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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高产栽培技术及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研究

祁小军
宁夏红寺堡区柳泉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Ǔ宁夏Ǔ吴忠Ǔ751999

摘Ȟ要：本文围绕北方农作物展开研究，内容涵盖影响农作物产量的因素、高产栽培技术和农业技术推广应用。

影响产量因素包括遗传因素（数量性状、质量性状）、地理条件（气温、光照、降水、地形、土壤）、播种技术（选

种、浸种、催芽）和施肥技术（作物需肥规律、土壤养分供应、肥料特性）等。高产栽培技术涉及选种、土壤改良、

灌溉和病虫害防治技术。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包括推广体系建设（政府推广机构、企业与社会组织）、推广方式（培训

与教育、示范田建设）、制约因素（农民观念素质、资金投入）及解决措施，为北方农作物高产和技术推广提供全面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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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北方农业生产中，农作物产量和质量至关

重要。然而，其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农作物

自身遗传特性、种植区域地理条件、播种与施肥等技术

环节。高产栽培技术对于提高农作物产量意义重大，而

这些技术能否有效推广应用对农业发展意义重大。面对

北方特殊的气候、土壤等环境条件，深入研究农作物高

产栽培技术及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十分重要。

1��影响北方农作物产量的因素

1.1  农作物的遗传因素
1.1.1  数量性状
对于北方农作物来说，如株高、叶面积、干物质积

累等数量性状对产量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以小麦为

例，适当的株高可以保证植株的稳定性，避免倒伏，合

理的叶面积能充分进行光合作用。如果株高过高，在北

方多风的气候条件下容易倒伏，导致产量下降；而叶面

积过小，则无法充分利用光照资源，影响光合作用产物

的积累。这些数量性状主要由基因控制，在品种选育过

程中，要筛选出具有优良数量性状组合的品种。

1.1.2  质量性状
北方农作物的质量性状，如千粒重、籽粒大小、籽

粒形状等也与产量相关。比如玉米，大粒且饱满的籽粒

通常意味着更高的产量潜力。质量性状虽然也受基因控

制，但环境因素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北方的干旱和

半干旱地区，特别是宁夏中部干旱带区，恶劣的环境可

能会影响籽粒的发育，如果品种本身就具有很好的抗逆

性及相关的质量性状，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产量。

1.2  农作物种植区域的地理条件
气温条件，气温是北方农作物生长中的关键点。北

方大部分地区冬季寒冷漫长，这种气候特点使得作物生

长季较短。以春小麦为例，它通常在春季气温开始回升

后播种，在生长过程中需要一定的积温来保障正常生长

和成熟。光照时间同样是影响作物产量的关键因素。北

方的向日葵是典型的喜光作物，充足的阳光能极大地促

进其光合作用。在阳光的滋养下，向日葵花盘会更大，

籽粒也更加饱满，从而实现更高的产量。降水作为重要

的气候因子也不能忽视。北方部分地区降水稀少，干旱

成为制约农作物产量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种植

耐旱作物或者运用节水灌溉技术就成为保障产量的关键

举措。例如在北方地区，种植马铃薯、糜子、谷子等耐

旱的小杂粮就是很好的选择。马铃薯对干旱环境有一定

的耐受性，其地下块茎储存了大量的水分和养分，能够

在相对缺水的条件下生长。糜子和谷子作为传统的耐旱

作物，根系发达，能深入土壤汲取水分，在干旱的北方

环境中也能维持一定的产量。此外，胡麻等油料作物也

适应北方的干旱气候。胡麻的叶片具有特殊的结构，能

够减少水分蒸发，在降水较少的地区依然可以良好生

长，为当地提供重要的油料资源[1]。地形也是影响北方农

作物种植的重要因素，北方地形复杂多样，不同地形适

合不同农作物的种植。在平原地区，土地平坦、土壤肥

沃，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大规模机械化种植提供了便

利，是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的重要产区。

1.3  播种技术
（1）在北方，选种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要选择

适应本地气候、土壤等环境条件的品种。如在北方寒冷

地区，要选择耐寒性强的小麦品种。而且，要考虑品种

的抗病虫害能力。比如，一些抗锈病的小麦品种能够在

锈病高发地区减少病害损失，保证产量。还要关注作物

品种的丰产性，选择产量潜力比较高的品种。（2）浸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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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高种子发芽率的重要一环。对于北方农作物种子，

浸种时间需要根据种子的种类和当地的气候条件来确

定。比如玉米种子浸种时，如果浸种时间过长，在北方

干燥的气候下容易导致种子腐烂；如果浸种时间过短，

种子不能充分吸足水分，影响发芽率。所以，玉米种子

浸种时间要控制在6-8小时为宜，这样可以保证种子在播
种后能够快速发芽。（3）在催芽过程中，要提供适宜
的温度、湿度和光照条件。以小麦种子为例，催芽时温

度一般控制在15-20℃，湿度保持在60%-70%左右。在北
方，由于昼夜温差较大，可以利用这一特点进行变温催

芽，提高种子的活力。同时要避免强光直射，防止种子

受到伤害。

1.4  施肥技术
（1）作物需肥规律，不同的北方农作物对肥料的需

求有不同的规律。比如，玉米是需肥量较大的作物，在

生长过程中对氮、磷、钾的需求量都比较高。在苗期，

对磷肥的需求相对较大，磷肥能够促进根系发育；在拔

节期到抽穗期，对氮肥的需求急剧增加，氮肥能够促进

植株的茎叶生长；在灌浆期，对钾肥的需求较高，钾肥

有助于提高籽粒的饱满度。而大豆则有固氮能力，在施

肥时要根据其固氮能力调整氮肥的施用量，增加磷、钾

肥的施用比例。（2）土壤养分供应能力，北方的土壤养
分含量因土壤类型而异。在北方土壤肥力较高的地区，

但随着长期的耕种，也可能出现某些养分的缺乏。经过

多年玉米的连续种植，可能会出现钾元素的亏缺，就需

要及时补充钾肥。而在土壤肥料贫瘠地区，土壤本身养

分含量相对较低，需要增加有机肥和化肥的施用量来提

高土壤肥力。在施肥前，需要对土壤检测来准确了解土

壤的养分供应能力，以方便制定合理的施肥方案。（3）
肥料特性，不同的肥料有不同的特性。就如氮肥中的尿

素，含氮量高，但在土壤中需要经过转化才能被植物吸

收，在北方较冷的气候条件下，转化速度可能会受到影

响。磷肥中的过磷酸钙，容易被土壤固定，所以在施肥

时要注意施肥方法，如果采用集中施肥的方法，就会减

少与土壤的接触面积，提高了磷肥的利用率。钾肥中的

氯化钾，在一些对氯敏感的作物上要谨慎使用，而硫酸

钾的适用范围就比较广。

2��北方农作物高产栽培技术

2.1  选种技术
（1）品种筛选：针对北方的环境特点，筛选出适应

低温、干旱、风沙等条件的农作物品种。比如在北方沙

化严重的地区，可以选择耐旱、抗风沙的作物品种进行

种植。如小麦，要选择冬性强、抗寒性好的品种。冬小

麦品种中的强筋小麦品种，既适应北方的冬季气候，又

能满足市场对高品质小麦的要求。（2）品种改良：经过
杂交育种、诱变育种等手段对现有的北方农作物品种进

行改良。利用杂交育种技术将具有高产性状的玉米品种

与具有抗病虫害性状的玉米品种进行杂交，培育出既高

产又抗病虫害的新品种。在诱变育种方面，可以利用辐

射等方法对大豆品种进行诱变，筛选出适应北方不同土

壤类型和气候条件的新品种，提高大豆的产量和品质[2]。

2.2  土壤改良技术
（1）增施有机肥：在北方的农业生产中，增施有机

肥是改善土壤结构和提高土壤肥力的重要措施。将农家

肥如牲畜粪便、堆肥等施入土壤中，可以增加土壤中的

有机质含量。对于黄土地区，增施有机肥能够增强土壤

的保水保肥能力。（2）土壤酸碱度调节：北方部分地区
的土壤存在酸碱度不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情况。比如一些

盐碱地的土壤pH值过高，不利于大多数农作物的生长。
对于这类土壤，可以采用施用酸性肥料如硫酸铵等降低

土壤pH值，或者采用灌排结合的方法，冲洗土壤中的盐
分，改善土壤的酸碱度，使其适合农作物生长。

2.3  灌溉技术
（1）节水灌溉：滴灌技术在农业作物种植中优势显

著。在北方的农田里，滴灌系统依据农作物的种植间距

和根系分布情况进行布局，每一株农作物都能接收到适

量且直达根部的水分，极大地提高了水分利用率。而

且，这种灌溉方式使得只有农作物根部周围有水分，减

少了周边杂草对水分的争夺，为农作物创造了更有利的

生长环境。喷灌技术也是有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喷头把

水均匀洒在农作物上方，类似自然降雨。它适用于北方

大面积的平坦粮田，喷头可固定或移动。灌溉时，水均

匀覆盖农作物和土壤表面，既能满足农作物对水分的需

求，又可避免局部积水或过量灌溉导致的水资源浪费。

（2）灌溉时机和水量控制：北方不同农作物在各生长
阶段对水分需求各异，精准把控灌溉时机和水量对农作

物生长与产量至关重要。以玉米为例，苗期植株小、根

系未完全发育，需水量少，适当干旱利于根系扎根。拔

节到抽穗期，植株生长快、叶片面积增大、光合作用增

强，需大量水分，要保证充足供应。灌浆期适量浇水，

可维持叶片功能，保证光合作用，使籽粒饱满。小麦播

种至越冬保持一定墒情即可，适当墒情利于麦苗安全越

冬。返青期视土壤湿度适量浇水促麦苗返青。孕穗期和

抽穗期需水大，充足灌溉可保麦穗正常发育。灌浆期需

密切关注墒情，适时适量浇水，防叶片早衰，确保籽粒

充实。北方种植的马铃薯，块茎形成期和膨大期是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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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期，缺水会影响块茎数量和大小。但在生长初期和

成熟期不宜水分过多，否则易烂种或影响品质。

2.4  病虫害防治技术
（1）农业防治：农业防治是病虫害防治的基础。在

北方农业生产中，可以通过合理轮作来减少病虫害的发

生。比如，小麦和玉米轮作，能够改变病虫害的生存环

境，减少小麦锈病和玉米螟等病虫害的发生。清洁田园

也是农业防治的重要措施，及时清除田间的病残体，减

少病菌和害虫的滋生场所。（2）生物防治：生物防治是
一种环保的病虫害防治方法。在北方，利用天敌昆虫来

防治害虫是常见的生物防治手段。比如，释放赤眼蜂来

防治玉米螟，赤眼蜂可以将卵产在玉米螟的卵内，从而

抑制玉米螟的繁殖。再利用微生物农药如苏云金杆菌来

防治害虫，也能取得较好的效果。（3）化学防治：化学
防治在病虫害严重时是必要的手段。但在北方，要注意

选择合适的农药和施药时间。

3��农业技术推广应用

3.1  推广体系建设
（1）政府主导的推广机构：政府要加强农业技术推

广机构的建设，在北方各地区设立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

站。这些推广站要配备专业的技术人员，他们要熟悉本

地的农业生产情况，能够为农民提供实用的农业技术指

导。就比如，县级农业技术推广站可以定期组织技术人

员到农村进行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将最新的农作物高

产栽培技术传授给农民。（2）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鼓
励农业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企业可

以通过推广自己研发的优质种子、肥料、农药等产品，

同时传授相关的使用技术[3]。比如一些大型的种子企业在

推广新品种种子时，会向农民详细介绍种子的特性、种

植方法和注意事项。社会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可以

在成员之间进行技术交流和推广，提高整个合作社成员

的农业技术水平。

3.2  推广方式

（1）培训与教育：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业技术培训和
教育活动。在北方，可以利用农闲时间组织农民参加技

术培训班，邀请农业专家进行授课。培训内容可以包括

农作物高产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农业机械操作

技术等。还可以建立农业技术远程教育平台，让农民可

以随时随地学习农业技术知识。（2）示范田建设：在北
方各地建立农作物高产栽培技术示范田。示范田要选择

具有代表性的地块，采用先进的栽培技术进行种植。

3.3  推广的制约因素及解决措施
（1）农民观念和素质：在北方，部分农民受传统观

念的影响，对新的农业技术持保守态度。而且，农民的

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对一些复杂的农业技术理解和接受

能力有限。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通

过各种媒体渠道宣传新技术的优势和效益；另一方面要

简化技术操作流程，使其更容易被农民掌握。（2）资金
投入：农业技术推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用于技术研

发、人员培训、示范田建设等。

结束语：北方农作物高产栽培技术和农业技术推广

应用是提升北方农业生产的关键。通过深入了解影响农

作物产量的各类因素，实施科学的高产栽培技术，包括

选种、土壤改良、灌溉和病虫害防治等措施，可有效提

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建设完善

的推广体系，运用多样的推广方式，克服农民观念素质

和资金投入等制约因素，能保障先进技术更好地服务于

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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