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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的小麦播种一直比较早，但2018年冬小
麦播下去后出现了旺长，2019年3月初县里遭遇了倒
春寒，结果冻死冻坏了许多小麦苗，当年夏季我的小
麦平均亩产只有100斤，赔了380万元。从2019年秋
季开始我的小麦就播得适当晚了！”张得民说。

张得民，河南省濮阳县胡庄镇张寨村冬小麦种
植大户，现种植冬小麦3080亩。他告诉记者，当地冬
小麦常规播种时间是10月10日前后，他的冬小麦今
年的播种期是 10月 21日到 11月 15日，目前平均是
在2叶1心的阶段，而当地常规播种的小麦已经达到
了4叶1心。

从张得民的种植经验看，适当晚播的小麦产量
都比较高。晚播可以规避一些病害，平均株高比常
规播种降低了 5厘米，更耐寒，平均亩产能增加 100
斤以上。同时，上茬的玉米也晚收，他的玉米一般晚
收20天，单产能提高200斤。

濮阳县气象局局长郝同伟介绍，濮阳县 2022年
种植冬小麦 126 万亩，占 2023 年全县夏粮总产的
100%。县里大规模冬小麦晚播是从 2021年开始的，
受当年数次大暴雨影响，田间持续积水或墒情过于
饱和，于是县里和全国其他类似麦区一样，冬小麦播
种都偏晚。当地冬小麦正常播种一般在 10月中旬，
晚播一般推后10天，最晚11月上旬。

“因为秋季气候越来越热，满足相应积温要求的
时间段在不断延后，所以，在暖秋时冬小麦晚播应该
是一个大趋势。”郝同伟说。

近些年来，随着气候变暖，我国秋季的温度也在
不断提高，主动被动间，冬小麦特别是黄淮海地区的
冬小麦播种时间开始逐步推后，从而引出了冬小麦
适期晚播这一重要的新课题。

暖秋使得冬前积温增加，为防旺长
须适期晚播

今年冬小麦播期较常年推迟了5天
左右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国家小麦体系
岗位科学家常旭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的团队
大概从2000年前后开始关注生产中小麦播种期的变
化，发现在传统适播期范围内经常出现一些“旺长或
假旺长”苗，因此，针对这些生产中存在的现象或问
题，开展了相关试验研究。结果表明，本世纪初我国
北方冬小麦越冬前平均积温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同
期增加约 100摄氏度·日，大约相当于传统最佳适播
期 6天左右的积温。因此，结合天气预报，可在传统
适播期的基础上适当推迟5-7天，保证冬性、半冬性
小麦品种的适播期分别为日平均气温 16℃-18℃和
14℃-16℃，冬前积温在 550℃-650℃·日范围内，一
般可形成壮苗越冬，即5叶至6叶期。

冬小麦 5叶至 6叶期前后是植株自身生长状态
比较好的时期，植株体（尤其是分蘖节）内营养物质
含量及浓度均比较高，具有较高的抗寒能力和满足
春季小麦高质量生长所需要的物质基础。

冬小麦适期晚播有这样几个明显的好处：
一是可以使上茬作物（一般为夏玉米）适当晚

收，这样可以有效利用光热资源，延长玉米籽粒的灌
浆时间，提高产量。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测算，玉米
晚收7-10天，每亩至少可增产100斤左右。

二是可以避免冬小麦旺长，抗寒能力比较强，减
轻冬季冻害影响。

三是可以减少冬小麦越冬前的病虫草害。天气
适当冷一些，农田里的病虫草害就会减少一些，这是
一般规律。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我国小麦的主要病害
之一——茎基腐病，该病小麦全生育期可发，发生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气候变暖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温度高、湿度大的气候条件下更容易发病，所以，适
期晚播可以降低小麦冬前发生此病的概率。

2023年9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分析，今年我国
会呈现暖秋的态势，农业农村部小麦玉米专家指导组
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联合印发《2023年黄淮
海夏玉米冬小麦“双晚”技术意见》，这使得冬小麦适
期晚播首次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其中的“双晚”即夏玉
米适期晚收增粒重、冬小麦适期晚播育壮苗。

事实也完全验证了这一预测。根据国家气候中
心监测，2023年秋季以来（9月1日—11月1日），全国
平均气温 15.0℃，较常年同期偏高 1.4℃，为 1961 年
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其中黄淮海地区冬小麦种植大
省中，河北、山东为历史同期最高，河南、江苏、安徽
为历史同期第二高。

常旭虹介绍，今年冬小麦整体上播种期较常年
推迟了 5天左右，目前，黄淮海冬麦区冬小麦整体苗
情较好。

需要说明的是，冬小麦的冬期和我们人类的“入
冬”不是一个概念。按气象学原理，日平均气温连续
5日低于 10℃以下，其首日即为我们人类的“入冬”；
而小麦的冬期是指日平均气温低于0℃以下，黄淮海
地区小麦冬期开始时间一般是在12月中下旬。

河南——
“我的小麦11月9日才全部播完”
今年大部地区冬小麦播期推迟了

5-7天

“气候变化了，人肯定得适应变化，农作物一样
也得适应。”袁小许说。

袁小许是河南省禹州市顺店镇逍店村的冬小麦
种植大户，今年种植冬小麦 2200亩。2022年他的冬
小麦是 10 月 15 日播种的，今年则延迟到了 10 月 25
日，因为天气一直“太热了”。他告诉记者，因为这几
年当地玉米收获时经常遇到秋雨，客观上玉米就得
晚收，今年他的玉米晚收了10天左右，单产至少增加
了50斤。玉米晚收顺延使得下茬的冬小麦晚播。

袁小许的冬小麦今年的始播期在10月25日，一
直持续到11月9日才全部播种完毕。到11月15日，

地里百分之七八十的小麦已经出苗了。
禹州市气象局局长王振领介绍，禹州市 2022年

种植冬小麦 80 万亩，占 2023 年全县夏粮总产的
100%。当地传统的冬小麦播种一般在 10 月 7 日左
右，即寒露以后，但这些年来冬小麦适播期一直在推
后。2021年因为秋季降雨，县里冬小麦普遍晚播，但
来年却迎来了夏粮的丰收，平均亩产在1400斤左右。

市里今年冬小麦的播种则推迟到了 10月底，因
为之前一直很热，持续多日最高温度在 26℃-27℃，
最低温度十几摄氏度，而 10月 5日最高温度竟然达
到了30℃，直至11月6日才开始降温。

有农谚讲，“麦无两旺”，所谓“两旺”是指“冬旺”
和“春旺”，如果“冬旺”，意即冬季旺长，进入春季后
的生长能力就会受到影响，这就是“冬旺春不旺”。
还有，“小麦就怕‘大耳朵’”，指的是冬季小麦旺长后
叶片过大，形似大耳朵。

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正研级高级工程师成林
介绍，河南省冬小麦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 8500万亩
以上，2022年全省冬小麦种植面积为 8523.68万亩，
占2023年全省夏粮总产的99.99%。

河南省冬小麦2000-2010年平均播期在10月15
日前后，2011-2020年在 10月 16日前后，2021-2023
年在10月22日左右。2023年，河南省冬小麦种植与
近 5年相比，播期整体偏晚 5-7天，个别偏湿地块偏
晚10天左右。

冬小麦适当晚播可有效避免冬前旺长，降低冬
小麦遭遇越冬期冻害的风险。同时，晚播冬小麦生
长更加稳健，对倒春寒的抵御能力也增强了。

山东——
“我的冬小麦晚播缘于‘半亩韭菜’”
今年冬小麦播期较传统最多推迟了

15天左右

“我的冬小麦晚播，还是缘于‘半亩韭菜’的故
事。”赵金城说。

赵金城，山东省齐河县华店镇后拐村党支部书
记，种粮大户，种植冬小麦100多亩。2015年秋季，因
当时韭菜的价格很高，赵金城在自己的小麦地里种
了半亩韭菜，待韭菜收完一茬后又想继续种小麦，但
播期已经比常规时间晚了十七八天。没想到这晚播
的半亩冬小麦生长竟然很好，没有病害，返青后麦苗
特别绿，成熟得很正常，千粒重明显增加了。

从那以后，赵金城的冬小麦就一直晚播，当地常
规播种时间在10月5日-10日之间，他的小麦播期在
10月 15日-20日之间，晚了 5-10天。11月 16日，他
的小麦正处在3叶1心阶段。赵金城说，晚播小麦病
害明显减少，像茎基腐病、纹枯病基本没有了。伴随

着冬小麦的晚播，他的玉米也比常规收获时间晚了
7-10天，在10月15日才开始收获，生长后期，玉米多
灌浆一天亩产就能增加 10斤左右。2023年，他的夏
粮（冬小麦）亩产达 1300-1400 斤，秋粮（玉米）亩产
达1700-1800斤，连续多年是“吨半粮”水平。

齐河县气象局局长胡东介绍，齐河县是粮食大
县，2022年冬小麦种植115.3万亩。传统的冬小麦播
种是 10月上中旬，晚播一般会推迟到 10月中下旬。
如果受客观条件影响，还可以推迟到11月初。

冬小麦是耐寒性比较好的作物，最低温度在
1℃-2°C时，小麦种子即可萌动出芽。冬小麦还是
分蘖作物，靠分蘖成穗，越冬前有个分蘖高峰，春季
还有个分蘖小高峰。

冬小麦播种过早，温度高，出苗快，冬前易旺长，
造成养分消耗过多，容易受冻害。适当晚播的小麦
冬天积温比较适宜，茎叶数量分蘖也生长较好。所
以，冬天对养分的消耗就少，等到春天温度升高的时
候，分蘖就会快很多。

山东省气候中心主任、正研级高工薛晓萍介绍，
山东省2022年冬小麦播种面积为6012万亩，占全省
2023年夏粮收获面积的 99.95%。气候变化背景下，
秋季气温呈升高态势，按照传统的播种时间，冬前旺
苗风险越来越大。山东省于 2007 年提出冬小麦晚
播，时间是每年的 9月底开始播种，目前已经推迟至
10月8日前后开始播种，较传统播期推迟了7-10天。

山东省气候中心副高级工程师张继波说，事实
上，冬小麦适期晚播是气候变暖、农业丰产技术和农
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等多方面影响下的必然趋
势。在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时期，种植户往往会种
植早熟夏玉米或在夏玉米未达到最大生产潜力时进
行收获，以提前整地，为冬小麦播种做准备。不断提
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可以最大限度缩短玉米腾茬和
整地时间，同时还有一些适合晚播的冬小麦品种的
培育和推广，这些都是“双晚”（夏玉米晚收、冬小麦
晚播）的科技保障。

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农情调度，2023年山东省
完成冬小麦播种面积6054万亩，较上年增加40余万
亩。统筹考虑 10月气温持续偏高的实际情况，今年
山东省继续大力推广小麦适期晚播技术，各地小麦
播种普遍推迟一周左右，全省约95%的小麦在10月8
日-25日内完成播种，实现了新的适期播种。

河北——
“冬小麦播期从秋分到寒露，再到

霜降”
播期推迟了，但返青却提前了

许士杰，河北省饶阳县五公乡许张宝村种粮大

户，种植冬小麦30多年，个人种植冬小麦3000多亩，
还托管冬小麦 8000多亩。他告诉记者，秋天越来越
暖和，早先饶阳的冬小麦都在秋分时种，后来推迟到
了寒露，最近几年则推迟到了霜降。总体上，冬小麦
播种至少推迟了一个节气。

秋分大约在 9月 23日左右，寒露大约在 10月 8
日左右，霜降大约在10月24日左右。今年许士杰的
冬小麦是在 10月中下旬种的，即霜降节气，目前（即
记者采访时的 11月 21日）种植晚的刚出苗，种植早
的处于2叶1心阶段。

许士杰说，适期晚播的冬小麦可以防旺长，还可
以减轻病害。比如小麦茎基腐病，高温高湿的情况
下容易发病，但适当晚播会明显减少或减轻茎基腐
病的发病概率和发病程度。当然，防治茎基腐病还
需要有其他的配套措施，包括种子包衣、拌种等等。
一般年景，许士杰的冬小麦平均亩产为 1200-1300
斤，夏玉米平均亩产为1500-1600斤。

“此外，随着气候变暖，现在冬小麦的返青时间
也普遍提前了十几天。”许士杰说。

饶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旭光介绍，饶阳县
2023年冬小麦种植面积22.889万亩。今年饶阳县的
冬小麦大面积播种在10月25日左右，一直持续到了
11 月 5 日。因为今年雨水大，墒情比较好，温度较
高，所以才建议麦农推迟播种。

此外，推迟冬小麦播种时间还可以配套播后
镇压，这是为了让种子和土壤能够紧密接触。尤
其是秸秆还田的地块，因为部分地块秸秆还田不
彻底，表面上有很多秸秆，小麦种子播下后会落在
秸秆上无法充分接触土壤，处于悬空状态，从而影
响出苗，而通过镇压就能缓解这个问题，使小麦出
苗好。

江苏——
“我的冬小麦到现在（11月17日）

还没有播完呢”
宝应县冬小麦晚播还与“籼改粳”

有关

江苏，我国冬小麦重点生产省之一，2022 年全
省冬小麦种植面积 3584 万亩，占 2023 年夏粮收获
面积的 96.3%。同时，江苏也是位置偏南的冬小麦
主产省。

周成洋，江苏省沭阳县北丁集周成洋粮食种植
家庭农场的负责人，现种植冬小麦 150多亩。11月
17日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告诉记者：“今年的沭阳
是个暖秋，我的冬小麦从 11月 10日才开始播种，到
今天（11月17日）还没有播完呢！”

沭阳地处苏北，所以当地有冬小麦—玉米、冬

小麦—水稻等几种模式，周成洋属于麦稻模式
的。他种植冬小麦几十年，感受最大的变化就是
冬小麦的播期越来越晚了。原先当地冬小麦一般
在 10 月份就全部播种完了，现在则比过去推迟了
15 天左右。

“天气越来越热，早播的冬小麦病虫害多，比如
白粉病、叶斑病、金针虫、红蜘蛛之类的，而且特别容
易受倒春寒的影响。沭阳县的倒春寒一般出现在 2
月下旬至 3月下旬，早播的冬小麦不抗冻，一遇到倒
春寒许多苗都冻坏了！”周成洋说。

沭阳县气象局局长钱大江介绍，2022 年沭阳
县冬小麦种植面积 141.2 万亩，2023 年计划播种
142万亩。

他说，沭阳县冬小麦晚播既与气候变暖有关，也
与上茬水稻的收获期有关。上茬种植的品种不同，
冬小麦的播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旱茬和杂交籼
稻茬种植的小麦一般播期在 10月上中旬，而粳稻茬
种植的小麦一般播期在10月中下旬。

而宝应县小麦的晚播还与水稻“籼改粳”有关。
宝应县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推广研究员高剑

波介绍，宝应县地处苏中，2022 年冬小麦种植面积
80.7万亩，全县冬小麦以稻麦两熟为主，稻茬麦占小
麦总面积的98%以上。

宝应县冬小麦晚播是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
始的。一是水稻“籼改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宝应
县水稻以杂交籼稻为主，实行“籼改粳”后，根据江苏
省品种布局区域划分要求，本地适宜种植迟熟中粳
稻品种，迟熟中粳稻一般较杂交稻全生育期长15-20
天左右。随着迟熟中粳稻种植面积的逐年加大，小
麦晚播比例不断提高。二是直播的种植方式，从
2005年起，随着水稻直播方式的兴起，水稻成熟让茬
普遍推迟，小麦晚播渐成常态。

宝应县地处淮南麦区北部，依据该县地理位置、
温光条件及茬口特点，以往冬小麦播种期一般在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适播期为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5
日。近 10多年来，由于水稻让茬迟，加之气候变暖，
冬小麦播期普遍较过去晚了 10-15天，播种期最晚
甚至延迟到12月上中旬。

小麦适度晚播有助于上茬充分利用温光资源，
特别是当前沭阳以迟熟中粳稻为主的情况下，有利
于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同时也能增强冬小麦的抗
寒性能。

今年冬小麦播种情况与往年类似，受上茬水稻
让茬及收购政策等影响，播期大多延后，主要集中在
11月6日-15日，到11月20日播种基本结束。

冬小麦晚播的先决条件是是否秋暖
晚播并不是“一晚了之”，还需要配

套技术

小麦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近些年
来，我国小麦种植面积基本稳定在 3.5亿亩以上，冬
小麦种植面积基本稳定在3.3亿亩以上，冬小麦种植
面积占小麦种植总面积的95%左右。

同时，冬小麦还是我国最大的夏粮品种，其产量
占夏粮总产量的90%左右。

常旭虹说，黄淮海地区是我国主要的一年两熟
区，而且是以玉米小麦轮作为主，玉米小麦又是重要
的粮食作物。因此，对于黄淮海地区而言，如何高效
充分利用有限的光热资源获得尽可能多的粮食（玉
米小麦周年的总产量），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非常重
要。对于该区域来说，生产中能适应气候变化、协调
并满足玉米小麦周年生长需求的技术，即应该推广
应用的技术。

当然，冬小麦晚播，不能一味地强行推广，具
体应根据播种时的温度以及对整个冬季温度变化
的预测，特别是秋季温度的情况。能满足冬小麦
壮苗越冬的播种期范围即是适宜的播期，早晚都
是相对于传统播期而言的，是相对的。就像 2021
年受天灾影响，我国北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冬前
弱苗比例很高，对粮食安全造成极大风险。虽然
经过努力，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保证了当年小麦
产量稳定，但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冬春季整体气
温偏高 1℃-2℃，有效弥补了因过晚播种造成的冬
前积温不足，促进了小麦生长，同时冬春季没有严
重的气象灾害和病虫害发生，也减少了小麦产量
的逆境损失。

也就是说，当年是否秋暖是决定冬小麦是否晚
播的一个先决条件，而要把握好这个条件，则需要农
业农村部门和气象部门密切合作，当然也需要麦农
的理解和配合。

此外，冬小麦适期晚播并不是“一晚了之”，而是
还需要配套相应的技术措施。

精细整地，提高整地质量。强化农机农艺相结
合，推进翻、旋、耙、压一体化作业，着力实现土壤深、
细、平、实相统一，大力推广复式作业，减少耕作次
数，节本增效。

适时晚播，确保一播全苗。以培育冬前壮苗为
标准，精准确定播量，做到适墒适期适量适深播种。
一般北部冬麦区亩基本苗 25万-30万，黄淮冬麦区
北片 20万-25万，黄淮冬麦区南片 15万-18万。每
推迟一天播种，基本苗增加 1万，最多黄淮冬麦区不
宜超过 35万，北部冬麦区不宜超过 40万，播种深度
以 3-5厘米为宜。大力推广精量半精量播种、宽幅
播种或窄行播种等高质量机械化播种技术，减少缺
苗断垄，提高播种均匀度。

强化田管，培育冬前壮苗。重视播后镇压，抓好
肥水促控，做好除草防虫，利用冬前麦田化学除草的
有利时机，一般在 11月中旬至 12月上旬（日平均气
温在10℃以上），小麦3叶至4叶期、杂草2叶1心至3
叶期，选用适宜药剂，防除麦田杂草；对蛴螬、金针虫
等地下害虫危害较重的麦田，选用适宜药剂兑水拌
细土，施入土中。

冬小麦适期晚播，既有被动的因素，也有主
动的因素，但成片大规模推广无疑是我们适应气
候变化的主动为之。而要做好大面积推广，则须
审慎科学，不断完善，因为冬小麦适期晚播尚在
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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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晚播，主因是

气候变化带来的暖秋。

冬小麦适期晚播，可以使

上茬作物即夏玉米晚收

从而增加产量，还可以防

止小麦旺长增强抗寒能

力、减少冬前病虫草害的

发生。冬小麦晚播，要有

暖秋的条件，还要适期，

配套相应的技术措施。

大面积推广，须审慎、科

学，不断完善。

11月16日，山东省齐河县麦农赵金城的小麦田里，冬小麦处于3叶1心阶段。 受访者供图

11月15日，河南省濮阳县麦农张得民在他的小麦田里察看苗情，彼时冬小麦
处于2叶1心阶段。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