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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种子包衣技术应用及与配套栽培管理要点

王大伟
泌阳县农业农村局�河南�驻马店�463700

摘�要：小麦作为全球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生产的质量与产量直接影响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性。种子包衣

技术作为提升小麦种植效益的关键技术，通过在种子表面涂覆保护层，有效提高了种子的抗病虫害能力和生长环境适

应性，结合精细化的栽培管理措施可以显著增加小麦的产量和改善品质。本研究详细阐述了小麦种子包衣的方法、配

套的栽培技术以及病虫害管理策略，目的在于推动农业生产向绿色高效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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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全球食品需求的持续增长，小麦作为主

要的粮食来源之一，其产量和质量受到了广泛关注。种

子包衣技术，即在种子表面应用化学或生物制剂形成保

护层，已成为提高种子发芽率、抵抗病虫害并促进植株

健康生长的有效方法。此外，配套的栽培管理技术如适

宜的耕作、施肥、灌溉和病虫害控制策略，对于确保小

麦高效稳定生产同样至关重要。

1��小麦种子包衣技术概述

小麦种子包衣技术是一种在种子表面涂覆一层由化

学药剂、生物制剂或营养物质组成的薄膜，以保护种子

免受病虫害侵袭并提供生长所需营养的农业技术。种衣

剂通常包含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营养物

质等成分，其中杀虫剂和杀菌剂用于防治地下害虫和土

传病害，生长调节剂和营养物质则促进种子萌发和幼苗

生长。种子包衣技术通过在种子表面形成保护膜，降低

了种子在土壤中暴露于病原体和害虫的风险，同时提高

了种子的发芽率和初期生长速度。现代种子包衣技术已

从单一的化学包衣发展到多功能复合包衣，包括生物型

种衣剂和特异型种衣剂等。生物型种衣剂利用有益微生

物和天然提取物，不仅防治病虫害，还能改良土壤微环

境，增强作物抗逆性。特异型种衣剂则根据不同地域和

作物需求，设计具有特定功能的包衣剂如抗旱、抗寒种

衣剂等。种子包衣技术的成功应用还依赖于科学的包衣工

艺，包括种衣剂的均匀涂覆、包衣厚度的控制以及干燥固

化工艺等。包衣厚度过薄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过

厚则可能影响种子呼吸和发芽。包衣后的种子需要在适

宜的环境中干燥，以确保包衣膜的稳定性和有效性[1]。

2��种子包衣技术的实施步骤

2.1  选择合适的种衣剂
种衣剂的选择应基于当地的病虫害状况、土壤特

性、气候条件以及小麦品种的具体需求。市面上的种衣

剂主要分为单一型、复合型和生物型等类别，每种类型

的种衣剂都有其独特的功能和应用场景。

（1）单一型种衣剂通常含有一种活性成分，主要用
于防治特定类型的病虫害，如6%戊唑醇悬浮剂有效预防
小麦黑穗病。

（2）在病虫害复杂且多发的地区，复合型种衣剂更
为适用，如苯醚甲环唑与辛硫磷的复合种衣剂可以同时

防治多种病虫害，并增强植株抗逆性。

（3）生物型种衣剂则利用有益微生物和天然提取
物，具有环保、安全的优势，如含有巨大芽孢杆菌的种

衣剂能有效抑制土传病害并促进根系生长。在选择种衣剂

时还需考虑其药效持续时间和对环境的影响。试验数据显

示，采用苯醚甲环唑与辛硫磷复合种衣剂的小麦种子，其

病虫害发生率可降低70%以上，药效可持续30天以上[2]。

2.2  种衣剂的配制与使用
种衣剂的配制需严格按照生产厂家的说明书进行，

确保药剂的浓度和比例准确。通常，种衣剂的推荐使用

浓度为每100千克种子使用33克6%戊唑醇悬浮剂，配制时
需加入1.5升水，搅拌均匀后进行包衣。配制过程中，溶
剂的选择尤为重要，常用的溶剂包括水和适量的乳化剂，

以保证药剂能够均匀分布在种子表面。使用时将种子和种

衣剂溶液倒入拌种机内，开启拌种机进行均匀混合，确保

每一粒种子都能被种衣剂均匀包裹。拌种时间一般控制

在10至15分钟，以保证种衣剂的均匀附着和充分吸收。
完成包衣后种子需在阴凉、通风的环境中自然晾干，避

免阳光直射，以防药效降低。干燥时间一般为12至24小
时，具体时间需根据气温和湿度情况适当调整[3]。

2.3  种子处理与贮存
种子处理与贮存是确保小麦种子包衣效果的关键环

节，直接影响种子的发芽率和幼苗生长质量。在包衣处

理过程中，种子需要经过清选、包衣、干燥和贮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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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步骤，每一步都需严格控制技术参数以保证包衣效

果。清选是包衣前的准备工作，通过风筛或震动筛等设

备去除杂质和劣质种子，确保种子纯度不低于99.5%、净
度不低于98%、发芽率不低于85%、水分不高于13%。在
包衣过程中种子需与种衣剂按照推荐比例混合，常见的

药种比例为1∶50，例如每100千克种子需要2千克种衣剂
和适量的水溶液进行包衣。

贮存是包衣处理后的重要步骤，包衣后的种子应立

即进行密封包装，并储存在干燥、低温、避光的环境

中，理想贮存温度为10至15℃，相对湿度控制在60%以
下。为了保持种子的发芽能力和包衣效果，贮存期间应

定期检查种子含水量和包装密封性，防止受潮和霉变。

研究表明，在适宜的贮存条件下，包衣种子的发芽率可

维持在85%以上，药效持续时间可达6个月以上。
3��配套栽培管理技术

3.1  土地准备与选地
小麦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强，但为了获得最佳产量，

需选择肥沃、疏松、透气性好的壤土或砂壤土，且土壤

有机质含量应达到2%以上，pH值保持在6.0至7.5之间。
土地应具备良好的排水和灌溉条件，避免盐碱地和易涝

地，以减少病虫害发生和生长障碍。耕地前进行深耕处

理，深度一般为20至25厘米，以打破犁底层改善土壤结
构，提高土壤的通透性和保水保肥能力。深耕后进行平

整作业确保地表平整，避免低洼积水。在种植前还需施

足基肥，每公顷施用腐熟有机肥30至45吨，并根据土壤
养分情况适量补充氮磷钾复合肥，每公顷施用纯氮150
至180公斤、五氧化二磷90至120公斤、氧化钾60至90公
斤。施肥后进行旋耕混匀，使肥料均匀分布于土壤中，

促进小麦根系吸收。耕地过程中需清除石块、杂草和作

物残留物减少病虫源，确保田间环境清洁。

3.2  播种与施肥
播种时间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和小麦品种特性进行

选择，通常秋播的适宜时间为10月上旬至中旬，此时气
温稳定在15至20℃有利于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播种
量应根据土壤肥力和目标产量进行调整，一般每公顷播

种量为150至200公斤，以保证基本苗数达到270至300万
株。播种深度应控制在3至5厘米，过深或过浅都会影响
出苗率和幼苗生长。采用机械化播种可以提高播种的均

匀性和效率，推荐使用宽幅精量播种机以确保种子均匀

分布，深浅一致。

施肥方面底肥是关键，应在整地时施足基肥以满足

小麦生长初期对养分的需求。每公顷施用腐熟有机肥30
至45吨，配合适量氮磷钾复合肥，其中纯氮150至180公

斤、五氧化二磷90至120公斤、氧化钾60至90公斤。基肥
施用后应进行旋耕混匀，使肥料充分融合于土壤中，提

高养分利用率。在小麦生长过程中，还需根据苗情和土

壤养分状况进行追肥，分蘖期和拔节期是追肥的关键时

期。分蘖期每公顷追施尿素75至90公斤以促进分蘖和根
系发育；拔节期每公顷追施尿素90至120公斤，配合适
量磷钾肥，以增强茎秆强度和抗倒伏能力。叶面喷施是

有效的补充手段，在小麦抽穗期和灌浆期，每公顷喷施

0.2%磷酸二氢钾溶液两次可提高粒重和产量[4]。

3.3  灌溉与田间管理
在小麦不同生长阶段，对水分的需求各不相同。返

青期和拔节期是小麦需水的关键时期，返青期需要及时

灌溉以促进分蘖和返青，每公顷需水量为450至600立方
米。拔节期则是小麦茎叶快速生长期，需水量较大，每

公顷需水量为600至750立方米，确保土壤湿润，有利于
小麦生长。灌溉方法应选择高效节水的技术如滴灌和喷

灌，能够精准控制水量提高水分利用率，同时避免土壤

板结和水资源浪费。灌溉时间宜选择在早晨或傍晚，以

减少蒸发损失，提高灌溉效率。

在田间管理方面，除草是重要措施之一，杂草不仅

与小麦争夺养分，还会影响田间通风透光，增加病虫害

风险。化学除草剂的使用需科学合理，选用高效、低毒

的除草剂如2,4-D丁酯乳油，在小麦三叶期至拔节前，每
公顷使用量为0.75至1.0升进行喷雾处理。中耕松土是提
高土壤通透性和促进根系生长的有效手段，拔节前进行1
至2次浅中耕，深度控制在5至10厘米以破除土壤板结改
善土壤结构。

4��病虫害防治与产量提高策略

4.1  病虫害的识别和防治
常见的小麦病虫害包括纹枯病、白粉病、锈病和蚜

虫等，需进行准确识别和科学防治。

（1）纹枯病通常在小麦拔节期至灌浆期发生，症状
表现为基部叶鞘出现水渍状斑点，逐渐扩展成黄褐色病

斑。防治方法包括合理轮作、清洁田园、选用抗病品种

和药剂防治，推荐使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每公顷用
量为1至1.5千克，对水均匀喷雾。
（2）白粉病主要危害叶片，导致叶片表面形成白色

粉状霉层，影响光合作用。防治措施包括增施磷钾肥提

高抗病性、合理密植和药剂防治，可选用25%三唑酮乳
油，每公顷用量为0.5至0.75升。
（3）锈病包括条锈病、叶锈病和秆锈病，发病初期

叶片上出现黄色或橙黄色条状、点状斑点，严重时全株

受害。防治方法有选用抗锈病品种、合理轮作和药剂防



2024� 第3卷�第4期·农业科技与发展

84

治，常用的药剂有20%三唑酮乳油，每公顷用量为1升，
对水喷雾。

（4）蚜虫危害小麦植株的嫩叶和穗部，吸食植物汁
液，影响植株正常生长。防治措施包括田间清洁、种植

防虫作物和药剂防治，推荐使用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每公顷用量为0.2至0.3千克。

4.2  促进健康生长的管理措施
促进小麦健康生长的管理措施包括合理密植、科学

施肥和适时灌溉等。

（1）合理密植是保障小麦充分利用光、热、水、肥
等资源的重要措施，应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肥力确定适

宜的种植密度。一般情况下，每公顷播种量控制在150至
200公斤，基本苗数达到270至300万株，有助于提高通风
透光性，减少病虫害发生。

（2）科学施肥是提高小麦产量和品质的关键，应根
据土壤肥力和小麦生长需求制定施肥方案。底肥以腐熟

有机肥为主，每公顷施用30至45吨，配合氮磷钾复合
肥，纯氮150至180公斤、五氧化二磷90至120公斤、氧化
钾60至90公斤。生长期内根据苗情适时追肥，分蘖期追
施尿素75至90公斤/公顷，拔节期追施尿素90至120公斤/
公顷，结合磷钾肥使用促进根系发育和茎秆生长。

（3）适时灌溉是保证小麦正常生长的重要环节，灌
溉时间和次数应根据小麦生长阶段和土壤水分情况进行

调整。返青期和拔节期是需水关键期，需及时补充水

分，每次灌水量为450至600立方米/公顷。其他时期根据
降水情况灵活灌溉，确保土壤湿润而不积水[5]。

4.3  收获后的处理与贮存
小麦在蜡熟末期至完熟期进行收获，此时籽粒含水

量为18%至20%，具有最佳的收获时机能够确保籽粒饱
满、质地坚硬。收获时应使用高效的机械设备如联合收

割机，调整好机器的割台高度和脱粒间隙，以减少籽粒

损失和破损率。收获后的小麦需立即进行晾晒，确保籽

粒水分降至安全储存水分13%以下，晾晒场地应选择干

燥、通风良好的地方，并使用防潮垫或塑料布铺设，避

免籽粒直接接触地面。晾晒过程中需及时翻动以加快水

分蒸发，均匀干燥。为提高晾晒效率可采用机械干燥设

备，通过控制温度和风量实现快速降水。在晾晒和干燥

过程中应严格控制温度避免籽粒受热损伤，通常控制在

40℃以下。干燥后的籽粒应进行清选，利用风选、筛
选等设备去除杂质、瘪粒和病虫害粒，提高籽粒净度和

品质。贮存前仓库需进行全面清理和消毒，确保无虫

害、无霉变，仓库环境应干燥、通风，温度控制在10至
15℃，相对湿度不超过60%。贮存过程中采用密闭储存和
定期通风相结合的方法，防止虫害、霉菌和湿气侵袭。

可在仓库内放置防虫药剂或使用气调储存技术，通过控

制仓内气体成分抑制虫害和霉菌生长。

结论

小麦种子包衣技术与配套栽培管理技术的综合应用

在提升小麦产量和品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科学

选择种衣剂、合理配制与使用、精细处理与贮存，能够

有效防治病虫害，促进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配套的土

地准备、播种、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措施，则为小麦

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保障了高产稳产。科学合理的

收获后处理与贮存方法，进一步确保了小麦的品质和市

场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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