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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写。

本标准由南京农业大学提出。

本文件由江苏省农学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华中农

业大学、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琴、姜东、蔡剑、王笑、仲迎鑫、

戴廷波、田中伟、黄梅、张文静、满建国、朱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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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麦区稻茬机播小麦优质高产高效

栽培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长江中下游稻茬机播小麦生产区，该区稻田湿烂，质地粘重,

耕整困难,小麦生长季雨水较多,病虫害较多，产量低而不稳，本标准也适合其他

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类似地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应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4404.1-2008 粮食作物种子第 1部分：禾谷类

GB 1351-2008 小麦

GB/T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5618-2018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NY/T 496-2010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T/JAASS 45-2022 黏土地稻茬小麦机械化高效匀播高产技术规程

NY/T 995-2006 谷物（小麦）联合收获机械作业质量标准

NY/T 1608-2008 小麦赤霉病防治技术规范

T/JAASS 1-2021 稻茬麦化学农药减量增效技术规程

DB42/T 857-2022 稻茬小麦高产栽培技术规程

DB42/T 1751-2021 稻茬弱筋小麦生产技术规程

DB34/T 717-2023 稻茬麦高产栽培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稻茬小麦 wheat with rice stubble

稻麦两熟地区，收获水稻后种植的小麦。我国稻茬小麦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

游地区。

3.2

机播 mechanical sowing

利用播种机械将小麦种子控制性种植到土地中的一种播种技术。

4 播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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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水稻秸秆全量还田

水稻成熟前 10～15 天排干稻田积水，收获水稻。采用半喂入式水稻收获机，

留茬口高度 15cm 左右，秸秆切碎还田，秸秆长度不超过 10cm，均匀抛撒匀铺。

4.2 耕翻整地

根据土壤墒情采用适宜机械进行翻耕或旋耕。在土壤田间相对持水量为

65%~70%时，可进行深翻整地，使秸秆埋深达 15 cm 左右，提高秸秆还田质量，

也可采用旋耕机进行旋耕灭茬。为防止耕层变浅，可以采用旋耕 2-3 年进行一次

翻耕。

4.3 品种选择

应选择通过审定、并适宜本地区种植的耐渍、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等综合抗

性强的弱冬性或春性高产优质小麦品种。

4.4 种子处理

种子质量符合 GB 4404.1-2008 粮食作物种子第 1部分：禾谷类中良种要求。

小麦种子常携带有病菌，播种前宜选用适宜当地生产条件的药剂进行拌种处理，

也可购买种子公司包衣种子。

5播种技术

5.1 播期

为满足水稻和小麦周年高产，根据气候、茬口和土壤墒情确定的具体播期。

江苏省安徽省淮河以北地区 10 月中旬至 10 月下旬，淮河以南地区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湖北北部 10 月中下旬至 11 月上旬，江汉平原及湖北东南地区 10 月

下旬至 11 月上中旬。适播期内应抢时早播。

5.2 播种量

适播期内，基本苗 200～240 万/ha。稻麦周年地区，水稻往往收获较迟，应

根据播种时间加大播种量，迟于适播期，每迟播一天，播种量增加 7.5-15 kg/ha。

往年渍害发生较重田块，往往僵苗不发，分蘖发生少，要根据土壤理化性状适当

加大播量。

5.3 播种方式与播种深度

适墒田块宜采用精播机精量播种技术，机械化作业一次，完成“播种—旋耕

—盖籽—镇压”工作，提高播种质量，促进冬前分蘖形成，越冬期单株茎蘖数 2

个以上，667m
2
茎蘖数 35 万以上。行距 20 cm～25 cm 左右，播种深度 2～3 cm。

有条件的农场或农户选用装有卫星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拖拉机进行播种，保持直

线行走，无重播、漏播，播深一致，播种均匀。

因雨土壤田间相对持水量达 80%～90%时，拆除部分旋切刀，浅耕浅旋；若田

间持水量超过 90%，则不宜进行土壤耕整，采用复式播种机，播种管拆除，均匀

撒播。

5.4 播后镇压

秸秆全量还田田块，土壤墒情适宜播种后应机械镇压，确保土壤与种子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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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如果土壤含水量高，土壤质地粘重，则播后不宜镇压。

5.5 开沟

播后抓紧时间使用开沟机开好三沟，并与外围沟系相通。

6肥水管理

6.1 肥料管理

6.1.1 肥料用量

小麦施纯氮 180～270 公斤/ha，五氧化二磷 105～150 公斤/ha，氧化钾

90～150 公斤/ha，高产田块可适当加大肥料用量。肥料类型可采用复合肥加尿

素配合施用。

6.1.2 肥料运筹

小麦氮肥基蘖肥占总量 50-60%，拔节孕穗肥 40-50%，磷钾肥 50%作基肥，50%

拔节期追施，也可全部作为基肥施用。4叶～5 叶期时，根据田间苗情施用分蘖

肥，拔节期视苗情酌情施用拔节肥，剑叶抽出时，酌情施用孕穗肥。中强筋小麦

氮肥后移，增加后期施肥比例，弱筋小麦氮肥前移，降低后期施肥比例。

干旱或渍水受害田块可增加后期追肥比例，追肥比例可提高到 60~70%。
6.1.3 恢复肥

小麦在遭到逆境严重伤害时，如经常出现的小麦渍水、冻害等，可根据受灾

程度增施恢复肥减轻伤害，促使其恢复生长。

渍害发生田块，由于渍害根系吸收养分能力下降，生长不良，同时也会造成

土壤养分淋溶损失，要及时追施速效肥料，尤其是速效氮肥，促进小麦快速恢复

生长。开花灌浆期结合防病措施，喷施叶面肥。渍水田块茎杆充实度往往较差，

可喷施磷酸二氢钾，同时酌情补充硅肥、锌肥等微肥。

6.2 水分管理

6.2.1 沟系配套

播种后应及时完善沟系，排水顺畅，达到雨止田干。田外沟深 1.0 m～1.2 m，

田内“三沟”的标准为：竖沟间距 2.5 m～3 m，沟深 20 cm～30 cm；横沟间距

40 m～50 m，沟深 30cm～40 cm；田头沟深 0.4m 以上；竖沟与横沟相连通，横

沟与田头沟相连通，且沟头与田外沟直接相通。春季要及早下田检查并清理“三

沟”，做到田间不积水。对于地势低洼田块，要增加排水沟深度和数量。

6.2.2 播后灌跑马水

有条件地区，根据情况宜播种后立即灌跑马水或利用开好的田内三沟进行窨

水（满沟水渗透，田面不积水），实现一播全苗。

6.2.3 遇旱象灌越冬水或拔节水

冬前遇旱象（土壤 20cm 耕作层田间持水量低于 50~60%），灌一定量越冬水，

保证足墒越冬；春后遇旱，在拔节期结合施拔节肥，主动灌溉，促进拔节肥肥效

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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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遇渍排水

雨水较多地区，要经常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降渍，特别是拔节孕穗以后要确

保田间无积水。

7 病虫草害防治

7.1 农药使用准则

以预防为主，进行综合防治，农药的合理用量执行 GB/T8321 的规定。

7.2 主要病虫草害防除技术

7.2.1 播种至苗期

冬季化除：小麦播种盖土后，墒情适宜时可选用适宜除草剂，兑水土表均匀

喷雾，进行封闭化除。出苗后，封闭效果不好的田块，茎叶处理，进行封杀结合。

注意避免寒潮来临前后用药，防止冻药害的发生。

7.2.2 返青至拔节期

春季化除：早春根据杂草情况决定是否补治草害。若田间小麦已有拔节，此

时田间除草风险较大，更需要注意用药及用药环境。

防治病虫害：拔节期重点防治锈病、白粉病、纹枯病，早发重发年份进行拔

节孕穗期、扬花灌浆期 2次防治。蚜虫平均每株有蚜 4 头~5 头时需进行防治。

7.2.3 抽穗扬花期

齐穗期至扬花初期重点防治赤霉病，一般防治 2次效果较好，用药后如遇连

阴雨天气，5 d~7 d 内需再次防治。白粉病重发年可兼治白粉病。小麦扬花至灌

浆初期，有蚜穗率 10%~20%时或百穗蚜量超过 500 头需及时防治麦蚜。具体可

按照 T/JAASS 1-2021 稻茬麦化学农药减量增效技术规程进行。

8抗逆应变措施

8.1 化控防倒

建立合适群体，群体较大田块于拔节初期（2月底或 3 月初）可叶面喷施烯

效唑、矮苗壮、劲丰、灵滟、多效唑等具有防止节间生长过长作用的化学调节剂，

增强茎秆抗倒伏性能。

8.2 防渍害

长江中下游地区雨水较多，渍害发生较重，一方面要清沟理墒、完善沟系，

同时也可以在渍害发生前后可使用外源调节物质缓解渍害，渍害发生前多元刺激

素为主，激发小麦植株抗性产生，渍害发生后，外源调节剂和速效肥料配合施用

效果较好。

8.3 防早衰

结合“一喷三防”措施，用好叶面肥防早衰。将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

调节剂、叶面肥等混配喷雾，达到预防病虫害、早衰、干热风的目的，提高小麦

抗旱能力，延长叶片功能期，防止早衰，提高千粒重。

9收获与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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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收获

小麦适宜收获期为蜡熟末期，此时籽粒金黄色，籽粒坚硬饱满，粒重最高。

优质专用小麦收获时应分类收贮，即同一品种小麦尽量同期收获贮藏，避免

混收混贮。

9.2 贮藏技术

小麦收获后，应尽早晒干或烘干，在小麦籽粒含水量低于 12.5%时入库贮藏。

按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LS/T 1211-2008 进行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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