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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和小麦是我国的两大主要粮食作物， 稻麦

两熟是我国长江、淮河流域地区的基本种植制度。 江

苏垦区 95%的耕地实行稻麦两熟种植， 研究稻麦周

年高产优质高效生产意义重大。 然而，机械水（旱）直

播、 小苗机插等轻简化栽培技术的普及推广和偏迟

熟水稻高产品种的应用， 加剧了稻麦两熟收种茬口

变换的紧张程度，影响了稻麦两熟周年的高产稳产。
我们围绕稻麦两熟周年高产目标， 合理选择品种搭

配，创新技术思路，促进农机农艺融合，落实轻型简

化耕作、 科学减灾防灾、 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推广体

系， 研究集成了江苏垦区稻麦两熟周年优质高产高

效栽培技术体系。

1 优化不同生态区稻麦优质高产品种组合

1.1 积极培育高产优质品种

围绕稻麦“早熟、高产、优质、抗病”的目标，针对

江苏垦区南北生态差异大、 稻麦两熟季节紧张的突

出问题，近几年大华种业培育了 5 个小麦品种（华麦

5 号、华麦 6 号、华麦 7 号、华麦 8 号、华麦 1028）和

3 个水稻品种（华粳 5 号、华粳 8 号、华粳 9 号），筛选

了适宜垦区稻麦周年高产高效搭配模式的主导品种

20 余 个 （淮 麦 28、淮 麦 35、淮 麦 43、徐 麦 99、郑 麦

9023、烟农 19、连麦 8 号、镇麦 168、镇麦 10 号、镇麦

11 号、 扬辐麦 6 号和武运粳 30、 南粳 9108、 南粳

2728、淮稻 5 号、盐粳 16、连粳 11、圣稻 18 等）[1-2]，形

成了适应不同区域生产的品种系列。
1.2 优化垦区稻麦两熟周年品种组合

围绕大华种业、 苏垦米业两个龙头企业的市场

目标，建立了不同区域稻麦周年高产的品种组合：淮

北垦区水稻选用中熟中粳偏早熟品种华粳 5 号、连

粳 7 号、连粳 11 号等；小麦选用半冬性中晚熟高产

品种淮麦 35、连麦 8 号、淮麦 33 等，搭配半冬性早熟

品种农麦 1 号、淮麦 20、淮麦 28。 苏中垦区水稻选用

迟熟中粳中熟优质高产品种南粳 9108、淮稻 5 号；小

麦以春性中熟为主，选用华麦 5 号、华麦 8 号、镇麦

168、镇麦 10 号等品种。 南通垦区水稻以早熟晚粳的

早中熟品种南粳 5055、武运粳 30 等为主，搭配中熟

晚粳南粳 46；小麦以春性中熟镇麦 10 号、华麦 5 号、
华麦 6 号、扬麦 23 等为主。

2 建立水稻优质高效栽培技术模式

围绕优质、高效、抗逆栽培和全程机械化要求，
组织开展技术攻关， 建立了江苏垦区水稻优质高效

栽培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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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江苏垦区稻麦两熟季节紧张、农机农艺不完全配套等突出问题，通过优化不同生态区稻

麦优质高产品种组合，研究应用水稻稀播长秧龄育秧、水稻钵形毯状秧机插、旱整水栽等建立水稻

优质高效栽培技术模式，应用小麦精量播种和精确定量栽培、浸种催芽、轻型化农机作业等建立小

麦高产优质栽培技术模式， 完善稻麦周年高产配套技术支持体系， 建立健全垦区农业技术推广体

系，提高了江苏农垦农业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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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水稻稀播长秧龄技术

通过营养土培肥、增加秧盘数量、降低播种量、
秧苗化学调控等措施延长秧龄，培育生长一致、健壮

的秧苗，并结合茬口做好适龄移栽。 每亩大田用常规

稻种 4～4.5 kg、7 寸标准秧盘 50~55 张、9 寸标准秧盘

40~45 张，7 寸盘有效秧苗 2 200~2 400 株、9 寸盘有

效秧苗 2 600~2 800 株，秧苗 3 叶 1 心期喷施多效唑

调节秧龄弹性。 通过该项技术的应用，可节省种子用

量，秧龄从原来 18~20 d 增加到 28~30 d，有效解决

了机插水稻生长期不足的问题。
2.2 水稻旱整水栽技术

针对长期以来水稻生产中整田程序多、 耕田到

栽插时间长，土壤透气性差，下茬小麦播种难度大等

突出问题，集成创新了“耕翻或旋耕、机械旱整、上水

验平、机械插秧”的水稻旱整水栽技术。 该技术的推

广， 使整地到插秧的时间从原来的 7 d 左右减少到

4 d 左右，节省了上水时间，减少了灌水量；同时土壤

整地推广旱整技术，改善土壤通透条件，促进水稻根

系生长发育。 据水稻生长中期调查旱整单茎根量比

水整多 12.4 条，株高旱整比水整高 2 cm，水稻断水

一周后土壤含水量减少 2%，为小麦种植提供有利条

件，可使小麦播种提前 3～5 d[3]。
2.3 机插稻钵形毯状机插技术

水稻钵形毯状秧苗机插技术通过在育秧硬盘上

增加盘底钵块设计，实现秧苗根系相对集中，形成上

毯下钵，区别与常规平底硬盘育秧根系串联交织，利

用普通插秧机实现钵苗机插。 插秧机按钵苗精确取

秧，取秧更准确，实现秧块根系集中、带土插秧，秧苗

及根系植伤小、 成苗率高， 机插漏秧率降低， 机插

后秧苗返青快， 发根和分蘖早， 从而有利于高产群

体形成， 实现机插高产高效。 该技术成本低、 效果

好 ， 2015 年 东 坝 头 分 司 应 用 该 技 术 取 得 了 水 稻

728.45 kg/亩单产最高记录。
2.4 水稻钵苗摆栽技术

水稻钵苗摆栽技术通过特制的钵苗秧盘育苗，
配套营养土培肥、秧苗暗化、化调等技术，实现了机

械化种子定位定量播种，可省种 30%～50%，水稻秧龄

期延长至 30～35 d。 由于钵苗栽插，秧苗根系集中，栽

插过程根系无植伤，栽后秧苗无缓苗期，秧苗发根返

青快，分蘖早，能充分利用低位节分蘖，植株粗壮，穗

型大，同时结实率和成熟度均有明显提高 [6]，为争大

穗、争穗重创造了条件，产量潜力大。

2.5 水稻机插秧缩行缩株增密技术

针对垦区大多数麦稻轮作区处于长江以北，种

植茬口不断后移，机插秧植株相对较小，生长期缩短

和光合作用减少影响了机插秧产能优势的发挥等问

题，积极与插秧机生产厂家协作，改进垦区原有插秧

机，实现缩行缩株栽插，栽插行距由常规 30 cm 减小

为 25 cm，株距由 13 cm 调整为 11 cm，增加栽插基本

苗密度 20%以上，提高了水稻有效分蘖数量，满足了

水稻高产对合理穗数的要求。
2.6 水稻灌溉与丰产沟技术

围绕水稻栽后水层管理，实现灌得及时、排得彻

底，全面落实水稻丰产沟技术措施。 既保证了水稻田

浅水活棵分蘖、适时搁田、干湿管理等措施的落实，
又为小麦适墒抢种创造有利条件， 达到了收割后及

时播种的进度要求。

3 建立小麦高产优质栽培技术模式

围绕小麦生产高质量适期播种目标， 改进农机

装备、配套农艺措施，形成了一系列小麦高产优配套

技术，大面积小麦突破千斤关。
3.1 小麦精量播种与精确定量栽培

3.1.1 小麦精量播种 根据垦区不同生态区的土壤

特点和气候特点确定合理播种时期和播种量、 播种

深度。 根据各品种的发芽率、千粒重、田间发芽率、适

宜基本苗要求，计算亩用种量。 其中基本苗围绕优化

群体质量而制定，适播小麦以分蘖成穗为主；偏晚播

的小麦以主茎成穗为主， 分蘖成穗为辅或两者并重

的模式；晚播小麦，以主茎成穗为主。 播种前对播种

机进行单口排量的台架调试，保证单口排量一致，误

差不超过±2%，亩播量偏差不超过±3%。 确保播行要

直，到头到边，行距一致，覆土良好，畦面平整，严格

控制播种深度，播深 2.5 cm 左右，做到播种均匀，出

苗一致。
3.1.2 小麦精确定量栽培 精确定量栽培管理技术

是在稻麦叶龄模式、 稻麦群体质量栽培等理论与技

术成果的基础上， 为适应现代稻麦发展趋势而提出

的新型栽培技术体系。 在小麦适期早播、精量播种、
沟系配套的基础上， 根据小麦高产群体质量形成规

律和需肥特性，通过精确定量施肥和促控措施应用，
建立适期适量苗，控制高峰苗，提高成穗率，有效提

高颖花数和结实率，主攻大穗，增加花后干物质积累

量，提高粒重，实现高产高效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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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小麦浸种催芽播种技术

为实现小麦晚播早苗目标， 采用浸种催芽技术

播种，使播种到出苗所需积温减少 35℃～40℃，小麦

播后提前 5～7 d 出苗，同时可以减少雨后闷种不出苗

概率，提高成苗率，促进壮苗越冬。 浸种要控制吸水

时间，时间长短因品种而异，吸水量要控制在种子重

的 30％～35%， 播种前约 12～24 h 前将种子晾干后播

种，播种时以吸足水不露芽为宜[4]。
3.3 晚播麦高产栽培技术

针对适播期以后播种的小麦，采取增加播种量、
浸种催芽播种、改进肥料运筹技术等配套措施，实现

晚播麦高产目标。 在基本苗设置上，半冬性品种 10 月

25 日后、春性品种 11 月 5 日后，播种每推迟 1 d 可

增加基本苗 0.5 万苗左右。 栽培思路上采取偏晚播的

小麦以主茎成穗为主， 分蘖成穗为辅或两者并重的

模式，晚播小麦，以主茎成穗为主，减少肥料总氮量，
施足基肥，合理穗肥施肥，以足穗增产量。
3.4 沙土地正反旋精量复式播种技术

针对以往小麦播种过程中机械作业工序多、农

机具适墒性差、整地粗放、播种不匀、深浅不一、播种

进度慢等问题，引进并改进了正反旋-施肥-播种-开

沟-镇压复式精量播种机械，实现了多工序的一次性

作业，加快了播种进度，提高了播种质量，保证了苗

层的均匀性，为小麦高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3.5 粘土地轻型简化播种技术

3.5.1 反旋条播技术 针对粘土地的土壤特点，在

旋耕播种技术的基础上，应用反旋覆土盖种，配装输

种管实现条带播种的原理，改进播种机机具，实现了

种子播深一致，畦面平整，提高粘土地播种质量。 根

据水稻收获后秸杆还田情况， 采取一次反旋条带播

或先反旋灭茬、再反旋条带播种的方式，配套施肥、
开沟、镇压等作业，实现小麦一播全苗。 反旋条播技

术的推广，提高了作业效率和质量，提升了小麦成苗

率，减少了种子用量，降低了作业成本，加快了作业

进度，为争季节抢播创造了条件。
3.5.2 水直播机撒播方式 围绕加快作业进度、降

低成本，探索出耙地、施肥、反旋碎土、直播机带状播

种、镇压、开沟、灌溉的作业程序，实现一播全苗。 云

台分公司通过优化作业程序， 推广宽幅直播机械精

简播种技术，有效的降低了机械作业成本，亩机械作

业成本比原来减少近 20 元，加快了播种进度，提高

了出苗质量，实现了增产目标。

4 完善稻麦周年高产配套技术支持体系

4.1 高水分稻麦通风暂存、烘干技术

在稻麦收获集中期， 规模化稻麦生产存在集中

烘晒与烘干机、晒场相对不足的矛盾。 通过多年的技

术积累与实践， 建立了高水分粮食场头临时囤存通

风等温湿度控制技术， 使高水分粮食安全暂存 10～
20 d，为烘干赢得有效时间，解决了规模化生产集中

收获、晾晒、播栽农耗过长的问题。
4.2 稻麦病虫草绿色防控技术

根据稻麦病虫草害发生特点， 建立了以及时准

确预测预报为基础，“两查两定”确定防治对象田，以

机械化防控为手段，农业防治、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

等相结合的绿色防控技术。 大面积推广高效植保机

械、无人机飞防等，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药剂，采取

一喷综防等技术， 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病虫草害造成

的危害。 同时建立了从农资、种子供应到粮食加工销

售的全程质量安全控制体系， 从生态环境到投入品

实行全面跟踪，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可追溯，实现了

垦区稻麦周年绿色安全生产。
4.3 稻麦抗逆栽培技术

稻麦生长期间自然灾害频发， 抗逆应变栽培成

为实现高产稳产的关键。 通过总结稻麦生产关键时

期灾害发生的种类、造成的危害、以及原因分析等，
集成建立了垦区稻麦周年易发灾害的防御措施技术

体系， 如水稻穗期遇高温热害或低温冷害， 采取深

灌水并保持水层， 及时喷施腐植酸、 磷酸二氢钾等

叶面肥等措施； 小麦遇倒春寒春霜冻害， 采取灾后

及时补肥促进植株恢复等； 建立稻麦生产的三沟系

统， 解决速灌速排和麦田渍害问题； 针对稻麦生产

后期倒伏发生， 应用新型生长调节剂控旺促根， 减

少倒伏发生等。

5 建立健全垦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5.1 完善垦区农业经营体制

针对分散经营条件下先进农业技术难以推广到

位，农业标准化生产得不到有效保证等问题，在垦区

内全面实行农业集体经营管理体制，建立了“公司、
分公司、管理区、大队”四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网络，
实行了“统一作物布局、统一良种供应、统一农资供

应、统一措施管理、统一产品销售”的标准化管理制

度，制定了“集体经营、统一管理、责任到人、奖惩兑

现”激励机制，百万亩农田实现一体化生产经营，关

键措施全面落实到位， 保证了集约化生产稻麦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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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高效目标的实现， 为高度集约化现代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组织管理模式[5]。
5.2 建立健全技术推广网络

建立了以总部种植业管理中心牵头、 农垦农科

院为支撑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在分公司设立农业

中心、农机中心，分公司下属的生产区配备相应的技

术员，健全技术推广网络，形成强大的技术服务管理

推广体系。 围绕稻麦新品种、新技术、新药肥开展试

验示范，建立了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区、超高产

攻关展示区等功能区。 制定了稻麦周年高产高效技

术规程，按技术规程组织生产实施。 同时，在稻麦生

产关键生育时期，组织垦区及周边县乡农技人员、种

植大户、合作社牵头人等到现场参观培训，起到了很

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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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选用亲本、 合理配制组合是小麦育种取得

成效的基础，也是一个很难掌握的难题。 育种家常常

花费很大的时间和精力组配很多组合， 但由于组合

配制不当收效不大。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育种主持人

要花 40%的精力研究亲本和杂交组合， 充分说明了

组合配制的重用性。 李兰真等 [1]研究了我国 30 多年

来几十万个小麦杂交组合，按照组合的百分比计算，
冬小麦成功率在 0.2%左右，春小麦不足 2%。 选配合

理的组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盲目性， 提高育种

成效。 文章对优良组合“鲁麦 14/豫麦 13”的双亲特

点、 育种价值和最优组合开展多生态选择和异地鉴

定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为小麦育种工作者提供参考。

优良组合“鲁麦 14/ 豫麦 13”
的育种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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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确选用亲本、合理配制组合是小麦育种取得成效的基础。 分析了优良组合“鲁麦 14/豫麦

13”双亲的突出特点和遗传特性，“鲁麦 14/豫麦 13”的正反交组合，由江苏、山西、安徽的 5 个育种

单位育成并通过审定品种 10 个，其中国家审定 3 次，通过黄淮南片和 3 省 14 次审（认）定，充分体

现了这一组合的育种价值。讨论了各育种单位推荐最优组合开展多生态选择和异地鉴定的重要性。
关键词：优良组合；鲁麦 14/豫麦 13；育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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