曲霉菌的感染和毒素污染。

８５.如何控制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
一是防治病虫害，减少机械损伤，及时防治地下害虫，如蛴

螬、金针虫等，喷施杀菌剂防治叶斑病，防止花生早衰。花生田
间管理和收获时防止损伤荚果。二是合理排灌，花生收获前的黄
曲霉毒素的污染在很大程度上与花生生长中后期（收获前１～２
个月）的高温和干旱有关。因此要合理排灌，确保花生生育后期
对水分的需求，避免后期干旱。生育后期田间渍水，造成烂果，
也是造成黄曲霉菌污染的主要原因。三是轮作换茬、培肥地力，
可提高花生抗病能力，土壤有机肥含量增加，可有效提高含水
量，降低黄曲霉菌污染。四是适时收获，及时干燥。五是栽培抗
病品种，选用抗旱和抗多种病害的品种可减少或避免黄曲霉毒素
的污染。六是安全储藏。仓库尽可能保持低温、低相对湿度，花
生安全储藏的含水量是８％～９％，储藏期间要做好防潮、防虫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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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花生缺氮表现哪些症状？
花生缺氮表现为叶小、色发黄，植株生长缓慢、弱小，开花

少，单株结果数量低。主要在旱薄低产田、沙质壤土表现明显。

８７.花生缺磷表现哪些症状？
花生缺磷其典型症状是叶色暗绿、茎发紫，植株瘦小，根系

少，花少果小，品质差。在碱度稍强的土壤中，磷素被固定而表
现为缺乏。

８８.花生缺钾表现哪些症状？
花生缺钾表现为植株矮小，生长发育迟缓，嫩叶起皱，叶片

有少量的黑色斑点，老叶叶缘干枯或呈烧焦状卷曲。在高产田中
花生吸收量大，有轻微缺钾表现。

８９.花生缺钙表现哪些症状？
花生吸收钙较多，仅次于氮、钾，居第三位。缺钙时，外观

没有多大变化，主要影响生殖生长。表现为种子的胚芽变黑，荚
果发育减退，果小仁秕，单仁果多，果壳肥厚，种子败育形成秕
瘦的“空果”，根系不发达。虽然钙的缺乏在生产中表现不明显，
近几年施肥中过磷酸钙被二铵代替，相对钙元素施用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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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花生缺锌表现哪些症状？
花生田锌不足时，花生叶片发生条带式失绿，失绿条带普遍

在最接近叶柄的叶片上，严重缺锌时，整个小叶失绿，植株矮
小。在各种土壤中有轻微缺锌表现。

９１.花生缺铁表现哪些症状？
花生缺铁最明显的症状是上部新叶脉失绿，或新叶全叶白

化，甚至脱落。在碱性土壤及多年重茬种植的土壤中有缺铁
表现。

９２.花生缺硼表现哪些症状？
花生缺硼影响荚果和籽仁的形成，会出现大量子叶内面凹陷

的“空心”籽仁。植株矮小瘦弱，开花很少，甚至无花，最后生
长点停止生长，以致枯死。

９３.花生缺钼表现哪些症状？
钼是对氮素代谢具有相当重要作用的元素，能促进蛋白质合

成，使植株较好地利用氮素养分，增加叶绿体营养，钼还能促进
根瘤菌的发育使根增大，增强固氮能力。因此，花生缺钼的主要
症状是生长不良，植株矮小，叶脉间失绿，叶片生长畸形，整个
叶片布满斑点，甚至发生螺旋状扭曲，根瘤发育不良，根瘤小而
少，固氮能力下降，其症状与缺氮症状相似，但缺氮先表现在老
叶上，而缺钼先表现在新生叶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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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钼肥在花生上怎样施用？
（１）作基肥：整地时，亩施钼酸铵５０～１００克（与过磷酸钙

混合施用）作基肥。
（２）作种肥：播种前，用０．１％～０．２％钼酸铵溶液浸种３～

５小时，或用钼酸铵按种子量的０．２％～０．３％拌种。
（３）根外喷施：在花生苗期、花期或植株出现缺钼症状时，

用０．１％～０．２％钼酸铵溶液叶面喷施。

９５.当前生产上油用型花生品种主要有哪些？
（１）冀花４号：高产高油中小果品种，荚果平均亩产３５０．６

千克，脂肪含量５７．６５％，出米率７５．６％。
（２）冀花５号：高产高油大果型品种，脂肪含量５５．７％，

出米率７２．４％，荚果平均亩产３１５．０３千克。
（３）中花１２号：高产高油红皮小果品种，出米率７２．２％，

粗脂肪含量５６．１９％。

９６.油食兼用型高产花生品种主要有哪些？
（１）冀花２号：油食兼用高产中大果品种，粗脂肪含量

５２．０％，荚果产量２５０～５２６千克／亩。
（２）冀花６号：油食兼用高产大果品种，含油量５３．７％，

出米率７４．３％，区域试验荚果亩产２９７．４千克。
（３）唐９４－１：油食兼用高产大果品种，脂肪含量５３．１５％，

蛋白质含量２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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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目前生产上高产优质花生品种主要有哪些？
（１）冀花８号：直立疏枝型小花生，春播全生育期１２２天，

适合机械化栽培。
（２）冀花７号：早熟、高产、优质、抗病、适应性强，春播

全生育期１２５天，夏播１０９天。
（３）花育１９号：高产优质出口大花生。出米率７０％，含油

量５２．９９％，春播全生育期１３０天左右，夏播１００天左右。
（４）花育２２号：优质高产出口大花生。荚果普通型，果较

大，出米率７１．０％，脂肪含量４９．２％，春播生育期１３０天左右。
适宜在肥力中等以上、排灌方便的沙壤土种植，种植密度９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穴／亩。

（５）花育２５号：优质高产出口大花生。荚果普通型，果较
大，出米率７３．５％，脂肪含量４８．６％，蛋白质含量２５．２％，春
播生育期１２９天左右

（６）潍花８号：该品种属普通型早熟大花生。春播全生育期
１２５～１３０天，夏播１００天左右。

９８.食用型 （适宜烘烤加工）花生品种主要有哪些？

①冀９４０２：甜味。②冀９７４２：红皮。③冀０５１１：小果，适
合作芽菜。

９９.彩色花生主要品种有哪些？
（１）四粒黑：该品种株高６０厘米，分枝６～８个，亩产３００

千克左右，亩用种量２０千克，一般单果３～４粒，偶有５粒，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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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重３００～４００克，籽粒特黑纯正，富含有１０多种人体必需的微
量元素硒、碘等。

（２）两粒黑：果仁外皮紫黑色，长椭圆形，植株半直立型，
高４０～５０厘米，分枝力强，连续开花繁多，中早熟品种，生长
期１３０天左右，双仁率８０％以上，百果重２１０克左右，出仁率
７０％，果仁富含硒、锌，亩产４００千克左右。

（３）四粒彩：该品种株高６０厘米，分枝５～８个，超大果
型，单果３～４粒，偶有５粒，该品种富含有１０多种人体必需的
微量元素，特别是硒、碘的含量高于其他品种，亩用种２０千克，
亩产３００千克左右。

（４）双粒花：一般亩产３００千克左右，亩用种１８千克，该
品种种仁上的颜色是红白两种颜色，鲜艳好看。株高５０厘米左
右，半直立型，生长势、抗逆性强，中早熟品种，生长期１３５
天，双仁率８０％以上，百果重２２０克左右，出仁率７０％～７２％，
果仁富含白黎芦醇，有助于预防血管病。

（５）大红花生：果仁外皮大红色，株高５０厘米左右，半直
立型，抗性强，生长期１３５天左右，中早熟品种，百果重２６０克
左右，出仁率７０％左右，亩产４００千克以上。

（６）白玉花生：果仁外皮纯白色，株高４０厘米左右，株型
直立紧凑、矮壮，珍珠豆型中早熟品种，生长期１２５天左右，双
仁率８５％以上，百果重１８５克左右，出仁率７０％以上，亩产
４００千克以上。

１００.花生品种冀花４号有什么特征特性及主要栽培
　　　　　技术要点有哪些？

　　冀花４号是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所选育，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通过河北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的专家鉴定，２００６年通过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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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２００７年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ＣＮＡ２００４００１３．４），该品
种具有高产、高油、抗病、抗逆、适应性强等突出特点。

冀花４号属疏枝普通型中小果花生品种，株型直立，株高
３５～４５厘米，总分枝８～９条，茎枝节间密，叶片椭圆形、绿色
且小而厚，连续开花。荚果普通型，单株结果１５个以上，饱果
率７２．３％，百果重１８７克，百仁重８０克，种皮粉红色，出米率
７５．６％，春播生育期１２０～１３０天，夏播１１０～１１５天。生产中表
现出高产、稳产、多抗、广适等优点，是一个理想的油用型花生
新品种。适宜北方花生春播区和河北南部麦套区种植。

栽培技术要点：
（１）适期播种：４月２０日（地膜覆盖）至６月１５日（夏

播）均可播种。
（２）合理密植：适宜密度范围１．０万～１．２万穴／亩。
（３）加强中后期管理：开花后要保证水肥供应，遇旱浇水，

特别是要浇好开花、饱果成熟期两次关键水，以保证单株结果数
和饱果率。

（４）适时收获：该品种青枝绿叶成熟，多数荚果成熟饱满
（内果壳变黑或褐色）时即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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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为什么水稻是高产稳产作物？
因为水稻在生长发育上具有一些适宜高产栽培的特性。一是

水稻能够在水层下栽培，便于促进和控制。水稻的根部具有通气
组织，可以从地上部取得空气以供根部生长，故而水稻可以在水
层条件下进行栽培。这样，既可以充分满足水稻对水分的需要，
还可以通过灌溉、排水，以及水层深浅，来调节田间小气候和土
壤微生物的活动，抑制病、虫、草害的发生，促进和控制水稻生
长发育，从而取得高产稳产。二是水稻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比
较协调，经济生产效率高。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分为营养生长和生
殖生长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要求不同的外界生活条件。可是有
不少作物，营养生长还没有结束，生殖生长便已开始，在栽培管
理上，容易顾此失彼。因此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矛盾，便成为
限制这些作物高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而水稻大都在营养生长基
本结束前后，紧接着进行生殖生长。这样，比较利于通过不同的
栽培管理措施来进行促进和控制，使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得到比
较好的协调。因此水稻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

２.水稻的增产潜力有多大？
水稻虽然被称为高产作物，但我国水稻的平均产量和世界先

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我国不仅有优越的社会制度，
还有高产的自然条件，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能够获得高产。影
响粮食生产的三个气象因素是雨量、温度和太阳总辐射量。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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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主产区雨水充沛，在同纬度上水稻生长期内温度比日本高。
我国太阳的年总辐射量虽不及埃及，但高于西班牙等国家。据科
学研究结果，水稻利用太阳辐射能的效率一般为０．５％～１．０％，
最高可达５％。如果按辐射能的最高利用率计算，则水稻亩产可
达１４００千克；按我国土壤肥力计算，水稻亩产可达１２４７千克；
从植物生理角度看，我国华北地区水稻亩产可达１２５０千克。从
以上看我国的水稻生产潜力很大。

３.水稻产量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
水稻的产量是由单位面积上的穗数、每穗结实粒数和千粒重

三个因素所构成。单位面积上的穗数是由株数、单株分蘖数、分
蘖成穗率三者组成的。穗子的大小和结实多少主要决定于幼穗分
化过程中形成的小穗数目和小穗的结实率。水稻的粒重是由谷粒
大小以及成熟度两者构成的。

４.水稻的各产量因素是由哪个时期决定的？
株数是由插秧的密度及移植成活率决定的，但其基础是秧田

期。所以育好足够数量的秧苗，才能保证插植足够密度的株数，
培育生长健壮的秧苗，才能在栽插后返青快、分蘖早、成穗多。
决定单位面积上穗数的关键期是在分蘖期。在壮秧、合理密植的
基础上，每亩穗数的多少，便取决于单株分蘖数和分蘖成穗率。
决定每亩穗粒数的关键时期是在长穗期。决定粒重以及产量形成
的时期是在结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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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高产水稻的叶色变化有何规律？
移栽返青期叶色显“黄色”，有效分蘖期叶色显“黑色”，有

利于促进分蘖早生快发。到有效分蘖末期叶色最“黑”，无效分
蘖期叶色显淡，有利于控制无效分蘖生长，有利于改善株型、促
进根系的生长。拔节前后叶色显淡，有利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
转变，有效地控制基部节间的伸长，促进茎秆粗壮，防止倒伏，
提高结实率。孕穗期叶色变深，利于形成大穗，促进颖花发育，
提高颖花数。破口期叶色变淡，可增加茎叶的物质积累，为提高
结实率创造条件，而且还可以减少穗颈瘟的发生。齐穗期以后叶
色转深，维持较长时间，到结实后期自然转“黄”，有利于提高
结实率和粒重。

６.什么是水稻新品种？
水稻新品种一般是指在一定生态和经济条件下，根据人类需

要，经过人工选育的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水
稻群体，在相应地区和栽培条件下可以种植，在产量、抗性和米
质等方面都符合水稻生产要求，并已通过省级或国家品种审定委
员会审定。

７.水稻优良品种应具备哪些条件？
水稻优良品种除具备水稻新品种的基本条件外，还应具备以

下几方面条件：
（１）产量高：高产是优良品种最基本的条件。
（２）抗逆性强：包括生物抗性（如抗稻瘟病、白叶枯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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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螟虫、稻飞虱等）和非生物抗性（包括耐旱、耐寒、耐涝和耐
高温）。

（３）品质好：一要加工出米率高，二要外观好看，三要好
吃；在评价米质优劣的诸多指标中，整精米率、垩白率、垩白
度、直链淀粉含量、胶稠度和食味最为重要。

（４）适应性广：是指在不同的土壤、气候和栽培条件下大面
积生产都能生长良好并能获得高产。

８.水稻优良种子包括哪些内容？
优良种子首先要求在其遗传特性上具备优良品种的条件，其

次要求种子本身质量要好。种子质量广义上是指种子的品质和播
种品质。前者包括种子的真实性和品种纯度；后者包括种子是否
清洁干净、有无其他作物种子，是否充实饱满，是否出苗正常、
整齐，是否感染病虫害，是否干燥耐储藏。狭义上的质量主要包
括种子的净度、发芽率、水分和纯度四项指标。

９.如何选择水稻优良品种？
要想获得水稻高产，实现增收，选用优良品种是关键之一。

由于各地的气候条件、地理条件和地势情况、土壤肥力和质地、
雨水等条件的不同，形成了生态条件的多样性，所以要选择适宜
本地区生态环境条件，耐肥、抗病、抗倒伏、高产稳产、品质优
良，并能够安全成熟的品种。

１０.如何进行水稻引种？
引种时必须了解原产地的生态条件、品种本身的特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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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地的生态条件、两地生态环境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会导致品
种发生什么改变等问题。原产地与引入地主要生态条件的差异，
表现为纬度和海拔的差异、土质和雨量的差异以及品种栽培技术
的改变等。因此，引种时要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１）同纬度、同海拔地区间的引种：引种易成功。
（２）北种南引：即低纬度地区从高纬度地区引种，应选择生

育期较长的中晚熟品种。
（３）南种北引：即高纬度地区从低纬度地区引种，若引入低

纬度地区的早稻早、中熟品种和中稻早熟品种，或感光性弱、对
纬度适应较宽的品种，引种易成功。但晚稻品种北引，不能正常
灌浆结实。因此，华南地区的感光晚籼品种不能引至长江流域；
长江流域的晚稻品种不能引至华北种植；热带地区品种不能引至
东北地区栽培。

（４）纬度相近、不同海拔地区间的引种：由低海拔地区引至
高海拔地区的水稻品种，生育期延长，宜引入早熟品种。由高海
拔地区引至低海拔地区的水稻品种，生育期缩短，宜引入晚熟
品种。

１１.为什么同一水稻品种不能在一个地方连续种植？
品种的更换交替与搭配种植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病虫的危害，

延长使用寿命。水稻病虫害的发生由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一是品
种本身抗病性的强弱；二是病虫的来源与致病危害强度；三是环
境条件是否有利于病虫害的发生。一个新育成的品种在刚刚投入
生产应用时其抗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多，伴
随该品种的各种病虫害来源也在不断地发展，这样该品种如果连
续大面积单一种植，往往容易导致大面积的病虫害大发生，造成
灾难性的损失。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必须采取品种轮换种植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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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搭配种植。一般一个品种在一地大面积种植年限不应该超过３
年，每个品种的种植面积也不应该超过１／３。

１２.水稻品种退化的原因有哪些？
在水稻生产实践中，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水稻优良品种不

再优良，出现退化现象。水稻优良品种退化的主要原因是：
（１）机械混杂：播种、插秧、收获、脱谷、装运、贮藏等一

系列过程中，不按或不认真执行良种生产操作规程，使繁育的品
种混入了其他品种的种子，造成机械混杂。

（２）生物学混杂：水稻通常存在０．２％～０．３％的天然异交
率。不同品种相邻种植，相邻部分植株的异交率可上升到１％以
上。特别在低温和高湿的气候条件下，花药开裂不畅，散粉时间
拉长，天然异交率更高，以致群体出现生物学混杂，破坏了原品
种的纯一性。

（３）基因突变、分离：就单一性状而言，基因突变的频率通
常是很低的，但基因数量很多，从整体看毕竟还是会出现少数的
变异。分离主要是指微效基因的分离。目前生产上推广的水稻品
种大多数是杂交育成的品种，表面上看其纯度已符合要求，但还
可能存在某些细微的分离。经过几个世代的种植，因微效基因的
分离而出现性状表现程度不同的个体。此外，从外地新引进的品
种，由于生态条件的改变，导致品种内个体间表现的差异，引起
品种混杂退化。

（４）选种留种方法不正确：留种时没有按照优良品种的各种
典型性状去杂去劣。例如，仅仅考虑单株优势、分蘖力强、穗大
粒多等，而这些恰恰在此时又可能是具有杂种优势的杂合株。多
代之后，品种的丰产性就会退化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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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培育水稻秧苗的关键环节有哪些？
苗床选择，种子精选，药剂浸种，稀播匀播，肥水管理，病

虫防治等是培育秧苗的关键环节。

１４.水稻秧田地如何选择？
秧田地质量好是培育壮秧的保证，也是旱育壮秧成功的关

键。最好选择背风向阳，土壤质地肥沃、疏松，排灌方便的菜园
地和庭院。没有以上条件的要选择地势高燥、平坦，排灌方便，
无盐碱的稻田地。盐碱较重的地区，要选择靠近背风向阳的河、
渠、沟堰和林地，进行深挖沟，筑高畦，造成永久固定式秧田。

１５.如何配制水稻床土？
从菜园、庭院或稻田地的表面取土３厘米，打碎过筛后与捣

细过筛的腐熟优质粗肥每平方米床面１０千克，充分搅拌、混合
均匀后堆放备用。

１６.如何进行水稻种子处理？
（１）晒种：选晴天在１０～１４点晒种２～３天，以提高种子的

发芽势。
（２）盐水选种：用２０％盐水选种，撇去秕谷后捞出，用清

水清洗，防止种子表面带盐。
（３）消毒：用１６％咪鲜胺·杀螟丹浸种４８小时。
（４）泡种：消毒后的种子放在清水中浸泡，水温１０℃需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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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１５℃需４天（包括种子消毒时间），使种子吸足水分，腹白
清晰可见。

１７.水稻最适的抽穗期与品种选择有什么关系？
在冀东稻区，以８月１０～１５日为最适抽穗期。抽穗过早，

在抽穗期间容易遭受７月下旬至８月上旬的连续阴雨天气，病虫
加重，增加农药用量，影响产量和降低品质。抽穗过晚，有的年
份不能安全成熟，也会降低产量和品质。所以要根据最适抽穗
期、生产条件来选择适宜的品种，并计划栽培，使所栽的品种在
最适抽穗期间齐穗。

１８.水稻播种量应该控制在什么数量？
播种量的多少是培育壮秧的关键，因此根据插秧秧苗大小来

确定，如３．５片叶移栽时，每平方米干种不超过３００克，４．５片
叶移栽每平方米干种最多不超过２２５克，５．５片叶移栽每平方米
干种最多不超过１７５克。

１９.稻种如何催芽？
为了提高出苗率，在药剂浸种的基础上，还要进行催芽。其

方法是：将浸种后的种子捞出，堆成厚１０～２０厘米的种子堆，
上盖草帘，白天每隔２～３小时淋水１次，夜间不用。当种子露
白后，再催芽１～２天，这样的稻芽耐淹水、耐缺氧，出苗齐、
出苗率高，可达９２％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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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水稻拌种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防治苗期的立枯病，还要在播种前进行药剂拌种。一般

用２５％甲霜灵４０克拌湿种２５～４０千克。

２１.水稻播种前如何施底肥？
每２０平方米床面施硫酸铵０．６千克加一水硫酸锌５０克，然

后播种和压种。压种后每２０平方米床土再施磷酸二铵０．６千克。
压种后施磷酸二铵，可防止磷酸二铵烧苗，等待床面微裂时，再
进行上覆盖物及封膜工序。上述操作，床面上肥、水、温、气协
调，有利于苗全、苗齐、苗壮。

２２.什么是适龄壮秧？
适龄壮秧主要是根据品种特性和叶蘖同伸标准判断，是指发

根力强，栽后能迅速萌发新根，抗逆性强，返青成活快，死苗现
象少的适宜秧龄的秧苗。适龄壮秧的形态特征：叶片宽大挺健，
不软弱披垂；叶鞘较短，秧苗基部粗扁；叶色青绿，不浓不淡，
无虫伤病斑，黄叶枯叶少，绿叶数多；根系发达，根粗、短、
白，无黑根；秧苗整齐一致，群体间生长旺盛，个体间少差异。

２３.如何进行秧田炼苗？
生产上因低温冷害或高温危害，造成立枯病和青枯病，除盐

碱危害外，主要是炼苗不当所致。从播种到２叶１心之间，促进
长根是管理的中心。因此，炼苗一定要从１叶１心开始，膜内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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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控制在２５～３０℃。白天气温在２０℃以上，要及时通风炼苗，
阴天不用。

２４.水稻秧田是如何灌水的？
土壤水分以湿为主，每隔４～６天过一次水。一般早晨灌浅

水层，１～２小时没能及时渗干的要及时排掉，白天尽量采取无
水层灌溉，这是由于播种后夜间气温较低，秧苗长叶发根，主要
靠白天的光温。白天有水层时，有利于茎叶的生长，再加上高
温，地上与地下生长失调，秧苗徒长变弱，抗性下降，病虫害加
重，成苗率下降。２叶１心之前，床面发干时，过水不保水，有
利于土壤通气，根好苗壮；２叶１心时开始建立浅水层。移栽前
５天左右开始落干炼苗，为移栽后壮苗缓秧快奠定基础。

２５.水稻秧田追肥应掌握在什么时间好？
秧苗追肥，一般分为３次：１叶１心时每平方米追施硫酸铵

５０克左右，２叶１心时（即第一次施肥后的７～８天），每平方米
７５克，第三次追肥要视秧苗长势来确定。如果长得旺，尽量不
施。如果要在四五天内插秧，可追第三次肥；如果长势不盛，追
施３遍肥后的１０～１５天以后再插秧。目的是提高秧苗素质，促
缓秧。

２６.水稻秧苗在一生中怎样控温才能正常生长？
播后至２叶期要保持膜内２８～３２℃；超过２叶２心期，膜

内保温２０～２５℃；３叶至移栽期，膜内保温１８～２０℃。育秧阶
段不要过早撤膜，以防春寒低温使秧苗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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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水稻秧苗田管理 “三忌”是什么？

（１）忌肥量大，施肥时间应掌握好。
（２）忌大水淹，这样会导致秧苗发育不良。
（３）忌高温时间长，注意把握各阶段的温度。

２８.青枯病是怎么回事，怎样防治？
青枯病是生理性失水，秧苗叶片打卷，灰绿凋萎，拔苗时能

连根拔起。
由于炼苗不当，使秧苗徒长，当温度突然发生变化时，造成

青枯。发生青枯后，及时浇水，通风时由床面的两头或两边通
风，以防风和阳光直接吹晒。待秧苗适应后，再转入正常揭、
盖。同时喷洒生根粉促根生长。

２９.如何防治立枯病？
立枯病是当环境适应时，土壤的病菌开始繁殖，侵害秧苗，

这种病是旱育秧苗的主要病害，简单地说，其症状是叶发黄褐
色，叶尖红，基部腐烂，拔苗时容易拔断，根系不发达，造成立
枯病的主要原因是土壤ｐＨ值升高，秧苗没有在微酸性的土壤
生长。

其防治方法是：
（１）在下种前用１克或１．５克甲霜灵拌０．５千克干种。
（２）秧苗长到１叶１心时，每平方米用０．７５克甲霜灵兑水

１５０克，叶面喷雾。
（３）补浇ｐＨ值为３的调酸剂水，连续２～３次即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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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如何防止秧苗徒长？
防止秧苗徒长是水稻高产的重要措施之一。一般在施肥多、

播量大、湿度大、气温高的条件下容易产生株高过高、叶片披
长、叶色深绿的徒长苗。为防止秧苗徒长，要注意稻种和育苗土
消毒，预防苗期恶苗病引起的徒长。采用稀播匀播，降低播种
量，防止单位面积内秧苗过密引起徒长。出苗后，加强秧田水肥
管理，推迟秧苗上水时间，２叶１心期前床面保持湿润即可，２
叶１心期后采用浅水灌溉。早稻叶片２叶１心期后晴天高温时还
要做好通风炼苗工作，防止高温引致烧苗和徒长，同时要严格控
制断奶肥的用量。

３１.水稻烂秧表现什么症状及原因是什么？
水稻烂秧原因有生理性和传染性两种，其症状也不同。
（１）生理性烂秧：由于低温阴雨、深水灌溉，秧苗呼吸受

阻、缺氧窒息等不良条件造成生理性烂秧，致使烂种、烂芽、黑
根和青枯、黄枯死苗。

（２）传染性烂秧：由病菌侵染所致，主要有绵腐病、立枯病
等。在颖壳出芽处产生乳白色胶状物，逐渐向四周呈放射状地长
出白色絮状物，严重的秧苗成块成片死亡，此为绵腐病。立枯
病，病苗黄白色，心叶萎垂卷缩，茎基部产生白色或淡红色或灰
黑色霉状物，全株青枯或黄褐色枯死。

３２.移栽前如何进行秧苗处理？
移栽前秧苗带药带锌下本田，起到秧田使用、本田发挥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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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既提高肥、药的效果，又降低生产成本。移栽前１～３天叶
面喷施吡虫啉＋锌肥，一喷雾器水（１５千克）＋１０％吡虫啉１０
克＋一水硫酸锌１００克，茎叶喷雾１５０平方米的床面。对于防治
本田条纹叶枯病、稻潜叶蝇，既省工时又效果显著，同时促进移
栽后缓秧。

３３.移栽前如何进行土壤处理？
水稻移栽后缓秧好坏与表层含盐量大小关系很大，往往被稻

农忽视。因盐碱地经一冬一春的蒸发，土表含盐量较高，尤其是
黏质土壤，仅靠耙前一、二次拉荒洗盐，表层含盐量仍较高，不
适宜秧苗生长，所以要提前７天以上进行水耙地，使土表熟化和
通过换水降低表层全盐含量，则起到缓秧好、分蘖早的效果。

３４.水稻的 “三性”指的是什么？

水稻的全生育期，包括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两个时期。不同
品种的生殖生长期即从幼穗开始分化到成熟的日数差别不大。品
种间生育期长短的不同，主要是由于营养生长期的差异。水稻营
养生长期，又可分为基本营养生长期和可变营养生长期两个部
分。前者是水稻在任何环境下，为了正常发育所必需的日数，后
者则是因环境而变的日数。在影响水稻可变的营养生长的环境因
素中，主要是高温和短日照。水稻是喜温作物，一定的高温可以
提早穗分化，缩短营养生长期；低温则可以延迟穗分化，延长营
养生长期。这种特性，称为水稻的感温性。一般来说，水稻又是
短日照作物，缩短日照可以提早穗分化，缩短营养生长；长日照
则能延长穗分化，延长营养生长。这种特性，称为水稻的感光
性。而在高温和短日照处理下都不能缩短的营养生长期，便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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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营养生长期，这种特性，称为基本营养生长性。感温性、感光
性和基本营养性合称为水稻的三性。

３５.水稻最适的插秧密度是多少？
插秧密度依品种的特点确定：大穗大粒型品种一般样式为

３０厘米×１３厘米，每穴秧苗２～３株；小粒型或分蘖力差的品
种，可适当多加些苗，每穴可３～５株，另外，根据地力和秧苗
的强弱适当调整穴距和株数。

３６.水稻一生如何施肥？
水稻一生施肥一般分为基肥、分蘖肥和穗肥。基肥是水稻在

移栽前施入土壤的肥料，尽量做到有机肥与化肥相结合，基肥应
占氮肥总量的５０％左右，一般结合移栽前的最后一次耙地施入。
分蘖肥宜早施，一般占氮肥总量的３０％左右，在插秧７天后施
入。穗肥一般在插秧后４０～５０天时施用，一般占氮肥总量的
２０％左右。抽穗扬花后，根据品种类型和生长状况确定施粒肥，
一般在抽穗扬花后期及灌浆期各喷施１次，每亩每次用１５０克磷
酸二氢钾，兑水５０～６０千克于傍晚喷施，增加粒重，减轻空秕
率。水稻一生一般每亩施碳铵９０～１１０千克，磷酸二铵７．５～１０
千克，钾肥１０千克，锌肥１～１．５千克。

３７.什么是水稻中位蘖优势利用栽培技术？
水稻中位蘖优势利用栽培技术就是一项以充分发挥水稻潜能

增产的技术，主要利用主茎和主茎上第５、６、７、８蘖位成穗，
通过水、肥等协调密度，在不增加农资投入的条件下，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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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以上。

３８.怎样才能减少水稻黑根的发生？
水稻在长期淹水的情况下，土壤通气状况不良，氧气不足，

就会产生大量的还原性物质，如硫化氢和二价铁离子，当硫化氢
和二价铁结合时，就生成了黑色的硫化亚铁，硫化亚铁沉积在根
表面，使根变成黑色。所以，水稻黑根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
土壤通气状况不良造成的。这就要求水稻的栽培管理无论在秧田
还是本田都不能长期淹水，秧田要尽量保持良好的通气状态，本
田则应保持浅湿干或湿润状态，必要时还要晾田或晒田，以调节
土壤的通气状况，从而减少黑根的发生。

３９.为什么说水稻后期的功能叶片对产量影响更大？
水稻产量形成的本质是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光能转化成化学

能固定在有机体中。一般来说，水稻一生固定的所有干物质当
中，９０％来自光合产物；在光合产物中，９０％来自叶片的光合作
用；最终形成的籽粒产量中，８０％左右来自抽穗后生产的干物
质。可见，在抽穗后水稻的功能叶片对籽粒产量的形成具有重要
影响。其中，上部３片叶即剑叶和倒２叶、倒３叶是主要的功能
叶片，三者提供营养物质的比例由上而下大致为２∶２∶１。上部３
片叶的平均综合灌浆能力，约为每平方厘米叶面积承担１粒稻米
所需的营养。上部３叶以下的叶片参与灌浆极少，但对保持根系
活力很有帮助，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水稻后期叶片存在多
少，生长健壮与否，极大地影响着水稻产量的高低。加强后期田
间管理，保护好后期功能叶片的旺盛活力，是获得水稻丰产的重
要保证。

·９５·



　四大粮油作物高产技术问答　

４０.水稻的开花习性是什么？
在一般情况下，穗顶的小穗露出剑叶的当天或经１～２天即

行开花，开花的顺序和小穗发育的顺序相同即主茎首先开花，然
后各个分蘖依次开花，在一个穗上，自上部枝梗依次向下开放，
在一个枝梗上，顶端第一个小穗花先开，然后由基部向上顺序开
放，而以顶端第二个小穗花开放最迟。

在正常情况下，每天上午９～１０时开花，１１～１２时最盛，
下午２～３时停止。开花最适温度为３０～３５℃，最低温度为
１５℃。气温高则开花早，气温低则开花迟。一般早、中熟品种出
穗后２～３天开花最盛，晚熟品种则出穗后４～５天开花最盛。一
个穗从初花到终花需５～８天。

４１.什么叫有效分蘖和无效分蘖？怎样判断分蘖的有效性？
水稻有效分蘖是指在成熟期能抽穗并结实１０粒以上的分蘖；

在成熟期不能抽穗而结实粒少于１０粒的分蘖，叫无效分蘖。有
效分蘖决定单位面积的有效穗数，是构成产量的主要因素。在生
产上应采取促进措施，争取更多的有效分蘖，减少无效分蘖。分
蘖能否成穗与分蘖自身叶片数的多少、群体大小即植株营养状况
等条件有关。当分蘖出生第三叶时自身开始发根，可以不依赖母
茎独立生活。在分蘖后期只有１～２片叶的分蘖没有独立根系，
成为无效分蘖；具３叶的分蘖有少量的根系，又可能成穗；具４
叶以上的大分蘖都能成穗，成为有效分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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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水稻什么时候缺水对产量影响最大？
孕穗至抽穗期缺水对产量影响最大。这一时期植株光合作用

强，新陈代谢旺盛，是水稻一生需水较多时期，此时缺水将会降
低光合能力，影响幼穗分化，影响枝梗和颖花的发育，增加颖花
的退化和不孕，稻株根系活力下降。孕穗初期受旱抑制枝梗、颖
花原基分化，穗粒数少，孕穗中期缺水使内外颖和雌雄蕊发育不
良。减数分裂期缺水造成大量颖花退化，粒数减少，结实率下
降。抽穗期缺水造成抽穗开花困难，不仅抽穗不齐、包颈白穗
多、降低结实率，还会直接造成抽不出穗，严重影响水稻的
产量。

４３.为什么促进前期分蘖？
因为分蘖是成穗的基础，但并非所有的分蘖都能成穗。怎样

的分蘖才能成穗，主要决定于分蘖的出生早晚，决定于分蘖的独
立生活能力。如前所述，分蘖在长出第３叶时，开始发根；到４
叶时形成分蘖自己独立的根系。这种具有自己根系的分蘖，才具
有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到拔节后，养料要用于长茎、长穗，很
难再供应分蘖。因此在主茎拔节前，仅具有１～２个叶的小分蘖，
一般都将成为无效分蘖；具有３叶（包括２叶１心）的分蘖就有
着成穗可能；具有４叶（包括３叶１心）的分蘖，就有较大成穗
把握。根据叶蘖同伸的规律，分蘖发生愈早，蘖位愈低，分蘖上
的叶片也就愈多，发根便越好，独立营养性越强，成穗的把握越
大。这就是为什么要积极促进前期分蘖的简单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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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怎样才能促进前期分蘖？
水稻在分蘖期，从生理功能上看，是以氮代谢为主的时期。

叶部的氮素代谢非常旺盛，形成大量的氮化合物。叶片光合作用
制造的糖类很少积累，大部分就地和含氮化合物合成蛋白质，构
成细胞组织。蛋白质的增加，细胞增殖的结果，是促使分蘖和叶
片的出生和成长。因此，这一时期叶片中的含氮量是水稻一生中
最高的时期。所以这一时期掌握好氮肥的合理使用就能促进前期
分蘖。

４５.为什么要控制后期分蘖？
因为后期分蘖成穗的可能性不大，后期分蘖过多，不但减少

母茎和母蘖体内养分积累，影响将来长成壮秆大穗，而且会造成
过早封行，群体严重郁闭，下部叶片早死，根系发育不好，带来
早期倒伏和招致病虫危害等一系列恶果，所以必须适当加以
控制。

４６.怎样控制后期分蘖？
关键也在于苗体内的氮素营养。一般正常生长的稻株，到分

蘖后期，叶片中的含氮量下降，光合作用制造的糖类积累的增
多，对新生器官的产生有抑制作用，因此分蘖便逐渐停止。到分
蘖末期，叶片就出现一次“黄”，标志着生长中心逐渐由分蘖转
向长秆和幼穗。叶的生理功能已经由氮代谢为主转向氮、碳并盛
阶段。如果这时期叶色继续发黑，那就意味着氮素过剩，就会长
出许多后期分蘖。同时糖类继续用于分蘖生长，积累不够，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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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下一阶段茎秆长粗。

４７.怎样避开高温对水稻结实的影响？
水稻高温天气正值中熟水稻的抽穗开花期，会引起花粉活力

下降，颖花不育，造成水稻减产。避开高温对水稻结实的影响，
要适期播种，避开炎热高温。要将一季中稻的最佳抽穗扬花期安
排在８月中旬，以有效地避开７月下旬至８月上旬存在的常发性
的高温伏旱天气。合理筛选应用抗高温力较强的品种，调整水稻
后期追肥，提高施肥中磷、钾比例是有效的抗热害措施。当水稻
处于抽穗扬花等高温敏感时期，如遇３５℃以上高温天气有可能
形成热害时，可以在田间灌深水，根外喷施３％过磷酸钙或
０．２％磷酸二氢钾溶液，增强稻株对高温的抗性，减轻高温伤害。
如已遇高温，则加强受灾田块的后期管理。首先坚持浅水湿润灌
溉，防止秋旱进一步加剧，后期切忌断水过早，以收获前７～１０
天断水为宜，其次加强病虫害防治。

４８.水稻为什么要进行搁田？
水稻搁田具有协调水稻碳、氮关系，控制无效分蘖，促根、

壮秆、控蘖、防病等综合作用。不同栽培方式水稻搁田应采取不
同的策略，做到适时适度。通常在无效分蘖期到穗分化初期这段
时间进行搁田，操作中因品种类型而异，一般从有效分蘖临界叶
龄开始至倒３叶期结束这段时间内进行。在有效叶龄期前茎蘖数
达到适宜穗数要适当重搁先搁田，如果稻田群体生长比较弱，可
适当推迟搁田和适当轻搁。搁田都要求在倒３叶末期结束，进入
倒２叶期，田间必须复水。搁田程度还要看田、看苗、看天而
定。稻田爽水性良好的要轻搁，而黏土、低洼稻田可重搁。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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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苗势较好的田块要适当重搁田。

４９.怎样施穗肥？
施穗肥的目的，一是增多小穗数，争取大穗；二是防止小穗

败育，确保粒多。穗肥的施用时期和作用不同，可分为促花肥和
保花肥。促花肥一般在倒４叶露尖时施用，保花肥一般在倒２叶
露尖时实施。穗肥一般占总施氮量的２０％左右。穗肥施用时，
要看田、看苗、看天而定。地力较瘦或前期施肥较少、水稻生长
苗势较弱、叶片挺直、叶色退黄的要适当多施氮肥。晴天要多施
穗肥，阴雨天可适当减施穗肥。前期施肥适当、水稻长势平衡的
保花肥用量不宜过多。破口时，如叶色褪淡明显，可少量补施一
次，以氮、磷、钾复合肥为好。

５０.什么是稻瘟病？
稻瘟病又称稻热病，俗称火烧瘟，是真菌性病害。整个生育

期均可发生，根据被害部位不同，可形成苗瘟、叶瘟、节瘟、穗
颈瘟和谷粒瘟等病害。

５１.稻瘟病分为哪几类？其症状分别是什么？
稻瘟病根据危害时期和部位不同，可分为苗瘟、叶瘟、叶节

瘟、节瘟、穗颈瘟和谷粒瘟。
（１）苗瘟：发生在３叶期以前。在芽的基部和芽鞘上先出现

水渍状斑点，后变褐色枯死。湿度大时，病部产生灰色霉层（病
菌）。

（２）叶瘟：病斑有急性、慢性、白点和褐点四种类型。①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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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型，病斑暗绿色，圆形或不规则形，背面密生灰绿色霉层。②
慢性型，病斑纺锤或梭形，外层为黄色晕圈，内环为褐色，中央
灰白色，病斑两端有白纵脉伸展的褐色线条。背面产生少量的灰
绿色霉层。③白点型，病斑白色，近圆形，一般在幼嫩叶片上产
生。温湿度适宜时，可转变成急性病斑。④褐点型，病斑较小，
褐色，局限于叶脉间。这类病斑多发生在抗病品种和植株下部老
叶上。

（３）叶节瘟：叶耳、叶舌、叶环发病的统称。病斑褐色或赤
褐色，形状不规则。易引起穗颈瘟的大发生。

（４）节瘟：多发生在穗颈以下１～２节上。先变褐色小点，
后环绕节部扩展，整个节部凹陷，易折断倒伏。

（５）穗颈瘟：多发生在穗颈、穗轴和枝梗上。病斑灰褐色，
逐渐向上、下扩展，严重时形成白穗。

（６）谷粒瘟：发生于谷粒或护颖上。发病早的病斑为褐色或
黑褐色，椭圆形，中央灰白色，谷粒形成灰白色的秕谷；发病晚
的病斑为褐色，椭圆形或不规则形，严重时，谷粒不实，粒籽变
黑。护颖发病为淡灰或黑色。

５２.稻瘟病的发生条件有哪些？
高温高湿有利于发病。菌丝生长的温度范围是８～３７℃，最

适温度为２５～２８℃；孢子形成的温度范围为１０～３５℃，最适温
度为２５～２８℃，并要求有９０％以上的相对湿度。孢子萌发时，
需要有结水条件，适温及结水持续６～７小时，病菌才能侵入寄
主，故天气时晴时雨，或早晚有云雾或降露时，病情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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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稻瘟病的综合防治措施有哪些？
一是农业防治，处理病稻草，尽量在无病田留种，以消灭菌

源。用５６℃温汤浸种５分钟。选用抗病品种。按水稻需肥规律，
结合土壤肥力、品种特性，实行配方施肥。水稻生长前期实行浅
水勤灌，适时烤田。后期干湿交替，促进稻叶老健，增强抗病
力。二是化学防治，为了准确及时用药，首先应进行病情调查，
一般于水稻分蘖期前，每逢降雨后到感病品种的高肥田、入水口
以及粪堆底（生长茂密地段）等处进行调查，观察有无急性型病
斑出现，如有急性型病斑出现应立即进行药剂防治。施药后１０
天左右，病情仍在发展可再施药１次。如叶瘟于孕穗期才开始发
生，病情不重，可结合预防穗颈瘟进行药剂防治。防治水稻苗
瘟，主要抓住发病初期用药。本田从分蘖期开始，如发现发病中
心或叶片上有急性病斑，即应打药防治。常用药剂有２０％或
７５％三环唑可湿性粉剂、４０％稻瘟灵（富士１号）乳油、４０％灭
病威胶悬剂、２０％三环异稻可湿性粉剂兑水均匀喷雾防治。穗瘟
要着重在抽穗期进行防护，孕穗（破肚）期和齐穗期是防治适
期。常用药剂有２０％三环唑可湿性粉剂、４０％稻瘟灵可湿性粉
剂、２１．２％加收热必可湿性粉剂、２０％三环异稻可湿性粉剂、
４０％克瘟散乳剂兑水在破口期和齐穗期各喷雾１次。

５４.什么是稻曲病？
稻曲病发生在穗部，只危害单个稻粒。病菌侵入颖壳内生

长，以后撑开内外颖合缝处，将整个花器包裹起来，表面光滑，
外层包有薄膜，并逐渐膨大，成扁平的球状物，“稻曲”代替了
米粒。随着“稻曲”生长，薄膜破裂，覆盖一层墨绿色粉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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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菌），带黏性，不易飞散。

５５.如何防治水稻稻曲病？
稻曲病是真菌病害。根据当地以往发病史，结合天气、品

种、苗情进行分析，做出预测预报，选择用药，适时准确防治。
防治适期为水稻孕穗后期（抽穗前３～７天）至始穗期。防治方
法如下：

（１）种子消毒：１００千克种子用１５％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３００～４００克拌种，或用７０％抗生素４０２，２０００倍液浸种，或用
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５００倍液浸种６０～７０千克。

（２）药剂防治：每亩用５％井冈霉素水剂３００～４００毫升，
或用２５％三唑酮可湿性粉剂７５克，或用５０％ＤＴ可湿性粉剂
１００克，兑水６０～７０千克喷雾１次，间隔期７～１０天。

５６.何谓水稻纹枯病？
纹枯病又名云纹病，花脚杆属真菌病害。水稻分蘖期开始发

病，主要危害叶鞘、叶片，严重时可侵入茎秆并蔓延至穗部。叶
鞘发病先在近水面处出现水浸状暗绿色小点，逐渐扩大呈椭圆形
或云形病斑。叶片病斑和叶鞘病斑相似。水稻发病严重时，叶片
干枯，可导致稻株不能正常抽穗，即使抽穗，病斑蔓延至穗部，
造成秕谷增加，粒重下降，并可造成倒伏或整株枯死。

５７.水稻纹枯病发生流行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水稻纹枯病发生流行主要决定于气候和栽培管理条件。
（１）气候：气温２８～３２℃，连续阴雨，田间湿度９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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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利于病害发生与流行。

（２）栽培管理：灌水过深，施氮肥过多、过迟，植株徒长，
病害发生就重。

５８.如何防止水稻纹枯病？
水稻纹枯病防治适期为分蘖末期至抽穗期，以孕穗至始穗期

最为关键。一般分蘖末期丛发病率达５％～１０％，孕穗期达
１０％～１５％时应用药防治。高温高湿天气要连防２～３次，间隔
期７～１０天。防治药剂有５％井冈霉素水剂或２０％粉剂兑水喷雾
或泼浇或制成毒土撒施在稻基部；也可用２０％稻脚青可湿性粉
剂、２５％粉锈宁（三唑酮）可湿性粉剂、２％农抗１２０水剂喷雾。

５９.什么是水稻白叶枯病？白叶枯病发生流行条件是
　　　　怎样的？

　　水稻白叶枯病又称过火风、白叶瘟。主要是危害水稻上面３
片叶，使其枯死。病斑从叶尖和叶缘开始，后沿叶缘两侧或中脉
发展成波纹状长斑，病斑黄白色，病健部分界明显。后期病斑转
为灰白色，向内卷曲，远见一片枯槁色，故有“白叶枯”一称。

水稻白叶枯病是细菌引起的病害。病菌在病种子和病稻草上
越冬。第二年播种时，种子萌发后病菌即侵染幼苗。用病稻草催
芽、捆扎秧苗等可使秧苗染病。移栽后，病菌在稻株组织内增殖
和积累，发展成中心病株，从病株组织里排出菌脓，借风雨、水
流及田间操作等传播。病菌可从叶尖、叶缘的水孔和叶片的伤口
侵入，不断重复侵染。一般气温在２５～３０℃，相对湿度９０％以
上有利于病害发生。降雨量和降雨日数较多，日照不足，特别大
风暴雨造成大量伤口，加速病害扩散，因此病害发生特别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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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氮肥过多、过迟，或深水漫灌，均会加重危害。不同类型品种
抗病性差异较大。

６０.水稻白叶枯病综合防治技术有哪些？
防治水稻白叶枯病关键是早发现、早防治、封锁或铲除发病

株和发病中心。
（１）严格实行检疫，防止病区扩大：保证病区带菌种子不调

出，无病地区不引进病种子，以控制病害的传播和蔓延。
（２）选用抗病品种：因地制宜地选育和推广种植抗、耐病

品种。
（３）种子处理：①１％石灰水浸种，方法同稻瘟病。②温汤

浸种，用５６℃温水浸种２０分钟，浸后立即在冷水中冷却。
（４）改进栽培技术：浅水勤灌，适时晒田，氮、磷、钾肥料

配比合理，植株生长健壮，可减轻危害。
（５）严格处理病稻草：病草要及早处理完，不用病草催芽和

扎秧把。病草堆放要远离水渠。
（６）药剂防治：药剂防治病区关键抓秧田防治和发病前期的

防治，秧田在秧苗３叶１心期进行，大田在出现零星病株（发病
中心）时进行。常用药剂：每亩用２０％叶青双可湿性粉剂１２５
克或２５％叶枯灵可湿性粉剂３００克、７２％农用链霉素粉剂２０克
等兑水７５千克喷雾，大田初病期每隔７天喷１次，连续喷洒２
～３次。

６１.什么是水稻条纹叶枯病？
水稻条纹叶枯病也称“假枯心”，是一种病毒性病害，俗称

“水稻癌症”。此病是由灰飞虱传毒感染发病，水稻的秧苗期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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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病，其次是分蘖期，再次是水稻幼穗分化前，秧苗越小，感病
的可能性越大。

６２.水稻条纹叶枯病表现哪些症状？其大流行的主要
　　　　相关因素是什么？

　　发病症状：水稻感病后，病株无明显矮缩，但分蘖减少。一
般先在心叶及心叶下第一叶片基部出现褪绿的黄色斑纹，逐渐向
上扩展，有时连成不规则的黄色（后变成枯黄色）条纹，使叶片
质薄且弱，心叶常扭卷成纸捻状或枯死下垂成“假枯心”，老叶
不表现症状，发病早的病株多提早枯死。后期发病的，叶片扭卷
较少，剑叶及剑叶鞘褪绿成黄白色或枯黄色病穗，常紧包于叶鞘
内不易抽出，似“枯孕穗”，能抽出的也扭曲畸形，不结实，对
产量影响较大。

水稻条纹叶枯病大流行的主要相关因素：
（１）气候条件有利，特别是９～１０月的高温加近几年来的暖

冬利于越冬虫成活。
（２）灰飞虱带毒率高。
（３）水稻感病品种比例高。

６３.水稻条纹叶枯病的传播途径有哪些？其发生规律
　　　　是什么？

　　水稻条纹叶枯病仅靠介体昆虫传染，其他途径不能传病。介
体昆虫主要为灰飞虱，一旦获毒可终身并经过卵传毒，至于白背
飞虱在自然界虽可传毒，但作用不大。灰飞虱吸取病株的汁液
１～３天（最快只要１５分钟）后成为保毒虫，经过１０天左右潜育
期就可传毒，并且这种保毒雌虫产下来的卵所孵化出来的幼虫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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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带毒传病，所以能代代传下去。另一方面虫龄越小，苗越嫩
时，传染发病越容易，发病也最重。越冬代的带毒飞虱一般以第
五代３～４龄若虫在河边向阳杂草或麦田、绿肥田的看麦娘、早
熟禾上越冬，翌年３月底４月初羽化为成虫向麦田、绿肥田及部
分早播早稻秧苗上迁移，至５月下旬，第一代成虫出现并陆续迁
到早稻、单季晚稻的大田危害传毒，以后继续在各类稻田加代繁
殖危害，至１０月间水稻收割后，若虫迁入麦田、绿肥田，以及
沟边杂草上越冬。

６４.如何防治水稻条纹叶枯病？
（１）农业防治：①选用高抗病品种。选用抗病品种是控制条

纹叶枯病发生的根本手段。②适当推迟播种时间。播期对条纹叶
枯病的发生程度影响较大，播期越早，秧苗易遭受灰飞虱危害的
几率越高。因此，适当推迟播种期，可显著减轻病害的发生。一
般北方旱育秧播期以４月１５日左右为宜。尽量避过灰飞虱危害
期。③坚持调茬轮作制，提高土壤肥力，改良土壤团粒结构。长
期种植水稻，易使土质板结，肥力下降；化肥用量不断上升，导
致土壤恶性循环，病害加重。④增加有机肥，培肥土质，适当控
制化肥用量，注意增施磷、钾肥及硅肥，促使水稻健壮生长，增
强对病害的抵抗力。⑤着重清除田园四周的杂草。杂草是灰飞虱
寄生的重要场所，要加大对水稻秧田及大田周围杂草的铲除力
度。清除灰飞虱生存环境，截断寄生链，减轻发病。

（２）化学防治：治虫防病主要是防治传毒媒介灰飞虱。可采
用持效性药剂，如毒死蜱、吡虫啉、锐劲特、扑虱灵、乐斯本
等。也可用敌敌畏、辛硫磷等，在水稻的越冬场所和水稻秧苗
期、分蘖期以及幼穗分化前期进行喷雾处理。喷药时要连同田埂
杂草和邻田边行同时喷药，组成保护带。药剂品种要经常调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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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替使用，以免产生抗药性。

６５.水稻什么时期易感条纹叶枯病？对水稻产量有什
　　　　么影响？

　　水稻的秧苗期最易感病，其次是水稻分蘖期，再次是水稻幼
穗分化期之前，秧苗越小，感病的可能性越大。

水稻条纹叶枯病具有一个长达１５～２０天的潜伏期，水稻在
受到灰飞虱传毒感染后并不立即表现症状，如果表现出受害症
状，说明该田块已经以该点为中心形成发病中心，以后会呈扩散
性发现病株、病穴甚至是病窝。因此，越早发现病株，对产量影
响会越大，及早控制灰飞虱才能将该病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一
般发病率在５％左右，减产３％～５％，严重时发病率可达３０％，
减产２０％～３０％。

６６.水稻胡麻斑病危害症状是什么？
水稻胡麻斑病主要危害叶片，其次是稻粒。秧苗叶片受害，

散生许多芝麻粒大小的暗褐色椭圆形斑点，中央灰褐色至灰白
色，边缘褐色，周围组织有时变黄，能相互连成不规则的斑块，
造成叶片自叶尖逐渐干枯，严重时稻秧枯死。成株期叶部病斑与
秧苗期相同。稻粒早期受害，病斑灰黑色，可扩大到全粒，造成
秕谷。空气潮湿时内外颖合缝处甚至全粒均产生霉层（病菌）。
稻粒受害迟的，病斑小，边缘不明显。

６７.水稻胡麻斑病发生规律是怎样的？
水稻胡麻斑病是由真菌引起的病害。病菌在病种子和病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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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越冬。在干燥条件下，病组织的病菌可存活３～４年。第二年，
种子上的病菌可直接侵染幼苗，稻草上的病菌产生分生孢子，借
风雨传播，引起秧田和本田稻苗发病。当年发病部位产生的分生
孢子，进行多次重复侵染。土壤瘠薄、缺肥、缺水均能酿成病害
流行。特别长期高温干旱后遇暴雨常会引起严重发病。

６８.水稻胡麻斑病防治方法是什么？
（１）种子、稻草处理及药剂防治：其方法与稻瘟病防治方法

相同。
（２）改进农业栽培技术：增施基肥，及时追肥，勤灌水，勤

排水，不要造成土壤缺肥、缺水，能减轻病害。

６９.水稻霜霉病的发生规律如何？怎样防治？
（１）发生规律：水稻霜霉病是真菌引起的病害。病菌卵孢子

在病残体或土壤中越冬，或以菌丝体在越年寄主上过冬。第二年
温湿度条件适宜时，病菌产生游动孢子进行侵染。游动孢子借流
水传播，水淹田发病重。此病菌除危害水稻外，还侵染玉米、小
麦等作物。

（２）防治方法：①选择地势较高的田块做秧田，防止秧田和
本田受水淹，诱发病害。②及时拔除病株，减少病源。③药剂防
治，可用１％硫酸铜液浸种６～８小时；淹水排水后，用０．４％波
尔多液喷洒，有一定的防治效果。

７０.水稻干尖线虫病在叶片上的症状是什么？
受害植株在旗叶或第二、第三叶的尖端１～８厘米处逐渐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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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变成黄褐色或淡褐色，半透明，捻曲成干尖。病健交界处有
一条弯曲褐色的界纹。潮湿时，干尖可以伸开，干燥时又呈卷曲
状。发病重的，旗叶全部卷曲枯死，抽穗困难。

７１.怎样识别水稻恶苗病？
水稻恶苗病是真菌引起的病害。该病从苗期到抽穗期均可发

病。种子带菌是引发病害的主要原因，重病种子一般不能发芽，
轻病种子育出的秧苗往往徒长。叶片和叶鞘窄而长，呈黄绿色，
根系发育不良，部分病苗在插秧后死亡。本田内一般在插秧后１
个月左右发病，病株分蘖少，或不分蘖，节间显著伸长，下部几
个茎节生有倒生不定根，茎上有暗褐色条斑。重病株多在孕穗期
枯死，发病较轻的常提前抽穗，穗短粒秕。

７２.水稻赤枯病的一般症状是什么样的？
发病初期，老叶尖端出现褐色小点或短条斑，渐向叶片基部

和心叶扩展，严重时下部叶片枯死，全田发黄，植株矮小，远看
似火烧状。病株根部暗赤褐色，根毛少，易脱落，新根极少。

７３.水稻赤枯病的发病原因、预防措施是什么？
（１）病因：水稻赤枯病是不良环境引起的生理性病害。其中

缺钾是一个重要原因。钾与赤枯病的关系不仅是土壤中的绝对含
量的多少，更重要的是它与氮素的比例，稻株体内钾、氮的比值
低下，则发病重。

（２）预防措施：①开沟排出锈水、冷水，增施有机肥。改善
土壤透气性。②科学用水，做到浅水勤灌，适时晒田，促进稻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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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壮。③对缺钾的田块，要施用钾肥或草木灰，每亩追施草木灰
５０～７５千克，或施氯化钾１．５～２．５千克，能减轻危害。④选用
抗病品种。

７４.如何防治水稻干尖线虫病？
（１）实行检疫：防止病区种子扩散蔓延。
（２）选种和选留无病种子；建立无病留种田繁殖无病良种，

逐步缩小病区。
（３）种子消毒：①温汤浸种。稻种先在冷水中预浸２４小时，

再移入４５～４７℃温水中浸５分钟，再移入５２～５４℃温水中浸１０
分钟，最后在冷水中冷却后催芽播种。②药剂浸种。可用１６％
咪鲜胺·杀螟丹，浸种４８小时，捞出冲洗净药液，催芽播种。

（４）清除病源：发现病株及时拔除，集中烧毁或深埋；病稻
草不露置堆放，用作堆肥原料时，一定要充分腐熟。

７５.干尖线虫病是怎样危害水稻的？
水稻干尖线虫病是线虫引起的病害。病原线虫以成虫和幼虫

潜伏在颖壳及米粒之间过冬。播种后，线虫游离水中，从芽鞘缝
隙处侵入，虫体附着于生长点或叶芽上，以吻针刺入细胞内吸取
汁液，致使被害叶片形成干尖。随植株生长向上移动，线虫集中
在幼穗颖壳外部，危害嫩穗粒，最后侵入颖壳内部繁殖危害。在
秧田和本田，线虫可随灌溉扩大到健株上危害。

７６.水稻害虫综合防治措施是什么？
水稻主要害虫为稻飞虱、稻水象甲、稻纵卷叶螟和水稻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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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稻蝗等。不同时期要针对不同的主要害虫进行防治。水稻害
虫的综合治理措施主要有：

（１）明确当地水稻不同生育期的主要害虫。
（２）创造不利于害虫滋生的环境，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的力

量，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３）向稻田生态系引入生物及其产物。
（４）培育选用抗虫耐害的优质高产良种。
（５）安全科学使用农药，推广应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品种。

７７.怎样防治稻飞虱？
稻飞虱是近年来连续严重爆发的水稻害虫，随着杂交稻面积

的扩大以及稻飞虱的迁飞危害，防治需采用“狠治一代，控制二
代”的策略，治秧田，保大田，治前期，保后期。实施穗前治虫
保苗，压低虫口基数，防后期上穗危害的防治策略。

（１）农业防治措施：合理安排作物布局，重抓田间管理，消
灭越冬虫源，适当提早栽插，避开稻飞虱危害代的高峰期，水稻
收获后及时翻耕晒垡；选育抗虫品种，合理密植，规范化栽培。
可采用旱育稀植、抛秧、旱直播等方式改善田间小气候，使水稻
提早分蘖，在稻飞虱混发高峰前水稻分蘖结束，从而可减轻危
害；同时控制氮肥，增施磷肥、硅钙肥，巧施追肥，使水稻早生
快发，加快分蘖，增加株体硬度以避开稻飞虱的趋嫩性而减轻其
危害；通过合理灌溉，做到“浅水栽秧、寸水活棵、苗够晒田、
深水孕穗、湿润灌浆”，促使水稻植株生长健壮，增强抗逆性。

（２）生物防治措施：调控水稻田块周围的小生态环境，在田
埂上撒施可引诱稻飞虱天敌的有益杂草，增加天敌的数量，充分
发挥天敌对稻飞虱的控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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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化学防治措施：撒种时稻谷用５％锐劲特悬浮剂加水拌
种预防稻飞虱的发生。大田防治，在水稻分蘖期加强测报及田间
调查，监测稻飞虱的发生情况，在主害代的低龄若虫盛期，以
１％灭虫清（阿维菌素）悬浮剂４０～５０毫升／亩喷雾防治，在田
间百丛稻株虫量大于１０００头时开始选用吡虫啉、阿克泰、艾美
乐、速灭威等药剂进行喷雾防治。例如，可用１０％吡虫啉可湿
性粉剂２０克／亩兑水３０～４０千克喷雾。施药时要连片联防，必
要时要出动机防队进行大面积范围统防统治，降低虫源，减少施
药次数，提高防治效果。

７８.怎样防治稻纵卷叶螟？
稻纵卷叶螟的防治要坚持“以农业栽培措施为基础，科学用

药为关键，压低基数与控制危害相结合”的综合治螟策略。及时
做好螟虫冬前与冬后残留情况的调查，在发生期间，做到查虫与
查卵相结合、田间系统调查与大田普查相结合、查虫情与查苗情
相结合；准确掌握螟虫发生动态。

（１）农业防治措施：冬闲田应及早耕翻，利用冬春雨水或灌
水灭蛹防治螟虫，从而达到减少越冬虫源基数的目的。

（２）物理防治措施：使用杀虫灯诱蛾灭螟蛾，减少虫源
基数。

（３）化学防治措施：为及时有效控制稻纵卷叶螟危害，必须
加强虫情监测，密切注意稻纵卷叶螟发生动态，测报灯下出现高
峰日或是田间蛾量急剧上升时，应及时分析发布预报，提出防治
适期，做好防治宣传指导，并及时向当地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汇
报，以便掌握有利时机，组织农户开展统一防治，提高防治效
果。防治稻纵卷叶螟必须抓住幼虫孵化后未卷苞之前施药。在分
蘖期百丛幼虫量≥５０头，孕穗期百丛幼虫量≥３０头时要及时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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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抓住虫卵孵化盛期进行施药防治可提高防治效果。在主害代
２龄幼虫盛期（大量叶尖被卷）时可选用下列内吸性强、能杀虫
杀卵的药剂进行防治。防治药剂有：①杀虫双＋敌敌畏。②巴
沙＋敌敌畏。③杀虫双＋吡虫啉。④阿维菌素素＋毒死蜱。⑤阿
维毒死蜱。

７９.怎样防治水稻二化螟？
水稻二化螟又称钻心虫，在北方稻区多有发生，其幼虫钻蛀

稻株，取食叶鞘、穗苞、茎秆等，常常造成枯心、白穗，对水稻
产量有严重影响。

水稻二化螟的防治要坚持“狠治第一代螟虫，挑治第二、三
代，重治穗期保丰收”的治螟策略，做好冬前与早春基数调查，
重视田间系统调查与大田普查相结合，加强预测预报，以准确掌
握螟虫发生消长动态，采取综合防治措施，有效控制水稻螟虫
危害。

（１）农业防治措施：在螟虫化蛹期（３月下旬至５月上旬）
用中型拖拉机进行耕翻和灌水，以消灭越冬虫源。

（２）物理防治措施：设置杀虫灯对成虫进行灯光诱杀。
（３）化学防治措施：第一代螟虫的防治重点是中稻秧田和早

稻大田，特别是中稻秧田，因秧苗较矮小，容易看到螟蛾和查到
卵块，同时秧田有多种害虫，可以混合兼防。起到减少一代螟虫
危害，压低二、三代虫源的明显作用。在开展预测预报和进行田
间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喷药防治田块，对三代螟虫进行防治。在
螟蛾发生盛期，对田块进行调查，确定易受害稻田范围，在螟蛾
产卵盛期到田间查卵，卵块盛孵期喷药防治。防治时期掌握在水
稻大苞至破口期。掌握好防治适期，在螟虫卵孵高峰期至低龄幼
虫阶段用药适时开展化学防治。具体实施方法为一代二化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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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对移栽苗、抛秧苗，以及早播直播稻苗，在６月初至６月下
旬进行重点防治，一般用药１～２次。在６月下旬至７月初这一
阶段，对所有稻田的二代二化螟进行狠治。７月下旬至８月初视
螟虫发生实况进行重点防治。选用药剂为三唑磷、毒死蜱、杀虫
单、锐劲特、杀虫双等。

８０.怎样防治水稻象甲？
水稻象甲成虫和幼虫均能危害水稻，成虫啃食稻叶，沿叶脉

取食叶肉，形成与叶脉平行的白条斑。幼虫钻食新根，造成秧苗
缓秧慢，甚至死秧。其化学防治分三个阶段，连续实施。

第一阶段：防治越冬场所和秧田的越冬代成虫，４月底至５
月上旬越冬成虫大都以出土活动，虫量集中，面积较小，此时用
药防治可大大压低稻田虫害的发生基数。

第二阶段：在插秧后７～１０天用药防治本田越冬代成虫和新
一代幼虫。本田幼虫的防治适期为插秧后３周左右，即幼虫危
害前。

第三阶段：防治本田新一代成虫，做好新一代成虫的药剂防
治，不但避免造成当年危害，还可以大幅度压低越冬基数，减轻
来年初期的危害，防治时期在７月１０日至８月１０日，喷药时间
应在下午５点至８点进行。

８１.什么是水稻旱直播？
水稻旱直播栽培是指田块在干旱缺水情况下，经犁耙施入基

肥，将已浸种催芽（或干谷）的稻种拌种衣剂后直接播入大田，
然后耙泥覆盖稻种，喷除草剂，利用自然降雨或灌溉达到田间湿
润使稻种发芽，出苗后按水稻常规管理的一项新的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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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水稻旱直播有什么好处？
一是在春季缺乏灌溉条件而缺水，造成早稻不能按季节播种

的田块，采取此项技术能按季节播种。一旦有降雨，土壤湿润后
种子就能出苗生长，既可赶上季节，又可避免早稻搁荒。二是有
灌溉条件，但蓄水工程放闸开水较迟，或水尾田到水较迟，早稻
不能按时播种的田块，采取此项技术能按时播种，赶上季节，避
开晚稻受寒露风的袭击。三是此项技术具有抗旱、抗寒、节水、
省工、省力、增产、环保、病虫害轻、结实率高、操作简便等优
点。一般可提高水稻产量５％～１０％，节水５０％以上。

８３.什么样的地块适合水稻旱直播？
土壤含盐量低于０．１％，地力中等，除恶性杂草多、土壤板

结难以耕碎的黏土田、绿肥田以外的缺水稻田，凡是种麦出全苗
的地块，有灌水条件的地块，另外河滩地、低洼地，均可推广水
稻旱直播栽培技术。

８４.什么样的品种适合旱直播？
水稻旱作后生育期延长，因而要选用熟期较早品种。同时还

应具备根系发达，生育健壮，穗大粒多，抗旱性强等特点。旱种
水稻品种大穗弱蘖型的不稳产，多蘖小穗品种产量高而稳产。

８５.水稻旱直播如何整地保墒？
水稻春旱种要求土地平整，高低差超不过３厘米，做好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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埝，小丘面积最大不超过１亩。在秋耕的基础上浇冻水，经冬春
冻融交替，风干土壤，再经春耕旋耙地，达到土壤细碎无坷垃的
要求。

水稻种子顶土能力较弱，不能过深播种，土壤有足够的水分
才能保证出苗全，也就是表墒好才能确保出全苗，表墒要求控制
在田间含水量的２０％～３０％，水稻春旱种播种期一般在立夏前
后，正是多风、少雨干燥季节，不易保墒，必须采取造墒措施，
方法是：在播种前３～４天浇足底墒水，浇均、浇透，灌水量一
般掌握在３５立方米／亩左右，播种时土壤墒情达到抓土成团，放
手落地即散程度，尽量防止播后浇灌蒙头水。

８６.水稻旱种前如何对种子进行处理？
晒种、盐水选种、种子消毒、浸种等操作技术与常规水稻育

秧相同。药剂拌种：为防止病虫危害，确保苗全、苗齐、苗壮。
用拌种剂拌种，可有效防治地下害虫，以及水稻恶苗病、立枯
病、早期叶瘟病、胡麻叶斑病、纹枯病等，并可延长水稻灌溉
周期，减少浇水次数，节水３０％～５０％。拌种要力求均匀，堆
闷４～５小时，并防止人畜中毒。晾种，晾种的目的是便于播种
时散落，药剂拌种后的稻种放在通风阴凉处，要求晾种适度，不
宜将种胚风干，否则影响出苗。

８７.水稻旱种什么时间播种？
（１）适时早播：据试验证明，气温１２℃播种时，出苗需３０

天，１５℃时需１４天，１８℃时需１０天，２０℃时播种７天即可出
苗。播种过早，种子养分消耗大，苗子弱，长势差，容易感病和
烂种。播种过晚，出苗快，但生育期缩短，易贪青晚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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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１７℃时播种为宜。冀东地区气温稳定１７℃的时间为４月２５
日左右，适宜的播种日期为４月２０～３０日。

（２）趁墒抢种：土壤相对含水量在７５％左右是水稻春旱种
出全苗的适宜墒情，低于６０％影响出苗。由于播种期地面蒸发
量大，造墒后或遇雨及时趁墒抢种是水稻春旱种出全苗的关键
措施。

８８.水稻旱种播种量如何确定？
每亩播种８～１０千克湿种，地力好底墒足的可适当减少，地

力差的沙质地块，播种量可适宜加大些。播种规格以行距３３厘
米，播幅１０厘米，播种深度２～３厘米为宜，黏土墒情好的地块
播深不少于２厘米，墒情差的地块播深也不能超过４厘米。

８９.水稻旱种播后如何管理？
（１）镇压：播种后第二天即可开始镇压，标准是磙子不沾土

为宜，连续滚压２～３遍，俗话说“压得越紧出苗越全”。但要防
止把土壤压僵。

（２）除草：消灭草荒是春旱种成功的关键措施，实行土壤封
闭和茎叶处理，进行化学除草，辅助人工除草，基本能避免草荒
的发生。①土壤封闭除草。播种后每亩用６０％丁草胺２００～３００
克兑水５０千克喷雾，或６０％丁草胺１００～１５０克加１２％恶草酮
１００～１５０克兑水５０千克喷雾。②茎叶处理灭草。出苗后稗草２
叶期前用２０％敌稗１千克加苄磺隆３０克兑水５０千克喷雾；超
过４片叶的稗草每亩用５０％二氯喹啉酸２５克兑水５０千克喷雾；
播种后３周内每亩用１０％苄碘隆２０克兑水５０千克喷雾防治眼
子菜、苦草；６月底每亩施４８％苯达松２００克兑水５０千克喷雾；

·２８·



　水稻高产技术问答　

防治莎草科杂草，局部发生的，也可用７２％２，４－Ｄ丁酯２００
克兑水１０千克戴手套蘸药水涂抹草茎。③人工辅助除草。其方
法一是浅耪：在稻苗出土前２～３天用大锄薄薄的浅耪；二是串
耪：在稻苗３～４叶期用小蓐锄顺垄串苗眼浅耪；三是拔除：在
水稻中后期拔出大草并带出田外，防止草籽落地。

（３）查苗补苗：如播后遇雨，造成土壤板结，应及时松土助
苗出土。播种不均或漏播造成缺苗断垄的，应及早用同一品种催
芽补种，来不及补种的可疏密补稀就地移栽补苗。

（４）灌水：春旱种水稻播后经过４０～５０天的旱长阶段，到
６月上、中旬叶龄可达４～６片叶，此时进入灌水阶段，灌水时
注意初灌头一水要小（以水洇湿丘面不露白即可）；二水要赶
（头水２～３天地皮板结之前紧灌二水）；二水浇不透的紧接着灌
第三水；还要灌好拔节孕穗水。要求第一水渗下后２～３天浇下
一水。抽穗扬花期灌水要干干湿湿，以湿为主，丘面湿润不裂
缝。灌浆期灌水要干干湿湿，以干为主，裂缝不超过１毫米，９
月２０日灌最后一次水。

（５）追肥：按前重后轻的原则追肥，早施重施分蘖肥，结合
浇头水，每亩施碳铵２０～３０千克。穗肥应按弱苗早施多施，旺
苗晚施少施或不施的原则巧施，一般每亩施碳铵１０千克左右。８
月下旬喷施０．２％磷酸二氢钾加叶青双，防早衰。防治病虫害用
药时期、药剂用量及使用方法与常规水稻相同。

９０.防治水稻病虫害哪些药剂可以混合用？
（１）到７月中旬，田间若出现纹枯病，同时又有白叶枯或叶

瘟较重，可用井冈霉素、叶青双和三环唑混合使用。
（２）７月底剑叶抽出时，为了防治稻曲病和纹枯病及稻瘟

病，用三环唑、井冈霉素、己唑醇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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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月上旬是水稻破口期，用杀虫双防治二化螟，加入井

冈霉素、三环唑或富士一号、叶青双混合，预防病害、虫害。
（４）８月中旬，水稻齐穗期，使用富士一号、叶青双、井冈

霉素及磷酸二氢钾防治后期病害发生，增加千粒重，提高产量。

９１.插秧前除治稗草应选用哪些农药？
在稗草萌发至２叶前，亩用６０％丁草胺１００～１５０克，均匀

甩于水面，进行水面封闭。田面保水５～７厘米，时间持续５～７
天。或用１２％恶草酮１５０～２００克甩施，田面保水４～５厘米
即可。

９２.稗草水生杂草混生怎么除治？
水生杂草可选用１０％苄碘隆或１０％吡嘧磺隆，每亩２０～３０

克加６０％丁草胺１００克，兑水喷洒田面，插前３～４天内田间保
水５～７厘米，如果插后使用苄磺隆，那么插前先用丁草胺封闭，
插后１５天左右用１０％苄磺隆或１０％吡嘧磺隆２０～３０克拌土均
匀撒施。

９３.秕粒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温度是水稻秕粒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水稻灌浆最适宜的温

度是２５～３０℃，低于这个温度，灌浆就变慢，每降低１℃，成熟
过程就推迟０．５～１天，日平均气温降到１５℃以下，灌浆就很困
难，籽粒就不能充实，形成秕粒或青粒。造成秕粒的根本原因还
在于养分制造积累能力。如叶片早衰，或贪青晚熟，以及倒伏和
病虫害影响了养分的制造和积累，都能造成结粒不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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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水稻空壳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防止？
空壳是稻花的生殖器官发育不正常或在受精过程中遇到障碍

而没有受精的谷粒。空壳出现的最主要原因：一是在幼穗分化期
间遇到了低温危害，不能安全穗分化。这时的最适温度是２５～
３２℃。二是在抽穗扬花期间遇到了低温，影响安全齐穗。水稻开
花授粉的最适温度为３０～３２℃，最低温度为１５℃，如果日平均
气温低于２０℃，日最高气温低于２３℃，开花就少，或虽开花而
不授粉，使形成空壳。水分对抽穗开花影响也很大，一般空气相
对湿度７０％～８０％对抽穗开花最合适，如果低于５０％，花药就
会干枯，花丝不能伸长，甚至穗子也抽不出来。但湿度过大，花
药不能开裂，也会形成空壳。

一般来说，低温影响安全穗分化及齐穗，这多是在选用了晚
熟品种而又晚播的情况下发生。因此防止空壳的关键在于选用适
宜的品种、掌握适宜播期。

９５.水稻倒伏的原因是什么？怎样防止？
一是品种不抗倒；二是耕层浅、插秧密度不合理，造成根系

生长不良，群体通风透光条件不好，也易导致倒伏；三是肥水管
理不当。片面重施氮肥，分蘖发苗过旺，拔节长，穗期叶面积过
大，封行过早，造成茎基部节间徒长，下部叶片早死，带来根系
发育不良，是引起早衰的主要原因。

防止水稻倒伏的措施是：首先选用植株矮、节间短、茎秆粗
壮、叶片直立、剑叶短以及根系发达的抗倒性强品种。其次要合
理密植，根据不同品种的分蘖特性和土壤肥力与供肥水平，确定
适合的移栽密度，过密移栽则群体过大，容易导致倒伏，过稀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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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群体不足，也不利于高产。第三要合理施肥，适量施用氮肥，
增施磷、钾肥和有机肥。根据水稻需肥规律和土壤供肥能力，科
学合理配方施肥，做到氮、磷、钾与有机肥配合使用，增强抗倒
性。第四做到合理灌水，浅水栽秧，寸水活棵，达到预期茎蘖数
指标时进行搁田。既能控制无效分蘖，又能提高抗倒伏能力。灌
浆期干湿交替灌水，达到养根保叶、提高抗倒伏效果。第五要注
意防治稻瘟病、纹枯病、稻飞虱、稻螟虫等，预防病虫害引起的
倒伏。

９６.如何防止水稻贪青和早衰？
水稻贪青是指水稻生育后期叶色不褪淡而依然保持叶色浓

绿，叶片柔嫩。造成贪青的原因是由于中后期供氮过量，使无效
分蘖增多。氮是叶绿素的重要成分，后期氮素过多，导致氮代谢
旺盛，糖类积累减弱，从而使空秕粒增多，千粒重下降。水稻贪
青易迟熟，早稻会影响后季作物栽插，晚稻如易遇低温危害，会
造成颗粒失收。贪青的水稻叶片披垂，抽穗后易倒伏，且易感病
虫害。所以水稻中后期施氮肥不宜过量。

早衰是水稻后期未成熟前，叶片功能提早衰退枯黄，甚至死
亡。引起水稻早衰的原因主要是后期缺肥、断水过早或后期灌水
太深。水稻早衰除与品种特性、病虫危害有关外，还有生理早衰
的现象。因此防止早衰，首先要合理密植；其次在施肥技术上要
平稳促进，对缺肥引起早衰的水稻，抽穗时可酌施粒肥或根外追
肥，如用１％～２％尿素或２％过磷酸钙喷施；第三对土质黏重、
通透性差的田块，后期应采取干干湿湿的灌水方法，防止后期断
水过早。水稻生育后期遇低温或台风，要及时灌水护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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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怎样做到适时收获水稻？
水稻的适宜收获时间，一般为蜡熟末期至晚熟初期。这时谷

穗大部变黄，稻穗上部１／３的枝梗变干枯，穗基部变黄色，全穗
外观失去绿色，茎叶颜色变黄。但在水肥过大情况下，或因品种
特性不同，谷粒虽已变黄，部分茎叶仍还绿色，应及时收割。并
做到精收细打，晒干扬净，颗粒归仓，确保丰产丰收。

９８.水稻缺锌表现什么症状？
根多细弱，根色发锈，生长受阻，新根少，多层水平方向分

布，不易向下伸展，严重时变黑，基部叶片出现褐色斑点，叶枕
间距缩短，株高变矮，叶片窄小，中脉失绿变白，集中表现特征
为“糊叶、白筋、缩苗”，影响正常抽穗，造成严重减产。

９９.防治水稻缺锌缩苗的措施是什么？
一是改良土壤，冬耕晒垡，减轻土壤还原性作用，多施酸性

肥料，增施农家肥。二是增施锌肥，移栽前，本田一般每亩可施
２～２．５千克七水硫酸锌作基肥，若移栽后出现缺锌症状，要及
时排水通气，促进根系发育，并叶面喷施０．１％硫酸锌溶液，以
缓解症状。

１００.多年生杂草如何防除？
所谓多年生杂草是指眼子菜和三棱草。防治眼子菜最好药剂

是扑草净，每亩用药５０～７０克，在插秧后２０～３０天，当眼子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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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发，叶色由古铜色变绿时制成毒土，施药后保水７厘米４～５
天，即可防除眼子菜。三棱草的防治是在分蘖盛期，用７２％
２，４－滴丁酯，每亩５０～１００克兑水喷雾，喷施将水排干，用药
后２～３天灌深水淹草４～５天，以后即恢复正常管理。待茎叶基
部变黑，将残株捞出，以免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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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冀东地区如何选择冬小麦品种？
冀东地区位于我国冬小麦生产的北端，由于冬季气温较低，

对冬小麦品种的越冬性要求较高，一般以选择冬性品种为主。另
外近几年随着冬小麦生产投入的增加，产量主攻目标以亩穗数为
主、兼顾穗粒数转为增加穗粒数与适当减少亩穗数并重。在生产
上选择冬小麦品种时，首先要考虑冬性强弱，以确保安全越冬，
其次要求穗大，穗粒数在２５～３０个。

２.如何选择高产品种？
一是要求矮秆，抗倒能力强，因为易倒伏品种是小麦减产的

重要因素；二是要求大穗，这是进一步增产的关键；三是要求适
应性强，包括有较强的越冬能力，抗旱、抗干热风等。小麦生长
的春季在北方十年九旱，而且随着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小麦抗旱
能力越来越重要；四是要求抗病，如抗锈病、白粉病等。

３.冬小麦的增产潜力有多大？
冀东地区冬小麦单产在２０００年以前一般亩产３５０～４００千

克，近几年随着冬小麦播种技术的提高，亩产达到４００～５００千
克。但与河北省其他地区相比，如石家庄地区５００～５５０千克甚
至６００千克，差距较大。另外，据滦南县２００８年稀播早播示范，
亩产达到６８０千克，说明冬小麦的增产潜力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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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七分种，三分管”在生产上有什么意义？
在２０世纪由于生产条件相对落后，在农作物种植上提倡

“三分种，七分管”，把管理放在重要位置，以弥补物资投入的不
足。近十余年，随着生产条件的极大改善，新品种新技术的推
广，投入的增加，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农业机械的推广普及等原
因，播种质量对小麦产量起着关键的作用，高产麦田要求一播全
苗，苗全苗壮是形成高产的基础。因此，逐渐转变为“七分种，
三分管”，把一些技术措施简化，融入到播种之中，随着播种一
起落实，既节省劳动力又实现高产。

５.什么是 “一喷三防”？

冬小麦抽穗后，株高达到一生中最高，田间郁蔽，蚜虫开始
由植株中下部叶片向穗部转移，刺吸汁液，影响灌浆，造成小麦
减产。白粉病也随着温度的上升和田间湿度较大而发生。另外，
小麦抽穗后气温上升很快，伴随着春旱，干热风多发，这些不利
因素对小麦产量构成极大威胁，保持较多的绿叶面积是这一时期
的田间管理重点。“一喷三防”即将防治麦蚜的杀虫剂、防治白
粉病的杀菌剂和预防干热风促灌浆的叶面肥结合在一起，喷洒植
株，达到防治麦蚜、防治白粉病、预防干热风的多种功效。

６.什么是干热风危害？
干热风是指小麦灌浆中后期风速大于每秒２米，气温大于

３０℃，相对湿度小于３０％。由于高温、低湿并伴随着大风，形
成大气干旱，对小麦灌浆影响大。在短暂的时间内，蒸发量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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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土壤水分大量消耗，呼吸加强。小麦受害后，茎叶出现青
枯，籽粒瘦瘪，粒重下降，产量和质量下降。干热风一般发生在
５～６月。

７.如何预防干热风？
一是要浇好小麦灌浆水、乳熟阶段的麦黄水。根据土壤墒情

适时灌溉，增加土壤含水量，增加田间湿度，改善田间小气候，
有利于保持绿色叶面积。二是增施底肥。多年的试验证明，底肥
足可以促进小麦结实器官发育，增强抗逆性，尤其是粗肥足，可
以起到后期预防早衰，增加后期土壤的供肥能力。三是后期补充
磷、钾肥。小麦生长后期喷施磷酸二氢钾可以减少植株叶面蒸
腾，加快灌浆速度，增加粒重。

８.土壤深松的作用是什么？
近十余年来，在小麦、玉米播种时多采取机械化作业，旋

耕、播种一次完成，一般旋耕深度在１５厘米以内，致使土壤耕
层变浅，并形成了深厚的犁底层，不利于农作物根系生长，以及
土壤的蓄水保墒。据监测，表土耕层每加深１厘米，就可以使土
壤根系多存储３毫米的降水，深松达到３０厘米，每公顷土壤可
多蓄水４００立方米，又有利于根系深扎，提高植株抗旱、抗倒的
能力，增产效果十分显著。

９.当前冬小麦病虫害发生趋势是什么？
随着冬小麦收获机械的南北跨区作业，以及引种范围的扩

大，冀东地区一些未发生过的病虫害也随之发生，如小麦全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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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吸浆虫病等毁灭性的病虫害，对小麦生产造成极大威胁，并
呈快速扩大的趋势，加重了生产成本，为此，冬小麦主产区应密
切关注新的病虫害发生动向，及早动手，减轻损失。

１０.什么是霜冻？
霜冻是在地表面温度骤降到０℃以下，并低于小麦在一定发

育阶段所能忍受的最低温度而使小麦受冻害。小麦在不同生育期
对霜冻反应是不同的。如拔节开始后第一周受冻温度为－９～
－１０℃，第二周为－６～－７℃，第三周为－２～－３℃，总的趋势
是：小麦自拔节后，抗寒能力逐渐削弱。受害的小麦植株叶片变
黄、扭曲，严重的植株枯黄。

１１.如何预防越冬冻害？
在我国北方麦区，当冬小麦在越冬期间，由于低温、干旱等

不利气象条件的影响，往往发生越冬死苗现象，即所谓小麦越冬
冻害。２００９年１月份北方冬麦区大多遭受百年未遇的低温冻害，
而且低温持续时间长达近３０天，多地低温创纪录，致使２００９年
春季小麦返青时出现大面积死苗现象。一般冻害死苗发生在低温
干旱年份，尤其是返青期干旱，土壤含水量低，致使分蘖节处于
干土层中而发生。预防措施：一是选用抗寒品种。近几年冀东地
区引进了多个山东及石家庄地区的品种，如良星６６、良星９９、
石家庄８号等，其中一些通过了冀东地区审定，但仍存在风险，
在生产上不宜大面积应用，可以作为搭配品种推广。二是适时播
种。“晚播弱、早播旺、适时播种麦苗壮”。晚播的独脚苗和发育
过头的过旺苗，植株体内营养积累少，分蘖节含糖量低，易遭受
冻害。三是掌握适宜的播种深度。据多年调查，凡是分蘖节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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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足１厘米，极易冻死，分蘖节在２～３厘米的冻死极少。四
是适时浇封冻水。浇封冻水可以蓄水保墒，平抑地温，防旱防
冻，但浇封冻水的时机一定要掌握在“昼消夜冻”时进行。

１２.“三改一追”的技术内容是什么？
“三改一追”即在冀东地区将晚播改为适当早播，将大播量

改为半精量播种，将浇冻水改为浇两叶一心分蘖盘根水，在浇水
的同时追施适量化肥。以９月１７日为最佳播种日期，播种量为
５．５千克，每晚播一天增加播种量０．１６５千克。前茬一般为花生
茬和春玉米茬，这两种作物一般在９月上旬收获，腾茬较早，有
充足的整地播种时间。

１３.“三改一追”增产的原因是什么？
“三改一追”增产的原因：一是培育冬前壮苗，半精量播种

可以使单个小麦植株获得较大的营养空间，促个体发育健壮，争
取较多的冬前分蘖，春季管理以控为主，推迟春季第一水，追施
拔节肥，减少小花退化，争取大穗。据调查，９月２０日前亩播
６．２５千克的小麦田，平均亩穗数４２万，穗粒数３１．２个。１０月
１日以后播种的麦田，亩播量１５～４０千克，亩穗数４２万，穗粒
数２４．８个。两者产量相差近百千克。生产实践表明，适期早播，
半精量播种春季控春蘖发生，推迟第一肥水施用，可以大幅度提
高产量。二是播种较早的小麦在早春就进入光照阶段，由于当时
气温较低，发育速度慢，所以每穗形成的小穗和小花数目增多，
利于形成大穗。

·５９·



　四大粮油作物高产技术问答　

１４.如何选择冬小麦的种植模式？
冀东地区播种冬小麦前茬作物有春玉米、夏玉米、花生、水

稻等作物，即小麦—夏玉米—花生两年三熟和小麦—夏玉米一年
两熟，花生和春玉米收获较早，夏玉米一般需在１０月初收获，
从而形成了适时播种和适时晚播两种种植模式，可根据不同茬口
合理安排播量播期，实现高产。

１５.如何确定冬小麦播种期和播种量？
冀东地区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形成了冬小麦高产地块不同的

播种期和播种量，据多年的试验、示范和生产实践确定了合理的
播种期和播种量。

（１）两年三熟模式：即小麦—夏玉米—花生两年三熟，由于
花生收获较早，可充分利用冬前积温，适时早播。播种适期在９
月２０～２７日，以９月２３日为基数，要求基本苗１５万左右，亩
播量６．７５千克，早播一天，减少种子０．２５千克，晚播一天，增
加种子０．２５千克。

（２）“两晚栽培”模式：即小麦—夏玉米一年两熟，适当推
迟玉米收获期，延长玉米灌浆时间，提高夏玉米产量，玉米收获
后及时抢种小麦，实现小麦、玉米均衡增产。播种适期以９月
２８日至１０月８日。以１０月２日播种为基数，要求基本苗
２０万～２２万，亩播量１０千克，早播一天少播０．５千克，晚播一
天多播０．５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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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播后镇压有什么好处？
播后镇压可以踏实土壤，使种子与土壤紧密接触，有利于种

子吸收土壤水分，大大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实现苗齐苗壮。播后
可视土壤墒情进行镇压，土壤墒情较差的地块，播后及时镇压，
人工造墒和播后遇雨的地块，可在播后２～４天进行镇压，过早
镇压地表易形成硬痂，影响出苗。

１７.麦田秸秆还田有什么意义？
近几年大多数农民已认识到秸秆还田的好处，但部分群众还

在偷偷焚烧秸秆。随着小麦机械化种植、收获的普及，滞留田间
大量秸秆，不便于播种下茬，为省工省力，有些人采取焚烧的办
法，严重影响了大气环境不说，还对土壤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
小麦秸秆中含有大量有机物质，还含有０．４％～０．６％的氮素，
０．１３％～０．２７％的磷素，１．０％～２．０％的钾素。秸秆还田不仅可
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尤以钾素的增加最为明显，培肥地力，
改善土壤结构，理化性质，而且可以蓄水保墒，增强下茬玉米的
抗旱能力，尤其对沙性土壤的增产效果十分明显。

１８.如何浇好扬花灌浆水？
小麦抽穗开花后，对水分的需要更为敏感，是决定籽粒重量

的重要时期。一是充足的水分可延长上部叶片功能，保持适宜的
光合叶面积，提高光合强度，防止早衰。二是促进糖类的合成与
运转。浇好扬花灌浆水十分重要，要视土壤质地、苗情和天气状
况适时浇好该水。视土壤质地，沙土地土壤水分蒸发较快，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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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浇水，中壤和重壤土土质黏重，土壤水分蒸发较慢，可推迟浇
水。视苗情，有贪青趋势的麦田，或亩穗数较多，田间群体偏大
有倒伏危险的田块可缓浇。看天气，浇水期间没有大的降水，且
无大风天气，可以早浇，以免浇后遇大雨大风造成倒伏。

１９.冬小麦壮苗的标准是什么？
壮苗标准虽因地区、品种类型、墒情条件、播期和播量等有

所不同，总的看，凡是个体健壮、群体合理的都可成为壮苗。具
体标准有以下几点：

（１）个体健壮、群体合理：根据不同地区的要求，小麦单株
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健壮分蘖。就群体而言，每亩还要有适宜的亩
茎数和叶面积指数。为保障在个体健壮生长的基础上，达到适宜
的群体，除进行合理密植外，还要根据苗情发展运用促控措施。
根据冬小麦每年的资料分析，达到壮苗标准的越冬前亩茎数，相
当于成穗数的１．５倍为宜，旱地麦２倍为宜。

（２）根系、叶片和早期分蘖应按期发出，如３叶１心期，一
般应有１个分蘖，１～２条次生根，其后，各级分蘖和根系均应
按叶蘖同伸规律发生。大的分蘖成穗率高，穗子整齐，是高产的
基础。

（３）叶片宽厚、长短适中、叶色葱绿，分蘖茁壮、次生根
多、洁白粗壮。

２０.冬小麦冬后如何管理？
麦苗经过越冬期休眠，即将进入返青期，此阶段表土开始解

冻，新叶尚未显绿，一般麦田麦苗大部分叶片干枯，地表有许多
裂缝，加之春季多风天，土壤失墒较快。土壤墒情较差的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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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导致返青迟缓，甚至发生死苗。此阶段应提早动手，视气温情
况，浇补墒水，但以浇小水为宜，以喷灌最好。也可耧麦压麦，
起到弥合土壤缝隙，减少水分蒸发，促苗早发的作用。

２１.春季第一肥水何时施为宜？
具体时间主要以苗情和土壤墒情为主，土壤墒情好、群体足

的麦田，可推迟到拔节期施用，这样可减少春季分蘖的发生，促
进分蘖提早两级分化，保大蘖成穗，同时促进幼穗分化，减少小
花退化，增加穗粒数。土壤墒情好，群体不足的麦田，可以耧麦
为主，遇小雨可趁墒追施适量的化肥，促苗早发。土壤墒情较差
的麦田返青前后要及时浇返青水，防止麦苗因干旱返青晚或出现
死苗，随浇水追施化肥。

２２.麦田杂草的种类有哪些？
冀东地区麦田杂草可分为越年生杂草和一年生杂草，越年生

杂草主要以播娘篙、荠菜为主，一年生杂草以落藜为主。

２３.麦田化学除草的方法有哪些？
冬小麦田以越年生杂草为主的地块，可根据冬前发生数量，

选择冬前除治，一般冬前除治效果好于冬后除治。经试验表明，
荠菜耐药性强于播娘篙，冬前生长量较小，除治效果好。春季荠
菜生长较快，等到小麦起身期用药防治叶龄较大，耐药性较强，
很难达到理想的防治效果。近几年由于连续使用１０％苯磺隆，
荠菜已产生抗药性，建议冬前使用７２％２，４－Ｄ丁酯，冬前亩
用量３０～４０克，春季５０克，但应注意冬前用药应在麦苗３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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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

２４.冬小麦主要病虫害种类有哪些？
病害主要有白粉病、锈病（包括叶锈、秆锈和条锈）、黑穗

病和丛矮病等，近几年个别地块又发生了全蚀病。虫害主要有蚜
虫、红蜘蛛、小麦吸浆虫、黏虫、地下害虫（蝼蛄、金针虫、蛴
螬、地老虎）等。

２５.小麦黑穗病及地下虫害如何防治？
小麦种传病害主要有黑穗病，可分为腥黑穗病和散黑穗病，

此病一般随种子进行远距离传播，近几年发生有上升势头。苗期
虫害以地下害虫为主，效果好的技术措施有药剂拌种防治，可选
用２％戊唑醇拌种剂，药种比例以１∶１７０为宜，防治地下害虫可
用５０％辛硫磷，药种比例１∶２００为宜。

２６.小麦吸浆虫的发生规律及防治方法是什么？
北方麦区小麦吸浆虫一年发生一代，以老熟幼虫越夏越冬，

第二年春季当１０厘米地温升至１０℃时开始向地表移动化蛹，在
６月上旬羽化成虫交尾产卵于穗部，侵入粒部吸食汁液，后随小
麦收割落入土中。小麦吸浆虫在冀东地区以红吸浆虫为主，多为
随小麦跨区收割作业传入，是一种毁灭性害虫，一般减产２０％～
６０％，个别地块绝收，收获小麦食用品质大大下降，穗部发黑、
籽粒空瘪，剥开颖壳可见橘红色的幼虫。防治适期以孕穗期为
宜，此时幼虫上升至土表化蛹，以用３％甲基异柳磷颗粒剂撒
施，亩用２～４千克，随后浇水即可。也可在６月上旬吸浆虫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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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虫时防治，可用４８％毒死蜱５０克／亩或１０％吡虫啉２０克喷
雾防治。

２７.冬小麦繁种的程序是什么？
任何优良品种，在连续种植过程中，由于天然杂交和环境条

件影响使品种的遗传性发生变化。还有机械混杂的原因，出现高
矮不齐，成熟不一，品种性状发生改变，穗子变小，品质下降，
产量降低，以至于不能在生产上连续使用。为了保持和提高良种
的优良特性，延长良种的使用年限，必须做好去杂选优的良种繁
育工作。据试验观察，经过去杂选优的小麦品种，一般可增产
５％～１０％。良种繁育最好的方法是采用单株选择，分系比较，
混合繁殖。具体做法是：第一年在大田选择具有该品种典型优良
性状的单株或单穗，分别脱粒，播种时每穗种一行，即为株行
圃。第二年，将株行圃中非典型的株行淘汰，其余混合收获脱
粒，供下年繁殖。第三年，繁殖原种可供大田使用。

２８.什么是专用小麦？
随着小麦产业化的发展，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的小麦品种十分

必要，同时也是增加种植效益的一条新途径。根据小麦籽粒的营
养和食品加工品质，小麦品种可分为强筋小麦、中筋小麦和弱筋
小麦。

（１）强筋小麦：籽粒角质率大于７０％，籽粒硬度大，蛋白
质含量高，面筋质量好，吸水率高，具有很好的面团流变特征，
即面团的稳定特性较好，弱化度较低，评价值较高，面团拉伸阻
力大，弹性较好，适于生产面包粉及搭配生产其他专用粉的小
麦。一般小麦品种籽粒为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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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筋小麦：籽粒硬度适中，籽粒结构属半角质率，也包

括全角质率小麦（硬度中等），蛋白质含量中等，面筋含量在
２８％～３２％或更高一些，面筋质量也比较高，反映在面团流变学
特性方面，吸水率应大于５７％，稳定时间应在３分３０秒以上，
延伸性与水煮性能好。适于制作中国传统面食，如面条、馒头、
饺子等，馒头体积大，外形挺立，内部结构和口感较佳。

（３）弱筋小麦：籽粒特征为粉质，角质率小于３０％，质地
松软，硬度较低，蛋白质和面筋含量低，面团形成时间、稳定时
间短，软化度高。该类品种适合作为饼干、糕点等食品原料。

２９.小麦种子的分级标准是什么？
为了规范种子质量，国家颁布了《主要农作物种子分级标

准》，对种子进行标准化管理。
级别 纯度最低％ 净度最低％发芽率最低％水分最高％
原种 ９９．８ ９９．０ ９８．０ １３．０

一级良种 ９９．０ ９９．０ ９７．０ １３．０
二级良种 ９７．０ ９７．０ ９５．０ １３．０
三级良种 ９５．０ ９６．０ ９３．０ １３．０

３０.什么是小麦的发育阶段？
小麦从种子萌发到成熟的生活周期中，需要经过几个循序渐

进的质变阶段，叫做生长发育。不同的生育阶段，形成不同的器
官，需要不同的外界条件。只有在前一阶段完成后，才能转入下
一个发育阶段，只有所有的发育阶段都完成了质变过程，小麦才
能正常拔节、抽穗、开花和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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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什么是春化阶段？我国是如何划分小麦品种类型的？
小麦自种子萌发以后，只要有适当的外界条件，就进入春化

阶段。在综合条件中，要求有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的低温。温度
是决定小麦能否通过春化阶段的主要因素，根据小麦通过春化阶
段要求的温度和日数，我国小麦品种可分为三个类型。

冬性品种：这类小麦品种通过春化阶段的适宜温度为０～
３℃，经历时间需３５天以上，温度过高或过低，春化过程均减
慢；温度高８℃以上，则不能抽穗或极难抽穗，如果温度短期不
合要求，春化作用可以暂时中断，等到适宜温度再现时，春化作
用再持续进行。合适的温度时断时续，其作用可以累积，但是通
过整个春化阶段的日数将因而增加。如果积累的适宜温度的日数
不足，则不能完成春化阶段，这类品种未经过低温春化处理的种
子，无论在我国的南方或北方春播，一般都不能抽穗结实。在冬
性品种中，一般把需要温度低和日数较长的定为强冬性品种。

弱冬性品种：通过春化的适宜温度为０～７℃，一般需经
１５～３５天，未经春化处理的种子春播不能正常抽穗。

春性品种：通过春化阶段的适宜温度范围较宽，如原产我国
南方的冬播的春性品种春化处理温度以０～１２℃适宜，原产于北
方的春播春性品种，春化处理的温度５～２０℃适宜，均需５～
１５天。

按上述春化阶段需要温度条件而区分的三个品种类型，与冬
小麦和春小麦的概念不同，在使用时不能混淆，一般在生产上所
说的冬小麦是指在秋播或冬季播种，在生长期经过全部或一部分
冬季时间，所用品种有冬性和弱冬性的，也有春性的。南方麦区
多是冬播的春性品种和弱冬性品种，但也称为冬小麦。春小麦是
指春季播种的小麦，生长期不经过冬季，所用品种一般属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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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什么是光照阶段？
小麦通过春化阶段后，只要外界条件合适，就转入光照阶

段，此时，各项条件中，成为主要因素的是每天有比较长的日照
时数和一定的天数。其次要求比较高的温度，一般说来，小麦是
需要长日照的作物，如日照条件不能满足，就不能通过光照阶
段，不能抽穗结实。温度在２０℃左右通过光照阶段最快，温度
低于１０℃或高于２５℃则趋向缓慢。

３３.阶段发育和器官形成有什么关系？
小麦阶段发育是器官形成的基础，小麦在春化阶段中，生长

锥（生长点）只能分化叶、分蘖芽、尚未伸长的茎节和节间等营
养器官的原基，所以，春化阶段经过时间长的冬性品种，其叶
片、分蘖数量也比较多，如果小麦长期不能通过春化阶段，就会
滞留在生根、长叶和分蘖阶段。

小麦通过春化阶段，进入日照阶段的标志，是茎生长锥的伸
长，茎生长锥伸长时，不再分化出叶片原基和分蘖芽的原基。茎
生长锥伸长以后，开始分化穗轴和穗部器官，所以，不论主茎还
是分蘖，当生长锥伸长时，它本身的叶片数目就固定了，不再增
加。小麦的光照阶段从生长锥伸长开始，到雌雄蕊原基分化结
束，所以，光照阶段经过的时间长短决定了小穗和小花原基分化
的时间长短，一般分化时间长，分化的数目多，穗粒数也相应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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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冬小麦各生育阶段对产量有哪些影响？
穗数、穗粒数、千粒重是构成小麦产量的三个要素，冬小麦

各器官的发育形成、结构和功能决定这三个因素的形成。
幼苗阶段：包括从出苗到起身期。在这一阶段中，小麦长分

蘖、次生根和近根叶片，主茎生长锥从未伸长到分化小穗（二棱
末期）。从小麦生长发育特点和栽培管理要求来看，幼苗阶段是
形成壮苗并为以后长成壮秆、大穗打好基础。因为起身以前，分
蘖几乎全部长出，一部分次生根和全部近根叶片都在这期间形
成。在这时期采取措施，才能有效改变各种弱苗，如分蘖不足，
可以采取措施促分蘖增加。

器官形成阶段：包括从起身到开花，在这一阶段中，小麦长
出全部茎叶片和节间，结实器官从分化小穗到分化小花、雌雄
蕊，完成穗分化的全部过程。此阶段管理目标是通过影响分蘖的
两级分化进程，确定合适的穗数，通过改善群体条件，满足肥水
需要，以利于分化较多的健全小花，增加穗粒数。

籽粒形成阶段：包括开花期到成熟期。此阶段不再形成新的
营养器官和结实器官。一般说来，在适宜的外界条件下，最后决
定亩穗数和穗粒数，同时，灌浆的好坏，又影响着籽粒的大小、
饱满度和品质。在管理上，保持适宜的土壤水分，注意防治病虫
和自然灾害，保持绿色器官的光合能力，促进正常成熟，提高千
粒重。

３５.什么是分蘖节？
从主茎上长出的分枝叫分蘖，小麦的节间在幼苗期都密集在

植株基部，只有到拔节以后，主茎和部分分蘖上部的４～６个节
·５０１·



　四大粮油作物高产技术问答　
间才陆续伸长，但基部还有些节间仍然密集在一起，这些基部密
集着生分蘖的节间称为分蘖节。

３６.分蘖节的作用是什么？
幼苗时期的分蘖节，不断地分化大量的分蘖芽和次生根，分

蘖节里交织着大量的输导组织，联络着根系、主茎、分蘖的茎，
根所吸收的水分、无机养分，地上部和根系创造的有机物质，都
经过这里输送分配。同时分蘖节储存着大量养分，分蘖节所处的
环境影响着幼苗整株的生长。北方冬麦区小麦分蘖节过浅或干旱
易造成死苗，因此，播种深度要适宜，浇好封冻水，防止分蘖节
受冻受害。

３７.小麦丛矮病表现哪些症状及如何防治？
丛矮病传毒媒介是灰飞虱，各龄的灰飞虱都可终生带毒。发

病后，小麦出现分蘖增多矮化，分蘖细弱，严重的不能抽穗，抽
穗的结实很少。灰飞虱一般多发生在地边地头，靠近田埂处，播
种时杂草较多的地方。所以，最佳的防治方法就是切断毒源，清
除地边地头及田埂处的杂草，减少虫源。

３８.小麦的根有几种？其作用分别是什么？
小麦属须根系作物，由初生根和次生根组成。小麦种子萌发

时，主胚根首先破种皮长出，陆续长出几条根，这些统称为初生
根，一般多为５条，初生根下扎的速度比较快，到３叶期可下扎
到６０厘米的土层。次生根多从分蘖节上长出，到３叶期以后开
始出现，小麦次生根和分蘖有互生关系，一般每长出一个分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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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相应节上长出１～２条次生根，次生根一般比初生根粗壮。
小麦的初生根和次生根，虽在吸收水分、养分等生理功能方面没
有明显区别，但对植株生长的作用有所差别。初生根出现较早，
在幼苗生长的初期，靠它吸收水分和养分，由于初生根入土较
深，可以吸收土壤下层水分，可使小麦增强抗旱能力，但由于其
数量较少，仅靠它不能满足小麦生长的需要。次生根数量多，吸
收力强，而又主要分布在耕层，对小麦生长作用大。

３９.什么是分蘖？在生产上有什么作用？
在小麦幼苗分蘖节上，着生着大量分蘖芽，这些分蘖芽在条

件适宜时，陆续长大伸出主茎叶鞘，或大分蘖的叶鞘，而露到外
面。一般情况下，不能全部出现，只有那些长出叶鞘的分蘖芽，
才成为分蘖。在生产上，根据麦田的基本苗数和所需的穗数，要
求有一定数量的分蘖。在幼苗分蘖时期，保持环境条件有利于分
蘖的发生，使分蘖数量达到要求。但当分蘖数量超过需要时，就
应采取措施，控制分蘖的发生，以利于小麦群体的合理发展和个
体的正常生长发育，同时，一定数量的分蘖出现，有利于单株营
养物质的积累，有利于麦苗安全越冬。

４０.影响小麦穗分化的主要条件是什么？
温度：在分化小穗和小花的过程中，温度对分化数量和质量

有很大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温度在１０℃以下，分
化时间长，数量多。温度较高则相反。在北方麦区，春季温度回
升慢的年份，往往是“大穗年”，播期较早的小麦，穗分化也开
始较早，往往形成大穗。

光照：小麦属长日照作物，在短日照下，易形成大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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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在生产上，密度过大的麦田，往往因光照不足，使幼

穗分化速度减缓，每穗小穗数增多，但因麦苗徒长，植株体内的
有机营养水平降低，退化小花数目大大增加，最后穗粒数反而
下降。

水分：在幼穗分化过程中的不同时期，遭受土壤干旱，穗部
性状会相应变劣，每穗的小穗小花数量变少，四分子期前后遇干
旱，会引起结实率明显下降，因此，这是小麦一生对水分的要求
最迫切，反应最敏感时期，称为需水临界期。在生产上，在小麦
拔节到挑旗期及时供水，对于达到穗大粒多甚为重要。

肥料：氮肥能延长幼穗分化发育进程，使穗部各器官的数目
增多，试验结果表明，二棱期以前追肥浇水，能增加每穗的小穗
数目。小花原基分化的初期，或者二棱期追肥浇水，虽能显著增
加每穗的小花数，并对减少退化小花数目，增加穗粒数有一定的
作用，但不如雌雄蕊原基分化期和药隔期追肥浇水的效果好。但
是，如果在小麦生育前期追施氮肥过多，造成拔节期前后植株徒
长和消耗有机营养物质过多的情况下，即使在雌雄蕊原基分化期
追肥浇水，对增加穗粒数作用也不大。磷肥不仅能促进根系发达
和形成健壮的茎秆，而且能增加穗部各器官的分化速度和强度，
尤其是氮、磷配合使用，对增加穗粒数明显。钾肥有促进壮秆和
大穗的作用。

４１.影响小麦籽粒灌浆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光合器官：指植株上部的旗叶和它下面的２片叶、穗和穗下

节间。上部３片叶对灌浆影响最大，要注意保护这几片叶不受
损害。

温度：籽粒形成和灌浆的适宜温度为２０～２２℃，过高过低
都会影响灌浆的进程。

·８０１·



　小麦高产技术问答　

光照：开花到成熟期间，需要天气晴朗，光照充足。
土壤水分和空气湿度：在籽粒形成和灌浆期间，保持适宜的

土壤水分，可增强物质积累强度，这是提高粒重的重要条件，抽
穗后，最适合籽粒灌浆的土壤含水量为田间最大持水量的７０％～
７５％，过低会引起籽粒退化，瘪瘦。适宜灌浆的空气相对湿度为
６０％～８０％。

４２.小麦缺素各表现什么症状？
缺氮表现为植株瘦弱，叶片窄而薄，分蘖少，叶色发黄，严

重时下部叶片枯黄，根细长多分支，整个田块发黄。
缺磷时小麦呈小老苗，单株鲜重低，分蘖少，叶色暗绿，严

重时下有枯叶（褐色），根系发育不良，黄褐色，结实率低。
缺钾时植株细弱，单株鲜重小，叶色发黄，严重的下部叶片

有褐色斑点，抗逆性差，易倒伏或易受冻害。

４３.哪些因素影响小麦分蘖？
影响分蘖的因素有品种、基本苗、土壤肥力和其他栽培

条件。
从品种特性看，冬性品种通过春化阶段需要时间较长，从出

苗到拔节期，经历的时间较长，主茎叶多，单株分蘖也多，有些
播种较早的冬小麦，冬前可有分蘖４～７个，春性品种通过春化
阶段需要时间较短，单株分蘖数也少。

从种子质量看，大粒饱满的种子分蘖力强，小粒较瘪的种子
分蘖力较弱。

从栽培管理方面看，播种时期、播量、土壤肥力和施肥数
量、覆土厚度、土壤水分和通气状况等，是影响分蘖的主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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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高土壤肥力下，可适当减少播量，增加分蘖。适当提早和
推迟播期可控制分蘖出生的多少，如果土壤肥力较差，会限制分
蘖出生的数量。要增加分蘖，可增施肥料，提早播种等。分蘖的
着生还常受土壤水分和通气状况的影响，可在小麦３叶期浇水促
分蘖发生。

４４.什么是小麦分蘖力和分蘖成穗率？
分蘖力是指小麦的分蘖能力，是冬小麦确定播量的主要依

据，分蘖力强的品种，可在适期播种范围内，尽量减少播量，增
加分蘖成穗。

分蘖成穗率是指分蘖成穗占总蘖数的比例，冬小麦分蘖分为
有效分蘖和无效分蘖，分蘖能成穗的为有效分蘖，不能成穗的为
无效分蘖。在合理群体范围内，一般冬前３叶以上的大蘖都能成
穗，春季发生的分蘖一般成穗率较低，尤其是冬前亩茎数达到
６０万以上的麦田。因此在管理上，冬前群体较大的麦田，春季
以控为主，控制春蘖发生，减少无效分蘖，减少营养消耗，促现
有的分蘖成穗。

４５.冬小麦的营养特点和需肥规律是什么？
氮是构成细胞原生质的主要成分之一，氮素可促进小麦分蘖

和茎叶生长，迅速增加绿色体的面积，从而加强光合作用和有机
营养物质的积累，充足的氮肥配合适量的磷、钾肥，对幼穗的分
化和形成大穗、粒多起着决定性影响。氮素不足，首先影响营养
器官的生长，从而穗小粒少，过早成熟，产量降低。但氮素施用
过多，引起分蘖过多，茎叶徒长，茎秆机械组织柔软，容易倒伏
和遭受病虫害的危害，不仅产量降低，而且贪青晚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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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是组成细胞核的重要成分，在形成淀粉、蛋白质和糖分的
过程中，都需要磷的参加，磷还能促进麦苗早分蘖，早生根，提
早成熟，籽粒饱满。磷素不足，根系发育受到严重抑制，尤其是
对次生根影响较大。

钾可以促进糖类的形成和转化，使叶中的糖分向正在生长的
器官输送。充足的钾元素，能提高小麦对低温、高温、干旱和病
虫害的抵抗能力，促使茎秆粗壮坚韧，增强抗倒伏能力。

小麦在各生育时期，对氮、磷、钾的吸收有所不同，对氮素
吸收有两个高峰，一是从分蘖到越冬，吸收量占总量的１３．５％。
另一个是拔节到孕穗，吸收量占总量的３７．３％。对磷、钾的吸
收，到拔节以后急剧增加，以孕穗到成熟期吸收最多。其他元素
包括微量元素，在一般土壤中或由于施用了有机肥料，一般不缺
乏，个别地块，由于土壤质地、位置的差异，出现缺乏，可以在
小麦播种时底施补充。

４６.什么是测土配方施肥？
是以土壤测试和肥料田间试验为基础，根据作物需肥规律，

土壤供肥性能和肥料效应，在合理施用有机肥料的基础上，提出
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等肥料的施用品种、数量、使用时期
和使用方法。

４７.什么是配方肥料？
以土壤测试和肥料田间试验为基础，根据作物需肥规律、土

壤供肥性能和肥料效应，用各种单质肥料和复混肥料为原料，配
制成的适合于特定区域、特定作物的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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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如何调控冬小麦氮肥施用？
冬小麦氮肥施用采用区域氮素总量控制和分期调控的原则，

一般根据氮素具有总体稳定的特性，将一定区域范围内作物全生
育期氮肥使用总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根据土壤氮素局部
变异的特点，可以在这个范围的基础上，根据作物氮素吸收规
律，对不同生育期的氮肥用量进行分配，通过作物目标产量，和
氮素吸收总量确定一定区域内氮素施用总量。对于河北省小麦—
玉米轮作区，形成１００千克籽粒的小麦需氮量的变化范围在
２．８～３．３千克／亩；对于目标产量为３５０～４００千克／亩的小麦籽
粒产量来说，氮肥施用总量应控制在１０～１２千克／亩。折合尿素
２５～３０千克／亩。

４９.确定冬小麦施肥量有哪些基本方法？
我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规定，基于田块的肥料配方设计

中，肥料用量的确定方法，主要包括土壤与植株测试推荐施肥方
法，肥料效应函数法，土壤养分丰缺指标法和养分平衡法。

５０.如何利用养分平衡法确定麦田氮肥使用量？
养分平衡法是根据农作物需肥量与土壤供肥量之差来计算实

现目标产量的施肥量。
其公式如下：
氮肥使用量＝（小麦吸氮总量－土壤供肥量）／（肥料中氮

养分总量×氮肥当季利用率）
其中氮供应量＝土壤无机氮测试值（／千克）×０．１５×校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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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河北省麦田一般施用多少氮肥？
高肥力麦田（有机质含量＞１５克／千克）亩产５００千克以

上，亩施氮肥（Ｎ）１３～１６千克；中肥力麦田（有机质含量
１０～１５克／千克）亩产５００千克，亩施氮肥（Ｎ）１４～１６千克；
低肥力麦田（有机质含量＜１０克／千克）亩产４００～５００千克，
亩施氮肥（Ｎ）１２～１６千克。

５２.小麦播种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做好哪些技术环节工作？
小麦播种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技术环节：秸秆还

田、施足底肥、浇水造墒、旋耕整地、药剂拌种、确定播期、控
制播量、等行种植、播深适宜、耙耱镇压等。各环节紧密相连，
缺一不可。

５３.冬小麦冬前壮苗的标准是什么？
河北省大部分麦区冬小麦冬前壮苗指标在５叶１心至６叶１

心之间，超过此范围极易形成旺苗。冀东麦区壮苗的叶龄指标还
要略低于上述标准。

５４.冬小麦适时晚播春季管理如何进行？
冬小麦适时晚播以后，春季管理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灌溉技术，浇好拔节水、开花水等关键水，切忌浇返青水、麦
黄水，土壤特别干旱的除外。二是施肥技术，氮肥的追肥时间以
拔节期为宜，追肥比例为总施肥量的４０％～６０％，全生育期总

·３１１·



　四大粮油作物高产技术问答　
施氮量施用的原则一般根据地力水平确定。

５５.适时晚播小麦如何浇好关键水？
由于冬小麦适时晚播，有利于其安全越冬，这就为免浇冻水

提供了条件。适时晚播小麦的关键水主要包括造墒水、拔节水和
开花水。

５６.适时晚播小麦的施肥技术有什么特殊要求？
施肥要按照限氮、稳磷、补钾的原则配比，高产麦田全生育

期每亩施纯氮１３～１６千克，五氧化二磷（Ｐ２Ｏ５）１０～１２千克，
氧化钾（Ｋ２Ｏ）６～８千克，底施氮施和追施的比例为５∶５，磷、
钾肥全部底施；中产麦田全生育期每亩施纯氮１４～１６千克，磷、
钾肥可掌握在高产田施用量的下限，并全部底施，氮肥底施和追
施的比例为６∶４。

５７.小麦产量的构成要素是什么？高产麦田哪个因素
　　　　对产量影响最大？
　　小麦的产量构成要素包括：亩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在河
北省自然资源状况和当前推广的优良品种条件下，确保一定的亩
穗数是夺取高产的先决条件，高产麦田亩穗数应在４５万～５０
万，而穗粒数和千粒重则次之。

５８.小麦播种前茬秸秆如何处理？
玉米收获后用秸秆粉碎机粉碎秸秆，秸秆粉碎质量要求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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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０厘米以下，碎秸秆应占所有秸秆的９０％以上，留茬高度小
于１０厘米；及时补氮：对秸秆还田的地块应按当地土肥部门要
求增施氮肥，将玉米秸秆碳、氮比调到２５∶１。

５９.小麦播种耕整地应注意哪些方面？
（１）深耕作业：应先用圆盘耙或旋耕机进行灭茬作业，在切

碎根茬的同时将碎秸秆与表层土充分混合，耕深应在２０～２３厘
米，要求碎秸秆翻埋在１０～１２厘米土层以下，耕作时应将底肥
播施，对耕作的地表进行整耙，保证耕地地表平整，土壤颗粒细
碎均匀。

（２）旋耕作业：用旋耕机旋耕两遍，耕深在１５厘米左右，
要求地表无明显秸秆杂草。作业时应保证耕深一致，不漏耕，耕
垡覆盖严密，地头整齐。

６０.播种机的选用应注意什么？
应选具有施肥功能的播种机，施肥能力应达到４０千克／亩以

上。且施肥的位置应在种子侧下方３～８厘米（视施肥量合理调
整距离，施肥量大距离就要调整得大）。在秸秆还田的农田作业，
机具的覆土镇压机构功能要好，排肥排种机构调整灵活合理。一
般在秸秆还田的农田作业，耕整地使用的是旋耕机作业应选用具
有圆盘式开沟器的播种机，以防粉碎的秸秆挂堵播种机，影响播
种质量。采用铧式犁深耕的农田一般选用靴脚式开沟器就可。

６１.作业前应对播种机做哪些检查和调整？
（１）作业前对机具进行技术状况检查：查看播种机各装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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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连接牢固，转动部件是否灵活，传动部件是否可靠，润滑状况
是否良好，悬挂升降装置是否灵敏可靠。

（２）挂机调整：挂上机具后要在比较平的地方调整机具的水
平位置，对于没有仿形机构的机具，水平位置２米长度误差不得
大于１厘米。

（３）播种量的调整：按照当地农艺要求的播种量调整，使用
免耕播种机播种时，播种量最少增加１０％的播量。

（４）播种深度的调整：播种深度控制在３～５厘米，要求播
深一致、落籽均匀、覆盖严密。

（５）种子箱内、肥料箱内种子和化肥应占其容积的１／３
以上。

６２.冬小麦的生育期如何？
按植株地上各器官形成特征的明显变化，将小麦的一生划分

为出苗、长叶、分蘖（越冬、返青）、起身、挑旗（孕穗、抽
穗）、开花、乳熟、蜡熟和完熟等生育期。

出苗期：主茎第一片绿叶伸出，离地表２厘米左右。
３叶期：主茎第三叶伸出２厘米左右。
分蘖期：第一个分蘖伸出叶鞘２厘米左右。
起身期：主茎和分蘖的叶鞘显著伸长（冬性品种幼苗从匍匐

转为直立），第一节间在地下开始伸长，穗分化从二棱末期到护
颖分化期。

拔节期：主茎和分蘖的茎节伸出地面２厘米，穗分化到小花
分化期。

孕穗期：也叫挑旗期，主茎和分蘖的旗叶展开，旗叶叶鞘包
着幼穗明显膨大，穗分化进入四分子期。

抽穗期：穗子的１／２露出旗叶叶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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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期：穗中、上部花开放，露出黄色花药。
乳熟末期：籽粒表面绿黄色，体积达到最大值，胚乳呈炼乳

状，籽粒含水量在４５％左右。
蜡熟期：籽粒变黄，胚乳呈蜡状，麦粒可被指甲掐断，含水

量在３５％～５％。
完熟期：籽粒变硬，茎秆枯黄，含水量降到２５％以下。
越冬开始期：气温稳定在０℃以下，植株停止生长。
返青期：春季气温回升后，植株恢复生长，新叶新长部分露

出叶鞘２厘米。

６３.如何确定冬小麦磷肥施用量？河北省麦田一般使
　　　用多少磷肥？

　　按照土壤有效磷测试结果和养分丰缺指标进行分级，当有效
磷水平处在中等时，可以将目标产量需要量（只包括带出田块的
收获物）的１００％～１１０％作为当季磷用量；随着有效磷含量的
增加，需要减少磷用量，直至不施；而随着有效磷的降低，需要
适当增加磷用量；在极缺磷的土壤上，可以施到需要量的１５０％
～２００％。在２～４年后再根据土壤有效磷和产量的变化再对有效
磷用量进行调整。冬小麦亩产量３００～４００千克，当土壤有效磷
含量处于中等水平（１４～３０毫克／千克）时，可每亩施用３．５～５
千克磷肥（Ｐ２Ｏ５）；当土壤有效磷含量处于低水平（７～１４毫克／
千克）时，可每亩施５．２～７千克磷肥；亩产４００～５００千克，当
土壤有效磷含量处于中等水平时，可每亩施用５～６千克磷肥；
当土壤有效磷处于低水平时，可每亩施用６～９千克磷肥；当土
壤有效磷含量处于高水平时，可不施用磷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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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如何确定冬小麦钾肥施用量？河北省麦田一般使
　　　用多少钾肥？

　　按照土壤速效钾测试结果和养分丰缺指标进行分级，当速效
钾处在中等时，可以将目标产量需要量的１００％～１１０％作为当
季钾用量；随着速效钾含量的增加，需要减少钾肥用量，直至不
施；而随着速效钾的降低，需要适当增加钾肥施用量；在极缺钾
的土壤上，可以施到需要量的１５０％～２００％。如果麦田实行了
秸秆还田或施用了有机肥，需要相应减少钾肥施用量。冬小麦亩
产量３００～４００千克，当土壤速效钾含量处于中等水平时，可每
亩施用２～３千克钾肥（Ｋ２Ｏ）；当土壤速效钾含量处于低水平
时，可每亩施用３～４千克钾肥。冬小麦亩产４００～５００千克时，
当土壤速效钾含量处于中等水平时，可每亩施用３～４千克钾肥；
当土壤速效钾含量处于低水平时，可每亩施用４～５千克钾肥；
当土壤速效钾含量处于高水平时，可不施用钾肥。

６５.冬小麦磷、钾肥如何施用？
一般冬小麦磷、钾肥料全部作基肥，可随小麦播种一起施入

土壤。

６６.土壤缺锌的临界指标是多少？如何补锌？
冬小麦、夏玉米生长土壤有效锌含量低于０．５毫克／千克，

出现缺锌症状，影响产量，这时需要补施锌肥，一般根据土壤缺
锌程度每亩底施１．５千克硫酸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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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土壤缺锰的临界指标是多少？如何补施锰肥？
冬小麦、夏玉米生长土壤有效锰含量低于５毫克／千克，会

出现缺锰症状，影响产量，这时需要补施锰肥，一般根据土壤缺
锰程度，每亩施０．２～０．４千克硫酸锰。

６８.麦田为什么要底墒充足？
通过播前灌足底墒水，使２立方米土体的含水量达到田间持

水量的９０％以上，一般年份浇底墒水５０立方米／亩，切忌抢墒
播种，要破除只有多灌溉才能多打粮的传统观念，树立利用土壤
水的新观念，播前储足土壤水，小麦一生可减少灌溉水５０～１００
立方米。由于多利用土壤水，麦收后土壤空库容大，可以较多地
接纳夏季降水，减少汛期雨水损失。

６９.为什么要开展墒情监测？
土壤墒情是因墒种植和合理配置土肥水资源的重要依据，是

实施节水农业技术的基础。墒情监测是通过建立具有高效运行机
制的土壤墒情监测网络体系，开展区域土壤水分监测，建立土壤
旱（墒）情监测体系和土壤水分数据库，通过发布墒情信息和干
旱预警，指导农民科学灌溉和田间管理，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科
学依据。

７０.如何进行土壤水分测定？
测定土壤水分的经典方法为烘干法，另外还有速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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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干法：①适用范围。用于测定除石膏性土壤和有机土（含

有机质２０％以上的土壤）以外的各类土壤的水分含量。②测定
原理：土壤样品在１０５℃±２℃烘至恒重时的失重，即为土壤样
品所含水分的质量。③仪器设备。土钻、土壤筛（孔径１毫米）、
铝盒（小型的直径约４０毫米，高约２０毫米；大型的直径约５５
毫米，高约２８毫米）、分析天平（感量为０．００１克和０．０１克）、
小型电热恒温烘箱、干燥器（内盛变色硅胶或无水氯化钙）。④
试样的选取和制备。风干土样：选取有代表性的风干土壤样品，
压碎，通过１毫米筛，混合均匀后备用；新鲜土样：在田间用土
钻取有代表性的新鲜土样，刮去土钻中的上部浮土，将土钻中部
所需深度处的土壤约２０ｇ，捏碎后迅速装入已知准确质量的大型
铝盒内，盖紧，装入木箱或其他容器，带回室内，将铝盒外表擦
净，立即称重，尽早测定水分。⑤测定步骤。风干土样水分测
定：取小型铝盒在１０５℃烘干箱内烘烤２小时，移入干燥器内，
冷却至室温，称重，精确至０．００１克，将铝盒盖揭开，放在盒底
下，置于已预热至１０５℃±２℃的烘烤箱内烘烤６小时，取出，
移入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立即称重，风干土样水分的测定应做
两份平行测定；新鲜土样水分测定：将盛有新鲜土样的大型铝盒
在分析天平上称重，精确至０．０１ｇ，揭开铝盖，放在盒底下，置
于已预热至１０５℃±２℃的烘烤箱内烘烤１２小时，取出，盖好，
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立即称重，测定结果的计算公式：

水分（分析基），％＝〔（m１－m２）／（m１－m０）〕×１００
水分（干基），％＝〔（m１－m２）／（m２－m０）〕×１００
式中：m０———烘干空铝盒质量，克；
m１———烘干前铝盒及土样质量，克；
m２———烘干后铝盒及土样质量，克。

·０２１·



　小麦高产技术问答　

７１.小麦不同生育时期适宜的土壤水分含量是多少？
小麦不同生育时期对土壤水分的含量要求不同，播种至出苗

期，应维持土壤田间最大持水量的７５％左右，以满足种子萌发
出苗过程的水分需要，如这时期土壤水分含量低于田间最大持水
量的５５％，则小麦出苗困难，低于３５％则不能出苗。出苗至返
青，要求维持在田间最大持水量的７５％～８０％，以利于幼苗的
健壮生长，分蘖增加。较高的土壤水分也有利于增大对温度（尤
其是冬前低温）的缓冲性能，有利于麦苗安全越冬。拔节至抽穗
阶段，气温上升较快，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同时旺盛进行，器官
大量形成，对水分的反应极为敏感，该期间土壤水分应维持在田
间最大持水量的７０％～９０％，如低于６０％，则会导致分蘖成穗
数和穗粒数的下降，对籽粒产量造成很大影响，开花至成熟期，
宜保持土壤含水量不低于最大持水量的７０％，以促进籽粒灌浆，
增加千粒重，低于７０％易造成干旱高温逼熟现象，导致粒重
降低。

７２.小麦一生对营养元素有什么需求？
小麦一生所积累的干物质中，大量元素有碳、氧、氢，共占

９５％左右，氮、磷、钾各占１％以上，钙、镁、硼、硫各占
０．１％以上。微量养分元素中，还有氯、铁、锰、锌铜等。其中
大量元素碳、氧、氢来自空气和水，通过光合作用而获得。而
氮、磷、钾和其他微量元素主要依靠根系从土壤中获得，研究表
明，小麦每生产１００千克籽粒，约需氮３千克，磷１～１．５千克，
钾４千克，三者间比例为３∶１∶４，随着产量水平的提高，氮、磷、
钾的吸收量相应增加，这是确定小麦施肥量的重要依据。

·１２１·



　四大粮油作物高产技术问答　

７３.冬小麦从播种到出苗一共需要多少积温？冬前达６
　　　叶１心的壮苗标准时需多少积温？
　　冬小麦从播种到出苗一共需积温１２０℃左右，冀东地区９月
下旬播种至出苗需６～７天，出苗后主茎每长一片叶需积温７５℃
左右，达到６叶１心时需５７０℃。

７４.根系发达的小麦品种对节水技术的实施有什么
　　　好处？

　　小麦的根系分初生根和次生根，初生根可以扎深２米以上，
能有效吸收土壤水分，确保小麦健壮生长，抗倒伏。而次生根主
要分布在０～６０厘米的土层，它不能有效利用土壤水分，干旱时
易衰亡，需灌溉维持其生命活力。过去的小麦种植主要利用次生
根的作用，因此，浇水多，现在，我们改为利用初生根的特点和
作用来实现利用土壤水，达到节水目的。

７５.小麦小畦灌溉技术要点是什么？
通过精细整地，将农田整理成小的畦田，即长畦改短畦，宽

畦改窄畦，大畦改小畦。土壤质地偏沙的畦田小一些，土壤质地
偏黏的畦田适当大一些，一般每亩整理成１０个左右，畦田宽度
６～８米，畦长１０～１２米，畦埂高度一般为０．２～０．３米，底宽
０．４米左右，地头田埂和路边田埂适当加宽培厚，以畦田进行单
元灌溉，可有效地控制灌水量，减少水分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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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麦田化控技术怎样实施？
返青期如果小麦群体大，一定要及早采取化控防倒措施。一

般返青期亩茎数超过１００万的麦田，当麦苗起身开始生长时，采
取化控防倒措施。每亩可用３０～４０毫升壮丰安或１５％多效唑４０
克兑水１５～３０千克进行喷施。实践证明，若喷施时期掌握得好，
就可以有效控制倒伏；若喷施时期过晚（到拔节期），则起不到
防止倒伏的作用，费工费钱，甚至还会带来不良后果。另外化控
要在晴天无风的天气进行，日平均温度在１０℃左右时喷施利于
麦苗对药物的吸收，可达到理想效果。

７７.小麦生长发育分为几个阶段？
小麦在不同的生长发育时期，需要一定的外界条件，按照一

定顺序影响不同的器官，外界条件对不同时期的生长发育和不同
器官的形成有着不同的影响。目前，根据小麦在生长发育不同时
期要求的特定外界条件，一般认为存在着春化和光照两个发育阶
段，根据小麦在不同发育时期形成不同的器官，结合栽培管理的
要求，把小麦一生又划分为幼苗阶段、器官形成阶段和籽粒形成
三个生育阶段以及若干个生育时期。

７８.小麦如何进行早春防冻？
在土壤返浆时进行顶凌划锄，可以松土、保墒、增温、除

草，增强麦苗的御寒能力。不论弱苗、旺苗还是壮苗，都要在返
青期间抓紧划锄；对于有旺长趋势的麦田，还可以适当深锄，以
抑制春季分蘖。划锄时，要注意掌握浅锄、细锄，边锄边把坷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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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散；若在划锄前先进行镇压，可使土壤不支空，从而收到上松
下实、提墒保墒的效果。

早春对麦田镇压，可以粉碎坷垃，弥合裂缝，使麦根与土壤
密接，防止冷空气侵入而伤害麦苗。同时，镇压还具有提墒作
用，可以增加土壤表层的含水量，有利于缓和低温冷害。

小麦早春施肥，可以弥补冬季地力消耗，增加养分积累，促
进麦苗返青生长，抗御或减轻早春冻害，尤其在冬季气温高、麦
苗持续生长、地力消耗大的年份，早春施肥尤为重要。小麦早春
施肥，应抓住土壤刚刚化冻返浆的有利时机，借墒开沟深施；一
般不应浇水，以免降低地温，影响麦苗生长。

７９.如何科学选择农药？
农药的选用要遵守对症、有效、安全、经济的原则，针对防

治对象，选择有针对性农药，一般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１）注意实用性：农药的类别很多，包括杀虫剂、杀菌剂、

除草剂等，每种类别中还有各自特有的药效和针对性。所以，要
针对防治对象，对症选药，符合农药的适用性，才能保证防治
效果。

（２）注意药效和质量：要选择高效、优质、低毒、低成本的
农药。

（３）注意剂型：农药剂型是由有效成分含量、原药名称和加
工剂型等三部分组成，如１０％吡虫啉可湿性粉剂，其中１０％是
有效成分含量，可湿性粉剂是加工剂型。

（４）注意针对性：对抗药性强的害虫，选择具有胃毒、熏
蒸、触杀、内吸、杀卵、杀蛹等综合作用，并能降低害虫抗药性
的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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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什么是良种补贴？
良种补贴是国家为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提高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及市场竞争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调动农民种粮积极
性而设立的一项惠农政策，也是农业重大项目。它以良种为载
体，对优势区域内的农民种植优质品种实行特惠制补贴，其资金
来源于国家和省财政支农资金。

８１.什么是小麦标准化生产？其意义是什么？
就是按照“统一、简化、优选”的原则，通过制定和实施标

准，把小麦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技术的全过程纳入标准
生产和标准管理的轨道，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选
用，土地准备，以及土壤耕作等产前环节，播种、施肥、浇水、
中耕、病虫害防治等产中环节，产后包括贮藏、包装、加工等技
术。小麦标准化生产是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是农
业产业化的重要环节，是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生产的前提，是加
大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要。

８２.如何防治好小麦条锈病？
小麦条锈病又称黄疸，主要危害叶片和叶鞘、茎秆，病斑呈

半椭圆形，在叶片上排列呈条状，鲜黄色，破坏叶绿素，造成光
合效率下降，一般减产２０％～３０％，最严重可造成绝收。

防治方法：一是选用抗病品种，降低防治成本。二是应用药
剂防治，可选用１５％三唑酮可湿性粉剂每亩１００克或２５％烯唑
醇可湿性粉剂３０～５０克喷雾防治，根据发病早晚和流行快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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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连续用药１～２次。

８３.如何防治小麦倒伏？
小麦抽穗后，由于植株高大，如遇风雨天气，常出现倒伏，

造成减产，一般减产２０％～４０％，严重地块可减产８０％以上。
因此，随着小麦产量的提高，防治小麦倒伏是当前小麦高产的主
要措施之一。

（１）选用抗倒伏品种：近几年，生产上推广的良星６６、石
家庄８号、京冬２２等新品种，一般株高在８０厘米左右，较京冬
八等品种矮１０～１５厘米。抗倒伏能力较强。

（２）合理密植：根据播期、施肥水平、品种选用、合理的种
植密度，一般高产地块，亩穗数以控制在４０万～５０万，减少田
间郁蔽，增强植株抗倒伏能力。

（３）化控防倒：对于田间亩茎数偏多，有倒伏倾向的麦田，
可在起身至拔节期前，亩用１５％多效唑可湿性粉剂５０克喷雾，
可降低株高，增加茎秆强度，抗倒伏。

８４.小麦易出现哪些农药药害？怎样避免？
有些农药防治病虫害时超过一定的量，往往对小麦有一定的

毒害。药害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农药质量差，杂质多或变
质；二是农药混用不当；三是喷药量和浓度超过了作物耐药量；
四是包装、容器的不清洁，喷过其他农药的喷雾器，由于没有清
洗，极易引起药害；五是半衰期长短，因农药种类不同，其半衰
期长短不同，半衰期短的品种，当季利用，当季就分解。半衰期
长的品种，当季使用，当季不能分解，残留于土壤中，会引起下
茬作物产生药害。如甲磺隆、氯磺隆在小麦上使用，会引起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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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害，夏玉米应用阿特拉津过多，会造成小麦出现药害等。

８５.小麦赤霉病表现什么症状？如何防治？
小麦赤霉病又称烂头病、红麦头、麦穗枯。是由多种镰刀菌

引起的一种真菌性病害。幼苗至幼穗均可发病，可引起苗枯、茎
基腐、秆腐和穗腐等症状，以穗腐危害最大。苗枯由种子带菌或
土壤中病残体上病菌侵染所致，在幼苗的芽鞘和根鞘上呈黄褐色
水渍状腐烂，轻者病苗黄瘦，严重时全苗枯死。枯死麦苗在湿度
大时可产生粉红色霉层。茎基腐又称脚腐，茎基部受害先变成褐
色，后期变软腐烂，造成整株死亡，拔起病株时，易在茎基腐烂
处撕断，断口处呈褐色。秆腐发生在穗下第一节和第二节，初在
旗叶的叶鞘上出现水渍状褪绿斑，后扩展为淡褐色至红褐色不规
则病斑，或向茎内扩展。病情严重时，造成病部以上枯死，气候
潮湿时病部可见粉红色霉层。穗腐于小麦扬花后灌浆期出现，初
在小穗和颖片上产生水渍状浅褐斑，然后沿主穗轴上下扩展至整
穗，引起穗腐。湿度大时，发病小穗颖缝处产生红色粉红色胶状
霉层，空气干燥时，病部枯死，形成白穗。一般减产１０％～
４０％，严重时减产５０％～１００％。防治方法：筛选抗病品种。适
期播种，合理施肥。追肥早施少施。药剂防治，可用戊唑醇、烯
唑醇、咪鲜胺等药剂进行防治。

８６.播前晒种的作用是什么？
在小麦播种前２～３天，选晴天１～２天晒小麦种子，具体方

法是：在地上铺上苇席或布，把要晒的种子摊开，厚３～５厘米，
并２～３小时翻动一次。切忌在水泥地上直接晒种。晒种可以促
进种子的呼吸作用，提高种皮的通透性，加速种子的生理成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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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打破种子休眠，提高种子发芽率和发芽势，消灭种子上携带
的病菌，促种子出苗整齐。

８７.小麦全蚀病症状、发生规律及防治方法是什么？
小麦全蚀病又称小麦立枯病、黑脚病，它是一种真菌病害。

在我国是植物检疫对象。小麦受害后，苗期病株矮小，下部叶片
发黄，种子根和地中茎变成灰黑色。拔节期基部１～２节的叶鞘
内和病茎表面病菌形成灰黑色菌丝层。抽穗后菌丝层颜色逐渐加
深呈黑膏药状，上面密布黑褐色小颗粒样子囊壳。病株宜拔起。
发病早的植株常不能抽穗，成丛或成片枯死。发病迟的多呈枯死
白穗。与其他根腐病的区别，种子根、次生根变黑腐败，茎基部
生有黑膏药状菌丝体。

发生规律：主要以带菌根茬的土壤，混有病残体的粪便和种
子三条途径传播。种子内部无病菌。病菌在病根残体或夏季寄主
作物上越夏。小麦播种后，病菌以菌丝体从幼苗初生根胚芽鞘或
根茎节侵入根组织内，并以菌丝体在根组织内越冬。小麦返青
后，根部菌丝体向分蘖节、茎基部、叶鞘蔓延，最后侵入茎基部
１～２节。侵染部位仅限于小麦根部和茎基部１５厘米以下。从幼
苗到抽穗都可侵染，以幼苗期侵染为主，病菌活动温度３～
３５℃，侵染适温１６℃左右，发育适温２０～２５℃。病区连作田，
群体密度大，土壤湿度高病菌发生重。

防治方法：一是加强植物检疫，防止病害蔓延。二是农业防
治。高温发酵法沤制肥料，杀灭病菌，严格清洗从疫区进入非疫
区跨区收割机械；增施磷、钾肥，增强植株抗病能力；轮作倒
茬。三是药剂防治。可用１５％三唑酮可湿性粉剂或１２％烯唑醇
按种子重的０．０３％拌种，也可在幼苗期用１５％三唑酮或１２％烯
唑醇每亩３０～５０克兑水喷施茎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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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种子萌发和出苗的条件是什么？
种子能否萌发，萌发的内部生理状态，发芽后幼苗生长的强

弱和外部条件有密切关系。生产上由于种种原因，播下去的种子
不能完全出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１）温度：一般小麦种子萌发的最低温度为１～２℃，最适
温度１５～２０℃，最高温度３０～３５℃。在北方冬麦区，如果日平
均温度低于３～４℃秋播冬小麦，则当年不能出苗，俗称“土里
捂”。一般种子萌动到出苗约需０℃以上积温１００℃左右。

（２）水分：土壤缺墒或过湿，都会影响种子萌发和出苗，最
适宜的土壤水分一般为田间最大持水量的６０％～７０％，沙土约
相当于１５％的含水量，壤土为１７％，黏土为２０％。在干旱少雨
地区，土壤水分不足是影响种子萌发出苗的主要原因。

（３）空气：种子萌发需要足够的氧气。耕作过的麦田，通常
土壤中的氧气能够满足种子萌发和出苗的需要；但在地表板结或
在土壤湿度过大时，往往因缺氧而影响种子萌发。因此播后遇
雨，在土壤过湿板结或黏重的情况下，要求采取松土通气措施。

８９.小麦一生的耗水量是多少？
小麦耗水量或叫做田间耗水量。是指小麦从播种到收获的整

个生育期，对水分的耗用量。小麦通过根系从土壤中吸收水分，
部分用于制造有机物质，生长器官和维持生理活动外，大部分通
过叶面蒸腾散发。小麦一生的耗水量大致为每亩２６０～４００立
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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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北方冬小麦合理密植的原则是什么？
合理密植，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确定合理的基本苗；

二是因地制宜地采取适宜的播种方式；三是在各个生育时期都要
具有合理的群体结构。无论什么生产水平，都要有与其条件相适
应的群体结构。穗数是产量构成因素的基础，基本苗又是穗数的
基础。所以，因地制宜地确定适宜的播种方式与基本苗数，是合
理密植的关键。

（１）根据地力和生产条件的变化调整密度。随着地力由薄向
肥、再向高肥发展的情况下，小麦的适宜播种量，也相应地出现
由少到多，再适当减少的变化。由于各地生产条件不同，小麦单
株分布和分蘖成穗率有较大差异。土壤地力较差的麦田，一般单
株分蘖力和成穗率较低，麦田密度较稀，随着生产条件改善，宜
适当增加基本苗和穗数，以主茎成穗为主，争取部分分蘖成穗。
土壤肥力较高的情况下，实现小麦高产，可依生产条件采取早播
减少基本苗，提高分蘖成穗率，以分蘖成穗为主。以主茎和分蘖
成穗并重高产，可采取中量播种。现在一年两熟制的小麦两晚栽
培，推广的是采取大播量适当晚播，以主茎成穗为主，达到
高产。

（２）品种特性和播种期调整密度：适期或偏早播的冬小麦品
种，分蘖较多，可基本苗少些，春性小麦品种，分蘖少，基本苗
应多些。

（３）根据苗情发展调整群体，首先确定适宜的播种量，达到
合理的基本苗数，并根据苗情的发展和各阶段群体指标，调整群
体沿着较合理的动态发展。

（４）近几年随着各地土壤肥力增加，施肥水平提高，适期播
种的小麦可适当减少基本苗数，促分蘖，争取大穗粒多实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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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一般适期播种的冬小麦，亩基本苗２０万～２２万，中上等
地力以１８万～２０万较为适宜，高地力在１５万～１６万为宜，
亩成穗在４０万～４５万，单株穗粒数３０个，实现亩产５００～
６００千克。

９１.越冬前后苗情分类的原则是什么？
北方冬麦区越冬前后常常提到苗情分类，一般分类原则指亩

茎数小于６０万为三类苗，６０万～８０万为二类苗，８０万以上为
一类苗。亩茎数少的麦田指一些晚播麦，由于播种偏晚，分蘖较
少，亩茎数一般偏少，大部分单棵越冬。因冬前生长量少，分蘖
积累少，越冬前应做好浇封冻水，防止因冻害死苗。６０万～８０
万亩茎数指适期播种的田块，单株分蘖３～４个，单株叶片６～８
片，生长较健壮。亩茎数８０万以上指一些早播麦田，单株分蘖
较多，冬后应以控为主，促大蘖成穗，争取大穗粒多。

９２.怎样浇好小麦封冻水？
适时浇好小麦封冻水能预防春季干旱，平抑地温，增强小麦

抗寒能力，有利于麦苗安全越冬。但在浇封冻水时，应掌握好以
下三点：

一是浇封冻水的温度，要掌握在日平均气温３～５℃时进行。
如果浇封冻水过早，气温高，蒸发量大，不仅起不到蓄水、增墒
的作用，还会引起麦苗徒长，降低麦苗抗冻能力。如果浇冻水过
晚，气温偏低，土壤冻结，水分不能下渗，使麦苗受冻。群众经
验是：掌握“早浇不徒长，晚浇不结冰”。

二是土壤含水量低于田间最大持水量的７０％时才宜浇水，
如果高于８０％时，可不灌或晚灌。不论何时浇冻水，都要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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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松土保墒防寒。

三是在具体灌溉时应掌握弱苗宜早、旺苗宜晚、壮苗适时，
对没有分蘖的“独根苗”不宜冬灌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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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玉米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是什么？
玉米在农业生产中是一种很重要的粮食作物，从籽粒到茎叶

都有广泛而重要的用途。
（１）玉米是高产作物。玉米在粮食作物中的地位，仅次于

稻、麦而居旱粮之首。玉米是Ｃ４植物，因其光合作用效率高，
净光合作用值比小麦、水稻等高出３倍，养分消耗少，积累多，
据推算，每亩理论产量可达３５００千克左右。

（２）玉米的营养价值高。玉米籽粒中脂肪含量很高，维生素
较多，糖类的含量略低于大米和面粉，蛋白质比面粉略低，比大
米高。玉米作为食物，有发热量高的特点。

（３）玉米是高产优质的饲料。玉米“一身无废物，全身都是
宝”，其植株各部分均可用作饲料。

（４）玉米是重要的工业和医药原料。玉米是轻工业的重要原
料，玉米植株各部分直接或间接制成的工业产品达３００种以上。

２.玉米在生产中存在什么主要问题？
当前，玉米在生产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玉米收获偏早。玉米

收获偏早，收获时，籽粒尚未完全成熟，灌浆不饱满，含水量较
高，产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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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玉米杂交种优势主要表现哪几个方面？
玉米杂交种优势表现：①穗大粒饱，增产显著。②植株健

壮，适应性广，抗逆性强。③根系发达，发育较早，灌浆时间
长，早熟高产。

４.如何从包装标签方面识别真伪玉米杂交种？
种子标签应标注作物种类、种子类别、品种名称、产地、种

子经营许可证编号、质量标准、检疫证明编号、净含量、生产年
月、生产商名称、生产商地址以及联系方式。

５.如何选择玉米优良品种？
玉米品种多，自然条件复杂，栽培制度各异，各地在选用良

种时，应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１）根据栽培制度来确定适宜的良种。按其播期不同可分为

春播、套种和夏播三种主要的生育类型。
（２）选用抗病品种。为了保证玉米高产稳产，选育和推广抗

病品种，尤其是抗大、小斑病的品种，是生产上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

（３）选用良种必须因地制宜。不同的品种或杂交种，对肥水
的反应、抗旱、耐涝、抗病力、区域适应性、产量水平及品质等
都是有差别的。选用良种时，必须根据其品种特点与适应范围，
做到因地制宜，良种良法配套，才能获得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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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如何划分早、中、晚熟玉米品种？
生育期通常指出苗至成熟经历的天数。生育期的长短与品种

特性、生态环境和播种期的早晚有密切的关系。
玉米按我国生态区域可划分为春播玉米区和夏播玉米区。但

不论哪个生态区都有早、中、晚熟品种之分。
早、中、晚熟品种生育期的长短主要取决于营养生长期的长

短和灌浆期的长短，生殖生长的时间基本是一定的，营养生长期
长或灌浆的时间长，生育期则长。营养生长期短或灌浆的时间
短，生育期则短。因此早、中、晚熟品种的划分标准是由生育期
长短，即生长、发育的天数决定的。

春播：早熟品种生育期为７０～１００天，中熟品种生育期为
１００～１２０天，晚熟品种生育期为１２０～１５０天。

夏播：早熟品种生育期为７０～８０天，中熟品种生育期为
８０～９６天，晚熟品种生育期为９６天以上。

因此，根据生育期的长短选择适合当地的品种。

７.玉米种子为什么要包衣？包衣的种子有哪些好处？
２０００年《种子法》出台后，随着种子产业、种子工程和农

业产业化的发展，商品种子包衣比例越来越大。种子包衣和精包
装是农业生产集约化的需要，是种子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种子包衣的好处：
（１）防虫作用。可防止地下害虫如蝼蛄、金针虫等，确保成

苗率。
（２）防病、杀菌作用。对玉米的病虫害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３）提高种子发芽势。种子包衣可激活种子发芽酶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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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种子发芽势的提高，使种子出苗整齐一致。

（４）如果遇到低温、高湿、春旱等情况，包衣可延长种子在
土壤中坏种的时间，防止或减免粉种、烂种现象。

８.玉米种子由几部分构成？
玉米种子实质上就是果实，但在生产上习惯称之为种子或籽

粒。玉米的种子由种皮、胚乳和胚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种皮由子
房壁发育而成的果皮和内珠被发育而成的种皮所构成。胚乳位于
种皮内，占种子总重量的８０％～８５％。胚位于种子一侧的基部，
较大，占种子总重量的１０％～１５％。胚由胚芽、胚轴、胚根、
子叶所组成。

９.玉米的根属什么系？
玉米根属须根系，由初生根、次生根和支持根组成。玉米根

深可达２米以上，水平可达１米，但绝大部分集中在３０厘米以
内、距植株２０厘米半径范围的土层中。初生根包括初生胚根和
次生胚根，垂直向下生长，是玉米幼苗期吸收肥水的根系。次生
根是随茎节的形成，自下而上一层一层地生于地下密集茎节上，
所以次生根又称节根或层根。次生根是玉米根系的主体，依品种
不同，可形成７～９层，数量多达百余条。开始水平分布，达一
定范围后垂直下扎，是决定玉米产量的主要根系。支持根是玉米
地上茎近地面茎节上轮生的层根。一般３层左右，从抽雄前开始
出现，发根迅速，先端分泌黏液、入土后产生侧根，能支持植
株，增强抗倒能力。支持根不同于其他作物的根，还有合成氨基
酸，进一步形成蛋白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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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一株玉米通常有多少片叶？
玉米一生主茎出现的叶片数目因品种而不同，早熟品种叶片

少，晚熟品种叶片多，变幅在８～４０片，一般在１３～２５片。每
一品种的叶片数是相对稳定的，在同一地区很少因栽培年份等条
件的不同而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玉米叶片数是在雄穗生长
锥开始伸长前逐渐分化形成的，从遗传性上来说是非常保守的，
因此性状也相对稳定。但是，如果条件改变，则玉米叶片数也就
表现减少或增加。如有的品种在春播时的叶片数比夏播时期相对
多一点。但如播种过早，叶片数又有减少的趋势。

１１.玉米播前为什么要选种？
为了充分发挥种子优良增产作用，在播种前必须要选籽粒饱

满、大小一致、发芽率高、无杂质、无病虫害的籽粒做种。以保
证全苗，生长一致，为夺取高产打基础。

１２.玉米播种前为什么要晒种？
晒种能促进种子后熟，降低含水量，增强种子的生活力和发

芽能力。经晒种后，出苗率可提高１３％～２８％，提早出苗１～２
天，并且能减轻玉米丝黑穗病的危害。方法是选晴天把种子摊在
干燥向阳的地上或席上，连续晒２～３天，并要经常翻动种子，
晒匀、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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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玉米浸种的好处及应注意什么事项？
浸种可增强种子的新陈代谢作用，提高种子生活力，促进种

子吸水萌动，提高发芽势和发芽率，并使种子出苗快、出苗齐，
对玉米苗全、苗壮和提高产量均有良好作用。

玉米种子籽粒饱满的硬粒型的种子，浸种可长一些，反之则
短些，一般冷水浸种１２～２４小时，浸过的种子不要让太阳晒。
天气干旱，土壤干燥一般不宜浸种。因为浸过的种子胚芽已经萌
动，播在干土中容易造成“回芽”不能出苗，导致损失。

１４.玉米栽培经过哪几个发育阶段？
玉米栽培主要经过三个发育阶段，即苗期（出苗—拔节）、

穗期（拔节—抽雄）、花粒期（抽雄—成熟）。
（１）苗期阶段（出苗—拔节）：该阶段的生育特点是根系发

育比较快，至拔节期已基本上形成了强大的根系，但地上部茎叶
生长比较缓慢。

（２）穗期阶段（拔节—抽雄）：该阶段的生育特点是营养生
长和生殖生长同时并进，就是叶片增大、茎节伸长等营养器官旺
盛生长和雌雄穗等生殖器官强烈分化与形成的阶段。

（３）花粒期阶段（抽雄—成熟）：该阶段的生育特点是基本
上停止营养体的增长，而进入以生殖生长为中心的时期，也就是
经过开花、受精进入籽粒产量形成为中心的阶段。

１５.玉米有哪几个生育时期？
玉米从播种至新种子成熟的整个生长发育过程中，由于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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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变和质变的结果和环境变化的影响，使其在外部形态和内部等
方面发生阶段性的变化，这些阶段性的变化，即称为生育时期。
玉米的生育时期有出苗、拔节、抽雄、开花、吐丝、成熟期。

（１）出苗：播种后种子发芽出土高约２厘米，称为出苗。
（２）拔节：当雄穗分化到伸长期，靠近地面用手能摸到茎

节，茎节总长度２～３厘米时，称为拔节。
（３）抽雄：当玉米雄穗尖端从顶叶抽出时，称为抽雄。
（４）开花：植株雄穗开始开花散粉，称为开花。
（５）吐丝：雌穗花丝开始露出苞叶，称为吐丝。
（６）成熟：玉米苞叶变黄而松散，籽粒剥掉尖冠出现黑层

（达到生理成熟的特征），籽粒经过干燥脱水变硬呈现显著的品种
特点，成为成熟。

１６.玉米各生育阶段的田间管理中心任务是什么？
（１）苗期阶段（出苗—拔节）：田间管理的中心任务就是促

进根系发育，培育壮苗，达到苗早、苗足、苗齐、苗壮的“四
苗”要求，为玉米丰产打好基础。

（２）穗期阶段（拔节—抽雄）：田间管理的中心任务是促叶、
壮秆、穗多、穗大。具体地说，就是促进中上部叶片增大，茎秆
粗壮墩实，以达到穗多、穗大的丰产长相。是田间管理最关键的
时期。

（３）花粒期阶段（抽雄—成熟）：田间管理的中心任务是保
护叶片不损伤、不早衰，争取粒多、粒重，达到丰产。

１７.玉米田间管理分哪几个阶段？
玉米田间管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即苗期管理阶段，约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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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期的２７％，穗期管理阶段，约占全生育期的２７．５％，花粒
期管理阶段，约占全生育期的４５．５％。

１８.玉米苗期管理的要点是什么？
玉米展开叶６～７片期称玉米苗期，这期间管理的要点是：

争取苗全、苗壮、苗齐，这是夺取高产的基础。苗期管理除苗期
追肥外，还要抓好以下工作：①查苗补种，移苗补栽。②适时间
苗、定苗。③中耕。④蹲苗促壮。⑤防治地下害虫。

１９.玉米穗期管理的要点是什么？
根据玉米穗期是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同时并进的旺盛生长时

期的生育特点，合理分配水肥，以促进生殖生长，并适当控制营
养生长；同时还要促使植株中、上部叶片生长良好，使玉米植株
生长墩实粗壮，基部节间短，节间断面椭圆形，叶片宽厚，叶色
深绿，叶挺有力，根系发达，达到壮株的丰产长相。为此，穗期
的田间管理中心任务是攻秆、攻穗，严防缺水，避免“卡脖旱”
和涝害。具体措施除适期追肥、灌水外，还应抓好以下工作：①
中耕培土。②去除分蘖。③防治玉米螟。

２０.玉米花粒期管理的要点是什么？
根据花粒期营养生长逐渐停止而转入以生殖生长为中心的生

育特点，田间管理的中心任务是为授粉结实创造良好的环境条
件，提高光合效率，延长根和叶的生理活动，防早衰争活熟，提
高粒重。具体措施除增施攻粒肥和勤浇攻粒水外，还应抓好以下
工作：①后期中耕。②人工去雄和辅助授粉。③继续防治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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螟。④适时收获。

２１.玉米合理密植的原则是什么？
玉米合理密植应掌握以下原则：①不同品种有不同的密度要

求。植株高大、叶片数多、叶片较平展、群体透光性差的品种一
般耐密性差，种植密度不宜过高，每亩以３０００～３５００株为宜。
植株较矮、叶片上冲、株型紧凑、群体透光性好的品种或茎秆坚
韧、根系发达的品种耐密性强，每亩可种植４５００～５０００株。一
些株型紧凑但抗倒能力稍差的品种适宜密度为４０００～４５００株／
亩。②肥地宜密，瘦地宜稀。在土壤肥力基础较低，施肥量较
少，亩产５００千克以下的地块，种植密度不宜太高，应取品种适
宜密度范围的下限值；在肥地、施肥量又多的高产田，采用抗倒
抗病能力强的品种，并且要取其适宜密度范围的上限值。中等肥
力的宜取品种适宜密度范围的中限值。③阳坡地和沙壤土地宜
密，低洼地和重黏土地宜稀。阳坡地，由于通风透光条件好，种
植密度宜高一些；土壤透气性好的沙土或沙壤土宜种得密些，低
洼地通风差，黏土地透气性差，宜种得稀一些，一般每亩可相差
３００～５００棵。④精细管理的宜密，粗放管理的宜稀。在精播细
管条件下，种植宜密，因为精细栽培可以提高玉米群体的整齐
度，减少以强欺弱、以大压小的情况发生。在粗放栽培的情况
下，种植密度以偏稀为好。

２２.春玉米适宜播种期是什么时候？
春玉米的适宜播种期主要根据温度、墒情和品种特性来

确定。
（１）温度：在一定温度范围内，温度越高，发芽出苗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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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反之就慢。生产上，华北地区通常以土壤表层５～１０厘米深
处温度稳定在１０～１２℃时播种。东北地区以８～１０℃开始播种
为宜。

（２）墒情：播种深度的土壤水分达到田间持水量的６０％～
７０％，才能满足玉米种子发芽出苗的需要。因此，各地秋冬浇好
底墒水，春季做好保墒工作，是保证春玉米发芽出苗的重要
措施。

（３）品种特性：玉米品种很多，各有适应不同气候条件的特
性。玉米特性不同，各有其适宜的播种期。

２３.春玉米为什么适时早播增产？
（１）适时早播可以延长玉米生长期，积累更多的营养物质，

满足雌雄分化形成以及籽粒的需要，促进果穗充分发育，种子充
实饱满，提高产量。

（２）可以减轻病虫危害：对玉米增产影响严重的害虫苗期有
地老虎、蝼蛄、金针虫、蛴螬等，造成玉米缺株；中后期有玉米
螟危害茎叶和雌雄穗，造成减产。适时早播可以在地下害虫发生
以前发芽出苗，至虫害严重时，苗已长大，增强抵抗力，减轻苗
期虫害；同时，还可以避过或减轻中后期玉米螟危害。

春玉米适时早播还能够有效地减轻病害。
（３）可以增强抗倒伏能力：春玉米适时早播，茎组织生长坚

实，节间短粗，植株较矮，增强抗旱、耐涝和抗倒伏能力。
（４）可以避过不良气候的影响，“春种晚一天，秋收晚十

天”，晚熟与遭受霜害，使籽粒不能充分成熟而降低产量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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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夏玉米为什么要抢时早播？
早播是夏玉米夺取高产的关键措施。群众有“夏播无早，越

早越好”的经验。早播之所以增产，除早播可以延长生育期，减
轻或防止小斑、花叶、条纹等病害外，还因为可以减轻或避免
“芽涝”的危害。早播采取麦田套种、育苗移栽和抢茬播种等方
式，充分利用有利气候条件，克服不利因素，是夺取夏玉米高产
稳产的有效措施。

２５.夏玉米如何做到一次播种保全苗？
（１）购买和选用优质种子：发芽率和发芽势两项指标对玉米

苗全、苗齐、苗壮起重要作用。国家规定发芽率指标是≥８５％，
但很多优秀企业生产的优质种子发芽率达９５％，几乎可以达到
一粒种子一棵苗。

（２）适宜的底墒，是保障一次播种出全苗的基础。
（３）播种方法和播种质量至为关键。播种方法很多，但一定

要将种子播在湿土层上，覆土深度以５～６厘米为宜，播后要压
实，以减少失墒。

（４）种子包衣处理，可防治病虫害，还可以促进生根，对苗
全、苗齐、苗壮具有辅助作用。

（５）为了抢时间早播种，在干旱年份可以先播种，后浇水。
（６）播种后要进行适当镇压，把播种沟上土块弄碎、弄平，

利于达到苗全、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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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玉米播种深度以多少为宜？
播种深度要适宜，深浅一致，才能保证苗齐、苗全、苗壮。

适宜的播种深度，是根据土质、墒情和种子大小而定，一般以
５～６厘米为宜。如果土壤黏重、墒情好时，应适当浅些，一般
４～５厘米；土壤质地疏松，易于干燥的沙质土壤，应播种深些，
可增加到６～８厘米，但最深以不超过１０厘米为宜。

２７.玉米什么时期间苗最适宜？
玉米间苗要早，一般在３～４片叶时进行。这是因为玉米初

生根对土壤通气、营养和水分有一定的要求。间苗过晚，由于植
株拥挤，互相遮光，互争养分和水分，初生根生长不良，从而影
响到地上部的生长，故间苗应早，特别是在旱地穴播及播量增大
时，更应如此。间苗时应做到间小留大、间弱留壮、间病留健、
间密留疏，最好是在晴天下午进行。

２８.怎样的温度条件最适合玉米种子萌动发芽？
玉米种子一般在６～７℃时，可开始发芽，但发芽极为缓慢，

容易受到土壤中有害微生物的侵染而霉烂，到１０～１２℃时发芽
较为适宜，２５～３５℃时发芽最快。为了做到既要早播不误农时，
又要避免因过早播种引起烂种缺苗，一般在生产上通常把土壤表
层５～１０厘米温度稳定在１０～１２℃时，作为春玉米播种的适宜
时期。

玉米出苗的快慢，在适宜的土壤水分和通气良好的情况下，
主要受温度的影响较大。据研究，一般在１０～１２℃时，播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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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０天出苗；在１５～１８℃时，８～１０天出苗；在２０℃时，５～
６天就可以出苗。

２９.玉米种子萌发对水分有什么要求？
玉米种子萌发需要吸收占自身干重的４８％～５０％的水分，

才能膨胀发芽。土壤过于干旱即使能够发芽，也因顶土能力弱而
造成严重缺苗；如果土壤水分过多，通气性不良，种子容易霉烂
也会造成缺苗，在低温情况下更为严重。因此，播种时，耕层土
壤必须保持在田间最大持水量的６０％～７０％，才能保证良好的
出苗。

３０.玉米在什么时期定苗适宜？
当苗龄达到５～６片叶时，应进行定苗。定苗时应留下壮苗。

定苗时间宜早，但在虫害发生较重的地块，应增加间苗次数，适
当延迟定苗时间，但最迟不宜超过６片叶。夏玉米苗期处在高温
条件下，幼苗生长快，３～４片叶一次定苗，以减少苗多争光争
养分的矛盾，有利培育壮苗。苗荒重于草荒，这说明夏玉米早定
苗的重要性。定苗最好在晴天进行，因为受病虫危害或生长不良
的幼苗，在阳光照射下，常发生萎蔫，易于识别，有利于去弱
留壮。

３１.玉米灌浆期对温度的要求怎样？
玉米籽粒形成和灌浆期间，仍然要求有较高的温度，以促进

同化作用。在籽粒乳熟以后，要求温度逐渐降低，有利于营养物
质向籽粒运转和积累。在籽粒灌浆、成熟这段时期，要求日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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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保持在２０～２４℃，如温度低于１６℃或超过２５℃，会影响淀
粉酶的活动，使养分的运转和积累不能正常进行，造成结实不饱
满。玉米有时还发生“高温迫熟”现象，就是当玉米进入灌浆期
后，遭受高温影响，营养物质运转和积累受到阻碍，籽粒迅速失
水，未进入完熟期就被迫停止成熟，以致籽粒皱缩不饱满，千粒
重降低，严重影响产量。

３２.玉米对氮、磷、钾的需要量及吸收规律如何？
玉米的一生需要从土壤中吸收矿质营养元素，其中以氮素最

多，钾次之，磷居第三位。春玉米每生产１００千克籽粒需从土壤
中吸收纯氮２．８６千克，磷１．１４千克，钾２．６３千克。夏玉米每
生产１００千克籽粒需从土壤中吸收纯氮２．３千克，磷１．１千克，
钾２．１千克。春玉米在不同生育阶段对氮、磷、钾三元素的吸收
量，苗期少，中期增多，后期较多。特别注意的是从吐丝至成熟
还要从土壤中吸收总氮的４６．７％，对钾的吸收集中在前期和中
期，抽雄后不再从土壤中吸收钾素。

３３.玉米各生长阶段对氮、磷、钾需求有什么要求？
玉米苗期植株尚小，以长根为主，吸收氮肥只占一生需氮量

的２．１７％，拔节期对氮素的吸收量占氮吸收量的３２％，抽雄至
成熟期占６４．４５％；玉米苗期到拔节期对磷的吸收占总量４６％，
抽雄至成熟占５４％，中期磷不足果穗减少，易造成减产；玉米
苗期至抽雄期吸收钾的总量为７２％，钾能增强植株抗倒、抗
病力。

·８４１·



　玉米高产技术问答　

３４.玉米为什么需要微肥？
微肥具有氧化酶和催化剂的作用，对作物的光合作用、呼吸

以及硝酸还原作用起很大作用，能促进玉米植株生长，根系发
达，叶片浓绿，提高结实率，增加产量。

３５.玉米苗发黄原因是什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防治？
玉米苗发黄原因：土壤的水分增多，土壤中的空气相对减

少，空隙被堵塞，板结、通气不良，使土壤中的好气性微生物活
动受到抑制，影响土壤中养分分解，降低根的呼吸作用，根系生
长受阻碍，玉米叶片就会出现发黄现象。

措施：若雨水过多形成积水，必须及时挖沟排水，适当中耕
松土、追肥，增加土壤通气性，使根系恢复生长，减少或防止玉
米发黄。

３６.玉米苗期中耕、松土的好处有哪些？
苗期中耕可疏松土壤，除草，保持土壤通气性，提高土温，

促进根系生长深扎，有利于微生物活动，促进有机肥料的分解，
从而改善幼苗期营养条件，增强植株的抗旱、抗倒能力。

３７.为什么玉米去雄能增产？
玉米植株内的养分分配为：首先满足生长点的需要，然后再

供给其他部分，即所谓“顶端优势”，因此玉米抽雄时绝大部分
养分首先满足雄穗的抽出，只有少部分转送到雌穗上，如果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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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雌穗抽不出来，形成空秆。因此，去雄可促进养分向雌穗
转运，可以集中营养物质供应果穗，果穗发育快，吐丝早而整
齐，有利于授粉受精，增加粒数和粒重，一般可增产８％～１０％。

３８.玉米什么时候去雄适宜？
当雄穗从顶叶抽出１／３～１／２而尚未散粉前，及时把一部分

（全田总株的１／３）雄花拔除，最好将先抽雄的植株、弱株或虫
株的雄花去掉，去雄时间最好在晴天下午进行，去雄时切忌损伤
顶端叶片，阴雨连绵天气不宜去雄。

３９.什么是棒三叶？其在生产上有什么意义？
棒三叶是指穗所在１片叶、穗上１片叶和穗下１片叶。
在生产中棒三叶的大小是丰产的基础，从生理上讲棒三叶是

主要的功能叶：①棒三叶面积大，功能期长。②棒三叶叶绿素含
量高，光合强度大。③棒三叶距离果穗最近，符合就近分配
原则。

在灌浆期棒三叶供给的营养占７５％，其他叶片供给的营养
只占２５％左右。因此，在生产上不能破坏棒三叶，大喇叭口期
要加强肥水管理，充分发挥棒三叶的生理作用。

４０.为什么玉米抽雄开花期遇高温、干旱会减产？
玉米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最忌渍水，又怕干旱，但各生育期

需水量不同，苗期需水，占总水量１７％，拔节至抽雄需水量最
多占４５％，蜡熟期占５％。所以抽雄开花期遇高温、干旱缺水，
易造成“卡脖旱”，影响雌穗发育，花期不协调，授粉不良，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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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缺粒严重，籽粒不饱满，品质差，产量低，甚至空苞失收。

４１.玉米成熟的标准是什么？
玉米成熟期分籽粒形成期、乳熟期、蜡熟期和完熟期四个时

期，完熟期籽粒产量最高。玉米完熟期有三个标准可以判断：一
是玉米苞叶变白，苞叶上口松散；二是通过乳线消失判断成熟，
把玉米果穗剥开，从中间掰断，可以看到籽粒中间有一条黄白色
的交界线，这就是乳线，如果能够看到乳线，表明玉米正处在蜡
熟期，待看不到这条乳线后，玉米完全成熟；三是通过籽粒黑层
出现判断成熟，把玉米籽粒脱下后，再将籽粒底部的花梗去掉，
如果可以看到一层黑色，则表明玉米已经成熟，这层黑色就叫
黑层。

４２.为什么说玉米收早要减产１０％？
据调查，河北省多数地方目前收获玉米的时期是在蜡熟期，

距玉米成熟还有１０～１５天的时间。研究表明，一般中熟品种，
在蜡熟至完熟期，每增加１天，千粒重可增加３～４克，亩增产
６～８千克，晚收７天，使籽粒灌浆期延长到４８天以上，亩增产
可达３５千克以上。而目前河北省多数地方收获要早１０天左右，
因此，造成减产１０％。

４３.玉米的增产潜力有多大？
玉米在作物中是为数不多的Ｃ４作物，光合效能和水分利用

系数较高，耐旱节水，抵御灾害能力强，产量潜力大。目前，我
国玉米亩产最高纪录达到１４０２．８６千克（２００５年，山东），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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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玉米最高产纪录为亩产１８５０千克。

４４.晚播夏玉米如何促早熟？
（１）浅中耕：此法适宜中晚播早熟品种的玉米，可使玉米提

早５天左右成熟。浅锄应在灌浆后进行，深度不超过６厘米，尽
量少伤根系和叶片。

（２）喷乙烯利：玉米抽穗时，亩用５０克乙烯利兑水１０千克
进行喷施，可使株高降低，秃顶减少，对促早熟有一定作用。

（３）去无效穗：此法适合单穗品种，玉米株上部第一果穗发
育快，吐丝早，易受精结实，而下部第二、三果穗若发育迟，吐
丝晚，不易受精结实，这样既可节约养分攻大穗，又可促进
早熟。

（４）扒皮晒粒：晚熟地块，此法可促早熟１周以上，且增产
５％～１０％。方法是：在玉米蜡熟中期籽粒表层有硬壳时，将苞
叶轻轻扒开，籽粒全部裸露，让阳光直晒。但在正常成熟或活株
成熟的品种，不宜扒皮。

（５）削除株梢：即将果穗上部植株顶梢削除部分。削顶对产
量有一定的影响，削顶越早减产越大，这是因为灌浆养分主要靠
这些叶片提供。因而削顶不可早于蜡熟初期，而且果穗上部应留
２～３片大叶。

（６）带青收获：在玉米蜡熟末期，将其秆带穗砍倒，逆向竖
起，堆积一段时间，使茎秆里的养分输送到籽粒中去，增加粒
重。这种方法应去掉顶尖，只留果穗和下部茎秆。这样在不减产
的前提下，收获期可提前到蜡熟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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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什么叫夏玉米免耕直播？
夏玉米免耕直播技术是指在收获小麦后，不经过耕地和整

地，而直接在麦茬地上播种玉米的种植技术，农民习惯上称之为
“铁茬播种”或“贴茬播种”技术。免耕直播技术不同于传统的
夏直播技术，在收获小麦后不经过任何耕地或整地作业，因此需
要有免耕播种机、麦秸和残茬处理、播后灌溉、杂草防除等配套
技术措施的配合。该技术主要适用在小麦—玉米两熟区夏玉米生
产上推广应用。

４６.夏玉米免耕直播有哪些技术环节？
夏玉米免耕直播包括以下几个技术环节：一是小麦秸秆处

理。小麦收割要尽可能选用装有秸秆切碎和抛撒装置的收割机，
或在玉米播种时选用带有灭茬功能的玉米免耕播种机，一次性完
成秸秆粉碎、灭茬和玉米播种等多项作业。秸秆的粉碎长度不宜
超过１０厘米，麦秸抛撒要均匀。二是要抢时早播。特别是在光
热资源不足的地区，由于夏玉米生长时间较短，应在收获小麦后
尽早播种。三是要提高播种质量。由于小麦收获后土壤表面较
干、较硬，另外由于麦秸和麦茬的影响，给播种作业带来一定难
度。因此，提高播种质量成为夏玉米免耕直播技术的关键。四是
施用种肥。由于免耕播种机一般都带有施肥装置，可在播种的同
时每亩施用３０千克左右的氮、磷、钾复合肥。五是浇好“蒙头
水”：为提早播种，一般在收获小麦后先播种夏玉米，然后再浇
“蒙头水”，“蒙头水”要保证浇好、浇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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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为什么要改夏玉米套种为麦茬免耕直播？
麦田套种夏玉米由于可以在小麦收获之前播种，可以充分利

用有限的光热资源，有效延长玉米生长季节，在光资源不足的地
区，是提高夏玉米产量的一条可行途径。但在实际生产当中，套
种夏玉米仍然存在诸多弊端，使套种夏玉米的增产优势难以发
挥。一是播种质量差：套种夏玉米大多靠人工点播，播种深浅、
覆土多少、踏实程度等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二是幼苗素质差：
在与小麦共生期间，玉米幼苗处于高温、高湿、寡照的环境条件
中，苗瘦弱，既不利于形成壮苗，又容易诱发苗期病虫害。三是
不利于保全苗：在小麦收获作业过程中容易造成对玉米幼苗的伤
害，缺苗断垄现象严重。四是劳动强度大，不利于进行机械化作
业。因此，在夏玉米区，实行夏玉米免耕直播，对于提高播种质
量、实现夏玉米高产具有重要意义。

４８.夏玉米免耕直播技术有什么优点？
夏玉米免耕直播技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一是减少

农耗时间、争取农时，特别是在热量资源不足的地区，免耕直播
可以有效延长夏玉米生长时间。二是有利于提高播种质量和幼苗
整齐度，机械播种可使播种深浅和覆土一致，幼苗出苗整齐。三
是有利于机械化作业、提高劳动效率。四是秸秆还田可提高土壤
肥力。五是麦秸和残茬覆盖可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六是减少耕整
作业，有利于保护环境；减少耕整地作业可减轻土壤风蚀影响，
秸秆还田可减轻因秸秆焚烧而引起的环境污染。七是在播种的同
时可施用少量种肥，利于提高幼苗素质。八是在容易发生芽涝的
地区，提早播种可避开或减轻芽涝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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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夏玉米改套种为平播有哪些好处？
黄淮海夏玉米区有些地方还采取玉米与小麦套种的模式，这

制约了产量的提高。玉米套种限制了密度的增加，降低了群体的
整齐度，特别是共生期间由于小麦的遮光、争水、争肥，病虫害
严重，田间操作困难，影响了玉米苗期生长和限制了产量的进一
步提高。改套种为平播，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可以大幅度提高密
度、亩穗数和产量。一般来说，平播即小麦收获后不经过整地，
在麦茬田直接免耕播种玉米，通常称为玉米铁茬免耕播种。该技
术有以下特点：一是免耕地块，蓄水保墒能力强。由于地面前茬
作物留有残茬秸秆覆盖，土壤的水、肥、气、热可自行调节控
制，旱时土壤不裂缝，雨后不存水，肥料不流失，苗势生长好，
可提高产量。二是免耕直播省去了耕地作业，节省了耕地时间，
播种期比常规全面翻播提前了１～２天。若遇阴雨天，免耕更能
体现出争取农时的增产效应。三是玉米免耕栽培，表层根量多，
主根发达，加之原有土体结构未被破坏，作物根系与土壤固结能
力强。四是麦茬残留秸秆还田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了土
壤肥力。五是节约成本，增加效益，还可简化栽培程序，省工、
省力、省时，不损害小麦。六是夏玉米直播易于施肥、用药，容
易掌握播种深度，可提高播种质量，苗出得齐、匀、壮。

５０.玉米地膜种植有什么好处？
①可以保温防寒，一般可以提高表土层温度２～３℃，防止

烂种。②提早播种１０天左右，提早成熟便于抢上季节。③防止
大气直接与表土接触，减少土壤水分的蒸发，达到保温防旱的作
用。④可以防止雨水冲刷保土。⑤保肥防渗漏。⑥防鸟、防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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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虫、防家禽危害，保证全苗。⑦增产幅度大。

５１.地膜玉米播种应注意哪些事项？
（１）开沟浅播，地膜玉米的播种应开沟进行，防止盖土过厚

过薄。
（２）避免种子与肥料接触。地膜玉米用基肥量大，化肥也较

多。且集中施用，播种时土壤肥料应保持一定距离，以免造成烧
芽烧苗。

（３）及时盖膜，做到播多少，盖多少，防止播久不盖而水分
蒸发。

５２.玉米秸秆还田有什么好处？
玉米秸秆还田作为发展可持续农业的措施，逐步得到普及并

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１）实行玉米秸秆还田可以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培肥

地力，改善土壤结构，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２）据调查研究和科学试验，玉米秸秆内含氮量为０．６％，

含磷量为０．２７％，含钾量为２．２８％，有机质含量能达到１５％左
右。１２５０千克鲜玉米秸秆相当于４０００千克土杂肥的有机质含
量，氮、磷、钾含量相当于１８．７５千克碳铵、１０千克过磷酸钙
和７．６５千克硫酸钾。连续２～３年实施玉米机械秸秆还田，可增
加土壤有机质含量０．１５％～０．２％、增加速效磷３３％～４５％、速
效钾２５％～３０％、增加含氮量１．０６％，一般能提高单产２０％～
３０％，从而减少了化肥使用量，降低了农业方面的源污染和土壤
污染，提高农产品品质。

（３）利用农业机械进行秸秆还田还可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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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减轻农业的劳动强度，节约时间，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但
直接还田方法如使用不当，也会使作物生长发育受到不良影响。

５３.玉米秸秆直接还田必须注意什么？
（１）尽早翻耕：机械收获玉米，秸秆粉碎后被均匀撒在田地

之中，此时要尽快将秸秆翻耕入土，最好是边收边耕埋。这样一
方面可以让秸秆尽快翻入土壤，加快秸秆分解的速度，对于一年
两季的地块可减少因秸秆隔离土壤造成下茬作物落干而死，影响
出苗率；另一方面尽早翻耕还可以避免秸秆损失，粉碎后的秸秆
未能及时翻入土壤，干燥后容易被风吹跑，秸秆扎堆还影响耕
地，造成下茬作物出苗困难。

（２）足墒还田：秸秆分解依靠的是土壤中的微生物，而微生
物生存繁殖要有合适的土壤墒情。若土壤过干，会严重影响土壤
微生物的繁殖，减缓秸秆分解的速度。

（３）补充氮肥：秸秆还田后，土壤微生物在分解作物秸秆
时，需要从土壤中吸收大量的氮，才能完成腐化分解过程。如不
增施化学氮肥，微生物必然会出现与下茬作物幼苗争夺土壤中氮
素的现象，从而影响幼苗正常生长。所以，要按每１００千克玉米
秸秆加１０千克碳酸氢铵的比例进行补肥，这样，可以避免下茬
作物苗期缺氮发黄。

（４）防病虫害传播：玉米秸秆还田时要选用生长良好的秸
秆，不要把有病虫害的玉米秸秆还田，如玉米黑穗病、玉米大小
斑病等，不能直接用来翻埋还田，最好将带病菌秸秆运出处理，
彻底切断污染源以免病虫害蔓延和传播。

玉米秸秆还田量每亩控制到５００千克左右，粉碎长度应小于
１０厘米，在玉米收获后，秸秆呈绿色时及时粉碎、及时深翻并
撒施１０千克左右尿素。如果土壤墒情较差，应及时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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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玉米多穗 （无效穗）的形成原因是什么？

近几年玉米生产上多穗（无效穗）现象频繁发生，不同年
份、不同地区、不同品种发生程度不同；同一地区、不同品种发
生程度也不同，给玉米生产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玉米多穗（无
效穗）有遗传因素，还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１）从玉米的生长发育的规律看，雌穗又称果穗，为幼穗花
序。玉米除茎秆上部５节外，下部每个节的叶腋处都有一腋芽即
雌穗的原始体，如果外界条件具备都有形成果穗的可能，但春玉
米一般只有上部第６、７、８节的腋芽能发育成果穗。

（２）大肥、大水是玉米形成多穗现象的原因之一。在玉米拔
节后的雌穗发育阶段，如果肥水充足，过多的营养物质植株无法
消耗，就有形成多穗的可能。此时如果发现多穗，应积极组织人
员把多余的果穗掰掉，只保留１～２个果穗为宜。

（３）花期遇到阴雨连绵天气，雌穗花丝吐丝不畅或雄穗不能
正常开花散粉，影响授粉受精，导致果穗不能成穗。因此，多余
的营养供给下一个果穗发育，如果第二个果穗仍然不能正常授
粉，营养又供给下一个果穗发育，即使后期果穗能发育，田间也
无花粉，因此都不能结实，从而形成了多穗现象。

（４）不同品种适应区域不同，要求的栽培条件也不同，不能
搞一刀切。因此，要因地制宜，根据品种的特征、特性选择品
种，确定合理的栽培措施。

５５.玉米空秆的原因是什么？
空秆是指玉米植株未形成雌穗，或有雌穗不结籽粒。玉米空

秆的发生，除遗传原因外，与果穗发育时期、玉米体内缺乏碳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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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机营养有关。因为形成雌穗所需的养分，大部分是通过光合
作用合成的，当光照强度减弱，光合作用受到影响，合成的有机
养分少，雌穗发育迟缓或停止发育，空秆增多。空秆的发生，是
由于水肥不足、弱晚苗、病虫害、密度过大等造成的。这些情况
直接或间接影响玉米体内营养物质的积累转化和分配而形成
空秆。

５６.玉米倒伏的原因是什么？
玉米倒伏有茎倒、根倒及茎折断三种。茎倒是茎秆节的长

细，植株过高及暴风雨造成，茎秆基部机械组织强度差，造成茎
秆倾斜。根倒是根系发育不良，灌水及雨水过多，遇风引起倾斜
度较大的倒伏。茎折断主要是抽雄前生长较快，茎秆组织嫩弱及
病虫危害遇风而折断。

５７.怎样防止玉米空秆、倒伏？
空秆和倒伏是影响玉米产量的两个重要因素。根据其发生原

因，主要防止途径如下。
（１）合理密植：玉米合理密植可充分利用光能和地力，群体

内通风透光良好，是减少玉米空秆、倒伏的主要措施。
（２）合理供应肥水：适时适量地供应肥水，使雌穗的分化和

发育获得充足的营养条件，并注意施足氮肥，配合磷、钾肥。
（３）因地制宜，选用良种：选用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栽培条

件的杂交种和优良品种。
此外，要加强田间管理，控大苗促小苗，使苗整齐健壮。防

治病虫害，进行人工授粉，也有减少空秆和防止倒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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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玉米倒伏后有什么挽救措施？
玉米在生育期间，遇到难以控制的暴风袭击，引起倒伏，为

了减轻损失必须进行挽救。
抽雄前后倒伏，植株互相压盖，难以自然恢复直立，应在倒

伏后及时扶起，以减少损失。但扶起必须及时，并要边扶边培土
边追肥。如在拔节后倒伏，自身有恢复直立能力，不必人工
扶起。

５９.玉米 “香蕉穗”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１）遗传因素：不同品种腋芽发育进程不同，有的品种在适
宜条件下多个腋芽同步分化发育易形成“香蕉穗”。如一些糯玉
米及甜玉米品种，往往每株可以有２～３个果穗，甚至更多。但
是每个雌穗的结实数少。有的品种则第１个腋芽分化发育优势明
显，从而抑制下一节果穗发育进程，不会形成“香蕉穗”，如一
些常见的杂交玉米品种。

（２）天气原因：玉米开花的最适温度为２５～２８℃，低于
１８℃或者高于３８℃，雌穗便不能开花。高温干旱会缩短雄穗散
粉时间，降低花粉和花丝的生活力，影响受精。空气相对湿度为
６０％～９０％，对雌穗开花有利。低于６０％，开花数目明显减少，
湿度过大，花粉黏结成团，容易吸水膨胀，失去生活力。①高
温。在玉米抽雄散粉期，如遇高温，花粉粒迅速失水死亡，第１
雌穗受精率低，生长受到抑制。由于玉米生长具有顶端生长优
势，第１雌穗生长受到抑制后，在后期肥水条件好的情况下，下
面叶腋的潜伏腋芽开始发育，剩余的养分便向其他果穗输送，形
成多穗现象，但是基本不结实或者结实很少。这种现象在生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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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品种上表现尤为明显。②高温干旱造成的“雌雄不遇”。玉
米大喇叭口期至抽雄期是需水临界期，此时缺水影响雌穗的穗粒
数和雄穗的花粉量，严重造成花期不调，雄穗不能及时抽出，形
成“卡脖子”旱；或者雄穗能够抽出散粉，但由于雌穗对水分要
求更高，高温干旱，雌穗发育相对滞后，不能及时吐丝，造成雄
穗先散粉，散粉结束后，雌穗才开始吐丝，由于田间没有花粉，
雌穗便不能正常受精，形成“花期不遇”，造成一株多穗的现象。
③极端的阴雨寡照天气会造成“香蕉穗”的出现。主要因为雄穗
不散粉或散粉后，雌穗花丝有雨水而导致花粉粒吸水膨胀破裂死
亡，无法受精，导致空穗无籽，或者授粉率很低。过剩的营养物
质又重新分配到下一节果穗，导致多穗现象的发生。这种现象在
夏玉米中较多见。

（３）病虫危害：病虫危害也是导致玉米长“香蕉穗”的原因
之一。玉米穗分化期遇到玉米螟、蚜虫及玉米叶斑病等危害，也
会影响玉米果穗的正常形成。如玉米幼穗被玉米螟蛀食，在肥水
条件好的情况下，玉米雌穗苞叶内又分化出新的雌穗，形成“香
蕉穗”。

（４）栽培措施失当：栽培措施失当助推玉米“香蕉穗”的发
生。一是播期过早，穗分化期遇到低温；二是密度过大，田间郁
闭；三是肥水偏大。在玉米雌穗发育阶段，水肥供给太足，促使
多个雌穗花序发育成熟而形成多穗。

６０.预防玉米长 “香蕉穗”有什么措施？

（１）适期播种，避开穗分化期低温天气：实践证明，冀东地
区春玉米适宜播期５月中旬为佳，既可以避开穗分化期低温和春
季干旱等异常气候，又有利于后期灌浆。

（２）合理密植，防止过密：玉米是异花授粉作物，主要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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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传粉。合理密植有利于通风透光，提高光能利用率，促进个体
充分发育，减少多穗发生。不同玉米品种要求密度不一，应按品
种标签密度要求执行。

（３）科学施肥：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提倡分期追肥，避免苗
期施肥过多，适当增施钾肥。追施氮肥，要本着“前轻后重”的
原则进行分期追肥，拔节期追施总追肥量的３０％，大喇叭口期
追到追肥总量的７０％；底肥钾肥不足的可适当追施钾肥。

（４）科学排灌：玉米拔节期、大喇叭口期和抽穗扬花期尤其
是拔节期遇旱要及时浇水，遇涝及时排水，以保证雌雄穗协调均
衡发育，减少多穗发生。

（５）及时除治病虫害，减轻其对玉米的危害：拔节期至孕穗
期尤其要注意玉米螟、蓟马、蚜虫、叶斑病等病虫害的防治。

６１.玉米长 “香蕉穗”有什么补救措施？

（１）把多余的无效果穗掰掉：一旦发现“香蕉穗”等多穗现
象，每株玉米只保留１个发育正常、较大的果穗，其余的要及时
掰掉。做到早发现、早去多余雌穗，尽量促使雌穗吐丝与雄穗散
粉同步。

（２）人工辅助授粉：出现“香蕉穗”的玉米雌穗吐丝期往往
滞后雄穗扬花散粉期，出现花期不遇。在掰去多余雌穗后或者同
时，如果本田尚有花粉，雌穗即将吐丝，可将保留的雌穗尖上的
苞叶剪去１～２厘米，帮助果穗尽快吐丝，然后待花丝吐出，在
本田采粉进行人工辅助授粉；如果本田玉米花粉散尽已经无花
粉，可异地采粉进行人工辅助授粉，促进保留的雌穗正常发育。
异地采粉应选择刚开始散粉的玉米地块，采粉时间为上午８～９
点，人工辅助授粉时间为采粉当天上午８～１０点为宜。

（３）加强后期管理，适当晚收：遇旱浇水，遇雨排涝，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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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外追肥，确保玉米正常生长发育。发生“香蕉穗”等多穗的玉
米田块，往往成熟期不一致，应根据果穗的成熟度适当晚收获，
将产量损失降到最低。

６２.玉米缺粒表现什么症状？
玉米缺粒有两种表现：一是果穗的一面有若干行由基部到顶

部都不结实，即缺行；另一种是“满天星”缺粒，即果穗上只结
少数籽粒。前一种多发生在雌穗吐丝时遇到连日阴天，花丝成簇
向一面下垂，影响下部花丝的正常授粉，果穗着生角度大的更容
易发生这种现象。后一种发生在雌穗发育较迟，抽丝较晚的植
株上。

６３.玉米营养过剩有何症状？
植株过度分蘖，下部呈从生状；徒长，营养生长旺盛；茎秆

柔嫩，易倒伏；叶色油绿，生育延迟，组织分化不良，穗小或迟
迟不能抽穗，产量下降；土壤酸碱度过高的情况下，剖开茎秆可
见节内维管束坏死。

６４.玉米营养过剩的防治方法和补救措施有哪些？
（１）可在植株一侧１０厘米处断根，抑制植株根系对养分的

吸收。
（２）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如１５％多效唑５０克兑水５０千

克、２５％缩节胺水剂２０～３０毫升兑水４０千克，在大喇叭口期喷
雾，抑制茎秆生长，促进根系发育。

（３）人工去除分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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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玉米干旱症状及防治和补救措施有哪些？
（１）症状：干旱初期植株的上部叶片在中午阳光强烈时沿叶

脉纵向卷起，并呈暗绿色，清晨可恢复正常状态；严重时下部叶
片叶尖或叶缘细弱，生长发育停滞，甚至整株枯死。

（２）防治方法和补救措施：①浇水施肥。②也可在浇水后喷
施叶面肥和生长素类物质，恢复长势。

６６.玉米缺氮表现什么症状？
玉米苗期缺氮时生长缓慢、植株矮小瘦弱、叶色黄绿、生育

期延迟，常发生在贫瘠土壤中；成株期缺氮一般在玉米授粉后出
现典型症状；植株从下部叶片开始，由叶尖沿中脉向叶片基部枯
黄，枯黄部分称Ｖ形，叶缘仍保持绿色而略卷曲，严重时整个
叶片枯死。

６７.玉米缺磷表现什么症状？
苗期最易缺磷，下部叶片从叶尖、叶缘开始出现紫红色，严

重时整个叶片呈紫红色，叶缘卷曲，叶尖枯死，生长缓慢。成株
期缺磷，花丝延迟抽出，结实不良，籽粒行列歪曲不齐，果穗弯
曲畸形，秃尖严重。

６８.玉米缺钾表现什么症状？
苗期缺钾生长缓慢，植株矮小，嫩叶呈黄色或褐色。严重缺

钾时，叶缘或顶端火烧状，呈倒Ｖ形。成株期缺钾，叶脉变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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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间缩短，根系发育弱，易倒伏。果穗小，顶部籽粒发育不良，
早衰。

６９.玉米缺镁表现什么症状？
苗期先从下部叶片叶脉间出现黄白色的条纹，严重时干枯死

亡；成株期植株上层叶片上有黄色褪绿斑点；中层叶片呈明显的
黄绿相间的条纹；下层老叶端部和叶缘呈紫红色。

７０.玉米缺素症的防治方法和补救措施有哪些？
对症施肥，平衡施肥，加强管理。也可叶面喷施速效肥，加

快植株对肥料的吸收，促进发育，降低损失。

７１.玉米涝渍的症状和防治方法及补救措施有哪些？
（１）症状：发生在土壤湿度过大或被水淹过的田块。植株叶

片整体偏黄，茎叶生长受阻，叶片窄小；严重时下部叶片从叶缘
尖开始变黄枯死，并逐渐向上部叶片发展；植株矮小；生育期延
迟，或雌雄蕊不能抽出；根系细弱腐烂；结实不良，籽粒干瘪，
造成减产。

（２）防治方法和补救措施：①排水。尽快开沟排出积水；对
植株可扒土晾根，加速水分蒸发，待１～２天后再覆土。②追施
肥料，喷施叶面肥和生长素类物质，促长新根，恢复植株正常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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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玉米日灼症状和防治方法及补救措施有哪些？
（１）症状：常在种植地边、沟渠一侧的向阳面植株上出现，

叶片下披部位出现黄白色褪绿斑点，连片，无清晰边缘。严重时
被害部发白、卷曲，枯死。

（２）防治方法和补救措施：轻微发生不必处理，一般不会造
成产量损失。严重时，可灌溉保墒，提高田间湿度，降低地面对
光热的反射。

７３.玉米冷害和霜害症状和防治方法及补救措施有哪些？
（１）症状：一般发生在早春玉米和晚春玉米上，轻微冷害或

霜冻后植株叶片加深，叶片逐渐沿边缘变为红色。严重霜冻发生
后，植株上部叶片基部呈水渍状不规则斑点，叶尖部位斑点连
片；随后受害部位呈灰绿色，很快脱水，最后为灰白色干枯，严
重时从顶尖开始萎蔫枯死。

（２）防治方法和补救措施：采用喷水抗霜、烟雾抗霜等方
式，阻止霜害的形成。一旦受害无有效补救措施。

７４.玉米风雹害及防治方法和补救措施有哪些？
（１）症状：大风和雹害过后，植株常倒伏、倒折；严重灾情

下田间植株叶片呈撕裂状，下披挂在叶脉上；叶尖、叶缘、叶片
下披部分呈黄白色，后期变褐色，无清晰边缘。

（２）防治方法和补救措施：拔节前后倒伏，可以自行恢复，
对产量影响不大；抽雄授粉前后倒伏，难以自行直立，必须人工
扶起，并培土固根。拔节前受到雹灾，如生长点未受损，可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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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正常生长。

７５.玉米生理性红叶症状及防治方法和补救措施有哪些？
（１）症状：在授粉后出现，同一个品种整体出现红叶，穗上

部叶片先从叶脉开始变为紫红色，接着从叶尖基部变为红褐色，
或紫红色，严重时变色部分干枯坏死。害虫危害也可造成类似症
状，但红叶从茎秆上蛀孔的上部出现。

（２）防治方法和补救措施：此病害为遗传性病害，植株灌浆
时，穗上部叶片大量合成的糖分因代谢失调不能迅速转到籽粒，
而转化成花青素，导致叶片变红。防治方法为淘汰发病品种。

７６.籽粒丝裂病症状和防治措施有哪些？
（１）症状：常在籽粒有种胚的一侧出现横向线状裂纹，露出

白色胚乳，似切割状。破裂处易被穗腐病原菌或其他杂菌侵染，
造成腐烂。

（２）防治方法：该病害为遗传性病害，是由于籽粒灌浆过
快，而种皮发育相对较慢，导致种皮丝状割裂。生产上要避免再
次种植该类品种。

７７.玉米遗传性条纹病的症状及防治方法有哪些？
（１）症状：田间零星分布，幼苗即可显症，常在植株的下部

或一侧或整株的叶片上出现与叶脉平行的褪绿条纹，宽窄不一，
黄色、金黄色或白色，边缘清晰光滑，其上无病症，也无霉层。
阳光强烈或生长后期失绿部分可变枯黄，果穗瘦小。

（２）防治方法：该病害为遗传性病害，防治方法为可在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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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定苗时拔除病苗。

７８.玉米遗传性斑点病的症状及防治方法有哪些？
（１）症状：有各种症状表现，常和侵染性叶斑病相混淆，区

别于叶斑病的典型症状如下：在同一品种的所有玉米叶片上相同
位置出现大小不一，圆形或近圆形，黄色褪绿斑点。斑点无侵染
性病斑特征，无中心侵染点，无特异性边缘。后期病斑常受日灼
出现不规则黄褐色轮纹，或整个病斑变为枯黄，严重时叶片干
枯，穗小或无穗，植株早衰。

（２）防治方法：该病害为遗传性病害，条件适宜时发生，可
造成很大产量损失。生产上要避免再次种植该类品种。

７９.玉米肥害表现什么症状？
播种时施入过量的肥料，一旦遇到干旱或土壤墒情不足时，

种子萌发受到抑制，导致根尖、芽梢等部位萎蔫、变褐或腐烂，
影响出苗。严重时烂种烂芽，降低出苗率或完全不出苗，整块田
出苗慢而不整齐。已出幼苗往往出现萎蔫，叶片灰绿色进而变黄
枯死；根系发育不良，常伴褐色腐烂；植株矮化，生长发育受
阻，“小老苗”严重时整株死亡。

追施化肥时撒落在叶片上，轻微时形成大小不等的斑点，圆
形、近圆形或不规则形，中心白色或灰白色，有黄褐色到褐色狭
窄晕圈，中心部位很薄，易破裂，后期斑块上腐生各色霉层，一
般不会造成产量损失。若撒施在心叶中，严重时会造成生长点死
亡，形成丛生苗或畸形苗。

施用碳酸氢铵等易挥发速效化肥时，覆土较浅、不严或未及
时覆土，或在高温下施用，均会导致肥料的挥发，造成叶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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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损伤一般先从下部叶片开始，出现褪绿失水斑块，随后沿叶
脉扩展呈灰绿色条斑，常带有波浪边，和细菌性叶斑类似，后变
中心白色枯死斑，严重者叶片干枯，植株生长缓慢，茎基部出现
水渍状腐烂，甚至枯死。

８０.玉米肥害有何防治方法？
（１）足墒播种，平衡施肥。
（２）避免种子和肥料在土壤中接触。
（３）追肥时不要漫天撒施，施用易挥发速效化肥后要及时覆

土，避免化肥与植株接触。
（４）产生肥害后要及时大水漫灌，必要时可喷生长调节剂。

８１.玉米除草剂药害有何症状？
触杀性除草剂误喷或漂移到玉米植株上，药斑初期为水渍

状，不规则或圆形、椭圆形病斑，灰绿色。后期为白色或黄白
色，有黄色或褐色边缘，中心变薄，常破损成孔洞。后期病斑上
着生各色霉层，和叶斑病易混淆。

内吸性除草剂误喷或漂移到玉米上，初期心叶基部叶脉变红
色或浅红色，随后叶片变黄，顶部叶片逐渐萎蔫，有时心叶基部
呈水渍状腐烂，整株从心叶开始枯死。

播后苗前除草剂使用不当或前茬作物除草剂对玉米的毒害，
常导致玉米出苗率下降，幼苗畸形，茎叶扭曲，叶片发黄，植株
矮缩，过度分蘖，气生根上卷不与土壤接触或变粗，地上部东倒
西歪，穗小，苞叶缩短，籽粒外露，甚至植株死亡。

苗后除草剂对玉米造成的损伤主要表现在：同一块田的大部
分植株在相同叶位出现褪绿药斑，严重时受害植株矮小；叶片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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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心叶扭曲不能抽出；根系不发达；分蘖增多，形成丛生苗；
严重者心叶腐烂，植株死亡。

８２.玉米除草剂损伤后有何防治方法和补救措施？
①根据作物种类和防除对象，选择适宜的除草剂。②严格掌

握用药量和用药适期，禁止在大风天和炎热中午用药。③用药器
械要彻底清洗，除草剂和杀虫剂不宜混施。④产生药害后要大量
喷清水，同时加强田间管理，增施磷钾肥，喷施尿素等速效肥
料，增强玉米生长活力。

８３.玉米大斑病症状及防治方法和补救措施有哪些？
（１）症状：侵染叶片，叶片上形成大型的核状病斑，在田间

初为灰绿色小斑点，在室内初为水渍状小斑点。扩展后为边缘暗
褐色，中央淡褐色或青灰状的大斑。潮湿时病斑上有明显的黑褐
色霉层。严重时病斑联合纵裂，叶片枯死。

（２）防治方法及补救措施：①种植抗病品种是最好的防治方
法。②重病田避免秸秆还田，或者和其他作物轮作。③发病初
期，用１０％世高（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喷雾，间隔７～１０
天，连续施药２次。

８４.玉米小斑病症状及防治方法和补救措施有哪些？
（１）症状：侵染叶片为主，但茎部、果穗的苞叶、籽粒均可

被害。叶片病斑小而多，初为褐色水渍状小点，扩大后成椭圆
形、长约１厘米的病斑，边缘有紫色或红色晕纹圈。有时病斑上
呈现２～３个同心圈。叶片上病斑数不等。后期病斑常彼此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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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干枯。潮湿条件下病斑也长霉层，但不如玉米大斑病明显。
有一些高抗品种，病斑仅表现为黄褐色坏死小点，斑点基本上不
扩大，周围有黄绿色晕圈。

（２）防治方法和补救措施：采用以选用抗病良种为中心的综
合防治措施。①农业防治。选用抗病良种。收获后及时翻耕，玉
米秸秆集中作为燃料尽早用完。若作肥料应经高温堆沤，并不宜
施于玉米田。加强栽培管理，施足基肥，增施磷钾肥，加强中耕
除草，大面积摘除玉米底部病叶，以增强抗病力，减轻发病。②
化学防治。发病初期，用１０％世高（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喷雾，间隔７～１０天，连续施药２次。

８５.玉米褐斑病症状及防治方法有哪些？
（１）症状：侵染叶片、叶鞘、茎秆。以叶片和叶鞘交接处病

斑最多，常密集成行。病斑为圆形或椭圆形到线形，褐色至红褐
色，小病斑有时汇成大斑，病斑附近的叶组织常呈粉红色。发病
后期，病斑表皮破裂，散出褐色粉末（病原菌的孢子囊），叶细
胞组织呈坏死状，病叶局部散裂，叶脉和维管束残存如丝状。发
病严重，危害茎节，遇风倒折。

（２）防治方法：①种植抗病品种。②改进秸秆还田方法，变
直接还田为深翻还田或者腐熟还田。③在玉米５～６叶期用１５％
粉锈宁可湿性粉剂１０００倍液或１０％世高（苯醚甲环唑）水分散
粒剂１０００倍液喷雾，每隔７～１０天，连续喷药２次，可显著降
低田间发病率。

８６.玉米矮花叶病症状及防治方法有哪些？
（１）症状：玉米整个生育期均可发病，苗期受害重，抽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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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感病阶段。最初在心叶基部叶脉间出现许多椭圆形褪绿小点或
斑纹，沿叶脉排列成断续的长短不一的条点，病情进一步发展，
叶片上形成较宽的褪绿条纹，尤其新叶上明显，叶绿素减少，叶
色变黄，组织变硬，质脆易折断，有的从叶尖、叶缘开始，出现
紫红色条纹，最后干枯。一般第一片病叶失绿带沿叶缘由叶基向
上发展成倒“八”字形，上部出现的病叶待叶片全部展开时，即
整个成为花叶。病株黄弱瘦小，生长缓慢，株高不到健株一半，
多数不能抽穗而早死，少数病株虽能抽穗，但穗小，籽粒少而秕
瘦。病株根系发育弱，易腐烂。

（２）防治方法：①选用抗病品种，品种间抗性差异显著。②
适期播种，使玉米苗期避开蚜虫发生高峰期。③用锐胜、锐劲特
种衣剂包衣。④苗期使用吡虫啉、吡蚜酮、阿维菌素等化学药剂
喷雾防治蚜虫，降低传毒介体数量。⑤保持田间清洁，及早除
草，破坏蚜虫越冬场所。⑥及时拔除田间病苗，消灭毒源。⑦发
病初期，可用含盐酸吗啉胍或三氮唑核苷成分的药剂喷雾，延缓
发病，降低病株率，挽回产量损失。

８７.玉米粗缩病的症状是什么及如何防治？
（１）症状：玉米粗缩病是由玉米粗缩病毒引起的病毒病，一

旦发生，无法治疗，产量损失严重，是一种毁灭性病害。植株感
病茎节缩短变粗，严重矮化，叶片浓绿对生，宽短硬直，状如君
子兰：顶叶簇生，心叶卷曲变小，叶背及叶鞘的叶脉上有粗细不
一的蜡白色突起条斑。苗期感病，不能抽穗结实，往往提早枯
死。１０叶前感病，上部茎节缩短，虽能抽穗结实，但雄花轴短
缩，穗小畸形，后期感病症状不明显，但千粒重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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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防治方法：①适当增加播种量，早铲锄，晚定苗，一般
６～７叶后再定苗，并及时拔除田间病株，带到地头深埋，减少
病源。②用种衣剂包衣或其他农药拌种。③及时消除田间地头杂
草，减少寄生，减轻危害。④遇到干旱及时浇灌。玉米播种前后
及苗期，注意防治玉米田和周边杂草上的灰飞虱，有条件的可由
村连户统一防治。⑤苗期对玉米田及四周杂草喷药防治灰飞虱。
可选用吡虫啉、啶虫脒、高效氯氰菊酯或者用稻虱净（扑虱灵）
可湿性粉剂，治虫防病。

８８.玉米纹枯病的症状及防治有哪些？
（１）症状：玉米纹枯病由立枯丝核菌侵染引起，除危害玉米

外，还侵染水稻、小麦、高粱等多种禾本科作物，在玉米上主要
危害玉米的叶鞘、果穗和茎秆。在叶鞘和果穗苞叶上的病斑为圆
形或不规则形，淡褐色，水渍状，病健部界线模糊，病斑连片愈
合成较大型云纹斑块，中部为淡土黄色或枯草白色，边缘褐色，
湿度大时发病部位可见到茂盛的菌丝体，后结成白色小绒球，逐
渐变成褐色的、大小不一的菌核。有时在茎基部数节出现明显的
云纹状病斑。病株茎秆松软，组织解体。果穗苞叶上的云纹状病
斑也很明显，造成果穗干缩、腐败。

（２）防治方法：①种植抗病品种。②合理施肥，避免偏施氮
肥，做到氮、磷、钾肥配合使用。合理密植，提倡宽窄行种植，
低洼地注意排水，降低田间湿度，增强植株抗病力，减轻发病。
在发病初期，剥除玉米植株下部的部分有病叶鞘，可减轻发病，
也不影响产量。玉米收获后及时清除田间病残株，并进行深耕翻
土，以消灭越冬菌源。③药剂防治。于发病初期，每亩用５％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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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霉素１００～１５０毫升，或农抗１２０水剂１５０～２００毫升，或
２５％粉锈宁可湿性粉剂５０克，或２０％纹枯净可湿性粉剂２５克，
加水５０～６０千克，对准发病部位均匀喷雾。如无上述药剂，也
可选用５０％甲基托布津粉剂或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５００～８００倍
液均匀喷雾。一般间隔７～１０天再用药防治１次，连喷２次，提
高药剂的防治效果。

８９.玉米丝黑穗病表现哪些症状及如何防治？
（１）症状：主要侵害玉米雌穗和雄穗。一般在出穗后显症，

但有些自交系在苗期显症，在４～５叶上生１～４条黄白条纹；另
一种植株茎秆下粗上细，叶色暗绿，叶片变硬、上挺如笋状；还
有一些二者兼有或６～７片叶显症。雄穗染病有的整个花序被破
坏变黑；有的花器变形增生，颖片增多、延长；有的部分花序被
害，雄花变成黑粉。雌穗染病较健穗短，下部膨大顶部较尖，整
个果穗变成一团黑褐色粉末和很多散乱的黑色丝状物；有的增
生，变成绿色枝状物；有的苞叶变狭小，簇生畸形，黑粉极少。
偶尔侵染叶片，形成长梭状斑，裂开散出黑粉或沿裂口长出丝状
物。病株多矮化，分蘖增多。

（２）防治方法：①选用抗病品种，品种间对本病的抗性有显
著差异。②用含戊唑醇成分的种衣剂，如２％立克秀湿拌剂等药
剂进行种子处理。③在病瘤成熟破裂前拔除病株并销毁。

９０.玉米锈病表现哪些症状及如何防治？
（１）病害症状：玉米锈病包括普通锈病、南方锈病、热带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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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秆锈病等４种。但以普通锈病分布最为广泛。病害可以发生
在玉米植株地上部的任何部位，以叶片发病最为严重。发病初
期，叶片上散发黄色小斑点，病斑逐渐隆起圆形或椭圆形，黄褐
色或红褐色。在一些玉米品种上病斑周围有褪绿晕圈。病斑表皮
破裂后，散出大量锈色粉状物，为病菌夏孢子。植株生长后期，
在病斑上逐渐形成黑色粉状物，为病菌冬孢子。

（２）防治要点：①种植抗病品种。②农业防治措施，不要偏
施氮肥，要增施磷、钾肥，提高植株抗病性。③药剂防治，发病
初期，喷施２０％三唑酮乳油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倍液，控制病害扩展。

９１.怎样防治玉米螟？
（１）在心叶内撒施颗粒剂：用３％辛硫磷颗粒剂或３％克百

威颗粒剂每亩１～２千克。
（２）在玉米秸秆粉碎还田时，杀死秸秆内越冬幼虫，降低越

冬虫源基数。
（３）在玉米螟卵期，释放赤眼蜂２～３次，每亩释放１万～２

万头。
（４）利用性诱剂迷向或杀虫灯诱杀越冬代成虫。

９２.怎样防治玉米上的棉铃虫？
苗期棉铃虫防治的最佳时期在３龄前，以化学防治为主，种

子包衣防治效果不显著。
（１）３龄前叶面喷洒２．５％氯氟氰菊酯乳油２０００倍液、５％

高效氯氟氰菊酯乳油１５００倍液等化学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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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月下旬在玉米心叶中撒施杀虫颗粒剂，用３％辛硫磷

颗粒剂或３％克百威颗粒剂每亩１～２千克。
（３）人工释放中红侧沟茧蜂。

９３.玉米蓟马危害表现哪些特点及如何防治？
（１）危害状：玉米蓟马是玉米苗期主要害虫之一，它以成、

若虫锉吸玉米叶片汁液，并分泌毒素，抑制玉米生长发育。被害
植株叶片上出现成片的银灰色斑，叶片点状失绿，致使玉米心叶
上密布小白点及银白色条斑，部分叶片畸形破裂，造成心叶扭
曲，呈“猪尾巴”状，难以长出，如遇阴雨天气还可造成心叶腐
烂，严重影响玉米的正常生长。玉米苗期是玉米蓟马危害最为敏
感的时期，一旦危害严重，田间形成缺苗断垄，影响玉米产量。

（２）防治方法：关键是适期防治，因为蓟马虫体小，在玉米
心叶危害，不易发现，到表现危害症状时往往偏晚，苗龄越小，
危害越大，１０叶以上的玉米抗害能力强。所以要在做好调查的
基础上及时用药防治。每亩用１０％吡虫啉可湿性粉剂２０克，或
４．５％高效氯氰菊酯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倍液，或２０％氰戊菊酯乳油
３０００倍液，或３％啶虫脒可湿性粉剂１０克兑水３０千克均匀喷
雾。施药方法是在上午９点以前和下午５点以后，对玉米叶片和
心叶进行喷药防治。对于玉米心叶已经成鞭状的玉米苗，可用锥
子从鞭状叶基部扎入，从中间豁开，让心叶及时生长。

９４.玉米蚜危害表现哪些特点及如何防治？
（１）危害特点：玉米扬花期是玉米蚜虫繁殖危害的最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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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故防治适期应在玉米抽雄前。随着玉米雄穗逐渐抽出，大
量成、若蚜集中于雄穗苞内，有的单穗有蚜几百头至上千头，蚜
量多时成堆，布满各个分枝，称为“黑穗”，严重时，自果穗以
上所有叶片、叶鞘及果穗苞内外，遍布蚜虫。

（２）防治方法：玉米苗期蚜虫防治较易，成株期后由于植株
高大，田间郁闭，农事操作困难，防治较难。①及时清除田间地
头杂草，消灭玉米蚜虫的滋生地。②在玉米心叶期有蚜株率达
５０％，百株蚜量达２０００头以上时，可用４０％乐果乳油、１０％吡
虫啉可湿性粉剂１０００倍液，或５０％敌敌畏１０００倍液，或５０％
抗蚜威２０００倍液，或２．５％敌杀死３０００倍液均匀喷雾，也可用
上述药液灌心。

９５.玉米蛴螬的防治方法是什么？
（１）药剂包衣或拌种：用种衣剂３０％氯氰菊酯直接包衣，

或者用４０％辛硫磷乳油０．５升加水２０升，拌种２００千克。
（２）用４８％毒死蜱乳油２０００倍液或４０％辛硫磷乳油１０００

倍液灌根处理。
（３）毒饵诱杀：用４０％辛硫磷乳油每亩５０克，拌炒过的棉

籽饼或麦麸５千克，傍晚撒在作物行间。
（４）严重发生地块采取秋耕、倒茬、水旱轮作等农业措施。
（５）人工捕捉幼虫：在被害株下挖掘出幼虫，杀灭。
（６）在成虫发生盛期设黑光灯或频振灯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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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如何防治玉米地老虎？
防治最佳时期在１～３龄，此时幼虫对药剂抗性较差，并在

寄主表面或幼嫩部位取食；３龄后潜伏在土表中，不易防治。
（１）药剂拌种有一定效果：用５０％辛硫磷乳油拌种，用药

量为种子重量的０．２％～０．３％。
（２）３龄以下幼虫用４８％毒死蜱乳油或４０％辛硫磷乳油

１０００倍液灌根或傍晚茎叶喷雾。
（３）毒土、毒饵诱杀大龄幼虫：用５０％辛硫磷乳油每亩５０

克，拌炒过的棉籽饼或麦麸５千克，傍晚撒在作物行间。
（４）捕捉幼虫：清晨拨开萎蔫苗、枯心苗周围泥土，挖出地

老虎的大龄幼虫。
（５）诱杀成虫：利用黑光灯、糖醋液诱杀成虫。
（６）清除田间地头杂草，防止成虫在杂草上产卵。

９７.如何防治玉米蝼蛄？
①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为毒饵诱杀，用４０％辛硫磷乳油３０～

５０倍液加炒香的麦麸、米糠或磨碎的豆饼、棉籽饼等５千克，
每亩用毒饵１．５～３千克，傍晚时撒于田间，注意不要撒在叶片
上，否则易出现药害。②药剂拌种：用４０％辛硫磷乳油拌种，
用药量为种子重量的０．２％～０．３％，或用３％辛硫磷颗粒剂，
１．５～２千克／亩，播种时施用。③诱杀：用黑光灯或马粪等
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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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玉米红蜘蛛的防治方法及补救措施有哪些？
主要依靠化学药剂喷雾防治。
（１）用２０％哒螨灵可湿性粉剂２０００倍液，或１０％吡虫啉可

湿性粉剂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倍液，或１．８％阿维菌素乳油４０００倍液喷
雾，重点防治玉米中下部叶片的背面。

（２）做好小麦上叶螨的防治工作，清洁田间地头杂草，降低
虫源基数。

（３）高温干旱时，要及时浇水，控制虫情发展。

９９.玉米病虫害的防治新技术及防治原则有哪些？
玉米种子包衣是新兴起的一项技术，施药方式属于播前隐蔽

式地下施药，不仅经济、有效，而且具有省工、省药、安全、简
便、持效期长等优点，既可有效地防治玉米病虫害，又不伤害天
敌，也能保护生态环境。因此，玉米种子包衣是一种很好的防治
病虫新技术。对地下害虫、苗期害虫和丝黑穗病都有较好的防治
效果，起到保苗、促长、增产、增收的作用。玉米种子包衣技术
在我国大面积推广应用，可推进我国种子加工技术的发展，实现
种子标准化、良种化、商品化和精量播种。

病虫害的防治有其一定的原则，了解病虫发生的规律，掌握
关键时期的防治工作，可有效地控制病虫的大面积危害。首先应
选用抗性品种，这样既可有效地防治病虫的危害，又可节省人
力、物力、财力。其次应减少初始来源，减少病菌的初始菌量，
可有效地控制病害的大面积流行；减少越冬虫源的数量，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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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控制虫口基数，大大减少害虫的危害。第三，在喷施农药时应
尽量早期用药，因为幼虫一般在３龄以后抗药性将大大增强，不
易杀死；病害已大面积发生后再用药，就失去作用，已无法控制
病害所造成的产量损失。

１００.深松整地对玉米生长有何作用？
对土壤进行深松，降低了土壤的容重，促进了土壤理化性状

改善。“虚实结合”的土壤结构，能改善作物根系生长条件，增
强抗倒伏能力，促进农作物生长发育。据测试，深松地块的玉米
比未深松地块的玉米主根长７４厘米，次生根多出２０条，百粒重
增加１．４克，亩增产１００千克左右。夏玉米深松施肥播种作业，
可充分接纳夏季雨水，防止形成土壤表面径流，达到抗旱或排涝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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