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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农专家在行动

杨凌专家：田间地头“把脉开方”
助力春耕生产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耿苏强 谷幸

“你这块田地管理水平非常
高，小麦长势很好，但是需要预防
茎基腐病的发生。”在看完陕西省
宝鸡市凤翔县横水镇齐村广林种
植家庭农场的麦田后，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研究员郭云忠给出了这
样的管理建议。

来到凤翔县陈村镇尹家务村
小麦种植大户王军奇的麦地里，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作物栽
培专家党战平建议，要加强水肥
管理，增施叶面肥，在拔节前提前

追肥。扬花期后喷施磷酸二氢
钾，保障小麦穗粒数。

3月12日-16日，杨凌示范
区老年科教工作者协会组织李省
印、王成社、党占平、花蕾、郭云忠、
侯宝英等6名专家成立“小麦田间
调研与技术咨询服务小分队”，先
后深入陕西省10个县区18个较
大规模的家庭农场、种植专业合作
社、农业公司，开展苗情调查，对麦
苗长势“把脉问诊”“对症下药”，为
夏粮丰收搭好丰产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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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三 亚 讯
（农业科技报·中国
农科新闻网记者 谷
幸 李煜强）3月17
日，以“中国种业振
兴 南繁硅谷崛起”
为主题的 2024 中
国种子（南繁硅谷）
大会在海南三亚开
幕。会上，“好吃系
列”品种品鉴评选结
果发布，共有玉米、
辣椒、番茄、南瓜等
品类的50个品种获
评。其中，由西安海
纳森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培育的“海纳森
8号”番茄品种荣获
普通番茄组“好吃番
茄”金奖荣誉。

据了解，“海纳
森8号”品种番茄是
无限生长类型，植
株健壮，果实颜色
鲜亮、粉红；幼果是
青白圆果形，果脐
小，单果重 260 克
左右。其硬度好，
均匀圆整，坐果能
力强，不易裂果。
具有中抗TY，中抗
灰叶斑、镰刀菌根
腐病、斑萎病毒，高抗叶霉病等
特性。适合早春、越冬、秋延保
护地和露地种植。

“很高兴获得金奖，这是对该
品种的肯定与认可。今后公司将
继续培育优质番茄新品种。同
时，不断向外推广宣传，让更多农
户种上味道好、效益高的番茄品
种。”西安海纳森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何深说，“目前，公司在
陕西杨凌基地与‘南繁’基地共选
育有上千种番茄材料，用于番茄
新品种的研究。”

西安海纳森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番茄育种、生产和推
广销售为一体的科技型民营企
业。公司将常规育种方法与
DNA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相
结合，不仅提高了育种效率，也加
快了番茄品种更新速度。现已登
记番茄新品种60个，获得实用新
型专利19个。尤其在粉红果番
茄的抗TY、耐热、抗裂等领域，已
在国内领先于同类品种。

气温回升，农作物旺盛生长，病
虫害也进入快速增长期。专家建
议，要做好病情、虫情的监测与预

防，确保小麦稳定生长。
小麦红蜘蛛易暴发、传播快、

危害大。专家建议，各地在小麦
返青至起身期前后
需加强观测，如发
现有扩大趋势，可
选用噻虫高氯氟、
高效氟氯氢菊酯、
联苯菊酯等药剂兑
水均匀喷雾。春季

气温相对较低，用药时间应选择
在晴朗无风、气温较高的中午时
段进行。

渭北旱塬麦田易受鼢鼠（俗
称“瞎老鼠”）危害，应及时采取专
用药剂插洞法防治方法（即寻找
新鲜的鼢鼠洞穴，用竹竿沿洞穴
垂直方向钻小孔，将杀鼠药剂投
入洞内，再盖上土块即可），以防
其持续危害扩大。

小麦播种质量需提高：“部分出
现缺苗断垄和浮籽、‘吊根’、弱苗
受冻死亡情况。”专家建议，种植户
至少每两年应进行一次土壤深翻
（耕深30厘米以上），在未深翻年
份，播种前旋耕深度应不小于
20 厘米，秸秆切碎应在 5 厘米以
下，并加强农机手培训，实行播种
前精细整地和播种后及时镇压，以
确保小麦播种质量。

小麦适播期和播量需精准：“部
分种植户将适期晚播理解为晚播，
推迟小麦播种期，这严重影响了小
麦的正常出苗和分蘖，造成小麦群
体不足。”专家建议，各地农技部门
应认真做好当地主栽品种播期、播
量试验部署，精准确定各地最佳播
种期和播种量，以适应当前变化的

生态条件。
“双减”栽培技术需加强：专家

调查发现，几乎所有麦田施肥都比
较充足，很少发现小麦大面积缺肥
现象。但若是苗期过量追肥，容易
加剧土壤退化和板结。因此，专家
建议各地农技部门加大“双减”小麦
栽培技术示范，积极推广小麦“双
减”生态栽培技术。

相关配套技术需实施：专家建
议要将小麦越冬前镇压由原来的控
旺措施变为苗期管理。同时，加强
玉米秸秆还田、小麦播前深翻及播
后镇压等配套技术推广力度，以有
效提高土壤有机质，增强作物抗逆
能力，减少杂草滋生，提升小麦、玉
米的产量和品质。

小麦除草剂使用需培训：调查

发现，部分农场存在用药种类偏多、
重复使用同一类药剂或同一种药
剂，甚至存在不同剂型违规搭配，导
致发生药害的情况。对此，专家建
议各地农技部门应加强小麦及玉米
田间杂草化学防除技术培训指导，
以减少除草剂种类，针对性选择偏
差、混合不良反应、时期掌握不当等
问题。

家庭农场与适度规模化种植经
营模式需推广：专家调查发现，家庭
农场和专业合作社集约化种植的小
麦，其长势、长相及群体结构，普遍优
于周边农户小块农田。因此，通过集
约化经营，机械化、智能化高效作业，
可有效提高粮食单产、品质，增强抗
自然灾害与市场风险的能力，确保粮
食生产与经营安全。

3月中旬，关中各地小麦普遍进
入返青期，这是决定一年小麦收成的
关键时节。经6名专家从全省18个点
位的调查情况来看，一类麦田占比在
85%以上，二类麦田占比在10%左右，
有近5%左右的三类麦田。

目前，关中灌区东部已进入返
青后期，西部及渭北地区均处于小
麦返青中期。小麦正全面生长，个

体健壮，基本达到叶蘖同伸，呈现出
起身迹象。

在武功、乾县、岐山、凤翔等县
区调查中，专家发现，部分小麦田块
因播前整地质量较差、播种量过大、
播种质量不高，出现分蘖细长、生长
不健壮，表现为分蘖数仅1-2个，群
体不足，并出现不少浮籽、“吊根”、
弱苗受冻死亡现象。

“经调研发现，关中小麦苗情
总体良好，但也存在播种质量不
高、水肥管理失当、杂草防治不及
时等问题。针对调查发现的新情
况，我们6位专家有针对性地为关
中小麦生产管理提出了建议与对
策，为陕西粮食安全贡献科协智慧
与力量。”杨凌老科协副会长侯宝
英说。

苗情分析 小麦生长总体良好

专家支招 尽管苗情好，田管不能松

监防并行 “虫口夺粮”保丰产

专家同长安县王曲镇神禾塬与长丰种
植专业合作社薛强交流小麦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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