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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省小麦苗情总体情况

Ø 播种出苗质量较高，早播小麦出现旺长

Ø 冬季降水偏少，晚播小麦受旱情影响较大

Ø 冬季控旺取得较好效果，但仍需关注风险

Ø 受旱情影响，部分麦田年前未进行化学除草

冬季干旱抑制旺长，春节降雨解除旱情



一、我省小麦苗情总体情况

小麦播种出苗质量较高，稻茬麦整体苗情好于常年

据省农技总站调查，全省一、二类苗占比88.6%，同比增加3.3个百分点

江汉平原小麦 鄂中北小麦 稻茬麦



一、我省小麦苗情总体情况
Ø 省农业农村厅指导举办全省苗情考察与控旺技术培训，发布技术指导意见

Ø 据统计，全省旺长麦田控旺措施到位率达90%以上，旺苗面积下降42%，为春季田间

管理赢得主动

小麦控旺技术培训全省小麦苗情调研 发布指导意见

小麦“控旺”取得较好效果，仍需关注冻害和倒伏风险



一、我省小麦苗情总体情况

晚播小麦根系下扎浅，未接触到底墒，前期受干旱影响较大

表现为上部叶片短窄，分蘖减少



二、我省2月份常年气象条件

气温波动大，降雨将增多

应加强田间管理，主动应对

2月份平均降水量30年均值空间分布（毫米）2024年2月底出现60年一遇极端低温

15mm

85mm

来源：武汉区域气候中心

2024年2月22日各地极端低温（℃）



二、我省2月份气象条件预测

各县市2025年2月份气温距平预测（℃） 各县市2025年2月份降水距平百分率预测（%）

据武汉区域气候中心预测，全省大部2月份气温偏高0.3-1.0℃

鄂西北降水偏多1-2成，其他大部降水偏少1-2成
来源：武汉区域气候中心



ü小麦9个生育时期：出苗、分蘖、起身、拔节、孕穗、抽穗、开花、灌浆、成熟

三、小麦春季生长发育特点



Ø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同时并进的时期：既要完成幼穗分化，又要完成茎节伸长和叶片

发育

Ø是小麦水、肥营养需求量最大的时期：碳、氮代谢并盛，干物质积累较多，阶段积累

量占总积累量的45%-50%，植株的体积增长占全生育期体积总量的70%

Ø是巩固穗数，决定穗粒数的重要时期：分蘖两级分化，无效分蘖死亡；幼穗发育决定

小穗数和穗粒数

三、小麦春季生长发育特点



小麦春季管理目标：稳穗增粒

四、春季田间管理技术措施

Ø稳穗就是要尽可能将单位面积穗数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对于茎孽数不足的田块要早追

肥加以促进，反之要推迟追肥或不追肥加以控制。

Ø增粒就是满足吸肥高峰期对肥料的需求，减少小花退化，防止早衰，保持灌浆期强光

合作用，从而增加穗粒数和千粒重。

控旺苗转化壮苗；促弱苗转壮升级；使壮苗稳定发育



（一）化学控旺防冻防倒伏

Ø 年前未使用过多效唑的可亩用15%多效唑40g控旺

Ø 使用量低于80克的，每亩施用10%助壮素30-40ml，80克以上的不再施用

Ø 同时喷施芸苔素内酯、磷酸二氢钾等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促进两级分化，

提高分蘖成穗率，增强抗逆能力

将“苗期化控抗逆防倒伏技术”推广为生产常规技术



低于临界气温且持
续2小时以上将出现
30%茎秆和幼穗受冻

出现临界低温，指导农户提前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抗冻剂，增强小麦抗寒能力



（二）促弱升级

晚弱苗，早追肥

对主茎叶龄在6.0以下，上部叶片短窄，茎孽数不足的麦田，每亩追施尿素7.5-

10公斤，或用15:15:15复合肥与尿素1:1混施，总量控制在每亩7.5-10公斤，

也可同时喷施叶面肥促快发。



（三）化学除草

年前未防治杂草或防治效果不好的田块，根据草相尽早进行化学除草

Ø 不同地区、不同田块，杂草种类差异很大，旱茬麦田草相以阔叶杂草为主，

常伴生棒头草、早熟禾等禾本科杂草；稻茬麦田以禾本科杂草为主，伴生

猪殃殃、婆婆纳等阔叶杂草



菵草 看麦娘 早熟禾 婆婆纳 猪殃殃

（三）化学除草：我省主要抗药性杂草



看天：晴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无大风无露水，且3天内无大雨和低温霜冻，

地表温度不能低于0度，日平均气温在10度，最低气温在3度以上。

看地：要求田间无积水，不泥泞。土壤过于干旱也会影响药效发挥。

看苗：3叶期-拔节期施药。拔节期以后易产生药害，一般不再用药，目前市场

有较为安全的除草剂可在拔节初期使用。

操作规范：喷头雾化要好。二次稀释，全田恒速、均匀喷雾，不重喷漏喷，不

使用无人机。

（三）化学除草：规范用药



（三）化学除草：治早治小、看草选药、规范施药

防治前 防治后



（四）追施拔节肥

Ø 壮苗：在叶色正常褪淡、基部第一节间接近定长、第二节间伸长1-2厘米时追
施拔节肥，一般可亩施用尿素5公斤、或4公斤尿素＋5公斤复合肥。

Ø 旺苗：拔节肥应推迟施用，当前仅对麦田中缺肥区域追施平衡肥，做到叶色不
褪淡不施肥，根据群体大小和叶色深浅调整用量，亩尿素用量不超过5公斤。

Ø 肥料选用：尿素和复合肥混施可补充钾肥，延长肥效；或使用高氮追肥专用复
合肥。 



渍害：“尺麦怕寸水”，降雨多，麦田排水不畅引起耕作层土

壤水分含量过多，根系长期缺氧造成渍害。

危害：根系发育差，对肥料吸收能力弱；苗瘦、苗小，叶黄，

分蘖延迟，分蘖少，易早衰，粒重降低。

（五）渍害防控

有效防控渍害是夺取我省小麦丰收的关键一招



Ø“三沟”配套：厢宽4 m，厢沟深25 cm、沟宽25cm，腰沟40米一条，沟深30cm左右、宽
30cm左右，围沟深35 cm、宽40 cm。

Ø对于稻茬麦和地下水位高降雨多的江汉平原麦区，要高标准做到“三沟”配套。

Ø及时清沟、疏通田内外沟渠，做到排水畅通、雨止田干、沟无积水。

Ø渍害发生后要及时追施尿素进行补救，每亩追施5-7.5公斤，后期补施叶面肥。

（五）渍害防控：提高沟厢质量

双圆盘旋耕开沟机作业 曾都克阳农场千亩稻茬麦丰收景象



省植保总站研判：
Ø 条锈病外部菌源充足，有流行风险。

Ø 江汉平原及鄂东南水稻、玉米秸秆存量大、带菌率高，田间菌源充足，满足

赤霉病偏重以上发生条件。

Ø 白粉病荆门市11月28日见白粉病，为历年来最早见病的年份。

Ø 春季高温少雨，利于麦蜘蛛、蚜虫等害虫发生为害。

（六）防治病虫害：病虫害流行趋势

及时查看防治麦蜘蛛、蚜虫等害虫以及纹枯病、茎基腐等根茎部病害



（六）防治病虫害：条锈病防控

Ø 流行特点：生产上一般3月份发病，爆发性强
Ø 防控原则：“带药侦查，打点保面”；加强田间监测，及时控制发病中心；

达到防治指标（平均病叶率达0.5%～1%），及时组织大面积应急防治
Ø 常用杀菌剂：戊唑醇、丙环唑、己唑醇、三唑酮



Ø流行特点：可防不可治，防治时间窗口短；科学防治，可防可控
Ø防控原则：主动出击、见花打药；适期用药、合理选药、一喷多效
Ø122策略：一般年份北部防1遍，南部防2遍，稻茬麦防2遍

（六）防治病虫害：赤霉病防控

2016年感病品种未防治发病情形 左侧为感病籽粒



适期用药：齐穗至扬花初期（扬花10%）是预防赤霉病的最佳时期。做到“主动

出击、见花打药”，全面防治。如遇连阴雨、长时间结露等适宜病害流行天气，

应在第一次用药后5-7天再次施药。

合理选药：优先选用丙硫菌唑、氟唑菌酰羟胺、氰烯菌酯、戊唑醇等高效药剂及

其复配制剂，复配剂效果更好。

一喷多效：兼顾做好条锈病、白粉病、蚜虫等病虫害防控。将杀菌剂、杀虫剂、

磷酸二氢钾等混合喷施，实现一喷多防，保粒增重。

（六）防治病虫害：赤霉病防控

见花打药，抓住关键时期是赤霉病防控的关键



不同时期农药的毒性
时期 名称 LD50/mg·kg- 毒性 类别 备注

经验主义时期 砒霜（As2O3） 10 高毒 杀虫剂 现已禁用
波尔多液 4000 低毒 杀菌剂 广泛使用

近代农药应用
发展时期

DDT 113 中等毒 杀虫剂 1983年我国宣布停用
六六六 88 中等毒 杀虫剂 1983年我国宣布停用
对硫磷 13 高毒 杀虫剂 2002年禁用
硫磺 3000 低毒 杀菌剂 广泛应用
代森锰锌 5000 微毒 杀菌剂 广泛应用
福美双 560 低毒 杀菌剂 广泛应用
亚砷酸钠 10 高毒 除草剂 现已禁用
2,4-D 375 中等毒 除草剂 广泛应用

现代农药应用
发展时期

马拉硫磷 2800 低毒 杀虫剂 广泛应用
除虫脲 4640 低毒 杀虫剂 广泛应用
氯虫苯甲酰胺 5000 微毒 杀虫剂 广泛应用
多菌灵 15000 微毒 杀菌剂 广泛应用
咯菌腈 5000 微毒 杀菌剂 广泛应用
嘧菌酯 5000 微毒 杀菌剂 广泛应用
苄嘧磺隆 5000 微毒 除草剂 广泛应用
丙硫菌唑 640 低毒 杀菌剂 广泛应用
氟唑菌酰羟胺 5000 微毒 杀菌剂 广泛应用

LD50值越高，毒性越弱，食盐的LD50值为3000-3500



（七）近期田管策略与注意事项

Ø 防倒防病虫综合施药：植物生长调节剂（助壮素）+杀菌剂（肟菌戊唑醇，治
纹枯病、根腐病）+杀虫剂（联苯噻虫嗪，治蚜虫、红蜘蛛）。

Ø 先防病虫后除草：杂草出齐，气温回升，拔节之前进行化学除草；小麦正在
拔节，麦田杂草多，应先除草，再治病虫。

Ø 拔节后除草药害：使它隆、炔草酯、唑啉草酯相对安全，其它除草剂严禁在
拔节后使用。

Ø 杀菌剂和除草剂混用药害：戊唑醇、苯丙甲环唑、丙环唑等杀菌剂和唑草酮、
甲基二磺隆、二甲四氯等除草剂混用



我省小麦高产稳产生产技术五大要点

（1）稻茬麦揭板晒垡夺高产：改善土壤物理性质，提高播种质量，减轻渍害，减轻赤

霉病，减少杂草基数。水稻腾茬早，可行；农民有实践，可为；投入少收益大，划算。

（2）适期播种，争取主动：北部地区10月20日-10月31日，南部地区10月28日-11月

10日，提前播种需选用半冬性品种并降低播种量。早播一周，担心一年。

（3）机械开沟，防渍增产：双圆盘旋耕开沟机开沟，厢沟距4米，腰沟距40米，可有

效减轻渍害，提高产量。从曾都走向全省，我省麦田沟厢质量大为改观。

（4）苗期化控塑株型防倒伏：苗期施用多效唑等植物生长调节剂，促进分蘖，增强抗

逆能力，缩短基部节间长度，重塑株型，提高抗倒伏能力，提高产量。

（5）主动出击防控赤霉病：选用抗病品种和高效药剂，一般年份北部防1遍，南部防

治2遍，稻茬麦防治2遍。抗病品种+122防治策略，可防可控。



我省小麦高产典型

湖北卫视报道稻茬麦高产典型

（1）旱茬小麦高产纪录715.2公斤/亩：2024年襄阳

（2）稻茬小麦高产纪录602.6公斤/亩：2024年襄阳

（3）鄂东南小麦高产纪录511.7公斤/亩：2023年黄冈

（4）江汉平原小麦高产纪录544.3公斤/亩：2022年潜江

旱茬小麦亩产715公斤测产现场



勇当全国夏粮丰收的吹哨人
Ø 我省是小麦生产重要省份，处于我国低海拔小麦生产的最南端，小麦收获早，

广受社会关注。

Ø 技术革新正大幅度提升我省小麦抗风险能力，新型种植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

形成小麦新质生产力，高产典型揭示了我省小麦增产潜力。

Ø 我们要加强示范引领，强化技术措施落地，抓大户促生产，勇当全国夏粮丰收

的吹哨人！



谢谢大家，祝大家小麦大丰收！

朱展望

18086037606，微信同号

群管理员微信

湖北省小麦种植大户群加入方式

（1）扫描右侧群管理员微信二维码加为好友

（2）请管理员邀请进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