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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始建于１９７４年，主要从事小麦、

玉米、棉花、大豆、农副产品加工、蔬菜、花卉、畜牧等方面的

新品种选育、资源创新和新品种新技术的开发推广工作。目前建

有三个国家级试验站，两个重点实验室，三个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２００６年联合成立了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研究所石

家庄植物分子育种中心”；２０１０年获准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２０１１年获准设立院士工作站。

建院以来，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农科院人凭着 “团

结奋进、无私奉献、求实创新”的精神，先后取得科技新成果

１４２项，获奖１３２项次，其中国家级奖励８项，省部级奖励４９
项，有５项重大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有６项重大成果

获得科技兴冀省长特别奖。育成７４个农作物新品种通过省级以

上品种审定，其中１９个通过国审。成果累计推广面积５．７亿亩，

创社会效益２８０多亿元。节约水资源１２０亿立方米。连续１４年

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２０年被评为市级文明单位。

在党和国家科技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农科院树立科学发展

观，坚持 “两个文明”一起抓，多次受到省委、省政府，市委、

市政府的表彰，涌现出一批优秀人才，为农业发展做出突出贡

献。抚今追昔，励精图治，不断创新，现正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

各位面前，敬请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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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广大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增

效，是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解决当前

“三农”工作面临的实际问题，让广大农民掌握更多的种植和养

殖实用技术，并运用到农业生产实际中去，为农业增收节支提供

有利的技术支撑，是我们编撰本书的初衷和期望。

本书内容包括：小麦、玉米、棉花、大豆、蔬菜、花卉高产

高效栽培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畜牧养殖技

术。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实用性强，可供种养殖大户、各级农

业技术人员和广大农民参考使用。

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拥有众多从事农业科研工作的专

家，他们长期在农业一线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培训等服务，本

书是他们多年实践工作经验的积累与总结。同时，我们也希望广

大读者对本书的不足之处乃至错误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不断改

进提高。

编委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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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小　　麦

第一节　冬小麦生产关键技术
暨高产栽培技术

一、播前准备及播种技术

１．播前准备

（１）选购优良品种。选用优种是实现小麦高产高效的关键。

冀中南半干旱地和节水栽培以种植石麦１５、石家庄８号为主，

中高水肥地选用石新８２８、石麦１８、衡４３９９、衡观３５、冀５２６５、

邯６１７２、河农６０４９、邢麦６号、科农１９９等品种为主，种植优

质麦选择藁优２０１８、藁优９６１８、石优１７和石优２０等品种。

（２）精细整地，提高播种质量。精细整地是保证苗齐、苗

全、苗匀的主要基础措施之一。玉米收获后要及时秸秆还田，粉

碎２遍，做到 “细、烂”，无作物根茬和杂草；后进行耕、旋，

耙透擦平，旋耕深度要达到１５厘米以上，旋耕２遍，达到地面

平整、上虚下实、无明暗坷垃。

连续多年秸秆还田的地块每隔２～３年深松一次，打破犁底

层、减少雨季径流，增加土壤储水量，减少耕层秸秆比例，改善

耕层土壤物理性状，利于提高整地质量和出苗率，实现苗齐、苗
·１·



全。要求耕深２０厘米以上。

（３）足墒播种，一播全苗。足墒播种是确保小麦苗全的关键

措施。秋作物成熟晚时，可在成熟前７～１０天带茬洇地。切勿抢

墒播种。

（４）施足底肥，培育壮苗。提倡增施有机肥，以利于改善土

壤结构，增强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化肥施用要根据土壤肥力，掌

握 “稳氮降磷增钾”原则，科学配方施肥。一般地块在秸秆还田

的基础上，亩施腐熟的粗肥３～５立方米、磷酸二铵２０千克、尿

素７．５～１０千克，缺钾地块应亩施氯化钾５千克，将所有肥料混

合均匀后撒施，撒后翻耕。

（５）种子处理，防治病虫害。

①选用统一精选包衣的良种，或用 “杀虫剂＋杀菌剂”混合

拌种，以防治地下害虫和散黑穗、全蚀病、纹枯病、根腐病等病

害。防治地下害虫和小麦纹枯病、根腐病和黑穗病：用５０％辛

硫磷乳油１００毫升＋２％立克秀 ＷＰ１５０克，兑水２～３千克，拌

麦种５０千克；或用３％敌萎丹２５０～３００毫升＋２．５％适乐时１００

～２００毫升兑水５００毫升拌种５０千克。防治地下害虫和全蚀病：

用５０％辛硫磷乳油１００毫升＋１２．５％全蚀净５０毫升兑水５００毫

升拌种５０千克。注意：拌种后闷种１２～２４小时播种效果最佳。

②晾晒：未包衣的种子要多次晾晒，能有效提高发芽率。

③播前要做好发芽试验，以备计算最适宜的播种量。

２．播种

（１）适期播种。冀中南麦区适宜播期为１０月５～１５日，自

北到南逐渐推迟。石家庄地区最佳播期为１０月５～１０日。

（２）合理密植。依据地力、播期和品种特性确定适宜播量，

是培育壮苗、预防倒伏和实现高产的关键措施。适期播种高水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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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亩基本苗１６万～２０万，中水肥地１８万～２２万。晚播麦田和

整地质量差的地块应适当加大播量。

（３）播种形式。推广等行全密种植技术可有效利用土地资

源、光热资源，减少水分蒸发，改善群个体结构，增加群体、提

高穗数、实现增产。生产上提倡等行距播种，行距１５厘米左右。

（４）播种深度。调好播种机械，匀速慢走，播种深度一般

３～５厘米。保水保肥能力的强黏性土壤、播期晚的地块应适当浅

播，保水保肥能力差的沙性土壤、播期较早的地块应适当深播。

（５）播后镇压。播后镇压可以有效地碾碎坷拉、踏实土壤、

增强种子与土壤的接触度，有效降低土壤透气性，减少水分蒸

发，增强土壤保水能力，促进种子对水分的吸收，提早出苗、实

现苗齐，同时，促进根系下扎，增强幼苗抗旱性和抗寒性。

二、田间管理

１．冬前管理

（１）防治虫害。小麦播种后出苗前用杀虫剂 （敌敌畏、吡虫

啉或４．５％高效氯氰菊酯）喷雾喷设隔离带，防治灰飞虱、蓟马

等害虫一次，出苗后一周内再防治一次。

（２）及时查补苗。小麦出苗后及时查补苗，杜绝缺苗断垄。

（３）搞好杂草秋治。以秋苗期用药效果好，且对小麦安全。

冀中南一般在１１月上中旬，小麦分蘖以后，小麦３～５叶期，禾

本科杂草２～４叶期，麦田各类杂草基本出齐苗时进行防治。

防治单子叶杂草 （节节麦、雀麦、看麦娘、野燕麦）：３％世

玛乳油２５～３０毫升 （加助剂）或７０％彪虎。

防治双子叶杂草 （播娘蒿、麦家公、荠菜、麦瓶草）：１０％
苯磺隆可湿性粉剂每亩１０克。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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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子叶、双子叶杂草混生地块：将以上两类除草剂混配

使用。

特别注意：

①禁用除草剂品种：优质麦田块禁用２，４－Ｄ丁酯、２甲４
氯除草剂。

②浓度限量：３％世玛乳油亩限量２５～３０毫升。

③ 喷药时间：选择日最高气温１０℃以上且最低温度不低于

４℃的晴天、无风天喷施。

④ 用水量：亩用水２５～３０千克，喷雾。

（４）浇好冻水，安全越冬。封冻水可以起到保证小麦安全越

冬和争取翌年春管主动的作用。对整地质量好、造墒播种、播后

镇压、保墒能力强的麦田可免浇封冻水；对整地质量差、播后未

镇压、冬前降雨少、保墒能力较差且种植抗寒性一般品种的麦

田，要强调浇好封冻水。灌冻水时间冀中南掌握在１１月下旬进

行。浇水后视冻融情况及时锄划松土，防止土壤龟裂、跑墒和

死苗。

２．春季管理 （返青—抽穗）

（１）中耕锄划。小麦返青后及时锄划，可起到增温、保墒的

作用，有利于小麦生长和分蘖。对旺苗田深锄划，还可起到控制

旺长的作用。

（２）病虫害综合防治。

①灰飞虱防治：小麦返青后选择无风的暖和天气用吡虫啉或

其他菊酯类杀虫剂在田边打一个５～１０米宽药带，防止害虫

迁入。

②纹枯病、根腐病、全蚀病和麦叶蜂、麦蜘蛛综合防治：在

小麦起身后拔节前，亩用１２．５％禾果利１０克或２０％粉锈宁３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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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毫升＋５％吡虫啉高氯５０～７５毫升＋１０％苯磺隆可湿性粉剂

１０克，兑水２５～３０千克顺垄喷茎基部，防治纹枯病、根腐病、

田间杂草，还可兼治麦蜘蛛、麦叶蜂。对全蚀病发病地块，用

１５％粉锈宁可湿性粉剂３００～５００倍液顺垄喷洒，用１２．５％全蚀

净效果更佳。

③吸浆虫防治：小麦孕穗期 （４月下旬）蛹期毒土防治，亩

用５％毒死蜱颗粒剂０．５千克或２％甲基异硫磷粉剂，拌潮细土

２５～３０千克，顺麦垄均匀撒施于田间土表，然后浇水。

（３）化学除草。对于杂草过多地块，秋治不及时的，要在春

季补治。春季浇第一水后，对麦田普通杂草喷施苯磺隆、麦草盖

或麦草净等除草剂１０克／亩，兑水２５～３０千克喷雾；防治毒麦、

看麦娘、野燕麦，亩用７０％骠虎２～３克加１０克助剂，兑水３０
千克，均匀喷雾；防治雀麦、节节麦亩用３％世玛油悬浮剂２０～

３０毫升加助剂伴宝６０毫升兑水３０千克喷雾。

化学除草可结合病虫害防治同时进行；特别强调除草剂一定

严格控制在拔节前使用。

（４）肥水管理。春季第一次肥水是协调气温与土壤墒情、群

体与个体、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等各种矛盾，实现促弱转壮、控

制旺长的关键措施。一般在起身拔节期实施。群体小、墒情较差

及地力较弱的麦田应适当提前 （３月中旬末至下旬）；群体较大、

墒情较好、地力壮的麦田适当推迟 （３月下旬至４月上旬）。

高水肥地块要灌好拔节水；一般地块应视苗情、天气和土壤

墒情科学确定灌水时间和次数。

结合第一次浇水亩追尿素１３～１５千克，高水肥地应选择数

量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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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后期管理 （抽穗—成熟）

（１）科学灌水。小麦孕穗、扬花、灌浆期，是需水的高峰

期，也是形成经济产量的关键时期，在灌好抽穗扬花水的基础

上，后期根据天气降水情况和土壤墒情酌情浇好灌浆水 （５月中

下旬）。浇水时应掌握天气情况，做到浇水后２天内无风雨，以

防倒伏。

（２）“一喷综防”。小麦抽穗扬花后，“保根护叶”延长植株

功能期，可有效地提高小麦千粒重。

“一喷”：杀虫剂＋杀菌剂混合叶面喷施。

“综防”：防治小麦蚜虫、锈病、白粉病、叶枯病等各种病害

及干热风危害。操作时要掌握好以下几个要点：

①掌握好防治的最佳时期，提高防治效果：小麦扬花后，旗

叶上出现蚜虫粪便的油泽亮点为最佳时期。

②选择好农药品种，掌握好使用浓度：

杀虫剂品种及浓度：１０％吡虫啉 （一遍净）可湿性粉剂２５００
倍液或５０％抗蚜威可湿性粉剂３５００～４０００倍液或３％啶虫脒２００
倍液或保绿杀３０～４０毫升／亩或１０％蚜虱净３０～４０毫升／亩。

杀菌剂品种及浓度：２０％粉锈宁乳油４０毫升／亩或１５％可

湿性粉剂６０～８０克／亩。

③保证用水量，做到喷到、喷匀、不漏喷，一般亩用水量

３０～４０千克。

（３）叶面追肥，延长叶片功能期：结合 “一喷综防”，对早

衰麦田喷施０．５％～１％尿素，贪青麦田加喷０．２％磷酸二氢钾。

（４）适时收获，颗粒归仓。适时收获是确保丰产丰收的重要

环节，机械收获要掌握在腊熟末期进行。同时，要根据天气变化

抢收抢晒，避免收获前灾害性天气对产量和品质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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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小麦主要病害防治技术

一、白粉病

１．症状

小麦从幼苗到成株期，均可被病菌侵

染。病菌主要侵染危害叶片，严重时也可

侵染叶鞘、茎秆和穗部。典型病症为病部

表面覆有一层白色粉状霉层，逐渐扩大相

互联合成圆形或椭圆形大霉斑，后期霉层

渐变为灰色至褐色，上面散生黑色小颗粒。

２．发病规律

该病发生适温１５～２０℃；相对湿度大于７０％有可能造成病

害流行；施氮过多，造成植株贪青、发病重；密度大发病重。４
月下旬是白粉病发展速度最快的阶段，也是河北省病害流行盛

期。５月上旬以后温度迅速升高到２２℃以上，病情发展受到抑

制，５月中旬以后，病害停止发展。

３．防治方法

（１）选用抗、耐病品种。

（２）农业防治。麦收后及时耕翻灭茬，铲除自生麦苗；合理

密植和施用氮肥，适当增施有机肥和磷、钾肥；改善田间通风透

光条件，降低田间湿度，提高植株抗病性。

（３）药剂防治。

①药剂拌种：用三唑酮０．０１％～０．０３％或烯唑醇０．０３％～

０．０５％湿拌麦种，可减轻苗期的侵染，推迟春季发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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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大田喷药防治：一般年份应掌握在小麦抽穗扬花期，上三

叶的病叶率达１０％时开始施药。一般用２０％三唑酮乳油１０００倍

液或１５％粉锈宁可湿性粉剂８～１０克／亩或４０％福星乳油８０００
倍液或３３％纹霉清可湿性粉剂５０克／亩，兑水喷雾。

二、纹枯病

１．症状

各生长阶段都可受害，出现烂芽，死

苗，花秆烂茎，枯孕穗和白穗等多种症

状。发病初期先在植株下部近地表处的叶

鞘上出现边缘 “浅褐色”、中间为 “灰白

色”的云纹状病斑，病斑扩大后可连片形

成 “花杆”，严重的造成基部１～２节变黑

甚至腐烂而导致 “死株”现象；茎秆上病

斑呈梭形、纵裂，病斑扩大后连成片造成 “烂茎”而使小麦抽不

出穗来形成枯孕穗，或者造成在抽穗后形成枯白穗。

２．发病规律

该病流行的重要时期是冬小麦返青至抽穗阶段。２月下旬至

３月下旬小麦返青起身期，气温回升，病情发展加快。４月上旬

小麦拔节后，温度较高，病害侵入并随拔节向上扩展，严重度显

著增加，至孕穗末期结束。在春季雨多时，湿度大温度略偏高的

天气有利于病害流行。偏施氮肥，植株密度大及田间杂草的郁闭

度较高的田块发病较重。

３．防治方法

①药剂处理种子：选用三唑酮 ０．０１％～０．０３％、速保利

０．０２５％、烯唑醇０．０３％～０．０５％等药 （任选一种）进行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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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拌），可压低麦田发病基数，减轻田间病害发生程度。

②田间喷药防治：在返青拔节期，田间病株率在１０％时，

每亩用５％井冈霉素１５０～２００毫升或５００万单位可湿性粉剂

２５～３０克或三唑酮每亩１０克和３３％纹霉净可湿性粉剂５０克

（任选一种）每亩用水３０～３３千克将药量稀释后，均匀喷雾，将

药液喷洒在麦株茎基部，以提高防效。

三、叶枯病

１．症状

引起河北省主要麦区的叶枯病以小麦霉叶

枯病为主。该病能造成苗枯和穗腐，以叶片和

叶鞘 （鞘枯）较为普遍，尤其抽穗灌浆期，病

叶率急剧上升。在叶片上，病斑初呈水渍状，

后扩大成圆形大斑，发生在叶缘的多为半圆

形。由于浸润性向四周扩展，常形成数层不明

显的轮纹。

２．发病规律

该病的周年发病过程可分三个阶段，即秋苗发病和越冬阶

段，拔节至抽穗期 （叶鞘病位上移阶段）和抽穗到成熟 （上部叶

片发病）阶段，后者是主要危害期，病势发展迅速，具有暴发

性，常在短期内引起上部叶片和叶鞘发病并危害穗部，一般在５
月初田间开始出现个别叶发病，５月中旬达发病高峰。多年连作

菌源增多，播期不适或覆土过深，田间郁闭等条件下适宜病害发

生。春季降雨情况是造成病害流行的重要因素。春季雨量较正常

偏多，阴雨天数和露日数多，空气湿度大，病害就会发生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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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防治方法

（１）农业防治。加强栽培管理，合理密植，配方施肥，增施

基肥。适当早追肥，小麦生长后期切忌盲目追施氮素肥料。

（２）药剂防治。若基部发病较多，且４月下旬和５月上中旬

雨量偏多时，应做好药剂防治准备。在上部功能叶发病率１％以

上时即需施药防治。防治重点是良种繁殖基地的种子田，以防止

病种对外传播。选用药剂与赤霉病相同。一般年份可以与防治后

期病害一并进行。

四、赤霉病

１．症状

小麦赤霉病又名烂麦头、麦穗枯、

红麦头。赤霉病在田间自幼苗至抽穗期

均可侵染，苗期侵染引起苗腐，中、后

期侵染引起秆腐和穗腐。一般扬花时侵

染，灌浆期显症，成熟期成灾。赤霉病

侵染初期在颖壳上呈现边缘不清的水渍

状褐色斑，渐蔓延至整个小穗，病小穗

随即枯黄。当病菌侵害穗轴或穗颈时，

被害处以上的部分枯死，田间可表现整

穗或半穗枯死等症状。发病后期在小穗

基部出现粉红色胶质霉层。

赤霉病对产量影响最大，病麦含有致呕毒素和雌性毒素，人

畜食后引起急性中毒。

２．发病规律

在小麦抽穗、扬花期，如果连续三天以上阴雨，当年赤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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