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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专刊

农技专家下地头
科学防治保丰收

本报讯 “这是县农技中心专

家送来的农药，他们还给我讲了用

法和注意事项，虽然今年小麦条锈

病严重，但是有了专家的指导，我

也不太担心了。”近日，在岐山县益

店镇妙敬村，正在对自家麦田进行

喷药防治的种粮大户孟五长告诉

记者。

孟五长介绍，他今年种了

1000余亩小麦，县农技中心专家隔

三岔五就来地里查看小麦的长势

情况。小麦条锈病在全市暴发后，

专家们来得更勤了，从监测病害发

生、宣传防控知识，到发药、督促喷

药自防，提供了不少技术服务。 

眼下正是小麦生长关键期，

也是小麦条锈病防治的关键时

期。从 3 月以来，我市农业农村

部门成立技术指导小组，组织农

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分片

包抓，推进统防统治项目实施，

确保项目质量，先后下发了小麦

条锈病春季防治技术意见、《关

于加强小麦条锈病春季应急防

控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向行

政主管部门做好汇报，及时报

送病情动态及项目实施进度。

此外，农技专家们还通过开展培

训，发放“小麦条锈病识别与防

治技术”挂图等形式，向农民宣

传防治小麦条锈病的重要性，以

及用药和注意事项，带动农民群

众开展群防群治。

据统计，小麦条锈病春防行动

期间，全市共开展广播电视宣传12

期，在网络及微信平台发布病情信

息 50 多条，印发技术明白纸 1.5

万份，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现代农机显身手
一喷三防快准好

本报讯 植保无人机、自走式

喷杆喷雾机……近日，记者走访

我市小麦条锈病防控一线发现，

传统的人背喷雾器打药的场景已

很少见到，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台

现代化的喷防“利器”，大大提升

了病虫防控效率。

疫情防控形势下，小麦条锈

病的防控更要做到快、准、好。为

此，我市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县区

积极对接专业化防治组织，签订

防治协议，充分发挥现代科技的

优势，开展小麦条锈病防控工作。

4 月 15 日下午，在麟游县常丰镇

庙湾村石村组“一喷三防”统防统

治现场，随着一声令下，数台植保

无人机呼啸升空，开始飞防作业。

麟游县农技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过去依靠人工打药，一天一个人

只能喷十来亩地，而现在一台无

人机一个小时就可以喷洒 50 多

亩，1500 多亩的示范田，3 台

无人机一天就完成了，真是省时

又省力。此外，与传统人工作业相

比，无人机飞防还有效降低了人

与药物直接接触的风险，越来越

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除了无人机外，自走式喷杆

喷雾机也在这次小麦条锈病防控

中大显身手。陈仓区利民农机合

作社管理人员王英平介绍，他们

合作社共有 13 台自走式喷杆喷

雾机。喷雾机的喷杆长 12 米，喷

完一罐药只要十多分钟，一台喷

雾机一上午就能喷洒完 300 亩麦

田。自 4 月初以来，合作社主动联

系需要防治的村组，采取整村推

进的方式，已为十余个行政村开

展小麦条锈病防治工作，喷防面

积超过 8 万亩。

截至目前，全市共出动植保

无人机和大型自走式植保器械

500 余架( 台) 次，防治面积 200

万亩以上。

本报讯 近日，在陈仓区慕仪镇洞

坡村的麦田里，几台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伸展开十几米的长臂，喷洒出细密的水

雾（见上图）。这是我市开展小麦条锈病

防治的一个画面。截至 4月 26 日，全市

小麦条锈病累计防治面积达 229 万亩，

小麦条锈病蔓延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       

据了解，我市小麦秋播面积为

271.02 万亩，当前陆续进入抽穗阶段，

是产量形成的重要时期。然而，由于去年

秋播普遍偏早，稠旺麦面积大，加之暖

冬天气和早春多雨，导致今年春季我市

小麦条锈病越冬菌源量大、发病早、范围

广、程度重，为近 30年之最。市农技部门

监测显示，小麦条锈病在岐山、凤翔、陈

仓等 10个小麦主产县区普遍发生。全市

小麦条锈病发生面积 230 多万亩，占小

麦面积的 84.8%，尤其是部分前期已防

田块又出现二次侵染，对夏粮生产造成

严重影响。

小麦条锈病发生以来，市政府下

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小麦条锈病防控工

作的紧急通知》，市农业农村局先后下

发了《关于开展小麦条锈病春季防控行

动的通知》《关于对小麦条锈病春季防

控工作进行验收的通知》，两次召开小

麦条锈病春季防控现场会，对小麦条锈

病防控工作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4

月 21 日，市农业农村局邀请各县区政

府主管县区长参加了农业农村部和省

农业农村厅防控工作推进视频会，市委

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周让对

防控工作作了进一步安排和部署。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在全市重点发病

区域、发病较重田块，启动应急防控，

简化程序，迅速开展病虫统防统治，带

动群防群治。抽调全系统事业单位领导

及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12 个督导组进

驻县区，分组分片包抓，督导以小麦条

锈病为主的小麦病虫防控宣传、监测及

群防群治工作，力争使损失降到最低。

市农技中心积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村

组和田间地头，广泛开展条锈病防控技

术宣传，及时将防治技术送到群众手

中，积极动员指导群众开展防控。各县

区也紧锣密鼓，狠抓落实，全面投入小

麦条锈病春季防控行动主战场，全面掀

起防治高潮。

农业专家提醒广大农民群众，当前

小麦条锈病的防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农民朋友切不可松劲懈怠，对防治田块

要密切监测防效，10 日后视情况及时

补防，努力把小麦条锈病危害降到最低，

夺取夏粮丰产丰收。

增密度  促丰收
——玉米增密度提单产宝鸡在行动

全市累计防治小麦条锈病229万亩

西府大地的广袤沃野上，随处可见农民和农技人员忙碌的身影，一台台大型农机设备轰隆作响。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

住农业，确保粮食安全。我市农业农村部门把粮食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抓实抓牢，坚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积极推进小

麦病虫害普防行动和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全力打响粮食安全保卫战。

抓好春管生产  确保粮食安全

（本版稿件、照片均由本报记者鲁淑娟采写、拍摄）

4 月中旬，春和景明，西秦大地生

机盎然。在我市麟游、陇县、千阳等山区

县，火热的玉米春播场景随处可见。

为确保实现今年粮食“稳面积、

稳产量”目标，我市按照省委、省政府

2020 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部署要求，

以合理增加玉米种植密度为抓手，大力

推进玉米增密度提单产行动，提高单

产、增加产量，促进粮食生产再上新台

阶，为粮食增产打牢基础。

玉米增密度空间大
玉米是我市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全市玉米常年种植面积在 150 万亩左

右，其中春玉米面积占 40%以上。全年

玉米总产量 60万吨左右，占全年粮食总

产的 40％以上。我市玉米单产水平较全

国平均每亩少 50—60千克，植株群体数

量不够、品种潜力发挥不足，是形成单产

差距的重要原因。    

国内外和陕西玉米高产理论研究

和实践证实，合理增加种植密度，有效提

高单产，是增加粮食产量的重要举措，也

是落实“藏粮于技”、保障粮食安全的有

效途径。    

杨伟是麟游县九成宫镇西坊村村

民，他家种了 50亩玉米，之前玉米种植

密度比较保守，平均亩产约 1000 斤左

右。经过农技专家技术指导后，他准备

扩大每亩的种植密度，争取今年玉米亩

产量达到 1500—1600 斤。这样粗略算下

来，亩均增收 500元左右，一年光玉米种

植就能为他增收两万多元。

据统计，我市春播区玉米常年种植

密度为 3500—4000 株，群体密度、品种

潜力还很大。结合省市玉米密度试验研

究，我市农业专家提出：春播区密度可

提高 300—500 株/ 亩，旱薄地可提升

到 3800—4000 株/ 亩，旱肥地密度可

提升到 4100—4300 株/ 亩，种植青贮

饲料玉米品种的密度可提升到 4500—

5000 株/亩。

多方发力促落实
4 月 20日下午，麟游县九成宫镇西

坊村的大田里，几台农机跑得欢实，一条

条白色的塑料膜整齐地铺在地里，十分

壮观。该县狮子口玉米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高红林介绍，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

米 3000 多亩，4 月 17 日开始，他们组

织玉米农机开始大面积种植，每亩播种

5000株，比去年同期每亩增加了500株。

玉米增密度是一种新技术，有一定

的种植风险，当记者问及高红林大面积

推广新技术的底气何在时，他告诉记者，

因为有农技专家的技术指导和服务。

围绕玉米增密度提单产工作，3

月 23 日，市农业农村部门制定印发了

《宝鸡市玉米“一增三改一防”密植高

产高效技术模式》，市农业农村局分别

于 3 月 30 日、4 月 17 日组织开展了

全市春玉米增密度提单产技术培训会

和全市旱作区春玉米增密度播种现场

会。在春玉米增密度播种现场会上，市

农技中心组织人力、机械演示了全覆膜

双垄沟和半膜覆盖栽培模式的覆膜播

种一体机播种技术、人工半机械播种技

术。农技专家现场讲解了技术要点，回

答了参会农民的问题。据市县农技部门

统计，市县召开培训会 18 场次，培训农

民 1300 人次，建立春玉米密植示范点

3处，示范面积 1900 亩。      

市农机化发展中心积极行动，在麟

游县召开玉米增密度提单产农机农艺

座谈会，紧紧围绕玉米增产密度种植标

准、技术模式和机械化播种收获，提高

玉米粮食产量等方面的技术进行了探

讨，为玉米机械化生产助力。同时，要求

各级农机推广服务部门抓住玉米春播

关键农时，备好春播机具，积极与县区

农技部门配合，按照地域水肥条件、玉

米品种等特点，行距统一、株距调整的

原则，制定出当地玉米增密播种技术规

范，指导农机手调整机具，为增密播种

做好准备。      

这些措施，对于扎实推进全市春播

工作，切实做好我市春耕及玉米增密工

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截至

目前，全市春玉米增密度面积2.5万亩。  
相关链接：

旱作玉米丰产高效技术模式 ：耐密

抗逆玉米品种+ 膜侧种植+ 适墒播种+
氮肥分次施+ 机械收获
关键技术：

（1）选用抗逆玉米品种 ：选用中熟
（春播 120—125 天）、稳产（亩产量潜力
750 公斤以上）、耐密（每亩 4500—4800
株）、抗旱、抗病（抗大小斑病、丝黑穗
病、病毒病等主要病害）、抗倒伏的玉
米杂交种。

（2）整地施肥 ：用大中型拖拉机
配套的深耕犁或深松旋耕联合整地机
对土壤进行深松（耕），并深施底肥。
根 据 产 量 目 标 确 定 施 肥 量，一 般 亩
施 农 家 肥 3000—5000 公 斤，纯 氮 肥 
15—20 公 斤、磷 肥 5—10 公 斤、钾 肥 
5—8 公斤。其中氮肥作底肥量一般为
60%，剩余 40% 作追肥 ；磷钾肥全部
基施。

（3）膜侧种植 ：选用延展性和机械
作业性能好的加厚地膜，或者降解地膜
和黑色地膜。一般选用膜侧种植方式。选
用覆膜播种施肥一体机，实现覆膜、播种
和分层施肥一次完成。

（4）适墒播种 ：以土壤水分达到
13% 满足种子出苗为指标，以墒情确
定播期，以播期确定品种。一般在 4 月
中、下旬播种，在适播期内，遵从适墒
播种，确保出苗整齐、均匀，每亩适当增
加 300—500 株，确保亩种植密度达到
4000—4300 株。

（5）分次施肥：改氮肥底肥“一炮轰”
为两次施肥，60% 氮肥为底肥，40% 氮
肥结合土壤墒情和降雨在拔节至大喇叭
口期追肥，增加籽粒灌浆，提高粒重。

（6）机械收获 ：当玉米籽粒乳线
消失至三分之二时，采用收获机械收
获果穗。

无人机作业现场

农技人员查看田间条锈病发病情况

玉米增密度机械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