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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优质小麦生产现状与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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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天水市优质冬小麦生产现状，分析了近年来小麦种植面积、单产水平、品种结构、管理技术等，提出了天水市优

质小麦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优质小麦种植的宣传、种植品种的选择、优化栽培技术和完善良种繁育体系等诸方面提出

了天水市优质小麦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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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渭河上游，全国小

麦区划中的“黄淮平原冬麦区”的边缘地带和“北

部冬麦区”的冬小麦副区。区内地势是西秦岭和

陇山一带较高，海拔在 2000m 以上，而中东部河

谷川道地区较低，多为 1000~1500m，一般山区则

为 1500~1900m。气候比较温暖湿润，年降水量为

465~578mm，冬春少雨干旱。本区气候条件虽然常

出现冬、春干旱和低温冻害，对山旱地区的冬小麦越

冬和拔节抽穗不利，但大多数地区的水热条件可以

满足小麦生育需要，适于种植冬小麦。特别是伏秋

多雨，地墒较好，有利于小麦播种出苗，生长后期无

高温逼熟，灌浆时间较长，有利于形成大粒。小麦为

天水市的主要粮食作物，常年播种面积在 14 万 hm2

以上，其中 90% 以上在雨养区 [1]。以天水市小麦生

产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近年来天水市优质小麦的种

植现状，旨在为该地区优质小麦生产提出合理化建

议，促进优质小麦生产，以推动天水市小麦产业可持

续发展。

1　天水市小麦的生产现状
1.1　面积与产量　天水市是甘肃省小麦生产大市

之一，小麦是本市的主要粮食作物，年播种面积在 
14 万 hm2 以上，每 hm2 平均产量为 2370kg，播种面

积占粮食作物面积的 41.96%，居第 1 位，总产量占

粮食作物的 26.4%，居第 2 位 [2-4]。小麦生产的发展

在天水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2　生产品种　天水市生产上推广种植的小麦品

种主要是中梁、天选和兰天三大系列品种，年播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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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3333hm2 以上的品种有 13 个，其中 6667hm2 以

上的品种有 4 个，分别为：天选 50 号、兰天 31 号、

兰天 26 号和兰天 19 号。近年来，天水市农业科学

研究所加强优质小麦新品种选育，育成优质强筋

面包专用小麦品种天选 50 号，2014 年播种面积为

10300hm2，2015 年 播 种 面 积 为 11307.33hm2，2016
年播种面积为 10253.33hm2，2017 年播种面积为

9126.66hm2。

1.3　播种方式及栽培管理　天水市小麦播种方式

以撒播为主，平坦地块机播，半干旱地区采用全膜覆

土穴播免耕法。在栽培管理上，基肥以有机肥加尿

素和磷酸二铵为主，返青后结合灌水追施尿素，山旱

地视苗情结合降雨追施尿素；病虫害主要为条锈病、

白粉病和麦蚜；收获以手工收割为主，近年来机械化

收割面积呈增大趋势；小麦前茬一般为小麦、玉米；

总体管理水平粗放。

2　小麦生产存在的问题
2.1　品种结构性矛盾突出　天水市种植的小麦品

种以中筋小麦为主，强筋、弱筋品种较少。2015 年

在天水市年播种面积 3333hm2 以上的 13 个品种中，

达到面包加工国家标准的仅有 1 个，为天水市农业

科学研究所育成的强筋面包专用小麦品种天选 50
号，其余均为中筋小麦，中筋小麦品种在天水市小麦

生产中占主导地位。

2.2　优质小麦规模种植程度较低　天水市适合加

工面包和优质面条或馒头的优质专用小麦品种较

少，而强筋面包专用小麦品种天选 50 号的种植面积

只有 11307.33hm2（2015 年数据），占当年小麦播种

面积的 7.9%。天水市优质小麦生产为一家一户的



问题与探讨 412018年第５期

分散生产模式，缺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较大的

新型经营主体，优质小麦生产规模小，限制了其生产

潜力的发挥，也影响了高产配套栽培技术措施的落

实，导致优质小麦质量不高，达不到企业的要求，面

粉企业不愿按优质麦收购，农民种植优质小麦的效

益无法体现，影响了农民种植优质小麦的积极性，制

约了优质小麦生产规模的扩大 [5-6]。

2.3　农民种植积极性不高，推广较慢　优质小麦新

品种种子价格较高，加之种植小麦效益较低，农民不

愿过多地增加投入购买新品种种子；而小麦品种又

属常规品种，可连续种植，不必购买新品种供下年播

种。当推广部门引进推广优质新品种时，如无种子

补贴，农户主动购买新品种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小麦

品种更换相对滞后，影响了新品种的推广，给优质小

麦新品种的推广工作带来一定难度，进而影响了优

质小麦的发展进程。

2.4　耕作管理粗放　目前天水市农村中 70% 的家

庭有外出务工人员，在家留守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

主要为老人、妇女，科技素质相对较差，加之土地零

散，多采取粗放种植。整地质量差、土壤肥力差、播

种粗糙、病虫害防治不及时等，都制约了优质小麦的

生产。

3　发展建议
天水市为甘肃省小麦生产的大市，发展优质小

麦仍然是解决当前种粮效益低下，促进农民增收、农

业增效的重要途径之一。发展优质小麦要紧跟生产

实际，充分认识到优质小麦生产在农业和农村经济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积极采取相应对策和措施 [7-8]。

3.1　加强技术培训与宣传　现阶段应搞好优质小

麦种植技术的宣传、培训和指导工作，重视产量、质

量、效益相统一的简化栽培技术体系，提高农民的科

技文化素质，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小麦生产科技含

量。提高农民对种植优质小麦的认识，增加农民种

植优质小麦的热情，推动优质小麦生产的快速发展。

3.2　优化品种布局，提升产业化水平　根据市场需

求和天水市小麦生产现状，必须加强优质小麦生产

意识，大力发展优质小麦，满足小麦优质化、专用化、

多样化的市场需求，改善小麦品种和品质现状，形成

合理的小麦品种结构与布局 [9]，提高天水市小麦市

场的竞争能力，提高种植的效益。

3.3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　发

展优质小麦、选育优质小麦品种和研究小麦优质高

效栽培技术是工作基础，也是关键措施。要在巩固

原有的优质小麦生产种植户的基础上，扩大示范带

动，结合“农业科技”项目和“良种示范”项目的实

施，加快选育适合本市种植的抗病优质小麦新品种，

搞好配套的“育、繁、推”体系建设，通过良种补贴，

保证优质良种的供应，减轻农民的成本投入。同时

农业科研人员要完善配套优质高效栽培技术，指导

和组织农民按标准化进行生产。

3.4　加强优质小麦生产基地的建设　根据市场对

小麦品质的需求，由过去高产、抗病向产量、品质、抗

病性和效益的方向转变。以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为技术依托，选育优质、高产、抗病新品种，建立优质

小麦良种繁育基地，在小麦生产大县，如清水、秦安、

秦州和麦积等地区建立优质小麦良种生产示范基

地，基地采用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加快辐射示范带

动作用，为开展优质专用小麦推广提供充足的种源。

3.5　实现优质小麦种植规模化　由于天水市小麦

生产地域分布广，生态条件复杂，且以农户为单位的

分散生产经营为主，规模化程度低，导致优质专用小

麦难以大面积种植，品质差异较大，质量不稳。因此

开展优质专用小麦区域布局规划，大力扶持种粮专

业合作社和新型经营主体是实现统一品种、统一规

划、连片种植、形成规模化种植的前提保障。

3.6　增加投入，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发展优质小麦

生产，调整小麦品种和品种结构，以适应市场需求，

提高人民生活需要。一是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出

台优质小麦相关扶持政策，实行优质优价，保证优质

小麦种植户的利益，提高农民种植优质小麦的积极

性。二是农业科研单位、合作社和粮食加工企业要

紧密结合，达到研、产、销为一体的模式。三是各级

政府应把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对

象，大力扶持和发展优质专用小麦生产、加工企业。

四是小麦加工企业要开展技术创新，研制开发系列

优质专用小麦产品，带动农民增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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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质量监管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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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建省是南方稻区重要的杂交水稻生产基地，气候条件好，技术力量强，制种产量高、质量好。年生产面积稳定在

1.20 万 ~1.33 万 hm2，除本省生产企业外，还有近 70~80 家省外种子企业入闽建立生产基地，带动了当地种子产业的发展，也给

制种县种子管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就生产基地质量监管现状，探讨转变管理理念，树立服务意识，加强基地质量监管的新

途径。

关键词：杂交水稻；种子；基地；质量；监管

福建省地处中南亚热带区，气候温和，光照资

源丰富，雨量充沛，是杂交水稻种子生产不可多得的

优质基地。经过各级政府、种子企业及制种农户多

年的共同努力，已建成南方稻区重要的杂交水稻种

子生产基地，年产杂交水稻种子 4000 万 ~5000 万 kg。
尤其是闽中、闽北、闽西山区，制种历史悠久，温光条

件优越，制种产量高、质量好，深受生产企业和用种

者好评。近年来，基地面积稳定在 1.2 万 hm2 左右，

并有持续扩增态势。加强基地种子质量监管，已成

为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贯彻执行《种子法》，确保

农业生产安全用种、促进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工作内容。

1　种子基地质量监管现状
福建省杂交水稻制种基地主要分布在闽中、

闽北、闽西山区，其中三明市所辖建宁、泰宁、宁化、

沙县、永安等县（市）面积大而集中，占全省总面积

的 90%，特别是建宁县制种历史悠久，从 1976 年

至今已有 40 年历史，1986 年起成为本省水稻繁育

制种基地，2013 年提升为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

产基地，制种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2/3，为全国单

县面积最大的生产基地。泰宁县与建宁县毗邻，

也是水稻种子生产重点县之一，常年制种面积稳

定在 1000~1333.33hm2，是本省主要的杂交水稻种

子出口生产基地，年出口量 100 多万 kg，并呈逐

年上升趋势，种子销往越南、泰国、菲律宾、老挝等

东盟各国。其他制种区还分布在建宁、泰宁周边

的邵武、长汀、光泽、永安、宁化等地，各县面积在

333.33~1666.67hm2 之间，构成以建宁、泰宁为中心，

辐射周边的生产基地板块，形成良好的生产规模效

应。生产季节主要是春制、中制和秋制（烟后制），

根据不同品种生育期特点和营养生长类型选择种植

季节。几年来，通过制定相关监管规定、落实生产许

可证管理、实施生产企业登记备案制度、省市县三级

联动开展遗传质量监管抽查等，基地种子质量稳中

有升，质量事故或纠纷少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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