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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化背景下小麦栽培促高产的技术应用

潘军计
鱼台县王庙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山东 济宁 272342

摘� 要：农业信息化是小麦栽培促高产的关键，通过应用信息技术可以有效提高小麦产量和质量。例如，通过精

准施肥技术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环境污染；利用智能农机进行耕作、植保和收割，可以提高作业效率和质量；采

用卫星遥感技术对小麦生长情况进行监测，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解决。总之，在农业信息化背景下，小麦栽培促

高产需要依靠各种先进的信息技术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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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农业信息化的发展，小麦栽培促高产的技术应

用成为了研究热点。小麦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其产量的提高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然

而，小麦生产过程中面临着多种问题，如病虫害、干旱

等，这些问题对小麦的产量和质量造成了不利影响。因

此，在农业信息化背景下，探究小麦栽培促高产的技术

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农业信息化背景下小麦栽培促高产的技术应用概述

农业信息化是指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农产品质量的过程。小麦栽培促

高产的技术应用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通过科学合理的

栽培技术，促进小麦产量的提高。在农业信息化背景下，

小麦栽培促高产的技术应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  精准种植技术：利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等
技术手段，实现小麦种植的精准化。

1.2  智能农机化技术：利用智能化农机设备，提高小
麦生产的自动化程度。

1.3  信息化管理技术：利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对小麦
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1.4  生态农业技术：利用生态农业技术，提高小麦种
植的可持续性[1]。

2 小麦栽培促高产技术

2.1  选种
选种是小麦栽培的重要环节，选种时应选择适合当

地气候和土壤条件、抗病、抗逆、高产的小麦品种。选

购小麦种子时，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以保证

种子质量和纯度。此外，购买小麦种子时，最好选择颗

粒饱满、色泽均匀、无病虫害的种子。在小麦栽培过程

中，播种前应对种子进行处理，如晾晒、消毒、拌种

等，以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和抗病能力。播种时，要注意

控制播种深度和密度，保证种子能够正常生长。

2.2  土壤准备
小麦对土壤的要求较高，因此土壤准备是小麦栽培

的重要环节之一。在选择种植小麦的土地时，应选择土

壤肥沃、排水良好、有机质丰富的地块。在种植前，

要对土壤进行深耕细耙，使土地平整，有利于小麦的生

长。同时，要进行土壤测试，了解土壤的养分状况，并

根据测试结果进行土壤改良，添加必要的肥料和营养

素，以保证小麦获得足够的养分。此外，小麦种植期间

要注意保持土壤湿润，避免过度灌溉和土壤板结，以促

进小麦根系的生长和发育[2]。

2.3  播种
小麦栽培的关键环节是播种，播种时间和密度对小

麦的生长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说，适宜的播种

时间应选择在当地表温度稳定在10℃以上时进行播种。
同时，要考虑降雨情况，避免在降雨前播种，以免造成

麦苗淤积。播种密度应根据小麦品种特性和土壤肥力来

确定。过密或过稀都会影响小麦的生长和发展。一般每

亩播种量为10公斤左右，具体播种量应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调整。在播种时，要控制播种深度，一般为3-5厘米，
过深或过浅都会影响小麦的出苗和生长。同时，要保证

播种均匀，避免出现断条现象。

2.4  施肥
小麦栽培中，施肥是小麦获得高产和优质的重要措

施之一。施肥的目的是提供小麦所需的养分，促进其生

长发育，提高产量和品质。施肥量和种类应根据土壤肥

力和小麦生长情况来确定。在贫瘠的土壤上，需要施用

更多的肥料，以满足小麦的营养需求。一般来说，每亩

施用10公斤左右的氮、磷、钾复合肥即可。同时，根据
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施肥量和种类也应进行调整。在

施肥过程中，应注意选择适当的施肥时间和方法。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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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应在小麦分蘖期和拔节期进行施肥，以促进其分

蘖和增加穗数[3]。施肥方法可以采用撒施或沟施，沟施时

应控制好深度和距离，避免损伤小麦根部。

2.5  灌溉
小麦生长需要充足的水分，合理的灌溉对于小麦的

生长和发展至关重要。在确定灌溉频率和量时，应考虑

天气情况和土壤墒情。在干旱时期，应增加灌溉频率，

保证小麦的水分需求得到满足。同时，应避免过度灌

溉，以免影响小麦的生长和发育。灌溉方式也可影响小

麦的生长和发展。喷灌和滴灌技术能够更精确地控制灌

溉水量和分布，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同时也能减少土壤

盐分和土壤结构的破坏。因此，在选择灌溉方式时，应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2.6  病虫害防治
小麦病虫害的防治应采取“预防为主，治疗为辅”

的措施。在种植前，应对种子进行消毒处理，以减少病

虫害的传播。同时，应加强田间管理，保持土壤肥沃，

及时发现和处理病虫害问题。对于已经发生的病虫害，

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控制和治疗。常用的防治方法包括

农药喷洒、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同时，应合理使用

农药，避免过量使用和滥用，以免对环境和作物造成不

良影响[4]。

2.7  收获
小麦栽培的最后环节是收获。收获时间应选择在小

麦成熟后及时进行收割，以避免过度成熟导致麦粒脱落

和减产。在收割过程中，应采用合适的收割机械，并

注意机械的调整和保养，以减少麦粒损失和浪费。收割

后，应及时晾晒小麦，使其干燥，以避免发霉和变质。

晾晒时应选择晴朗干燥的天气，晾晒场地应干净平整，

避免尘土飞扬和污染。同时，为了提高小麦的品质和销

售价格，应注意收割和晾晒过程中的卫生问题，避免杂

质和污染物的混入。

3 农业信息化背景下小麦栽培促高产技术应用的迫

切性

3.1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传统的小麦栽培方式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而且效率低下。而通过信息技术在小麦栽培中的应用，

可以实现自动化、精准化和可视化控制，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例如，利用精准种植技术可以对小麦进行精量播

种、精准施肥和精准喷药，减少人工成本和浪费。利用

智能化农机设备可以实现自动化操作，减少人工操作的

时间和劳动力成本。因此，推广和应用小麦栽培促高产

技术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必要手段[5]。

3.2  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而传统的小麦栽培方式往往存在很多质

量安全隐患，例如农药残留、化肥过量等问题。通过信

息技术在小麦栽培中的应用，可以实现差异化和定制化

种植管理，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提高农产品质量

安全。例如，利用精准农业技术可以对小麦进行差异化

种植管理，根据不同区域和地块的情况制定不同的管理

方案，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同时，利用信息技术

还可以实现对小麦生长过程中的实时监测和记录，确保

每一个环节都符合质量安全标准。因此，推广和应用小

麦栽培促高产技术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必要手段。

3.3  增强农业竞争力
在现代农业竞争中，质量和效率是关键。通过信息

技术在小麦栽培中的应用，可以实现差异化种植管理和

精准控制，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增强农业竞争

力。例如，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小麦的生

长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预测产量和品质，为种植

管理提供科学的指导和支持。同时，利用智能化农机设

备和物联网技术可以实现自动化操作，减少人工成本和

劳动力成本，提高生产效率[1]。因此，推广和应用小麦栽

培促高产技术是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3.4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小麦栽培促高产技术应用的终极

目标。通过信息技术在小麦栽培中的应用，可以实现资

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例如，利用

智能化水肥系统可以实现精准施肥和水分的控制，减少

化肥的使用量和浪费，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利用生态农

业技术可以实现绿色种植和生态循环，提高土壤肥力和

生态环境的质量。因此，推广和应用小麦栽培促高产技

术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4 农业信息化背景下小麦栽培促高产的技术应用实践

4.1  精准种植技术实践
在小麦种植过程中，遥感技术可以帮助精准确定种植

面积和种植密度。通过遥感技术获取小麦种植区域的光谱

信息，可以实现对小麦生长状况的监测，从而为精准种植

提供数据支持。同时，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帮助制定小麦种

植的精准规划，优化种植布局，提高小麦产量。

4.2  智能农机化技术实践
在小麦生产过程中，智能化农机设备可以提高生产

的自动化程度。例如，智能化播种机可以根据设定的播

种密度和深度进行播种，同时实现对播种过程的实时监

测和控制[2]。智能化农药喷洒机可以根据田间的病虫害情



2023� 第2卷�第2期·农业科技与发展

112

况和气象数据进行精准喷洒，减少农药的浪费和环境污

染。智能化收割机可以根据作物的成熟度和含水量进行

精准收割，提高收获效率和质量。

4.3  信息化管理技术实践
在小麦生产过程中，信息化管理技术可以帮助实现对

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例如，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对水肥

资源的精准管理，根据土壤墒情和作物需求进行精准灌溉

和施肥。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对气象灾害的预警，提

前采取措施减轻灾害损失。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病虫

害的精准预测和防治，减少病虫害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4.4  生态农业技术实践
在小麦种植过程中，生态农业技术可以提高种植的

可持续性。例如，利用生物农药和生物肥料替代化学农

药和化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利用生物多样性原理，

采用间作、轮作等种植方式，提高田地的生产力。利用

生态补偿原理，采用绿肥、有机肥等措施，改善土壤质

量，提高小麦产量和品质[3]。

5 小麦栽培促高产的技术应用在未来的发展

5.1  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
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不断发展，它在水稻种植中的

应用前景广阔。例如，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培育出抗

病、抗逆、优质、高产的小麦品种，提高小麦的产量和

品质。同时，基因编辑技术还可以为小麦育种提供新的

手段和方法，加速育种进程。

5.2  无人机技术的应用
无人机技术可以在小麦种植中实现精准施肥、喷药

和监测生长状况等任务。例如，利用无人机技术可以对

小麦进行精准喷洒，减少农药的浪费和环境污染。同

时，无人机技术还可以实现对小麦的遥感监测，获取小

麦的生长状态和病虫害信息，提高监测效率和准确性。

5.3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区块链技术可以为小麦种植的追溯和管理提供新的

手段和方法。例如，利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对小麦种植的

全过程进行记录和追溯，实现小麦质量安全的可追溯

性。同时，区块链技术还可以为小麦的交易和价值交换

提供支持，推动小麦产业的发展和升级[4]。

5.4  智能农场的建设
智能农场是小麦种植现代化的重要发展方向。通过

智能化农机设备、物联网技术、传感器技术等手段，可

以实现小麦种植的自动化、精准化和可视化控制。同

时，智能农场还可以实现对小麦生长环境和生长过程的

优化和控制，提高小麦的产量和品质。

5.5  精准农业的应用

精准农业是小麦种植现代化的重要方向之一。通过

精准农业技术，可以实现小麦种植的差异化、定制化和

智能化。例如，利用精准农业技术可以对不同区域、不

同地块的小麦进行差异化种植和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制

定个性化的管理方案，提高小麦的产量和品质。

5.6  3D打印技术的应用
3D打印技术可以用于小麦种子的打印，实现精准播

种。例如，利用3D打印技术可以将小麦种子按照一定的
密度和形状进行排列，实现精量播种，提高种植效率和

准确性。同时，3D打印技术还可以为小麦育种提供新的
手段和方法，加速育种进程[5]。

5.7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
虚拟现实技术可以用于小麦种植的模拟和实验。例

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模拟小麦生长的环境和条

件，开展各种实验和研究，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同

时，虚拟现实技术还可以用于小麦种植的展示和宣传，

提高公众对小麦种植的认识和理解。

5.8  智能化水肥系统的应用
智能化水肥系统可以实现水肥的精准管理和控制。例

如，利用智能化水肥系统可以实现对不同区域、不同地块

的小麦进行差异化灌溉和施肥，根据不同情况制定个性化

的管理方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益。

结语

在农业信息化背景下，小麦栽培促高产的技术应用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通过精准种植技术、智能农机化

技术、信息化管理技术和生态农业技术的综合应用，可

以实现小麦种植的优质、高产、高效和可持续。这对于

提高我国小麦生产的整体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

重要的推动作用。未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

新，相信小麦栽培促高产的技术应用将会取得更加显著

的成果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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