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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发展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迫切需要强化农业

科技支撑，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科

技素质是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主要途径之一。多年来，各级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把其列为科教兴农和

人才强农的重要战略措施来抓。先后实施了新型农民科技培

训、农村劳动力阳光培训、百万农民大培训等一系列旨在提

高农民科技素质的惠农工程，对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增强农

民生产劳动技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从农业农村发展

总体上看，全面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是一项长期历史性工作。 

重视提高农民科技素质，编写具有针对性的科普读物、

培训教材等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滦县农牧局部分专业技术

骨干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的《滦县主要农作物农事指

导手册》是滦县多年来实施国家玉米、小麦、花生高产创建

项目以及玉米、小麦、花生高效栽培生产实践经验总结性材

料之一，它是一本较好的农民科技培训乡土教材。适合农民、

基层干部阅读。希望广大农民、基层干部要加强学习，增长

见识，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为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

标作出更大贡献。 

 

                 滦县农牧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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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滦县是农业生产大县，是河北省确定的粮食生产核

心区和花生生产基地。近年来，围绕玉米、小麦、花生三

大农业主导产业，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采取多项有效

措施，积极推进三大农业主导产业高效栽培生产，并先后

承担组织实施了国家玉米、小麦、花生高产创建示范项目，

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在玉米、小麦、花生高效栽培生产

实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滦县主要农作物农

事指导手册》就是滦县农牧局部分技术骨干编写的实践经

验总结性材料之一。 

《滦县主要农作物农事指导手册》主要围绕玉米、小

麦、花生三大主要农作物，以高效生产为核心，对生产不

同阶段、不同生长时期的技术要求、生育特点、针对性农

艺措施进行讲解，全书约 16 万字，共分三章。第一章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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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生产农事指导，包括播前准备、播种期、田间管理、

病虫害防治、玉米高产创建技术规范模式等五节。第二章

为冬小麦农事指导，包括播前准备、播种期、冬前生长发

育阶段、冬季生长发育阶段、返青期～拔节期、小麦中期

生长发育阶段、小麦后期生长发育阶段、冬小麦主要农业

气象灾害、小麦高产创建技术规范模式等九节。第三章为

花生农事指导，包括主推技术辑要、播种前准备（一）、

播种前准备（二）、播种期、种子萌发出苗期、幼苗期、

开花下针期、花生结荚期、花生饱果成熟期、收获期、花

生病虫害防治、花生高产创建技术规范模式等十二节。 

虽然《滦县主要农作物农事指导手册》是充分结合滦

县主要农作物生产实际的总结性材料，尽管各地区生产者

对玉米、小麦、花生三大农作物生产均有各自的特点，然

而其基本理念对不同的地区还适用，以“技能培养”为目

标，既有理论又有栽培技术，突出实用性、系统性、季节

性，可操作性，是《滦县主要农作物农事指导手册》的侧

重点。适合农民、基层干部阅读参考。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恳

请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2013.3 

            



 

 - 3 -

 
 

目    录 
 
 

 

第一章  玉米农事指导   ……………………………………1 

第一节  播前准备   ………………………………………1 

一、精细整地   ………………………………………… 1 

二、选择对路品种   …………………………………… 9 

三、种子安全巧贮藏   …………………………………10 

四、因地制宜选择高效种植模式   ……………………11 

第二节  播种期  …………………………………………18 

一、种子准备 ……………………………………………18 

二、创建高产土壤 ………………………………………19 

三、播种量 ………………………………………………19 

四、适期播种 ……………………………………………19 

五、合理密植 ……………………………………………21 

六、施用除草剂，杜绝杂草   …………………………22 

七、几点注意 ……………………………………………23 

第三节  田间管理…………………………………………24 

一、苗期管理（播种～出苗～三叶～拔节） …………24 



 

 - 4 -

二、穗期管理(拔节-抽雄 )……………………………28 

三、花粒期管理（抽雄开花～子粒形成（灌浆）～乳熟～

蜡熟～完熟）………………………………………32 

四、适期收获 ……………………………………………36 

五、玉米追肥浇水四大误区 ……………………………37 

    附表 1-1 玉米病虫害防治历 

         1-2 滦县春玉米高产创建技术规范模式图 

         1-3 滦县夏玉米高产创建技术规范模式图 

第二章   冬小麦农事指导 ……………………………… 39 

第一节   播前准备（9 月上中旬）……………………39 

一、选用优良品种，良种良法配套 ……………………39 

二、整地平衡施肥，造墒足墒下种 ……………………41 

三、加强农机具管理检修，充分发挥其应用 …………46 

第二节   播种期（9月 28 日至 10 月 8 日） ………46 

一、精选种子，做好发芽试验 …………………………46 

二、播前晒种，药剂拌种 ………………………………47 

三、适期适量 足墒播种…………………………………48 

四、种植方式 ……………………………………………53 

五、播后镇压 ……………………………………………53 

六、整修毛渠和做畦 ……………………………………54 

第三节   冬前生长发育阶段（10 月中旬至 11 月下

旬）……………………………………………………54 



 

 - 5 -

一、该阶段生长生育特点 ………………………………54 

二、冬前生长发育阶段主攻目标 ………………………55 

三、冬前生长发育历期：播种～出苗～三叶～分蘖～越

冬始…………………………………………………55 

四、冬前苗情判断技术 …………………………………63

第四节   冬季生长发育阶段（12 月上旬至翌年 3 

月初） ………………………………………………69 

一、冬季生长发育阶段的生育特点 ……………………69 

二、田间管理主攻目标 …………………………………69 

三、冬季阶段历期：越冬期 ……………………………42 

第五节   返青期～拔节期（3 月上中旬至 3 月下

旬）……………………………………………………73 

一、生育特点 ……………………………………………73 

二、主攻目标 ……………………………………………73 

三、对环境条件要求 ……………………………………74 

四、农艺措施 ……………………………………………74 

五、小麦越冬死苗田的管理 ……………………………77 

第六节  小麦中期生长发育阶段（起身～拨节～孕

穗～抽穗）……………………………………78 

一、中期生育特点 ………………………………………78 

二、中期主攻目标 ………………………………………79 

三、中期生长发育阶段历期（起身～拨节～孕穗～抽



 

 - 6 -

穗）………………………………………………………79 

第七节 小麦后期生长发育阶段（抽穗～开花～灌

浆～乳熟～成熟）…………………………………89 

一、后期阶段生长发育特点 ……………………………89 

二、主攻目标 ……………………………………………90 

三、后期生长发育阶段历期：抽穗～开花～灌浆～乳熟～

成熟……………………………………………………90 

第八节   冬小麦主要农业气象灾害 …………………99 

一、干旱 …………………………………………………99 

二、雨涝与湿害  ………………………………………101 

三、冻害 ……………………………………………… 103 

四、霜冻 ……………………………………………… 104 

五、干热风 …………………………………………… 106 

六、青枯 ……………………………………………… 107 

七、倒伏 ……………………………………………… 108 

八、小麦雹灾 ………………………………………… 110 

九、早衰 ……………………………………………… 111 

附表：小麦高产创建技术规范模式图  

第三章  花生农事指导 …………………………………… 113 

第一节  主推技术辑要  ………………………………113 

第二节  播种前准备（一）（10 月下旬至来年 3



 

 - 7 -

月）……………………………………………………117 

一、合理轮作，择好地块 ……………………………117 

二、精细整地深耕深翻…………………………………121 

三、精选优种妥善保管…………………………………124 

第三节   播种前准备（二）（4 月上中旬）…………138 

一、晒种脱壳分级………………………………………138 

二、选膜整地、配方施肥………………………………139 

三、排灌配套……………………………………………142 

第四节   播种期（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143 

一、拌种或包衣…………………………………………143 

二、适期播种……………………………………………147 

第五节  种子萌发出苗期（5 月上中旬）…………………151 

一、此期生育特点………………………………………151 

二、对环境条件的要求…………………………………151 

三、田间管理的主要任务………………………………151 

四、农作要点……………………………………………151 

第六节   幼苗期（5 月下旬至 6 月上中旬）………………153 

一、此期生育特点………………………………………153 

二、对环境条件要求……………………………………153 

三、田间管理的主要任务………………………………154 

四、农作要点……………………………………………154 

第七节   开花下针期（6 月中下旬至 7 月上旬）…………15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8 -

一、此期生育特点…………………………………………157 

二、对环境条件的要求……………………………………157 

三、田间管理的主要任务…………………………………158 

四、农作要点………………………………………………158 

第八节   花生结荚期（7 月中下旬）………………………162 

一、此期生育特点…………………………………………162 

二、荚果发育对环境条件的要求…………………………162 

三、田间管理的主要任务…………………………………164 

四、农作要点………………………………………………164 

第九节   花生饱果成熟期（8 月上旬至 9 月上中旬）……167 

一、生育特点………………………………………………167 

二、对环境条件的要求……………………………………168 

三、田间管理的主要任务…………………………………168 

四、在管理上应采取的措施………………………………168 

第十节   收获期（9 月上中旬） ……………………………170 

一、收获期判断……………………………………………170 

二、适时收获………………………………………………171 

三、注意事项………………………………………………171 

附表： 

1. 花生病虫害防治历  

    2.花生高产创建技术规范模式图 



 

 - 1 -

 

 
 

第一章 玉米农事指导 

 
 

第一节  播前准备 

一、精细整地 

（一）春玉米播种前精细整地   

春玉米播种前精细整地是为玉米播种和种子萌芽出苗创造适

宜的土壤环境，保证播种深浅一致，出苗整齐均匀。整地一定要

确保质量，使种子播在稳实而不下沉的土层中，切忌跑粗，一般

要求播种区内土壤地面平整，深度适宜，松碎适度，表土层上虚

下实，无重耕或漏耕。 

     1． 整地质量标准   

（1）深度适宜。在原有基础上逐年加深耕作层，一年加深一

点，不宜一下耕得太深，以免将大量的生土翻出。 

（2）松碎适度。耕地后必须把土壤耕透耙碎、土块碎散绵而

不细，无大土块，耕层无中层板结，保证没有明暗坷垃，达到地

平土碎、不漏耙、不拖堆。 

（3）地面平整。耕前粗平，耕后复平，不能有高包、洼坑脊

沟存在，使耕层深浅一致。 

（4）上虚下实。表土细碎，下无架空暗垡，耕层紧密适中不

能太松。如果土壤不实，就会造成播种深浅不一，容易跑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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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不齐，不利扎根。 

（5）既齐又净。地头、地角整齐，翻垡整齐严密，耕幅直。

无立垡，无坐垡，残留的秸秆及根茬要翻压干净，无“鸡窝”现

象和重耕或漏耕。             

2．整地质量检查 

（1）耕深。如翻耕深度、播前耙地开沟深度等，是耕作质量

的重要指标。与玉米出苗、根系发育等有密切关系，检查深度可

在作业过程中或在作业完成后，沿农田对角线进行逐点检查。 

（2）有无重耕或漏耕。重耕会造成地面不平，降低工效，增

加能耗；漏耕则会使玉米出苗不齐、生长不匀，增加田间管理的

难度。生产中如果出现大面积耕作深度不够和漏耕，则需返工。

有无重耕和漏耕由作业机工作幅宽与实际作业幅宽求得。 

（3）地面平整度。地面平整度是指地块内不能有高包、洼坑

脊沟存在，否则会引起农田内水分再分配，导致一块田地土壤肥

力和玉米生长状况出现显著差异。尤其对灌溉农田和盐碱土壤，

平整度更是重要的质量指标。 

  土地平整度检查，必须从犁地作业开始把关，如正确开犁、

耕深一致、没有重耕和漏耕等。辅助作业的平地效果只有在基本

作业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4）碎土程度。碎土程度要求土壤碎散到绵而不细。微细的

土粒将堵塞土壤孔隙，大土块会影响种子与土粒紧密接触吸收水

分，阻碍幼苗出土。理想的土壤团块大小应该是既没有比 0.5～1

毫米小得多的土块，也没有比 5～6 毫米大得多的土块。土壤碎散

程度，间接反映水分状况。在过湿或过干的情况下耕作是造成大

土块的原因，检查耕作后的碎土程度，通常是以每平方米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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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某一直径的土块数为指标。同时也要检查在耕层内纵向分布

的土块，这些土块的存在是造成缺苗、断垄的主要原因。 

（5）疏松度。 检查疏松度一是不能仅观察土表状态，要抓

住耕层有无中层板结，用土壤坚实度测定仪，检查全耕层中有无

板结层存在。破除中层板结的较好办法是播前全面深松耕以及玉

米播种后及时中耕松土。二是要注意播前耕层是否过于松软。播

种前耕层不能太松，太松不仅使种子与土粒接触不紧，而且使播

种深度不匀，幼苗不齐，甚至引起幼苗期根系接触不到土壤而受

旱。播前或播后镇压可调节过松现象，一般是播前松土深度不超

过播种深度为宜。 

（6）地头地边的耕作情况。机械化作业，因农具起落、机车

打弯，地边地头的耕作质量常被忽视，这些地方玉米生长较差，

单产较低。犁地、播种按起落线作业，并有精确的行走路线，才

能改善和提高地头地边的耕作质量和玉米生长状况。 

3．整地技术   

春玉米整地技术视前茬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按整地时间先后

分为春整地和秋整地，以秋整地为最好。因为春天动土整地不仅

土壤熟化时间短,且春季气温上升快,风多风大跑墒严重,影响播

种出苗。 

春整地主要用于前茬腾地晚，秋末冬初来不及进行深耕的地

块。春整地应在早春提前深耕。一般在春分以前，不晚于清明进

行，仍可获得较好的效果。春耕宜浅不宜深，耕后必须随耕随耙，

使土壤下部沉实，表土松细，防止跑墒。特别是春旱多风时，应

多次耙耢，使土壤上虚下实。播种前再镇压提墒或播种时结合坐

水进行，确保出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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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整地即是在秋季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灭茬，结合施用有机

肥进行深耕翻和耙耱耢，土壤封冻前结束。 

（1）秋整地的好处 

  ①翻转土层把失去养分的表土翻下去，使尚未被破坏的土壤

翻上来。同时还可以将杂草及作物根茬埋于地下，减轻次年杂草

为害。 

  ②改善土壤结构，可使土壤结构松碎，同时把有机肥料深埋

于土壤之中，经过发酵腐烂，促进微生物的活动，使耕地成为更

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团粒结构。 

  ③可以有效地增加土壤的通气和透水性能。 

  ④可以把病虫深埋于地下，窒息而死亡，病菌由于环境改变

而不能继续存活。同时还可以使地下害虫暴露于地表，或被冻死、

干死，或被鸟类啄食，从而减轻来年病虫的为害。 

  ⑤秋整地越冬可以有效地使翻上的部分生土冻融熟化，翻下

的土块风化和自然沉实，有利于接纳秋天和冬、初春的雨、雪水，

缓解春旱，增加抗旱能力，避免土壤水分损失。 

⑥春季升温较快，春播时间紧迫，秋整地为第二年春天争取

了农时，避免与播种争工争时。 

（2）秋整地的技术要求 

①时间宜早不宜迟。秋整地应在秋收后及早进行，这样才能

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土壤熟化，有利于土壤蓄存晚秋降水，建立土

壤耕层水库，实现秋墒春用。如果翻耕过晚，来不及耙，会造成

地表坷垃过多、过大，降低翻耕质量，不但对土壤熟化不利，而

且影响春播质量。 

②要注意土壤湿度。土壤含水量适宜，耕翻后土壤细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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墒好，并且耕翻地阻力小，工效高。如果土壤水分过大，耕翻后

易形成黏条，干后变成死坷垃，即使多次整地也难耙碎，不保墒。

土壤过干，耕翻地阻力大、工效低，耕作质量差。秋耕翻应优先

翻耕土质黏重的地块，以达到疏松土壤，加速土壤熟化的目的。

对于土壤质地轻的砂质土，可不翻或采取隔年翻耕，更有利蓄水

保墒，同时，又可节省机耕作业的投资。 

③防止跑水跑墒。冬前深耕翻后，应及时耙耢，防止跑墒。

且在开春解冻之后，都应及时耕耢保墒，以免水分散失，影响播

种。无水浇条件的旱地，春季要进行多次的耙耱整地，以便破碎

大的土垡块，疏松表土，平整地面，减少由于垡块造成的透风跑

墒和下层土壤水分的蒸发。秋季耕翻后，没有来得及耙耢耱的地

块，当土壤化冻层达到 10～15 厘米时，即可进行耙压整地，宜早

不宜晚。 

④秋翻要与秋灌相结合。有水源和灌溉条件的地块，秋季耕

翻后要及时整地作（畦）垄进行秋灌。因为只有冻前灌溉才能使

灌溉水顺利渗入土壤耕层，保蓄起来，实现春旱秋抗。同时，还

可推迟土壤结冻，有利于土壤微生物活动，促进土壤养分的转化，

提高土壤供肥能力。 

   ⑤掌握适宜耕翻深度。由于玉米 70%～90%的根系集中在 0～

35 厘米的土层内，一般秋冬耕具体深度以 25～35 厘米为宜。程

度还应根据气候、土质、施肥量、土层厚薄来决定，土层深厚、

基肥量多的可深耕 25～35 厘米，而土层薄、施肥量少的，耕作深

度只宜 15～25 厘米，以免生土上翻，打乱熟土层，黏性大的土壤

深耕可以改善底土水、气状况；沙土不宜深耕，以免破坏底墒造

成漏水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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