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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影响小麦返青的首要条件是温度，其次是水分，即麦田土壤

墒情的好坏。因此，浇返青水要视不同墒情而定。

●冬季或早春进行镇压过的麦田，返青时麦苗长势较好，可适

时晚浇返青水，以避免生长过快，植株旺长造成倒伏。

●晚播麦及总茎数70~90万的壮苗或90万以上的偏旺苗肥水

充足，一般不浇返青水，以中耕松土、保墒增温为主，把春生分蘖压到

最低限度；冬前旺长、生长量大、消耗肥水多且未冬灌的麦田，若田间

墒情差，则早春遭遇倒春寒极易导致死苗，应注意及时浇返青水。

●冬前抢墒播种播期较晚，又未冬灌、耕地质量差、田间失墒严

重的麦田及小麦个体发育较差、群体小、旱情严重的麦田均应及时

浇返青水。浇水时要依据天气情况，若天气预报一周左右气温较

高，又都是晴天，日平均温度在3℃即可浇返青水。

●一般麦田只要土壤墒情适宜，应延缓或不浇返青水，可将返

青水推迟到起身或拔节期进行。对群体小、长势差或冬前旺长、春

季长势弱的麦田，可结合返青水亩追施尿素10公斤，浇水后待麦田

墒情适宜时及时划锄保墒。

●因早春昼夜温差变化大加之冷暖气流频繁交替，浇返青水要

严格控制浇水量，以浇小水为宜，不宜大水漫灌。

●浇返青水还要根据苗情而定。对于冬前适期播种的麦田，由

于地力不足造成分蘖少，穗数不够的（冬前每亩总茎数50万左右）

可浇返青水，并结合浇水每亩追施尿素7.5~10公斤、5~7.5公斤的

硫酸钾或氯化钾。

答：根据全国农技中心2021年麦播前发布的《小麦秋冬季病虫

害防治指导意见》和《2021-2022年度小麦主要病虫害全程防控技

术方案》，黄淮麦区常见小麦病虫害防治措施如下：

●小麦返青期-拔节期
重点开展流行性、暴发性病虫害的早期预防。黄淮麦区南部，

春季注意防控条锈病早发麦田，做到控制发病中心。当田间条锈病

平均病叶率达0.5%~1%时，白粉病病叶率达10%时，及时组织开展

大面积应急防治，防止病害流行危害。防治药剂可选用三唑类杀菌

剂等。小麦纹枯病病株率达10%时，选用井冈霉素、三唑类等杀菌

剂喷施麦苗茎基部，每7~10天喷药一次，连喷3次。红蜘蛛平均

33cm行长螨量200头或每株有螨6头时，可选用阿维菌素、联苯菊

酯等药剂喷雾防治。对于未经种子处理的麦田，返青后地下害虫为

害死苗率达10%时，可结合锄地用辛硫磷加细土（1∶200）配成毒土，

先撒施后锄地防效更好。

●小麦孕穗期-扬花期
当多种病虫混合发生危害时，要大力推行“一喷三防”技术。当

田间发生单一病虫时，要进行针对性防治。当田间百穗蚜量达800

头以上，天敌与麦蚜比例小于1∶150时，可用选择性杀虫剂如抗蚜

威、新烟碱类、菊酯类等药剂喷雾防治。小麦抽穗初期每10块黄板

或白板（120mm板）如有1头以上吸浆虫成虫，或在小麦抽穗期，吸

浆虫每10网复次有10~25头成虫，或者用两手扒开麦垄，一眼能看

到2~3头成虫时，用高效氯氰菊酯或毒死蜱进行喷雾防治，起到穗

期保护的作用，并可兼治麦蚜、黏虫等害虫。红蜘蛛平均33厘米行

长有螨量200头或每株有红蜘蛛6头时，可选用阿维菌素、联苯菊酯

等喷雾防治。

当白粉病病叶率达10%或条锈病病叶率0.5%~1%时，可选用

三唑类等杀菌剂及时喷药防治，若病情重，持续时间长，间隔15天后

可再施用1次。小麦抽穗至扬花期，若遇阴雨、露水和大雾天气且持

续3天以上或10天内有5天以上阴雨天气时，要全面开展赤霉病的

防控工作，可选用氰烯菌酯、戊唑醇、咪鲜胺、多菌灵、甲基硫菌灵等

杀菌剂。施药后3~6小时遇雨时，应在雨后及时补喷。同时注意保

护利用自然天敌，注意掌握化学防治指标和天敌利用指标，大力推

广应用选择性农药和对天敌杀伤力较小的农药品种与剂型，如抗蚜

威、菊酯类等；也可根据天敌发生消长规律，适当调整施药时期。

●灌浆期
在每百穗蚜量超过800头，益害比小于1∶150时，白粉病、叶锈

病和叶枯病病叶率超过10%，可采用杀虫剂和杀菌剂混合喷雾防

治。常采用菊酯类或新烟碱类杀虫剂、三唑类杀菌剂与磷酸二氢钾

混合喷雾。在收获前15天停止使用农药和生长调节剂。

河南省小麦中后期病虫害重点防控对象为条锈病、赤霉病、纹

枯病、茎基腐病、白粉病、叶锈病、穗蚜和麦蜘蛛等，豫西丘陵旱地后

期还要注意防治黏虫。

条锈病、纹枯病、茎基腐病、叶锈病、白粉病、叶枯病等病害可选

用粉锈宁、三唑酮、烯唑醇、戊唑醇、己唑醇、丙环唑、氟环唑等，药剂

用量严格按照产品推荐剂量。

小麦纹枯病病株率达15%时选择使用井冈霉素、己唑醇、戊唑

醇、丙环唑、申嗪霉素等药剂进行喷雾防治。小麦茎基腐病在发病

初期，可选用丙硫菌唑、氰烯菌酯、戊唑醇、多菌灵等药剂防治。严

重发生田，要隔7~10天再喷1次，并注意用大水量将药液喷淋在麦

株茎基部，以确保防效。小麦黄花叶病，可在春季发病初期，追施氮

肥，并喷施磷酸二氢钾、生长调节剂等。对孢囊线虫病，可采取镇

压、增施氮磷肥、浇水、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等措施。

答：冬前没有喷施除草剂的麦田，应抓住返青至起身期这一化除适

宜期，小麦拔节后则不宜化除。但因早春气温波动大，最好坚持早春

“360+10”化学除草原则，即实施麦田化学除草前要关注天气预报，喷

药前后3天内无强降温天气，日平均气温在6℃以上，日最低温不能低

于0℃，喷药时气温要高于10℃，最好选择晴好天气的上午10点至下

午4点进行化学除草。

答：对于苗小根少、蘖少、群体小的晚播弱苗麦田，应于早春划锄增

温，不宜过早浇水；可结合浇水在起身期、拔节至孕穗期分别亩追施尿

素6~8公斤和7~10公斤，并配施适量磷酸二铵，以促进次生根生长，

增加分蘖保成穗。

●三类苗麦田要早施早管，以促为主。水浇地于返青期追氮补磷，

追肥量视苗情、土壤肥力水平确定。结合土壤墒情与灌水，一般肥力较

高的麦田亩追施尿素5~8公斤、肥力中等的麦田亩追施尿素8~10公

斤、肥力较低的麦田亩追施尿素10~15公斤，同时，适当增施速效性磷

肥，促进早春分蘖成穗，增加成穗数。及早补施叶面肥，促进小麦生长，

一般亩喷施100~200克磷酸二氢钾，也可增加喷施含氨基酸、腐植酸

水溶肥料等叶面肥料。

●一、二类苗麦田要因地施肥，促控结合。生长正常、群体适宜的

二类麦田，地力水平较高的在小麦起身后拔节前亩追施尿素8~12公

斤，地力水平一般的于起身期结合灌水亩追施尿素15公斤左右。一类

苗麦田应采取前控后促，促分蘖多成穗；地力水平一般的要在小麦拔节

初期，地力水平较高的宜在拔节中后期结合浇水亩追尿素8~10公斤。

●旺长麦田，返青期控旺，追肥适当推迟时间、调减用量，以控为

主，肥水管理宜推迟到拔节中后期，结合浇水亩追尿素10~12公斤；或

于返青至起身期适墒镇压或深耕断根，或在起身期喷施生长抑制剂（多

效唑、壮丰胺、甲哌嗡等），控旺防倒。播量大、个体偏弱假旺苗，拔节期

亩追施尿素8~10公斤。

●苗情较弱的旱地麦田，应趁墒及早追肥，以免后期墒情差无法追

肥，亩追施尿素10~15公斤，并配施适量磷酸二铵，促蘖成穗，促进弱

苗转壮；没有灌溉条件的麦田，要把握好施肥时机，尽量做到肥水耦合；

旱地壮苗麦田，可在小麦起身至拔节期借墒追肥。

答：麦田杂草多为禾本科和阔叶杂草混生，可选用8%双氟·二磺·
炔可分散油悬浮剂60毫升/亩+激健（或润飞）增效剂1000倍液，或6%

双氟·二磺可分散油悬浮剂17毫升/亩。也可根据田块具体的杂草草

相，选择唑草酮、双氟磺草胺、苄嘧磺隆或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单剂与

炔草酯、甲基二磺隆、唑啉草酯等单剂之一进行混配。混用单剂的种类

为2~3种，具体种类根据田间杂草的种类确定。

各种杂草除人工或机械除草外，主要采用化学除草。针对不同的

杂草种类，应选择不同除草剂型，同时要注意施药时间及小麦品种的敏

感性。

化学除草时间一般在冬前或小麦拔节前气温10℃以上时，小麦拔

节后对除草剂较为敏感，容易产生药害，严禁拔节后化学除草。

施用除草剂应在保障良好的土壤墒情下进行，如果墒情差，应先给

麦田灌水，再喷施除草剂。

答：《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应当在综合分析监测结果的基础上，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的规定发布农作物病虫害预报，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发

布农作物病虫害预报。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制定全国农作物

病虫害预防控制方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

制定本行政区域农作物病虫害预防控制方案。

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应重点监测锈病、赤霉病、麦蚜、黏虫、蝗

虫等小麦一类病虫害和纹枯病、茎基腐病、白粉、地下害虫、吸浆虫等小

麦二类病虫害。监测范围包括农作物病虫害发生的种类、时间、范围、

程度，害虫主要天敌种类、分布与种群消长情况，影响农作物病虫害发

生的田间气候和其他需要监测的内容。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要实行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在防控策

略上要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分类指导的原则，在防控措施上采取

“非化学防控与化学防治、应急处置与可持续治理、统防统治与群防群

治”三个相结合的技术对策。在防控药剂选择上，重点推广生物农药和

高效低毒的化学农药，相同品种药剂重点推广高含量产品和悬浮剂、水

乳剂等环保剂型。

答：同样药品多次使用分为两种情况：

●同一小麦生长季节多次使用。对同一种病虫害，第一次

使用效果好的话，第二次使用效果一般也不会差。如果第一次

使用效果不好，就要考虑病虫害抗药性的问题了，必须轮换其他

不同的杀虫/抑菌机理农药。

●麦田常年多次使用同一品种。这样易使在本地能完成生

活史循环的害虫/病原菌/杂草产生抗药性，需要轮换用药。对于

黄淮麦区的大区传播病害（例如小麦锈病），以及迁飞性昆虫（例

如荻草谷网蚜），则不容易产生抗药性，可使用三唑类长期防治

条锈病，拟除虫菊酯类和二代新烟碱类防治荻草谷网蚜等。

总的来看，为了避免同样药品多次使用使某些病虫产生抗

药性，建议在农药喷洒时采取交替使用，或采用其复配制剂进行

灵活喷施。

答：合理化控：拔节前每亩用15%多效唑30克兑水25~30

公斤，或用芸苔素内脂（0.1%含量）5克+磷酸二氢钾100克兑水

15公斤，叶面喷施，促进植株健壮生长，提高小麦抗寒能力，降低

低温对小麦幼穗损害。

●适时灌水追肥：在寒流来临前及时灌水，调节近地面层小

气候，防御早春冻害；若小麦早春遭受冻害，立即结合浇水追施

速效氮肥。

●要在低温后2~3天及时观察幼穗受冻程度，对茎蘖受冻

死亡的麦田要及时追肥，促其恢复生长。一般仅叶片受冻或主

茎幼穗冻死率10%以内的麦田，可不必施肥；茎蘖冻死率在10%

~30%的麦田，可结合浇水亩施尿素4~5公斤；茎蘖受冻死亡率

超过30%~50%的麦田，亩施尿素7~10公斤；对冻死率50%以

上的麦田，亩施尿素12~15公斤。此外，拔节孕穗肥还需正常施

用，以促高位分蘖成穗，减少产量损失。

●4月上中旬的晚霜冻害，无法再促分蘖成穗，可以叶面喷

肥（尿素、磷酸二氢钾等）或植物细胞膜稳态剂、复硝酚钠等植物

生长调节剂，缓解冻害，促进结实率和籽粒灌浆。

●此外，受冻害的麦田，植株抗性降低，病虫害发生概率增

加，要加强病虫害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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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播种过深，会造成地下茎过长，幼苗叶片细长，根系发育

不良，麦苗瘦弱。对这类幼苗早期可耧麦扒掉部分覆土，使分蘖

节盖土厚度变浅；结合中耕，改善土壤通气状况，促侧根发育，使

麦苗转壮。

对粗放整地造成坷垃多、土壤不实，根系下扎不好，幼苗生

长缓慢、缩心、黄叶、细弱的，应及早压碎覆土，浇水细锄浅锄。

对播量过大导致生长过旺、营养缺乏、发育不良且分蘖较少

的黄苗，可及时深锄断根，利于壮苗生长。

对土壤过于黏重，质地不良，通透不好，水分过多，导致根系

缺氧，根系生长停滞、初生根变褐、分蘖减弱、麦苗瘦小黄化或变

褐的麦田，要开深沟排渍，中耕松土，促进通气，提高地温，促根

发育。

对因天气干旱或土壤缺水，引起麦苗吸水困难而生长缓慢，

叶色灰绿，基部叶片变黄，心叶迟迟不长，次生根少且分蘖困难

的麦田，应及时浇水施肥，促进麦苗生长正常，苗壮蘖多。

对因盐害导致麦苗瘦小矮挺、分蘖少、叶狭窄、叶色黄绿，叶

梢紫红，基部黄叶多的麦田，应及时中耕松土，减少地面蒸发，防

止返盐，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采用灌水洗盐或开沟排盐，降低土

壤含盐量。

近日，农业农

村部科技教育司会

同河南省农业农村

厅科教处，根据近

期科教云平台上农

民朋友提出的小麦

春管主要问题，组

织冬小麦“科技壮

苗”专项行动专家

指导组河南组梳理

出了小麦春管“九

问九答”，以方便更

多基层农技人员和

农民朋友抢抓农时

进行春管，促进冬

小麦转壮，搭好丰

收架子。

“

”

2月15日，宁陵县

刘楼乡农机手在麦田

里给小麦喷洒除草剂。

吕忠箱关晓伟摄

22月月1717日日，，尉氏县庄头镇的农技人员在利用大型农机在庄头村的小麦田里喷施小麦叶面肥尉氏县庄头镇的农技人员在利用大型农机在庄头村的小麦田里喷施小麦叶面肥。。 李新义李新义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