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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新品种商道909通过初审

掌握施肥三原则 小麦绿色又高产
□河南省土壤肥料站

测土配方施肥 有机无机配施 控制氮素用量

三农课堂

加快完善现代种业全产业链

编者按：
测土配方施肥是我省实现化肥

减量增效的关键，是实现我省冬小麦
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为引
导农民科学施肥，提高肥料利用效
率，促进农业节本增效，河南省土壤
肥料站根据我省多年测土配方施肥
研究成果，制订了2021-2022年冬
小麦施肥技术指导意见。

该意见根据我省冬小麦生产实
际，结合冬小麦生产类型与需肥特
点、土壤类型与供肥能力，同时对中
筋、强筋和弱筋3个类型的冬小麦进
行了施肥分区。

意见同时提出三项施肥原则，
一是根据测土配方施肥研究结果，
按照“以地定产、以产定氮，以土壤
丰缺定磷钾，中微量元素因缺补缺”
的原则确定肥料用量和配比；二是
注重有机无机合理配施，实施秸秆
还田，施用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三
是按照推荐的冬小麦氮素化肥用量
限量标准，将氮素化肥用量控制在
合理范围。

28个玉米新优品种亮相观摩会

有机无机配施减量增效技术

在较高肥力地块施用配方肥的基

础上，推广应用腐熟堆肥或商品有机

肥。商品有机肥的推荐用量为每亩

100公斤～200公斤，腐熟堆肥的推荐用量

为每亩300公斤～500公斤。有机无机配

合施用，可适度调减氮肥用量10%～20%。

水肥一体化减量增效技术

在磷钾肥一次性施用的基础上，

氮肥实行分次施用，推广水肥一体技

术，重点推广滴灌、微喷灌等技术，实

现氮肥后移，提高化肥利用率，可适度

调减氮肥用量15%～20%。

缓释肥料减量增效技术

在土壤质地较轻的中高产田块推

荐采用缓控释肥料一次性施肥技术，

实现一次性、轻简化施肥。推荐应用

缓控释成分为氮肥，氮肥的速缓比应

根据土壤质量状况选择。一般来说，

对于壤质土壤的田块，缓释比例占总

氮的30%～40%；对于砂质土壤的田块，

缓释比例占总氮的40%～50%。在播种

时推荐通过种肥同播机械施入，将肥

料施于种子下方垂直距离6厘米以

上，横向间距10厘米左右的位置米左右的位置，，防防

止肥料烧苗止肥料烧苗。。应用该技术时应用该技术时，，可在推可在推

荐用量基础上荐用量基础上，，适当下调适当下调55%%～～1010%%的氮的氮

肥用量肥用量。。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强调：“农业现代

化，种子是基础，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

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

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在

新的起点上推进种业振兴，必须夯实种业发

展基础，提高种业自主创新能力，确保良种

供应安全，全面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当前，我国

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

育品种面积占95%以上，主要畜禽核心种

源自给率超过75%，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稳产保供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种业发展基

础仍不牢固，保障种源自主可控比过去任

何时候都更加紧迫，粮食安全这根弦比过

去任何时候都要绷得更紧。不久前，国家

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十四

五”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建设规划》，对“十四

五”我国种业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作出全面

部署安排，为加快推进种业振兴，实现种业

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提供了支撑。

农业种质资源是现代种业发展的基

础。我国的郑麦9023、矮抗58等小麦品种

就是在农业种质资源中提取出抗逆和抗病

基因，经过科研推广，成为全国种植面积位

居前列的小麦品种。当前，随着环境变化，

部分种质资源消失的风险增加，需要加快摸

清我国农业种质资源家底和发展变化趋势，

有效收集和保护珍稀、濒危、特有资源，实现

应收尽收、应保尽保。同时，应让种质资源

动起来、用起来，完善种质资源信息公开和

共享交流机制，构建全国统一的农业种质资

源大数据平台，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种业优

势，促进优质种质资源高效共享利用。

种业包括品种选育、种子繁殖、推广销

售等环节，打好种业翻身仗，必须加快完善

现代种业全产业链，促进产学研用结合，育

繁推一体化，让一粒粒好种子成为农民的

致富帮手。目前，我国种业已进入以自主

创新为驱动力的发展新阶段，持续加强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实施农作物和畜禽

育种联合攻关，加强基础性前沿性研究，才

能更好打造我国现代农业核心竞争力，推

动更多本土品种升级换代。同时，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技术、人才、资本等

要素向优势企业集聚，推动提升品种研发、

产品开发、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现代化水

平，通过示范带动、良种繁育等合作形式，

打通良种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让好

种子惠及更多农民，带动农业提质增效。

种业的生命力在于原始创新，需要健

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驾护航。如果没

有强有力的制度保护种业知识产权，就会

影响本土企业创新的积极性，进而影响粮

食安全和农民切身利益。对此，应抓好源

头管理，针对品种同质化问题，聚焦产量和

抗性等重点指标，加快修订审定标准，提高

审定门槛。各地要加快修订地方标准，从

严审定品种，开展已登记品种清理。同时，

扩大监督面，综合运用行政、互联网等多种

手段，推行全链条、全流程监管，对假冒伪

劣、套牌侵权等突出问题要重拳出击，让侵

权者付出沉重代价。

展望“十四五”，以建设现代种业强国

为目标，加快构建科学高效的种质资源保

护利用体系、种业自主创新体系、良种生产

保障体系、监管服务体系，进一步强化种业

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这必将全面提

升种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为实现我

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常钦）

信息速览 NEWS

近日，农业农村部商财政部下达

农业生产救灾资金10亿元，对河北、河

南等受灾地区灾后改种补种、购置恢复

农业生产所需物资给予补助，支持受灾

地区尽快恢复灾后农业生产，抢抓秋粮

产量形成关键期，及时开展增施肥、促

早熟等相关工作，夯实秋粮生产各项举

措，确保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缓

释肥料等执行农用化肥铁路优惠运价政

策的通知》，将缓释肥料、脲醛缓释肥料、

大量元素水溶肥料、中量元素水溶肥料、

微量元素水溶肥料、改性碳酸氢铵颗粒

肥、尿素硝酸铵溶液、硝基复合肥料等8

个新型肥料品种，纳入实行铁路优惠运

价的农用化肥品种目录。出口化肥及用

于工业生产的化工品不享受农用化肥运

价优惠政策。据测算，新增的8个新型

肥料品种年运量约100万吨，每年可减

免化肥铁路运输费用约1650万元。

近期，尿素价格止跌企稳，市场

跟进力度放缓，预计在成本、供需等

因素支撑下，价格在短期内或将维持

高位盘整态势。磷肥方面，复合肥企

业开工低位，对一铵采购需求疲软，

预计后期价格或将弱势维稳运行；二

铵原料价格高位震荡，企业成本压力

仍然较大，市场供应总体偏紧，预计

近期价格将保持高位维稳运行。钾

肥市场观望气氛浓重，氯化钾价格依

旧延续小幅回调态势。复合肥方面，

当前基础肥料的疲软态势对于秋季

肥市场的推进造成一定制约，预计后

期价格有出现下调的可能性，短期内

走货量也将有所改观。

（本报综合）

实行铁路优惠运价的农用化肥新增8个品种

农业农村部下达10亿元支持灾区改种补种

成本、供需等因素支撑尿素价格高位盘整

9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

化肥保供稳价工作机制第一次会议，工

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交

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资委、

海关总署、供销合作总社等11个部门和

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分析

研判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化肥市场供

需和价格形势，部署了相关调控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会议促化肥保供稳价

化肥减量增效
有哪些技术模式

本报讯（记者艾德利）近日，记者从

省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国家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员会2021年第一次审定会议

初审通过一批农作物新品种，河南商道

种业有限公司培育的商道909等3个玉

米新品种名列其中。

据了解，商道909结实性好、早熟稳

产，适应性广、抗倒抗病，株型紧凑、增

产潜力大，营养价值高、粮饲兼用，轴细

粒深，出籽率高，苞叶少而松，适宜机械

收获。适宜在黄淮海夏玉米区的河南

省、山东省、河北省保定市和治州市的

南部及以南地区、陕西省关中灌区、山

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部分平川

地区、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

湖北省喜阳地区种植。

其培育单位河南商道种业有限公

司，是一家从事主要农作物品种“育、

繁、推”的龙头企业。近年来，该公司致

力于优质强筋小麦和高抗稳产玉米新

品种的培育和推广，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报讯（记者李东辉）9月10日，

2021年国家黄淮海区域玉米新品种核

心展示示范观摩活动在新乡开幕。活

动重点展示推介21家单位的28个品

种，代表了当前黄淮海区域玉米新品种

的最高水平。

本次活动，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主办，河南省种子管理站、国家

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等单位共同承

办。除进行玉米新品种观摩、种企交流

研讨外，刘学、于春花、徐明良等行业专

家分别以玉米株型调控机理解析、国家

农作物品种试验信息与运行管理平台

操作、玉米抗病分子育种现状及趋势等

为题进行了培训。

据了解，国家黄淮海区域玉米新品

种核心展示示范观摩活动已连续在我

省举办四届，累计展示评价新品种1300

个次，参与种企600余家，线上线下观摩

培训超80万人（次）。

活动由省种子管理站站长马运粮

主持。省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张新友，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王俊忠出席开幕式。

叶面喷施

肥料用量调整与品种选择

9月10日，渑池县陈村乡雍家院村农民在种植的冬凌草地里除草。2019年以来，该

村采取与当地药企订单合作的模式，引种冬凌草500亩。冬凌草这种中药材，一年种植、

多年收益，为农民增收又增添了一条新的途径。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古俊锋摄

链接

中筋冬小麦

豫北高产区。该区农业基础设施

较好，农业生态环境适合冬小麦生长，土

壤类型主要为潮土和褐土，是我省冬小

麦优质高产区。冬小麦全生育期施肥以

一底一追为宜，其中氮肥一底一追分期

施用，磷、钾肥一次性底施。一般氮肥

50%~60%底施、40%~50%返青期至拔

节期追施。氮肥追施时期视苗情而定，

一般麦田返青期、壮苗麦田拔节中后期、

旺长麦田拔节后期结合灌水追施。

豫东及豫北沿黄中高产区。该区

主要土壤类型为潮土，土壤质地差异较

大。冬小麦全生育期氮肥视土壤质地

采用一底一追或一底多追，磷、钾肥一

次性底施。一般高产麦田氮肥60%底

施、40%返青期至拔节期追施，中产麦

田氮肥70%底施、30%返青期追施；对

保水保肥能力差的砂质土壤适当增加

施肥次数，可采用一底两追，分返青期

和拔节期两次追施，底追比例控制在

5∶3∶2为宜，忌施肥后大水漫灌；沿黄

稻茬撒播麦田，水稻收获后应重施促苗

肥，返青后依苗情结合灌溉或降水及早

追施氮肥，促弱转壮多成穗。

豫中南中高产区。该区主要土壤

类型为潮土、褐土、黄褐土和砂姜黑土。

冬小麦全生育期施肥一底一追为宜，其

中氮肥一底一追分期施用，磷、钾肥一次

性底施。根据不同土壤类型供肥特点氮

肥适时、适量施用，一般潮土、褐土区高

产麦田50%~60%底施、40%~50%返青

至拔节期追施，中产麦田60%~70%底

施、30%~40%返青期追施；黄褐土和砂

姜黑土区高产麦田60%底施、40%返青

期追施，中产麦田70%底施、30%返青

期追施，对质地黏重的砂姜黑土底追比

例以8∶2为宜。

豫西南中低产区。该区主要土壤

类型为黄褐土和砂姜黑土，土壤黏重，

肥力偏低，耕作粗放，生产条件较差，有

严重缺钾地块。冬小麦全生育期施肥

以一底一追、重施底肥为宜，其中氮肥

一底一追分期施用，磷、钾肥一次性底

施。有灌溉条件的高产麦田氮肥60%

底施、40%返青期至拔节期追施，无灌

溉条件的中低产麦田氮肥70%~80%底

施、20%~30%返青期趁墒追施。

岗岭雨养旱作区。该区属于丘陵

山区，主要土壤类型为褐土和红黏土，

土壤肥力偏低，含钾较丰富，肥料效应

受土壤水分状况制约严重，施肥宜注重

协调墒、肥、苗之间的矛盾。晒旱地麦

田采用“一次深耕早施肥”技术，于伏前

深耕，有机肥、化肥全部一次施入；一年

两作的田块，采取分层施肥法，秋种深

耕时，将全部有机肥、60%氮肥和60%

磷肥混合后，随机械深施20厘米~25厘

米；其余40%氮肥、40%磷肥在播种前

浅耕（5厘米~10厘米）整地时施入土

壤。苗情较弱的麦田，可利用早春雨后

或土壤刚解冻“返浆期”借墒追肥。

沿淮低产区。该区主要土壤类型

为水稻土和砂姜黑土，土质黏重，耕性

差，土壤普遍缺钾。田间排水不畅，湿

害、渍害严重。全区在配施有机肥的

基础上，冬小麦生育期施肥以一底一

追为宜，一般氮肥 70%~80%底施、

20%~30%返青期追施；钾肥一次底

施；磷肥在全部底施时应分层施用，其

中2/3深施、1/3浅施。

强筋冬小麦

豫北强筋冬小麦适宜生态区。该

区位于我省黄河以北，农业基础设施较

好，土壤类型以潮土为主，质地以中壤

为主。冬小麦全生育期施肥以一底一

追为宜，其中磷、钾肥一次性底施，氮

肥一底一追或一底多追分期施用，每

亩在测土配方施肥基础上增加氮肥用

量（纯量）2公斤~4公斤、硫肥（实物

量）3公斤~5公斤，一般氮肥50%~60%

底施、40%~50%拔节期至孕穗期追施。

豫中东强筋冬小麦次适宜生态

区。该区位于我省中东部，黄河以南、沙

河以北。土壤类型以潮土、黄褐土、砂姜

黑土为主。该区土壤肥力较高，多数土

壤质地偏黏。冬小麦全生育期施肥以一

底一追为宜，在配施有机肥的基础上，

磷、钾肥一次性底施，氮肥一底一追或一

底多追分期施用，每亩在测土配方施肥

基础上增加氮肥用量（纯量）2公斤~4公

斤、硫肥（实物量）3公斤~4公斤，一般氮

肥60%底施、40%拔节期至孕穗期追施。

弱筋冬小麦

豫南沿淮弱筋冬小麦适宜生态
区。该区位于我省南部，土壤类型以水

稻土和黄棕壤为主，冬小麦生育期特别

是灌浆期降水较多，土壤和空气相对湿

度较大、光照较差。冬小麦全生育期施

肥以一底一追为宜，磷、钾肥一次性底

施，氮肥一底一追分期施用，一般调低氮

肥用量10%~15%，氮肥70%~80%底

施、20%~30%起身期至拔节期追施。

根据当地实际，也可提倡弱筋冬小麦一

次性施肥，但施肥总量同分次施肥。

科学调整肥料用量与比例

不同施肥区域、各类麦田施肥可根

据土壤供肥状况、秸秆还田水平、有机

肥资源等因素，在推荐的施肥量范围内

适当调整，但施肥量最低应满足土壤养

分收支平衡。一是秸秆全量还田的麦

田基肥中氮肥比例适当增加，追肥适当

减少，总量不变；连续三年秸秆全量还田

的麦田可减施钾肥；二是同一产量水平

下，肥力高的麦田可适当调减5%~10%

的氮肥用量；土壤有效磷含量高于25毫

克/公斤的麦田可适当调减10%~20%

磷肥用量；土壤速效钾含量高于

130毫克/公斤的麦田可适当调

减10%~20%钾肥用量。三是

前期施肥量大的酸化农田可适

当调减相应的肥料用量。

合理选配肥料品种

酸性土壤应施碱性或生理碱性肥

料，如钙镁磷肥，也可以施用石灰、碱性

土壤调理剂等调节土壤pH值，严格禁

止底施硫酸亚铁肥料。碱性土壤应选

用酸性或生理酸性肥料，如硫酸铵、氯

化铵、氯化钾、磷酸一铵或过磷酸钙等，

能有效改良培肥土壤能有效改良培肥土壤。。

适量补施中微量元素适量补施中微量元素

强筋小麦宜选用含硫的肥料品强筋小麦宜选用含硫的肥料品

种种，，在中在中、、微量元素缺乏的区域微量元素缺乏的区域，，适当适当

选用含钙选用含钙、、镁镁、、硫的大量元素肥料硫的大量元素肥料，，如如

硫酸钾硫酸钾、、过磷酸钙等过磷酸钙等，，同时增施微量元同时增施微量元

素肥料素肥料。。

在冬小麦中后期施肥管理中，各施肥

类型区可根据冬小麦长势、土壤养分状况，

结合“一喷三防”，合理喷施，综合促防。

弱筋冬小麦

在冬小麦抽穗前后和灌浆前期结

合“一喷三防”喷洒磷酸二氢钾和硼、锰

等微肥。在灌浆中、后期叶面喷施磷酸

二氢钾，利于小麦籽粒灌浆，增加淀粉

含量，改善弱筋品质。

中筋冬小麦

在小麦挑旗孕穗期至灌浆初期，每

亩叶面喷施30公斤左右浓度为1%~2%

的尿素溶液加0.2%~0.5%的磷酸二氢

钾溶液，预防干热风，防止早衰，促进籽

粒灌浆，增加粒重。或者有针对性地选

用大量元素水溶肥料、微量元素水溶肥

料、含氨基酸水溶肥料、含腐殖酸水溶

肥料或有机水溶肥料，强化营养平衡，

增强光合作用，防止早衰，增加粒重，提

高品质。喷肥时间最好在无风、晴天下

午四点以后，或无风、阴天进行，喷后4

小时内如遇到降雨应补喷一次。间隔7

天~10天再喷一次，效果更好。

强筋冬小麦

冬小麦抽穗至扬花期、灌浆中后

期，用2%的尿素溶液叶面喷施，以促进

籽粒氮素积累，提高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