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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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简述产业发展现状，制定团体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预期经济

社会效益分析等。

1.项目必要性分析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包括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南、湖北及河南南

部地区，是我国仅次于黄淮海麦区的第二大冬小麦产区，该区气候湿

润，热量条件良好，年降水量 800-1400 毫米，地势低平，种植制度

以水稻、小麦一年两熟为主，是全国稻茬小麦的主要分布区域。目前

全国稻茬小麦种植面积大约 7000 万亩，主要分布在江苏、安徽、湖

北等省份，其中江苏省小麦稻茬小麦面积最大，约 2400 万亩，占全

省小麦总面积的 75%左右，其次为安徽省,大约为 1500 万亩，第三为

湖北省。稻茬小麦区小麦温光资源丰富，雨量充沛，生产成本低，且

有极大的增产潜力，在黄淮海麦区水资源日趋紧张的背景下，长江中

下游稻茬麦区成为极具发展前景的产区，对提高我国粮食总产量和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有重要作用。

稻茬小麦有很大的高产潜力，但由于前茬为水稻，土壤质地粘重，

通透性差，加上播期偏晚，群体质量不均一，产量不高不稳。目前各

地稻茬小麦产量水平差异很大，还存在较多问题，影响了小麦产量和



品质形成。主要问题有：一、水稻腾茬晚，小麦播期迟。江苏省农业

推广总站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和 2022 年小麦适期播种面积分别为

47.57%和 46.12%，不足 50%。由于播种晚，加上稻茬麦田土壤板结，

土温低，冬前生长积温不足，土壤通气透水性差，小麦根系发育不好，

造成麦苗生长缓慢，苗小、苗弱、叶少、分蘖晚或不分蘖,次生根少。

二、秸秆还田质量差、耕种粗放，出苗率低。江苏省农科院研究结果

显示水稻草谷比总体变幅为0.80～1.19（以稻谷与秸秆干质量计算），

亩产 650 kg 水稻田，稻草还田数量普遍在 500 kg/亩以上，大量的

秸秆还田，改变了土壤耕层结构，秸秆聚集在土壤表层，整地质量差，

造成稻茬麦出苗率低，出苗不整齐，早、晚苗素质差异大，对小麦的

播种、壮苗形成及肥水管理方式产生了极大地影响。三、渍害严重，

根系发育不良，后期易早衰。稻茬麦田一般地势低洼,若排水系统遭

到破坏或堵塞,造成排水不畅或无法排水,会引起严重的渍害。同时，

水稻田土质黏重，耕作层浅，透性差，不利小麦根系下扎，根系易早

衰，若遇风雨，还易发生倒伏。

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小麦生产机械化装备配置充裕，

技术普及程度很高，从耕、播、收环节看，小麦机耕水平、机播水平、

机收水平都超过 90%，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各种多功能复式耕播机、

植保机、无人机等广泛应用于生产，小麦的生产和管理方式发生了显

著变化。在新的生产条件和经济形势下，长江中下游麦区小麦有很多

农户还采用过去小麦栽培管理技术方案，部分地方仍采用大播量的撒

播方式，大播量加上施肥、农药使用方法不当，引起了系列环境问题。



因此，急需制定在秸秆还田条件下适应机械化生产条件的稻茬机播小

麦优质高产高效栽培技术规程，以提高该区域小麦产品品质与生产效

益，促进该区域小麦产业发展。

2.项目可行性分析

1）技术保障。本编写小组长期开展长江中下游地区小麦高产、优

质和抗逆栽培技术研究，开展了大量试验研究，积累了翔实数据，集

成了多项技术，形成了标准草案。

2）经费保障。本编写小组近来承担了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专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

这些课题不仅为本标准制定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也可提供经费保障。

3）人员保障。参与标准编写的小组成员，分别为来自南京农业大

学、安徽农业大学、长江大学、浙江托普云农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

教授、副教授、工程师、实验师，团队成员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小麦高

产优质栽培，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为标准的顺利完成提供了坚实的

人才保障。

4）基地保障。本团队分别在长江中下游的江苏省、安徽省、湖北

省、浙江省各生态点建有多个小麦生产示范基地，标准立项后，可在

不同生态区进行推广应用。同时本编写组近几年成立了布谷鸟种植联

盟，加盟者既有众多种植大户，还有大量一线农技人员，还有农资企

业人员，这为本规程的科学合理制定及推广提供了有利条件。

5）经验保障。本申报单位 2014 年曾经申报一项标准《淮北砂姜

黑土区稻茬强筋小麦高产优质高效栽培技术规程》获得了立项，立项



后申报单位对国际、国内相关标准情况进行了查询、收集和研究，形

成标准草案，并向各相关单位发函征求该标准草稿的意见。编写组根

据修改意见进行内部讨论，就一些意见达成共识，并将标准文本、编

制说明上报到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处，2016 年该标准顺利通过评

审，面向社会进行了发布。我们在制定该标准过程中，已经了解了标

准制定的规则、流程和注意事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单位每年都

有标准通过立项，科研管理部门已经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3.预期效益分析

近年来稻茬麦面积最大的江苏省的很多区域的稻茬小麦出现了

超过 600 公斤产量水平的高产典型，如 2023 年睢宁县高产攻关田（稻

茬）测得折实亩产 744.3 公斤，位居全省小麦（稻茬）单产水平第一

位，姜堰区的扬麦 39 获得了 644.7 公斤/亩产量，江南地区的江阴市

获得了 639 公斤/亩，昆山市获得了 641 公斤/亩的产量。江苏省农垦

系统多个农场已经连续多年小麦平均单产超过水稻平均单产。稻茬小

麦产量上的突破得益于新品种的推广和配套栽培技术的集成应用。可

见稻茬小麦产量潜力也很大，但目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稻茬小麦总体产

量水平较低，主要是由于规模种植大户缺乏成熟的适合当前条件的生

产技术规程，影响了小麦产量的提高。通过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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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动长江中下游稻茬麦区

小麦单产水平的持续提高，尤其是湖北地区，产量水平有极大的提增

空间，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二、任务来源



根据 2023 年 5 月 30 日江苏省农学会下达的关于征集 2023 年江

苏省农学会团体标准（第二批）立项项目的通知（苏农学字[ 2023] 28

号），标准牵头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向江苏省农学会提交立项申请; 根

据 2023 年 7 月 28 日江苏省农学会下达的关于 2023 年江苏省农学会

团体标准（第二批）立项的公告（苏农学字[2023] 41 号），批准本

标准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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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时间节点及工作进度简述编制过程。(主要叙述资料收集、分

析调研、试验验证、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过程，草拟文本，征求

意见,技术审查等内容。)

2023 年 7-8 月南京农业大学组建了标准起草工作小组，内部进

行讨论，确定基本工作思路，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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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由南京农业大学联合安徽农业

大学、长江大学、浙江托普云农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标准的起草

工作。

2023 年 9-10 月工作组在在前期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又查阅了国

际、国内相关标准情况及大量的文献资料，对长江中下游麦区小麦生

产技术和问题进行总结和讨论。

2023 年 11-12 月起草工作组深入小麦生产基地一线，积极与江

苏省、安徽省、湖北省的种植户、农技人员进行沟通，听取他们对生

产管理中的建议。同时向农科院、小麦主产县农业农村局等单位征求

意见，开展各种技术考查和论证，工作组根据意见进行讨论，就一些

意见达成共识，形成标准草案。

2024 年 1-3 月，制定小组与小麦生产相关专家进行沟通交流，



对标准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编制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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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2024 年 4-6 月，完成标准编制，将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上报到

江苏省农学会。

四、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立

简述标准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定的依据，包括实地调研、查阅资

料、试验论证等。

1. 播前准备

根据 T/JAASS 45-2022 黏土地稻茬小麦机械化高效匀播高产技

术规程、DB42/T 1751-2021 稻茬弱筋小麦生产技术规程确定了土壤

耕翻整地相关技术内容。

2. 播期、播量、施肥量和施肥比例

主要是根据本制定小组的多年多点试验结果确定的。在“江淮分

水岭优势特色作物生产关键技术”、“江苏稻茬小麦防灾减灾栽培技

术集成与示范”、“稻-麦周年产量-品质协同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与集

成示范”、“沿江及江南地区稻茬机条播小麦耐渍优质稳产栽培技术”

等项目的资助下，本制定小组在江苏省、安徽省、湖北省不同生态点

开展了小麦高产优质品种筛选与适宜施氮量研究、播期播量对小麦产

量和品质形成影响研究、密氮互作调追对小麦产量品质影响等试验。

同时我们还开展品质抽样调查工作，调研长江中下游不同地区小麦播

期、播量、施肥量、收获期、产量构成等相关信息，分析各栽培措施

和产量之间关系，为本标准制定提供可靠数据来源。另外我们也到生

产水平较高的苏垦集团的农场进行调研考场，获取生产一线资料。最

好也参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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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栽培技术规程各省地方标准的技术内容。

3.病虫草害防治

主要防治对象对白粉病、赤霉病、蚜虫等，依据 GB/T8321《农

药合理使用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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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前药剂拌

种防治地下害虫和病害传播，播种后、苗期和穗期打药防治杂草、蚜

虫和粘虫的危害，拔节期、开花期防治白粉病、赤霉病、锈病等，确

保高产稳产。

4.抗逆应变措施

补充了抗逆应变措施，主要是针对长江中下游麦区播种整地困难，

出苗率无法精确调控，农户群体偏大，苗期要采取措施进行化控防倒。

同时该地区雨水较多，渍害发生频率高，增加了预防渍害的技术内容。

同时“一喷三防”是小麦主产区比较成熟的增产关键技术，本标准强

调生育后期应用“一喷三防”的技术，尤其是选择好适宜的叶面肥，

配合一喷三防，防虫发病防早衰，增粒增重增产量。这些措施也是江

苏省农垦中较多农场取得高产的重要经验总结。

五、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

简述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技术指标高于国家标准/相关

技术要求。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

准化条例》、《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农业标准化管理办法》等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其他现有相似或相关标准没有技术冲突。

六、实施推广建议

简述适合地域、领域及注意事项等。



1、加大宣传力度，使行业和群众接受标准化标准发布后，实施前利

用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深入广泛的宣传，让

广大种植户充分理解标准内容，认识到标准在提高小麦产量，改善品

质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实现高产、优质、高效。

2、加强监督，确保标准实施

各级农业标准化管理机构加大监督检查标准的实施情况，积极组

织实施农业标准，确保标准实施产生效益。

3、加强农业标准普及工作

对于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疑问，要在媒体上撰文提前予以解释，

并定期进行标准使用技术培训，使每个使用者全面理解标准。在本标

准主要推广区域，建设大面积示范方，展示、示范，优质、高产、高

效标准化生产技术，邀请土地流转大户和农民参观学习，辐射推广。

七、团体标准涉及专利的说明

该标准未涉及到任何专利。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对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情况说明。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没有重大的意见分歧，对于某些技术细节方

面的不同见解，编写小组通过多方调研考证，集中大部分专家的意见

形成一致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