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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我区秋播主要粮食作物，抓好秋播工作，大
力提高小麦播种质量，对夺取壮苗越冬、筑牢来年夏粮
丰收基础极其重要。各地要站在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
农民增收的高度，切实抓好今年秋播生产技术指导工
作。今年秋播工作总体思路是：坚持高质高效绿色发
展理念，以提高秋播质量为主攻目标，种足面积，强化
主推品种和主推技术推广应用，充分发挥农机农艺结
合优势，主动抗逆应变，最大程度实现一播全苗和壮苗
越冬，为明年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一、稳定面积优化布局。各地要紧盯粮食安全目
标任务，确保小麦种植面积稳定，严禁高效粮田非粮化。
要按照区农业农村局《盐都区2020年秋播农作物品种利
用意见》要求，科学选用优质、高产、多抗、高效并重的小
麦品种。坚持主栽品种突出，搭配品种合理；坚持一镇
（区、街道）一主二副、一匡一品，努力扩大单品种规模化
连片种植，防止品种多、乱、杂的现象，以利于大面积生产
平衡和技术指导，挖掘优良品种生产潜力和品质潜力。

二、提高还田整地质量。秸秆还田整地质量直接
影响播种进度和播种质量。水稻收获时留茬高度 10
厘米以下，碎草长度控制在 5 厘米以内。墒情适宜时，
采用旋耕或犁旋作业方式埋草整地，尽量深埋秸草并
提高整地质量。旋耕埋草效果相对较差，要加大马力、
中慢速行驶，确保旋耕埋草深度达到 15 ~ 20 厘米，防
止稻草入土成团或富集于浅表（播种）层。天气和土壤
条件适宜的情况下要积极采用耕翻埋草整地，可最大
限度降低秸秆还田对小麦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还可
采用“耕-耙-旋”、“旋-旋”等增加作业次数的方式提
高整地质量。在确保秸秆还田和整地质量的基础上，
只要墒情适宜，采用机械条（匀）播，有利于精准控制播
种量，播深一般控制在 2 ~ 3 厘米。目前我区大面积生
产上，复式作业播种机较为普及，一次完成旋耕灭茬埋
草、施肥、播种等作业程序。采用这种作业播种方式，
更加要注重提高碎草匀铺质量，尽可能在播前增加一

次旋耕灭茬作业，以确保播种质量。通过改进播种机
械，实现拔草开槽、宽幅板播、压籽入土，播种出苗效果
较好，各地可积极引进应用。

三、适期适量精准播种。我区小麦适宜播种期为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最佳播种期为 10 月 25 至 11 月 5
日。各地要督促农户尤其是种植大户抢收抢种，努力
压缩晚播小麦面积，最大限度降低晚播带来的生产风
险。要根据播期、播种质量、种子质量以及品种特性
等综合因素确定适宜的播种量。高产、超高产栽培，
更应在适期播种、提高播种质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
降低播种量，以最少基本苗实现预期足穗。大面积生
产上，适期播种采用精量、半精量播种，亩基本苗控制
在 12 万 ~ 16 万。迟播小麦要适当增加播种量，一般
每晚播 1 天增加 0.5 万基本苗，最多不超过预期穗数的
80%，晚播独杆栽培最多不超过 25 万基本苗。适期播
种、种子发芽率正常可根据“斤种万苗”原则确定播种
量；晚播、气温较低，斤种成苗 6 ~ 7 千，需适当加大播
种量。同时，要根据墒情、秸秆还田整地质量等影响出
苗和成苗的因素适当调节播种量。

四、科学高效施用肥料。出苗分蘖至越冬始期是
小麦的需肥临界期，拔节孕穗期是小麦肥料的最大效
率期。根据小麦的吸肥规律，推广“施足基肥，早追苗
肥，重施拔节孕穗肥”的施肥方法。亩产 500 公斤以上
适期播种的田块，一般亩用纯氮 16 ~ 20 公斤，其中基
肥、苗肥、穗肥（倒 3 叶施用）之比为 5:1:4，磷钾肥基追
比各一半。中强筋小麦应用控氮后移技术。秸秆还田
量大的田块，基肥要增施总氮量 10%左右，防止秸秆腐
熟过程耗氮影响壮苗。基肥在旋耕埋草前均匀撒施，
也可种肥同施。一般亩用 45%三元复合肥 30 ~ 35 公斤
加尿素 7.5 ~ 10 公斤。晚茬独秆栽培小麦，在增加播种
量的基础上应用稳氮后移技术，即基肥40%，拔节肥40%，
孕穗肥20%。

五、采用抗逆抗灾措施。小麦生育期长，要从秋播

开始为全程抗灾减灾夯实基础。一是种子处理，防病
壮苗。针对小麦黑穗病、纹枯病、全蚀病、根腐病等系
统侵染病害与土传病害发生情况，选用相应药剂拌种
处理，拌匀后晾干播种。适期早播小麦也可采用化控
制剂拌种，促进生根、发蘖、壮苗。药剂拌种要注意根
据药剂说明书严格掌握用药量，现拌现用，当日播完。
二是抗逆播种，差中争好。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如秋
收期间有连续阴雨天气，稻田要提前断水，并及时增开
稻田排水沟。如持续阴雨时间过长，迫不得已的情况
下，也可采用免耕摆播、浅旋耕撒播、板茬直播或稻田
套播等方式，加快播种进度。若遇干旱天气，土壤墒情
不足，小麦播后可沟灌洇水，要速灌速排。三是配套沟
系，排涝降渍。播后要及时机械开沟，每 3 ~ 4 米开挖
一条竖沟，沟宽 20 厘米，沟深 20 ~ 30 厘米；距田两端横
埂 2 ~ 5 米各挖一条横沟，较长的田块每隔 50 米增开一
条腰沟，沟宽 20 厘米，沟深 30 ~ 40 厘米；田头出水沟要
求宽 25 厘米，深 40 ~ 50 厘米，确保内外三沟相通。板
茬播种或还草田块可通过提高开沟密度和深度，增加
沟系取土量对畦面覆盖，防止露籽现象。四是镇压化
控，防冻保苗。对秸秆还田量大、还田质量较差的田块
播种盖籽后尽可能实行一次镇压，使土壤、种子充分融
合，利于保墒、全苗、匀苗。对齐苗后耕作层仍较疏松
的田块，必须在越冬前再镇压 1 次，保墒防冻。板茬直
播和稻田套播小麦，要增施土杂肥或增加沟泥、秸秆
覆盖。冬前有旺长趋势的小麦，可适度化控控旺促
壮。五是科学化除，提高防效。冬前化学除草效果最
好，要选准对路药剂，在播后苗前墒情适宜时进行土
壤封闭或冬前（苗后早期）茎叶防除。土壤封闭可控
制药后（苗后）45 天以内的杂草萌发。苗后早期茎叶
处理，可控制低龄杂草的萌发及生长，同时也具有约 45
天的封闭作用，但要注意施药前 3 天后 5 天日均气温不
能低于 8℃，即避开寒潮来临前后用药，防止药冻害的
发生。 （来源：区植保站）

2020年秋播小麦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播种期是主动预防麦类黑穗病、大
麦黄花叶病、条纹病、纹枯病、小麦梭条花
叶病、根腐病等种传、土传病害和地下害
虫（蛴螬、蝼蛄）的最佳时期。当前秋播在
即，各地一定要加强秋播病虫绿色防控工
作的宣传、指导力度，大力推广高效安全
的种子处理技术，努力提高种子药剂处理
覆盖面，为来年夏粮高产稳产打好基础。

一、强化种子调运检疫，严防危险
病虫传入

严把种子调运检疫关，凡从区外调
入的秋播作物种子，未经调运检疫的一
律不能作为种子销售、使用。

二、综合预防种（土）传病害
1、合理轮作换茬。凡小麦梭条花叶

病、大麦黄花叶病发生严重的麦田可改
种油菜、蔬菜等；有小麦梭条花叶病的病
田也可改种大麦，有大麦黄花叶病的病
田可改种小麦。

2、选用抗（耐）病品种。因地制宜推
广种植宁麦13、扬麦23、扬麦25、镇麦10、
苏麦 188 等对小麦赤霉病抗性较好的品
种，压缩郑麦 9023 等高感赤霉病品种的
种植比例。小麦梭条花叶病发生田可选
用扬辐麦 4 号、镇麦 12 号等抗（耐）病品
种，不宜种植感病的镇麦 10 号等，切实控
制病害的发生和蔓延。

3、适期耕翻播种。推行适期播种，
避免过早、过晚播种；推行水稻秸秆深埋
作业，减少田间裸露稻桩数量；推广精量、
半精量机条播，提高播种质量，减少稻套
麦和散播面积，降低冻害和草害风险。

4、做好种子处理
晒种选种：在播种前抢晴天晒种1 ~ 2

天，同时精选种子，汰除病粒、秕粒、草
籽，减少和杀死部分种子病菌，提高种子
的发芽势和发芽率，增强抗病性。

药剂拌种：选用优质拌种剂，严格控制药量、浓度。
①选用 6%戊唑醇悬浮种衣剂 5 毫升，加水 200 毫升拌（包
衣）10 公斤麦种；②选用 3%苯醚甲环唑悬浮种衣剂（或
4.8%苯醚·咯菌腈悬浮种衣剂）20 毫升对水 180 毫升拌麦
种 10 公斤。拌后堆闷 2 小时，晾干后播，有效预防大、小
麦黑穗病、条纹病、纹枯病等种传病害。

三、科学防治地下害虫
对蛴螬、蝼蛄发生较重的大豆、玉米、花生、蔬菜等

旱茬田块，秋播时要主动用药防治，减少危害。
1、毒土法：每亩用 3%辛硫磷颗粒剂（或 5%二嗪磷颗

粒剂）1.0 ~ 1.5 公斤，均匀撒施，随耕翻入土，对蛴螬、蝼
蛄均具有较好的防效。

2、拌种法：可选用 60%吡虫啉悬浮种衣剂 20ml（或
30%噻虫嗪悬浮种衣剂 20ml）对水 180ml 拌 10kg 麦种，拌
种后堆闷2 ~ 3小时，药液吸干后播种。

病害虫害混发区：可选用苯醚·咯·噻虫或戊唑·吡虫
啉、烯肟·苯·噻虫、吡虫·咯·苯甲等悬浮种衣剂进行拌种。

四、注意事项
①严格按照农药标签登记的作物、方法、用量要求，

规范使用，拌种必须均匀。要现拌现用，当日播完。严禁
超量、超范围使用，防止药害事件发生。过度迟播麦田种
子药剂处理要注意安全用药。②药剂处理过的麦种不得
做粮食、饲料。③凡经处理过的种子，都要足墒播种，天
干墒情不足时，播后要及时窨水，防止出苗不全。④禁止
推广、销售、使用无“三证”的种子处理剂。⑤注意安全
用药，做好施药人员个人防护。⑥主动做好废弃的农药
瓶或袋回收工作，保护农田环境。 （来源：区植保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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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甜的橘子抗癌效果越好
《日本农业新闻》最近报道：吃柑橘能起到抗癌的作

用，而且越甜的抗癌效果越好。
据研究，柑橘之所以能抗癌，是因为其中含有大量

β—玉米黄质。柑橘中的 β—玉米黄质比我们所知道的
胡萝卜中含有的 β—胡萝卜素的抗癌效果要强上 5 倍。
另外，橙、柚子等果皮里含有的川皮甙也有很好的抗癌
效果。科学家们还发现，柑橘的含糖度越高，其中β—玉
米黄质的含量就越多，因而抗癌效果也越好。而且，柑
橘在经过干燥处理和储藏后，β—玉米黄质的含量并不
会发生变化。普通人一天吃 2 个甜的柑橘，就能取得良
好的防癌效果。

四大黑色水果补血防病
黑色水果中钾、镁、钙等矿物质的含量高于普通水

果，这些矿物质对维持人体的平衡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几种常见的黑色水果有：桑葚，现代医学证明，桑葚具

有增强免疫、促进造血红细胞生长、防止人体动脉及骨骼关
节硬化、促进新陈代谢等功能；乌梅，所含的有机酸能杀死
侵入胃肠道中的霉菌等病原菌；黑葡萄，黑葡萄含有丰富的
矿物质钙、钾、磷、铁以及维生素B1、B2、B6、C等，还含有多
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常食黑葡萄对神经衰弱、疲劳过度大
有裨益；黑加仑，能预防痛风、贫血、水肿、关节炎、风湿病、
口腔和咽喉疾病、咳嗽等。 （来源：中国农科网）

一、施用过多的氮肥，将会导致土壤氮素过剩。
这会造成农作物的细胞壁变薄，组织变得柔弱，造成
作物茎蔓变粗，叶片变大且薄，比较容易折断。

二、农作物吸收大量的氮元素，叶片将会过于肥
大，植株间郁闭，致使通风透光能力降低，导致农作物
群体的光能利用率下降，农作物的呼吸旺盛，会提高
光合产物的消耗，降低干物质积累，导致减产。

三、施用过多的氮肥，作物的抗逆能力降低，极易
感病虫害与遭受冻害影响，尤其是容易感染病毒，如
流胶病等。

四、过量的施用氮肥，会降低磷、钾以及微量元素
的吸收，造成果实成熟变慢，颜色出现不正，产生畸形
果，导致花芽分化率下降，营养生长出现过剩，坐果率
比较低或不会坐果。

五、施用大量的氮肥，土壤水溶氮含量会非常高，
极易转化成氨气或是硝酸气体，从而不断地从土壤中
释放到作物的生长环境中，导致氨气或是硝酸气体出
现中毒。

六、大量的施用氮肥，还将会使土壤酸化、盐碱化
加剧，造成果实中的钙、镁等营养成分明显降低，通常
会产生缺钙、缺镁症状。 （来源：中国农科网）

氮肥过量使用的危害

近日，农业农村部官网发布《关于切实加强百草
枯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
要求强化证件核准，严格百草枯母药生产和出口资
质。其中规定，具有百草枯母药生产许可和仅供境外
使用农药登记的百草枯母药生产企业，才能生产百草
枯产品。2020 年 11 月 1 日前，对百草枯母药生产企业
的生产资质和条件进行核查。同时规定百草枯母药
生产企业生产的百草枯产品只能用于出口，不得在境
内销售。在生产企业办理百草枯出口通知单时，应核
查农药生产企业的百草枯农药登记和生产许可证件
是否齐全。

《通知》还要求加强对敌草快、草甘膦、草铵膦等
灭生性除草剂产品的监督抽查，重点抽查是否非法添
加了百草枯隐性成分，坚决依法打击非法添加百草枯
隐性成分的行为。 （来源：《农民日报》）

农业农村部发文

加强百草枯专项整治工作

糖醋烂果诱捕金龟甲。选用酸臭烂西瓜、烂甜鲜
瓜等与糖醋液（红或白糖、醋、水比例为 1：3：16）一起
放入陶钵，支撑分布在果园中，每过 2～3 天收集钵中
的金龟甲即可。

大蒜汁和小线辣椒液杀红蜘蛛。当果树上发现
红蜘蛛为害时用大蒜（捣成泥状）两份，线椒液一份，
水 2.5 倍，浸泡 6～8 小时，然后取出过滤喷施果树或蔬
菜，都可以有效将红蜘蛛杀死。

樟脑丸可治果树干蛀虫。苹果、梨、桃、葡萄、李子
树等果木囊蛾树干害虫，用樟脑（臭球子）精块防治，既
经济又有效。其方法是：将樟脑块切成绿豆粒大小的
碎块，将蛀干害虫新嚼过的木渣和新排出的粪便掏净
出孔，往蛀孔内塞3～5粒樟脑精碎块，后用黄泥或软纸
吸水后塞孔封口，以防漏气，杀虫效果一般可达 90%左
右。7～10天查一次效果不理想再加大量投放一次。

三合板涂油漆捕虫。在三合板两面涂抹上橙黄
色油漆，干后再涂一层机油、黄油混合制剂，按面积分
布挂在果园中。蚜虫、白粉虱、美洲斑潜蝇、28 瓢虫等
害虫就会自投罗网，一周内更换一次涂刷油漆，若用
混合油漆效果更佳。

树干绑草巧除虫。每年 8 月下旬～9 月上旬果园
潜叶蛾类、卷叶虫类、蜘蛛类、桃、李、梨、苹果小食心
虫、康氏粉蚧类等害虫，受气温降至的影响，逐渐向树

干寻找或向树下潜移适宜的越冬场所，此时在树干上
绑一把草，为害虫设置一个假设的越冬场所，在来年
春季气温回升前，解下集中烧毁，压低害虫越冬基数，
能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喷施虫尸体液以虫治虫。人工捕捉害虫50～60头，
盛入陶器内，捣乱成桨，加入少许醋酸，在阳光下发酵
40～50小时，直至可闻到臭味后用纱布滤后，每0.1公斤
（虫尸液），加水30公斤，于上午9时至下午5时喷施在果
树上，当害虫闻到同类尸体臭味后就会拒食而饿死。

巧用洗衣粉杀灭害虫。洗衣粉不仅是家庭必备
的洗涤用品，而且在农业生产、果蔬杀虫上有一些特
殊用途。试验研究，生产实践表明洗衣粉不仅对多种
果蔬、农林害虫直接具有杀灭作用，而且经济方便，对
人、畜无害。防治果蔬蚜虫、粉虱、红蜘蛛、菜青虫、尺
蠖、刺蛾等害虫时，使用洗衣粉 900～1000 倍液喷洒叶
背及嫩枝，约 2 小时左右害虫死亡率达 100%，防治介
壳虫、桃蚜等害虫，喷洒 500～700 倍液，隔 3 天喷一次
连续喷三次，杀虫率可达95%以上。

苦胆汁混用辣椒水杀虫。将猪胆汁对水稀释 100
倍，再加入少许用开水煮沸的辣椒水搅匀喷洒在果树
上可有效杀死菜青虫和蚜虫等。

用高度白酒 50～60℃或酒精稀释液喷洒在果树
上，杀虫效果也很好。 （来源：《农业科技报》）

秋季这些方法可防治果树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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