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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的世界产量和种植面积，居于栽培谷
物的首位，小麦是一种温带长日照植物，适应
范围较广，自北纬18°～50°，从平原到海拔
4000米的高度（如中国西藏）均有栽培。根据
对温度的要求不同，分冬小麦和春小麦两个生
理型，不同地区种植不同类型。在中国黑龙江、
内蒙古和西北种植春小麦，于春天3～4月播种，
7～8月成熟，生育期短，约100天左右；在辽
东、华北、新疆南部、陕西、长江流域各省及
华南一带栽种冬小麦，秋季8～12月播种，翌
年5～7月成熟，生育期长达300天左右。 
  



• 小麦的一生 

• 小麦的需肥特点 

• 小麦的营养基本知识 

• 小麦的栽培及施肥 

• 撒可富小麦配方来源 

内  容 



一 冬小麦的各生育时期 

出苗期 

分蘖期 

返青 

拔节期 

 

抽穗期 

开花期 

灌浆期 

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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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苗期                                分蘖期 



      拔节期                     抽穗期  



成熟期 

灌浆期 



           小麦的需肥特性有一定的规律。根据不同生态
地区的土壤条件、品种类型和栽培水平下的分析结
果，平均每生产100千克小麦籽粒，大致上需要从
土壤中吸收纯N 3.0～3.5千克、P2O5 1.0～1.5千克、
K20 2.0～4.0千克，在每公顷4500千克左右的产量
水平时三者比例约为3：1：3，而当产量提高到每
公顷7500千克左右的水平时，则接近于2.6：1.0：
3.5。可见，随着产量的提高，对磷、钾的吸收量有
明显增加的趋势。  

二  小麦需肥特点 



 每亩穗数 

 每穗粒数 

 粒重 

 

          

理论产量（kg/mu）= 

穗数*粒数*千粒重(g) 

           
1000*1000 

小麦产量构成因素 



 穗数的多少决定于基本苗数、单株分蘖

数和分蘖成穗率 

 每穗粒数决定于小花的分化和退化 

 粒重决定于后期光合产物数量及其向籽

粒的运输 



三  小麦的营养基本知识 
       氮素对小麦的生长发育和品质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小麦生长过程
中缺氮，会表现植株矮小细弱，分蘖少而弱，叶片窄小直立，叶色淡
黄绿，老叶叶尖干枯，逐步发展为基部叶片枯黄，茎有时呈淡紫色，
穗形短小，千粒重低。  



      小麦对磷素的反应比较敏感，缺磷对产量影响较大，磷能
促进小麦早生根、多生根、提高有效分蘖；磷素低，小麦根系
生长差，分蘖困难，易形成僵苗、小老苗  



       钾能促进小麦体内碳水化合物的累积，提高植株体内纤维素
的含量，加强茎秆的机械组织，所以钾素有“壮杆肥”之称，
小麦缺钾时茎秆细弱，容易倒伏。 



大麦缺钙幼叶展开
受阻，新叶易枯死 

小
麦
缺
镁
叶
色
褪
淡
，
脉

间
失
绿
黄
化
，
叶
片
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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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缺硫

上位叶均匀黄
化，生长迟缓 



小麦缺锰，倒二叶上常有
烫伤状坏死，叶下折 

小麦缺锰，中上部叶
片近叶基部脉间褪绿
黄化，棕褐色斑成条，
称“褐线黄萎” 

小麦缺硼，穗发育差，
不易抽头，穗常呈畸形 



小麦缺钼，上位叶黄化，叶尖干枯 

小麦缺铜，穗抽生畸形 



四  小麦栽培技术 

种植技术 

田间管理主要技术 



种植技术 

1、创造小麦高产的土壤条件 

• 耕层深厚，结构良好 

• 有机质丰富，养分协调 

• 土壤pH值以中性反应为宜 

• 土地平整 

 



 2、精耕细作，把好整地播种关 

  精细整地，达到底平，面平，土块
细碎，是提高播种质量、消灭“三
籽“（露、深、丛籽），争“五苗
“（早、足、齐、匀、壮）的关键
措施。 



 3、选用良种 

山区土壤瘠薄，冬春干旱影响较大，宜
选分蘖较强，耐瘠品种。 

平坝地区肥水条件好，生产水平较高，
宜选耐肥抗倒，生产潜力较大的品种。 

注意品种的布局和搭配，在一个生产单
位，一般宜选用一个当家品种，另有1－
2个品种搭配种植。 



4、施足基肥，用好种肥 

基肥以有机肥+复合肥为主，保证源源不断
供给小麦整个生育期需要的养分。 

适时追肥可提高有效分蘖率，提高土壤保
水能力，提高小麦抗旱、抗寒力。 

种肥以硫酸铵最为安全，其次为复合肥、
硝酸铵、氯化铵。不宜用碳酸氢铵，因其
挥发性强，且与种子接触，易引起烧苗；
也要严格控制尿素用量，因其含有缩二脲，
对小麦发芽有影响。 



 5、适时播种 

 温度：平均日均温在12－18oC时即可播种。 

 过早－早拔节，冬季易受冻害。 

 过迟－土壤干燥易缺苗，幼苗生长细弱，延
迟成熟，且易遭受锈病危害。 

 土壤湿度：适时抢墒早播是保证全苗抗旱增
加产量的关键。 

 品种特性：春性品种易于在年前拔节抽穗，
遭受霜害，宜适期晚播。而旱地、瘦地、阴
坡地先播；旱地小麦抢墒早播。 



 6、合理密植 

  

      “四定”－－以田定产、以产定穗、
以穗定苗、以苗定籽。 



 7 采用适宜的播种方式 

条播：种子分布均匀，覆土深浅一致，后
期通风条件较好，便于机械作业和田间管
理。 

穴播：点播和窝播，在土质粘重，整地不
易细碎，开沟条播困难时采用此法。 

        优点－用种量易控制，便于集中施肥，
可减少露籽和深籽，田间出苗率高。 

        缺点－穴行距较宽，土地利用率较低，
每穴苗数过多时，窝心苗生长弱。 



撒播：在稻茬麦田中，由于土质粘重，
排水不良，整地困难，常用撒播方式。 

   优点－省工、有利于抢时播种。 

   缺点－覆土深浅不易一致，易形成
‘三籽’（露、深、丛籽），且田间
管理不便。 



田间管理主要技术 

1、合理施肥 
     

     基肥：冬小麦生长期长，需要氮磷钾养分较高，
所以要以基肥为主，追肥为辅；每亩施用有机肥
1500～ 2000千克，结合撒可富专用肥每亩25～ 
45千克。施用方法可条施或撒施，条施应注意
肥料和种子分离，以防烧种烧苗；  

    追肥：根据冬小麦的吸肥高峰期可进行追肥，
如果一次追肥，一般在返青后亩施10～ 20千克
尿素或撒可富高氮肥15～ 25公斤。 

   



          小麦容易缺锰，可在小麦苗期至孕
穗期喷撒可富小麦叶面肥1-2次。 

          春小麦吸收养分与冬小麦相近，但
生长发育方面有区别。其特点是：生育
期短，整个生育期100-120天，应重施
基肥，早施追肥。 

 



小麦在不同生育期内对肥料的吸收量不同： 

    出苗－拔节阶段 30％ 

    拔节－孕穗开花阶段，占30－40％ 

    分蘖期 占30％ 

    拔节后剧增，以孕穗到成熟期最多，
达40％ 

 钾－拔节至孕穗开花，占60％，开花时吸
收量达最大 

氮 

磷 



 2、小麦的需水特性和水分管理 

     小麦一生拔节抽穗和抽穗到成熟两个
时期耗水量最多，各占全生育期总耗水
量的30％左右和30－40％。 

播种－出苗 保持田间持水量的60－70％ 

分蘖－拔节 保持田间持水量的70％左右 

拔节－抽穗 保持田间持水量的70－80％ 

灌浆－成熟 保持田间持水量的70％以上 



 3、压麦 

   

      镇压作用：沉实土壤、使土
壤水分上移、增加土表墒情；在
干旱土壤上能促根增蘖。 

 



  4、防冻 

        干冻死苗 

        由低温直接死苗 

 预防为主：选用耐寒，具有拔节迟而
成熟早的品种；适时播种；适当增施磷、
钾肥以提高抗寒力。拔节后注意天气预
报，低温来临前浇水。 

冻害 



五  撒可富配方来源 



冬小麦高效复合肥配方研发技术路线： 

Data mining和试验汇总 

冬小麦高产栽培技术  冬小麦养分需求特征 土壤养分供应能力 施肥现状及技术 

播种 

整地 

田间 

管理 

适时 

收获 

吸收 

总量 

吸收 

规律 

养分 

含量 

评价 

指标 

施肥 

时间 

施肥 

部位 

肥料 

用量 

区域生产特点和养分调控作用 

初步的区域作物养分优化管理技术体系 

当地复合肥市场 结合生产工艺参数 

初步得出冬小麦复合肥的配方 



冬小麦地上部养
分累积动态 

孟家寨冬小麦地上部氮累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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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家寨冬小麦地上部磷累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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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家寨冬小麦地上部钾累积动态

0

50

100

150

200

250

10-8 11-8 12-8 1-8 2-8 3-8 4-8 5-8 6-8

日期 Date(m-d)

钾
累
积
量
 
K
 
a
c
c
u
m
u
l
a
t
i
o
n

(
k
g
/
h
m
2
)

N0

N150

N255

N75

N225

N 

P 

K 



冬小麦不同生育期地上部氮累积量（kg/hm2） 

 

项目 

苗期 

2 Jun 

返青期 

11 Mar 

拔节期 

7 Apr 

吐穗期 

29 Apr 

灌浆期 

18 May 

成熟期 

4 Jun 

N 

N0 
阶段累积量 28.9 11.4  32.4  38.1  15.0  14.9  

占总量% 20.5 8.1 23.0 27.1 10.7 10.6 

N105 
阶段累积量 56.4 19.2  34.3  40.5  50.3  -19.8  

占总量% 28.1 9.6 17.1 20.2 25.0 -9.9 

N210 
阶段累积量 72.2 22.9  71.9  35.2  41.8  -21.8  

占总量% 29.6 9.4 29.5 14.4 17.1 -9.7 

N315 
阶段累积量 75.1 42.9 49.3 57.3 41.6 -17.8 

占总量% 28.2 16.1 18.5 21.5 15.7 -6.7 

30%         60%    40% 氮肥后移技术 





撒可富小麦肥特点 

 氮、磷、钾配方合理，养分利用率高 

 肥料中硝态氮、铵态氮合理配比，添加长效
剂，速效加长效保证小麦一生对氮养分的吸
收 

 肥料中水溶性磷达到90%以上，有效的防
止由于磷不足或水溶性差导致的小麦根系生
长差，分蘖困难，形成僵苗、小老苗；还可
以防止土地板结，钙、镁被固定。 



具有                  所有 

突尼斯 

 

优质磷酸 

美国 

 

优质氮源 

俄罗斯 

 

优质钾源 

具有                  所有 



主要设施 



复混肥工艺单养分的控制范围 
      工艺 
养分 

团粒法造粒 干法掺合 熔融造粒法 料浆造粒法   

混配肥 BB肥 塔式造粒 管式反应器 氢钾工艺 液体复混肥 

总氮   
 

N 

最高 
30 

限制因素 
46 46 

28 
限制因素 

15 
限制因素 

24 

最低 6 0 
18  

限制因素 
8 10 3 

正常 9～23 8～30 22～30 10～20 12～14 5～18 

有效 
 

P2O5 

最高 30 50 
12 

限制因素 
25 20 30 

最低 0 0 0 5 14 2 

正常 8～20 7～25 7～10 10～18 16～19 5～18 

氧化 
钾 

 
K2O 

最高 30 50 25 24 17 
15 

限制因素 

最低 0 0 5 0 13 0 

正常 8～20 7～25 10～18 8～18 
14～16 
限制因素 

5～12 

 限制因素 
氮源尿素 
加入量受限 

没有 
氮源高于40％ 
磷低于12％ 

氮源尿素 
加入量受限 

氮源低于15％ 
钾含量偏高 

加水量高于10
％ 



国家标准GB15063-2001  
指标 

项目 
高浓度 

中浓

渡 
低浓度 

总养分（N+P2O5+K2O），     ≥  40.0 30.0 25.0 

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       ≥ 70  90 50 40 

水分（H2O），                ≤ 2.0  1.5 2.5 5.0 

粒度（1.00-4.75mm 或 3.35-5.60mm）≥ 90   95 90 80 

单养分误差 ±1.5  ±0.5 

氯离子（CI ）̄，                 ≤ 3.0   1.0 

 

企业标准 
 

等级 

颜色 水溶性 养分扩散 残渣 缩二脲 硬度 外形 

一类 玉白 >95 >99 <0.5 <02 >25 圆润 

二类 灰白 >90 >95 <1.5 <0.5 >25 园 

三类 灰色 >80 >85 <3.0 <1.0 >20 一般 



通用型肥料 

专用型肥料 根据试验修改配方 

中心实验室基础研究 
全国平衡施肥体系建立 





试验基地 



盆栽和田间试验验证
肥效，改进配方 



质量控制 

质量理念： 

       千分之一的质量问题，对农民就是百分之百的
损失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化肥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                        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

司 

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测土实验室 



        2005年响应国家政策，组织了两次全国范围
内的测土配方施肥活动，完成土样测定3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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