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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小麦种植技术及其田间管理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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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农作物产量始终是一项主要的生产组成部门，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石，而小麦成为我国农作物产

量的一项重点经济作物，栽培范围广泛。在我国农作物产量始终是一项主要的生产组成部门，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

石，而小麦成为我国农作物产量的一项重点经济作物，栽培范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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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我国农业种植历史源远流长，小麦的稳定高

产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在杂交水稻思路引领

下，高科技日益融合到作物种植中，我国科研技术人员

一直在不断探索改良小麦种植技术，绿色小麦种植便是

其中改革创新之一，实质是绿色栽培技术下的新型小

麦。田间管理的优劣与小麦产量和质量显著相关，因而

种植技术人员需要深入落实有效的田间管理策略，经验

总结加大推广力度。

为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同时降低人们生活水

平和发展过程对大自然的环境影响，在实施农业生产的

过程中也开始逐渐地把绿色种养技术运用其中。现如

今，绿色小麦栽培技术已初步发展完全，并且已经开始

向农民普及。通过进一步普及这一栽培技术，一方面可

以增加小麦栽培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使得农民的小麦生

产质量和效益都得到了很大范围的提高，从而充分调动

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且绿色栽培方式也是一个纯天

然、无公害的农业生产方式，能够给小麦的成长营造一

种健康的生长环境，从而使得小麦品质越来越适应了现

如今人类社会对绿色食品的全方面需求。在科技日益发

达和不断创新的当下，现代农业发展中一些新科技获得

了更加广泛的运用，在给农民提供更高效益的基础上，也

为农民提出了合理栽培的理念，可以增加小麦的总体生产

能力，使地区粮仓内谷物的库存量能够获得充分保证[1]。

提升小麦的产量

绿色种植技术可以通过引进高产品种，进行栽培地

的合理规划，以及小麦的科学管理，从而提升小麦的单

位面积产量，有效缓解我国农业耕地人均占有量较低的

困境。

提升小麦的品质

绿色种植技术可以通过对转基因技术提高小麦主要

食用成分淀粉的含量和质量，从而打造出面包、苗条以

及酒精发酵的专用面粉。

缓解农业面源污染

农药、肥料的过量使用，是引起的土壤污染、水源

污染乃至引发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因素，绿色小麦种植

技术可以通过指导农药以及肥料的合理使用，有效缓解

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增加农民的幸福指数。

增加农民收益

绿色小麦栽培、管理技术的合理应用，可以打造

“绿色、有机、无公害、高品质”的小麦，塑造本地的

“小麦品牌”，提升小麦的价格，切实增加农民的收

益，为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助力[2]。

科学选种

饱满良好的种子是提高小麦生产质量的基础要求，

但一旦播种时不达到适当栽培的标准，则会严重影响作

物的品质和产量。饱满良好的种子是提高小麦生产质

量的基础要求，但一旦播种时不达到适当栽培的标准，

则会严重影响作物的品质和产量。另外，这种客观条件

允许农户们可以到麦子的栽培基地进行实地考察，评估

麦子的具体生长状况[3]。另外，在选择小麦种时需要确

定它和山东地区的栽培环境有无相适应，种子与土地如

何实现有机融合，种子的特征和地域间的栽培条件能否

产生契合性等。建立了一系列的考核指标，比如每亩生

产数、播种的稳定性、产量、小麦的品质，以及成熟的

时机等。应该选择晴朗的天气做好晾晒工作，时间在一

周以内，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的侵袭，提高籽粒的萌发

量。通过调查显示使用这个技术可以减少百分之十六的

病虫害的出现机率，提高小麦的综合生产。

整地

在小麦栽培种植过程中，整地才是关键，唯有为小

麦创造良好的田间生长环境，方可提高其产量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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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播种之前进行了土壤深翻和深耕的工作，这样利

于麦子生长发育。进行过深耕、深翻后的田间土壤，因

土质疏松、通透性好，有利于小麦根系生长，也可减少

小麦倒伏和早衰的现象以往在整地上，大多使用旋耕方

法，但长久之后，很有可能导致田间耕作层过浅，从而

在进行小麦农作时需要深耕，以促使麦子生长。与此同

时，选好麦子栽培种植土地后，对多茬旋耕的土壤使用

时间不宜大于3年，以防影响麦子的生产和品质。此外，

若前茬为小麦栽培时，可将小麦秸秆深埋在田间泥土中

用作麦子栽培施肥，由于小麦秸秆具备相当的肥力，利

于麦子的生长发育[4]。

灌溉

植物的繁殖离不开水分。现代农业在灌溉领域的开

创性研究，在于打破常规灌溉方法中针对温度、水分变

化的即时调节，加入了及时调节水分的灌溉策略。绿

色小麦栽培的浇水方法包括在春季与冬季浇水，春季浇

灌方式和传统浇水方法差不多，只是减少土壤板结度即

可；在冬季浇水，则有效抵消了土壤因干燥而造成的危

害，但在冬季浇水中要求的水分较低，保障含水率在

80%，可以防止夜冻和积水。

追肥

绿色小麦种植，只依赖底肥是不够的，若在小麦生

长和繁育过程中出现营养不足的情况，会导致叶色浅

淡，阻碍光合作用的正常进行。为了保证小麦产量，在

小麦生长中需要进行及时的追肥。如发现小麦叶黄，就

需要进行追肥，这种情况只需3~4kg/667m2；如在抽穗期

需追氮肥，则采用叶面追肥的形式，500g/667m2便足够

了。在入冬之前，对小麦必须做好镇压与追肥工作，如

降雪量大时应利用雪层镇压，降雪量不大时由栽培人自

己镇压，并追肥以保证在小麦返青后获得足够的养分。

入冬前追肥能显著增强小麦抗倒伏的能力，从而提高生

长质量。抗倒伏追肥则多用钾石盐，如磷酸二氢钾[5]。

科学防治病虫害

在小麦不同的生长期内，会出现一些病虫害，特别是

发育后期，病虫害现象更加严重。一般来说，小麦常见的

病虫害主要包括赤霉病、锈病以及小麦蚜虫病。针对赤霉

病的防治，种植户可以用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从小麦

始花期分多次进行连续喷施；针对小麦锈病，种植户可

以采用粉锈宁，以每亩地8～9克兑水50～100千克进行喷

施防治；针对小麦蚜虫病，种植户应尽量采用生物防治

的方式，利用鸟类、寄生蜂和瓢虫等小麦蚜虫的天敌来

进行防治。蚜虫病较为严重时，可以采用50%抗蚜威可

湿性粉剂6～8克兑水1000～1500倍液进行喷施防治。

深入基层宣传

对于农业技术的推广，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深入基层

直接向农户进行技术宣传，如送技术下乡活动、技术小

组常驻服务等。通过让农户直接与技术人员接触，可以

最为快速、清晰、专业的解答农户的疑问，并在种植过

程当中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同时，基层政府还可以向

农户逐户发放绿色种植宣传指导手册，在乡、镇等基层

文化工作站开展文化活动的过程中融入绿色小麦种植的

相關内容，以农户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引起农户

进一步了解的兴趣，还可以对绿色小麦种植的经济收益

进行数据化、图文化的展览，向农户展示绿色小麦种植

技术能为农户带来的好处，激发农户的种植热情，从而

增加农户对绿色小麦种植技术的了解程度，提高种植参

与度。此外，还可以配合以地方电视台、报纸、乡镇广

播台、宣传标语等，使农户在潜移默化中了解绿色小麦

种植技术[1]。

建立高产示范种植基地

绿色小麦种植技术的推广思路大体上就是“知道-认

可-采用”，前期的宣传引导及鼓励政策的制定，基本上

可以完成前两步，小部分积极的农户会在此之后参与种

植，但要真正使大部分农户参与到其中来光靠听讲解、

看数据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地方农业部门应在推广地

区建立标准化的高产示范种植基地，让群众直观地看到

绿色小麦种植技术从选种到上市的整体实物全过程，感

知绿色小麦种植技术的流程和优势，了解该技术的具体

操作和可以带来的切实经济收益，提高大部分农户的种

植信心和参与度，从而达到推广新技术的目的。依托高

产示范种植基地，还可以充分利用技术资源培育出最适

宜当地情况的小麦产品，进一步提高绿色小麦的产量和

质量，也更有助于绿色小麦种植技术的应用及推广。

利用互联网推广

互联网技术已经嵌入到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推

广绿色小麦种植技术也不能忽视互联网的作用。在推广

形式上可采用的网络资源分享的形式，也可以建立农业

相关公众号，借助便利的网络设施，让想要了解、学习

种植技术的人民群众，实现自主学习、自主探究，极大

地提高了新技术推广的效率[2]。以公众号为例，农业知识

公众号作为新时期的宣传阵地，可由地方农业单位或乡

镇文化站来管理运营。公众号内日常更新广大农户关心的

问题，如最新政策、农业技术、地方热点等。通过工作人

员的运营，可以有效实现宣传推广工作的自动化。

加大推广力度，多途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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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小麦种植技术现在仍然处于完善阶段，很多农

业从业人员对绿色小麦种植技术没有足够的了解，不能

很快接受新技术，使绿色小麦种植技术的应用范围较

小，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当根据当地小麦种植的实际情

况，制定小麦种植方案，加强农业从业者对绿色种植技

术的了解以及重视，通过相关的政策的扶持，推动种植

技术的发展，能够规范的应用小麦种植技术。此外也要

加强相关技术人员的培训，实现小麦产量质量的双重提

高，提高绿色小麦种植技术以及田间管理的应用价值。

加强技术人员培养

技术在绿色小麦栽培技术发展中是至关重要的，必

须培养具备专门技能的栽培技术人员进行田间培训，技

术人员必须根据自己的专长技能加以培养训练，经常选

派科技人员出外培训，吸取经验，普及绿色小麦栽培科

学技术，提高田间管理水平[3]。在防治过程中，为提高

病虫害工作的防治质量，需要从根源入手，由专家建立

小麦病虫害的技术小组，深入到田间种植工作中，更好

地为种植人员讲述关于小麦在种植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

题，在提高种植技术的同时，能够与种植人员更好的交

流沟通，实现种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了解在栽培技术

中出现的困难，不断完善宣教措施，为栽培技术的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

政府加强宣传工作

在新的绿色种植技术应用的初始阶段，由于大众对

该技术产生了陌生和怀疑的态度，需要经历漫长的实践

过程才能转变成相信和进行实施。在态度转变的过程中

要想技术的作用和效果能被广大种植用户知晓，就离不

开政府部门的大力宣传。借助相关宣传部门的公信力和

宣传平台，让所有从事农业生产中的种植农户在第一时

间知晓新技术推广的宣传信息，并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尝

试，进一步提高绿色新技术在我国农业生产领域的知名

度和普及速度。政府部门首先要利用好综合媒体和政府

网络宣传平台的作用，并通过乡镇单位的文化站开展文

化创新普及活动，将科学规范的种植技术打印成宣传手

册发放到每位种植农户手中，从而提高新技术的普及程

度和人民的参与度[4]。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信息时代，网络技术已经渗透到人们衣食住行及社

会生产的各方各面，再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生活

水平普遍提高，科技的发展使智能网络终端得以普及，

这些使人们可以很方便地通过网络技术获取大量、广泛

的信息。基于此，可以利用“互联网+精准农业”的模式

进行绿色小麦种植技术的线上、线下同步推广，使农户

在绿色小麦种植技术推广过程中的被动接收地位转变为

主动获取，如可以创建微信公众号、微信技术支持应答

服务、微博、抖音等符合现代人信息查询和获取习惯的

新媒体帐号，既可以方便农户主动学习绿色小麦种植技

术的各种相关技术知识，又可以使农户与技术人员更及

时、充分地沟通，通过网络帐号的后台管理，还可以实

现宣传推广工作和通用技术指导工作的自动化，如对常

见技术问题的自动回复、种子肥料等相关资源获取途径

的自助查询，通过公众号推送天气干旱时的灌溉提醒、

冬季来临前的除草提醒等，随时随地高效地解决农户在

种植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类问题[5]。此外，还可以通过手机

短信、电话服务热线等方式向农户提供信息宣传和技术

支持服务，以使绿色小麦种植技术的推广在农业劳动力

人口中实现全年龄覆盖，以提高推广效率。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正确制定小麦的田间栽培要求和大

力推广技术的关键措施，进一步推动了小麦的科学发

育。栽培技术人员在培育小麦中，必须要重视小麦的成

长阶段的各种要求，严格小麦栽培技术的要求。适应当

代人们的需要和栽培要求，才能保证小麦的品质和人民

的身体健康。

参考文献

[1]于善凤.分析绿色小麦种植技术及其田间管理的推

广策略[J].现代农业，2020（7）：67-68.

[2]于蕾，赵永强，宋丹阳，等.绿色小麦种植技术及

其田间管理的推广策略[J].农家参谋，2020（16）：93.

[3]刘晓乐，刘金库.绿色小麦种植技术及田间管理的

推广方法分析[J].农家参谋，2020（08）：71.

[4]白燕.绿色小麦种植田间管理及技术推广[J].农家参

谋，2020（12）：55.

[5]王伟.绿色小麦种植田间管理及技术推广探讨[J].农

村实用技术，2020（11）：74-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