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现代农业实用技术: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自研成果技
术应用指南 /郑彦平，兴连娥主编． 石家庄: 河北
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1

ISBN 978 － 7 － 5375 － 7383 － 2

Ⅰ.①现… Ⅱ.①郑… ②兴… Ⅲ.①农业技术 －文
集 Ⅳ.①S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 2015) 第 021613号

现代农业实用技术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自研成果技术应用指南

郑彦平 兴连娥 主编

出版发行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 邮编: 050061)
印 刷 河北金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 /16
印 张 18. 5
字 数 303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 00 元



书书书

编 委 会

主 编 郑彦平 兴连娥

副主编 马铭泽 蒲娜娜 郑小六 冯 伟

编 委 (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文会 马华英 马广源 马铭泽 王学清 王有增

田 玉 田海燕 冯 伟 兴连娥 许皓月 杨志杰

李英杰 李顺国 杜海英 宋 健 张梅申 陈 霞

郑小六 郑彦平 岳增良 郝企信 段胜军 郭安强

高慧敏 崔丽贤 崔新明 崔瑞敏 董文琦 窦 菲

蒲娜娜 薛志忠



前 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 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因此，加快发展有中

国特色的现代农业，成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

为更好地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普及科技文化知识，河北省农林科学

院科技专家服务团组织有关人员把近几年本院研究出的新成果、培育的新

品种及实用新技术进行了搜集，结合现代农业发展的技术需求精心筛选，

收录了作物新品种、实用新技术及部分新机具和新产品 256 项。内容通俗

易懂、深入浅出、实用性强。

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广大农民朋友、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农村经

纪人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精神食粮，为普及科技知识，强化科技意识，推动

现代农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参与本书编写的专家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将多年的

精心研究成果、丰富的实践经验奉献给读者，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广大读

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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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 麦

1. 衡观 35

品种概况: 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用 84 观 749 与衡87 －

4263 杂交选育而成。2004 年河北省审定冀审麦 2004003、2006 年国家审定
国审麦 2006010、山西省认定晋引麦 2006001、2007 年天津市审定津审麦
2007003，2010 年湖北省引种鉴定襄农字 ( 2010) 61 号。

特征特性: 为抗旱节水高产大穂类型，半冬性、早熟，成熟期比对照
豫麦 49、京冬 8 号早 1 ～ 2 天，比石 4185 早 2 ～ 3 天，幼苗半直立，春季起
身拔节早，两极分化快，分蘖力中等，成穗率高，株型紧凑，拔节后叶片
上冲，通风透光好，株高 65 ～ 72 厘米，茎秆粗壮，高抗倒伏。根系发达活
力强，叶片持水性好，失水慢，抗旱耐高温、光合强度高、灌浆速度快，

抗旱节水性突出，抗旱指数为 1. 16。结实性强，抗寒、耐后期高温、落黄
好，高抗纹枯、条锈病，中抗叶锈、白粉病。产量三因素协调，亩穗数 42

万 ～ 44 万，穗粒数 40 个左右，千粒重 42 ～ 46 克，增产潜力大。品质优
良，符合国家优质中筋标准，适合饺子面条专用。

产量表现: 2002 ～ 2007 年黄淮北片、南片、北部麦区天津市等区试
中，平均亩产 510. 4 千克，最高亩产 683. 3 千克，比对照石 4185 增产
4. 29%、比新麦 18 增产 6. 24%、比豫麦 49 增产 14. 0%、比京冬 8 号增产
4. 54%，比晋麦 47 增产 10%，6 年 90 个点次，增产点率为 87. 8%，居
177 个参试品种的前列。

示范推广: 已推广近 10 年，不同区域、不同生产条件下一般亩产达
550 千克左右。其中黄淮北片春两水 ( 60mm) 亩产 500 千克左右，春两水
( 120mm) 亩产 550 ～ 600 千克，最高达 651 千克。在黄淮南片、长江中下
游的湖北襄阳地区不灌水，一般亩产 550 千克左右，最高亩产 694. 4 千克，

比当地生产推广品种增产 80 ～ 100 千克，抗旱节水高产优势十分明显，由
于突出的抗逆优势，推广前景依然很好，2013 年被列为农业部主导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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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要点: ( 1) 播期、播量: 黄淮北片麦区适宜播期为 10 月 8 ～ 15

日，亩播量高水肥条件 12 ～ 13 千克，中低水肥条件 13 ～ 14 千克。黄淮南
片麦区一般在 10 月 10 ～ 16 日，亩播量 11 ～ 12 千克。北部冬麦区的天津市
适宜播期为 9 月 25 日至 10 月 5 日，亩播量 15 ～ 18 千克。晚播和秸秆还田
地块适当加大播量，一般掌握春季亩最高茎 100 万 ～ 110 万，亩穗数在 42

万 ～ 43 万为宜。( 2) 肥水管理: 精细整地，施足底肥，足墒播种，播后镇
压。黄淮北片春季一般 2 ～ 3 水，不宜超过 3 水，重点浇好拔节水、抽穗开
花和灌浆水，第三水不要浇的太晚，否则出现猝死造成减产，结合浇春一
水亩追施尿素 20 ～ 25 千克。 ( 3) 病虫害防治: 中后期注意防治蚜虫，结
合治蚜以三唑酮等防病，抽穗开花后 7 天喷施磷酸二氢钾 2 ～ 3 次，促粒重
提高。

适宜区域: 在河北省中南部、山西省晋南、陕西省关中地区、河南全
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西北部、湖北襄阳及天津中南部等麦区均
宜种植。

选种单位: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陈秀敏、魏建伟，河北省衡水市胜利东路 1966

号，邮编: 053000，电话: 0318 － 7920868，7920669。

2. 衡 4399

品种概况: 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用邯 6172 与衡穗 28

杂交选育而成。2008 年河北省审定。冀审麦 2008002。

特征特性: 为节水高产类型、多穗型品种，半冬性、中早熟，比对照
石 4185 早熟 2 天。苗期长势稳健、清秀，分蘖力强，成穗率高。株型紧
凑，株高 68 ～ 72 厘米，叶片上冲，穗层厚，穗容量高，耐密性强。根系发
达，次生根多，叶片功能强，保水性好，节水抗旱性突出。茎秆韧性强，

抗倒伏，耐寒，高抗条锈病、叶锈病和叶枯病，中抗赤霉病。产量三因素
协调，平均亩穗数 46 万 ～ 48 万，穗粒数 34 ～ 36 个，千粒重 40 克左右。

中抗白粉病，抗干热风，落黄好，丰产稳产性突出，随着水肥条件的提
高，增产十分明显。

产量表现: 2007 年、2008 年冀中南水地组区域试验亩产分别为 563. 0

千克、562. 3 千克，比对照石 4185 增产 7. 8%、6. 0%，增产极显著，最高
亩产 609. 0 千克和 611. 0 千克，居 16 个参试品种的第一和第四位;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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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同组生产试验，平均亩产 554. 6 千克，比石 4185 增产 7. 81%，居 5 个
参试品种的第一位。两年三组区域试验 25 点次汇总，24 点增产，增产点
率 96%。

生产示范: 该品种审定后，经历了 2009 年早春严重干旱、2010 年冬
季极端低温冷害、2013 年后期高温逼熟等特殊气候灾害，均获得丰收。一
般春浇两水亩产 550 ～ 600 千克，最高 650 千克左右。2011 年，省科技厅
邀请专家对吴桥蒋空村 45 亩衡 4399 小麦实打实收，亩产 704. 98 千克，刷
新了河北省节水小麦单产最高纪录。原省长陈全国批示 “河北省要加强这
一节水品种的推广工作”。

栽培要点: ( 1) 播期与播量: 该品种株型紧凑，叶片不大且穗层错落
有致，适宜高密度，冀中南麦区适宜播期为 10 月 8 ～ 15 日，亩穗数可掌握
在 48 万 ～ 50 万。亩播量 13 ～ 15 千克。晚播或秸秆还田地块应适当增加播
量。做到整地精细，足墒播种，播后镇压。 ( 2) 肥水管理: 此品种对水的
适应弹性较大，春季浇水 2 ～ 3 次，重点浇好拔节水、抽穗扬花水和灌浆
水。施足底肥，巧施追肥，肥料投入可根据不同地力灵活掌握。 ( 3) 病虫
害防治: 在普通病虫草害防治基础上，着重加强对赤霉病的防治，烯唑醇
加多菌灵在开花期喷施防治，穗病的综合防治，一般在小麦孕穗期和抽穗
开花期，采用甲基异硫磷或辛硫磷拌毒土撒施或倒茬形式进行综合防治。

适宜区域: 适宜冀中南麦区中高水肥条件种植。

选种单位: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陈秀敏、魏建伟，河北省衡水市胜利东路 1966

号，邮编: 053000，电话: 0318 － 7920868，7920669。

3. 衡 136

品种概况: 本品种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用衡 4119 与石

家庄 1 号杂交选育而成。2009 年河北省审定冀审麦 2009015、2011 年国家
审定国审麦 2011017。

特征特性: 抗旱丰产类型，半冬性，中熟。分蘖性强，成穗率高。株
型半紧凑，株高 75 ～ 77 厘米，叶片较小，上冲，通风透光好，蒸腾速率
低，水分利用率高，抗寒，抗倒伏能力中等，高抗叶锈、白粉、中抗赤霉
病，抗干热风，落黄好。根系发达，抗旱性强，模拟干旱棚和田间自然条
件鉴定抗旱指数分别为 1. 07 和 1. 12，为一级抗旱品种。产量三因素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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