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麦 18 良种繁育与生产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小麦是一种适应性强、分布广泛的世界性粮食作物，为人类提供

约 21%食物热量和 20%蛋白质。在中国，小麦是第三大粮食作物，其

持续发展为保障国内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江苏省是我国典型沿

海发达地区，小麦作为第二大粮食作物，总产和播种面积常年位居全

国前列，在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江苏淮南麦区常

年小麦种植面积 100~120万 hm2，占全省小麦种植面积的 50%。在实

际种植过程中，以稻茬小麦为主，小麦种子纯度较低、提纯成本较高，

且量质协同提高的生产技术相对难以被农民掌握，导致所生产的小麦

籽粒难以达到面粉加工企业的需求标准，因此，新形势下迫切需要针

对优质小麦良种繁育与大田生产的技术方法。

镇麦 18（审定编号苏审麦 20200006）是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

科学研究所选育的镇麦系列强筋红皮小麦新品种，于 2020年 12月通

过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入选 2022年江苏省小麦秋

播技术指导意见推荐品种。因此，迫切需要集成镇麦 18良种繁育与

量质协调生产技术，构建良种繁育与量质协调标准化生产技术体系，

将强筋小麦品种与配套技术集成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从而满足

市场需求。项目组结合品种特征特性，通过前期试验示范，在征求农

业主管部门、种业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和种植大户等单位意见的基础



上制定该标准，不但可以提高小麦种子纯度、提高产量、改善品质，

还可以降低生产风险和繁殖成本，促进农民增收，增强小麦市场竞争

力，对农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符合当前国家对环境友好农业生产模式发展趋势的需求。因此，将具

有较为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二、任务来源

说明项目来源文件。

根据 2023年 2月 4日江苏省农学会下达的关于征集 2023年团体

标准（第一批）立项项目（苏农学字[2023] 4号），江苏丘陵地区镇

江农业科学研究所负责制定地方标准《镇麦 18良种繁育与生产技术

规程》向江苏省农学会提交立项申请。

三、编制过程（需根据标准制定程序各阶段的进展不断补充，直到可

发布为止）

本标准编制组前期首先对江苏、安徽、湖北等镇麦系列强筋红皮

小麦品种适宜种植区域的科教单位、种业企业、新型经营主体、种植

大户等进行调研，实地考察不同区域、不同播期、不同密度、不同肥

料运筹等各种生产条件下镇麦系列强筋红皮小麦品种的田间表现，收

集、查阅、消化吸收长江中下游小麦生产技术文献 40余篇。

2022年 9月 5日，本标准编制组在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

研究所召开首次编制会议，编制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重点研评《镇

麦 18良种繁育与生产技术规程》讨论稿，会议要求尽快完善、确定

标准稿，通过了编制组成员相应工作分工与编制进度安排，同时形成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基本框架。

2022年 10月 12日，本标准编制组在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

学研究所召开第二次编制工作会议，编制组全体成员悉数参加会议，

重点研评《镇麦 18良种繁育与生产技术规程》初稿，会议要求继续

完善征求意见稿，对初稿部分内容进行凝练、精简。

2023年 3月 10日，标准编制组根据修改意见，整理完成标准送

审稿。

四、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立

1、标准制定的原则

根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编写。在制定过程中参照GB 4404.1-2008《粮食作物种

子禾谷类》、GB/T 3543《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所有部分）》、

GB/T17320—2013《小麦品种品质分类》、DB63/T 2095—2023《春

小麦良种繁育技术规程》、DB3211/T 1038-2022《种子处理防治小麦

病虫害技术规程》、NY/T496-2002《肥料合理使用准则通则》、

NY/T5009-2001《有机肥料》、GB/T 8321《农药合理使用准则（所

有部分）》、NY/T 3302-2018《小麦主要病虫害全生育期综合防治技

术规程》等标准。

2、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的确立

地方标准《镇麦 18良种繁育与生产技术规程》中主要技术指标

的确定，参考了已颁布实施的国家及地方标准要求。标准中的良种繁

殖方法结合了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镇麦系列品种选育



与繁殖相关数据形成。标准中的产量及产量结构和大田生产等方法源

自国家和江苏省镇麦系列强筋红皮小麦品种多年多点以及扬州大学

小麦研究中心和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农村部小麦区域技术创新中心部

分试验数据，并经广泛调查试验示范数据而确立。标准中的病虫草害

防治以标准主编单位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小麦研究室

田间管理及植保研究室多年植保试验数据为基础，广泛查阅国内外文

献后确立。

五、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为标准体系中的试验方法标准，与现行国家相关方针、政

策、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协调一致。

六、实施推广建议

为保证该标准有效及时贯彻实施，建议在镇麦系列强筋红皮小麦

品种推广种植过程中，贯彻实施《镇麦 18良种繁育与生产技术规程》，

并将标准的宣传普及、技术培训与现代农业发展紧密结合进行。标准

起草单位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将与相关部门共同负责

做好标准的贯彻和实施工作。

由于标准编制组编写人员水平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各

位专家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们在今后实施过程中，不断加以补充、

完善。本标准体系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镇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大力支

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七、团体标准涉及专利的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实际流程均有标准制定单位田间试验数据与

现行肥料运筹及病虫草害防治相关规程作参考，均具有较好的科学依

据，并未出现重大分歧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