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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信麦 998 实现超高产路径解析与技术应用探讨
李书民 1　崔国光 1　卜学平 1　李海平 2

（1 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农业农村局，邯郸 056700；2 河北众人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邯郸 056700）

摘要：通过世界及我国小麦高产纪录现状，分析开展小麦高产育种、高产创建及高产竞赛的意义，汇总众信麦 998 小麦新

品种 2021 年、2022 年 4 次高产纪录，对众信麦 998 实现超高产路径分析解读，通过天（气候）、地（地理）、人（栽培）、禾（品种）

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众信麦 998 连续 2 年刷新全国小麦高产纪录。同时对其配套的栽培技术进行应用探讨，明确众信麦

998 下一步前进方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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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Analysis and Technical Application Discussion on  

Super High Yield of Zhongxinmai 998
LI Shu-min1，CUI Guo-guang1，BU Xue-ping1，LI Hai-ping2

（1Agricultural and Rural Bureau of Cheng′an County，Handan 056700，Heb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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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历来受到党和

国家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下决心把民

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

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黄淮冬麦区是

我国小麦主产区，小麦常年播种面积 1533.33 万 hm2， 
占全国小麦面积的 55% 以上，产量占全国小麦产量

60% 左右。因此，在生产上积极开展小麦高产创建，

解析其高产路径，对其配套的栽培技术进行应用探

讨，研究集成一套成熟的高产栽培技术，尽快将众信

麦 998 这一高产品种转化为生产力，对保障我国粮

食生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众信麦 998 创高产纪录情况
1.1　世界及我国小麦高产纪录现状　根据信息

检索，世界小麦高产纪录是前联邦德国创造的

1333kg/667m2；英国高产纪录是 1101.3kg/667m2；新

西兰高产纪录是 1119kg/667m2。中国历史上产量

最高的是 76338 重穗型春小麦，1978 年在青海省

柴达木盆地国营诺木洪农场种植 2606.68m2，获得

1013.05kg/667m2 的特高产，次年种植 10040.05m2，

又获得 956.5kg/667m2 的高产纪录。以上所列小麦

单产纪录都是春小麦类型。

我国冬小麦最新高产纪录是众信麦 998于 2022
年在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创造的 981.1kg/667m2。

我国的小麦产量与世界纪录差距350kg/667m2以上，

有春小麦与冬小麦之分，且土壤基础、水肥管理、光

热资源不同，说明在小麦高产育种（种质资源缺乏

和遗传基础狭窄）、高产栽培技术研究（需要多学科

知识和技术）、高产栽培体系集成等方面存在差距。

我国冬小麦单产纪录 981.1kg/667m2 不是终点，而是

赶超世界小麦产量的新起点。

1.2　开展高产育种、高产创建、高产竞赛的意义　

高产是小麦育种人永恒的研究课题，同时还要开展

抗旱节水、节肥节药、优质多抗等绿色环保方面的研

究。从社会主体需求看，在品种多目标性状中，产量

仍然是第 1 位的目标性状，即育种主体的方向将持

续遵循“丰产 +”的改良原则，且以不断提升产量潜

力为首要任务 [1]。

小麦高产创建是在选择优良品种的基础上，选

择适宜的地区和地块，相应地增加一些投入，加强田

间水肥管理和病虫害综合防治。高产创建以主攻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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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为目的（不同于普通大田生产，不必过多考虑投

入产出比，只是在技术集成时再进行优化），以示范

展示、树立典型、辐射带动为手段，突出良种良法配

套，农机农艺相结合，不断突破技术瓶颈，攻关增产

模式，最后进行栽培技术集成组装，推广应用。

在具体操作上，高产创建多是以某个品种单独

开展的，也有多品种联合攻关（高产竞赛）的，宗旨

就是通过运用各种技术手段，来充分挖掘每个品种

的产量潜力。通过持续开展小麦高产创建和高产竞

赛，有利于促进小麦产业发展，促进农业增产、农民

增效，对确保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有着极为重要

的现实意义，同时可以极大地促进农业科研、栽培技

术、种业发展和品牌推广的前行，有效推动现代农业

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

1.3　众信麦 998 创高产纪录汇总　众信麦 998 高

产纪录都是在各类示范田或高产创建田里选取一

定的面积进行实打实收取得的，不是田间测产。这

些产量纪录与生产实际中的产量不是同一个概念，

但可以充分表明众信麦 998 产量潜力很高。2021-
2022 年众信麦 998 高产纪录汇总情况见表 1。
1.3.1　2021 年创全国冬小麦高产纪录　2021 年 6
月 2 日焦作市农业农村局邀请省内外有关专家组成

专家组，对河北众人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在

修武县王屯乡周流村的小麦新品种众信麦 998 高

产示范田（20000m2）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现场实打实

收。在示范方内随机确定一个 667m2 以上的测产区，

现场测量面积为 766.67m2，联合收割机收获后，扣除

0.5% 的杂质，净重为 1130.25kg，用谷物水分测定仪

测定小麦籽粒实际含水量为 20.47%，按国家粮食入

库安全含水量 13% 计算标准水分，不计收割机收获

损失，产量结果为 898.26kg/667m2，创全国冬小麦单

产最高纪录。

1.3.2　2022 年再创全国冬小麦高产纪录　2022 年

6 月 4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邀请国内

同行专家，对其单位小麦栽培创新研究组承担的“中

国农业科学院重大项目 - 小麦藏粮于技”一体化技

术集成高产攻关田（20000m2）进行现场实打实收。

攻关田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王屯乡东黄村，种

植品种 5 个：众信麦 998、中麦 578、轮选 6 号、中麦

7058、丰德存麦 20 号，实际参加实打实收的是 3 个品

种。按照农业农村部《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

办法》实产验收。采用雷沃谷神 GE-70 收割机收获，

精确测量实际收获面积、称量收获籽粒鲜重，人工取

样测算杂质率，采用希霸快速电脑水分测定仪测量

籽粒含水量。不计收割机损失，按国家粮食入库安

全标准含水量 13% 折算，各品种实际产量如下。

轮选 6 号为 860.8kg/667m2，丰德存麦 20 号为

892.5kg/667m2，众 信 麦 998 为 981.1kg/667m2。 其

中众信麦 998 再创全国冬小麦单产最高纪录。该

地块众信麦 998 产量三要素（亩穗数、穗粒数、千粒

重）为 40 万穗、55 粒、53g，轮选 6 号产量三要素

为 47 万穗、40 粒、56g。该地块前期田间调查显

示，其产量结构有 3 种：即 40、50、50，40、60、40
和 40、55、45，其中以 40、55、45 产量结构为主，

表现出该品种的穗粒数有一定的弹性，千粒重仍有

上升的空间，事实上收获后众信麦 998 经实际测定

的千粒重达 53g，明显高于 2021 年 50.0g 和审定值

41.0~42.6g（参见审定公告）。

1.3.3　千亩示范方高产纪录　2022 年 6 月 5 日焦

作市农业农村局邀请省内外有关专家成立验收组，

表 1　2021-2022 年众信麦 998 高产纪录汇总

时间

（年 - 月 - 日）
地点

实打实收面积

（m2）

产量

（kg/667m2）
纪录 验收组组长

2021-6-2 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

王屯乡周流村

766.67 898.26 全国 刘长青（河南省焦作市种子站站长、研究员）

周进保（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站研究员）

2022-6-4 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

王屯乡东黄村

752.34 981.1 全国 段爱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2022-6-5 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

城关镇西门村

765.34 905.68 千亩方 张存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

孙全德（河北工程大学教授）

王晨阳（河南农业大学研究员）

2022-6-9 河北省邯郸市魏县前

大磨乡公议会村

951.47 889.9 河北省、百亩方 孙全德（河北工程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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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河北众人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在修武县

城关镇西门村小麦新品种众信麦 998 千亩高产示

范田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现场实打实收。实收面积

765.34m2，收获籽粒鲜重 1352.03kg，用谷物水分测

定仪测定小麦籽粒实际含水量为 32.76%，按国家粮

食入库标准安全含水量 13% 折算，扣除 0.5% 杂质，

不计收割机收获损失，实收产量 905.68kg/667m2。

1.3.4　创河北省冬小麦单产最高纪录和河北省百亩

示范方高产纪录　2022 年 6 月 9 日河北省魏县农

业农村局组织并邀请河北工程大学、邯郸市农业科

学院、邯郸市农业农村局、魏县农业农村局等相关专

家组成专家组，对邯郸市魏县前大磨乡公议会村爱

耕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众信麦 998 百亩示范方

进行了现场实打实收测产。专家组按照农业农村

部《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实产验收，在

百亩示范方随机确定 1 个测产区，现场测量面积为

951.47m2，联合收割机收获后现场称鲜重 1372kg，扣
除 0.5% 杂质，用谷物水分测定仪测定小麦籽粒实际

含水量为 19.06%，按国家粮食入库标准含水量 13%
折算产量，不计收割机田间收获损耗，众信麦 998 实

打实收，产量结果为 889.9kg/667m2，创河北省冬小

麦单产最高纪录和河北省百亩示范方高产纪录。

2　众信麦 998 连创单产纪录原因分析
通过对众信麦 998 实现超高产并连续 2 年创全

国高产纪录的路径进行深度解析，发现众信麦 998
能够取得如此高的产量，是天（气候）、地（地理）、人

（栽培）、禾（品种）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

得益于创建人的因素，再加上品种、地理、栽培以及

适宜的气候。

2.1　创建人的因素　在众信麦 998 高产创建过程

中，河南省焦作市农业农村局杨法谊总农艺师、修武

县农业农村局黄玉莲研究员等人都全身心地投入到

该项工作中，每天早出晚归，近乎痴迷地奔波在修武

县田间地头，他们都有一个朴素的心思，希望用最切

实的配套技术把小麦产量提上去，从自己的手里让

小麦产量“过吨”。这也是众信麦 998 能够实现全

国小麦高产纪录的基础。

2.2　品种自身因素　我国小麦主产区高产纪录：

2009 年山东首创小麦 789kg/667m2 产量，2014 年

河 南 首 报 820kg/667m2 产 量，2016 年 山 东 再 报

828kg/667m2 产量，此后，山东、河南、河北、山西、

安徽、新疆等多省区、多地点、多品种持续出现

800kg/667m2 以上的高产田，2022 年更报道有多个

产量大幅超过 900kg/667m2 的示范田，甚至是示范

区。对于多穗型品种来说，继续增加亩穗数和穗粒

数的潜力已经受到极大限制。从 50 多万穗、30 多

粒到 50 多万穗、40 粒已经是多数品种的极限，若

再进一步提高产量，会使得产量三要素间的矛盾更

加突出，倒伏风险会进一步加大。

众信麦 998 是 2021 年同时通过国家黄淮冬麦

区北片和黄淮冬麦区南片审定的一个大穗、抗倒型

小麦新品种，相对于多穗型品种来说，它实现了“减

十增十”，即亩穗数减少 10 万，穗粒数增加 10 粒。

在超高产栽培情况下，其产量三要素围绕在 40、
55、50 上下浮动，与其他常规品种相比，其高产潜

力更大，产量三要素结构更加协调，更适合高产、超

高产栽培，有效解决了高产与倒伏的矛盾，实现了小

麦育种新的突破与创新，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类型。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审定时的区域试验、生产试验与

大田栽培，特别是高产创建的田间条件是截然不同

的，数据当然也截然不同。众信麦 998 不同试验阶

段产量三要素见表 2。

表 2　众信麦 998 不同试验阶段产量三要素情况

区域地点 试验阶段
亩穗数

（万）
穗粒数

穗粒数

极值

千粒重

（g）

黄淮北片 区试第 2 年 37.2 42.6 55.3
（平度）

42.8

黄淮北片 生产试验 41.4 37.9 40.7

黄淮南片 区试第 2 年 37.1 40.8 44.5

黄淮南片 生产试验 37.7 40.2 55.5
（新乡）

44.1

新疆石河子 示范 60.2 50.75

河南修武 2021 年高产纪录 40 55 50

河南修武 2022 年高产纪录 40 55 60.4
（修武）

53

另一方面，众信麦 998 是以莱州 137 为母本、众

信 5072 为父本组配组合，采用系谱法选育，经有性

杂交、定向选育、单系比较、优中选优选育而成。该

品种属于耐肥水品种，在高水肥条件下增产潜力很

大，非常适宜高水肥地块栽培和高产创建。该品种

分蘖力较强，成穗率中等，群体中等，在大田大面积

生产时，应注意掌握适当增加播种量，加强水肥管

理，全生育期以促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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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秆子低、抗倒性突出　当前小麦高产、超高产

栽培的首要制约因素就是抗倒性。众信麦 998 平均

株高 70cm。秆子低，茎秆粗壮，根系发达，大田表现

出很好的抗风、抗倒能力。其中黄淮北片区试株高

69.0cm、生试株高 75.2cm，与同期同区参加国家区试

和生试的 87 个品种相比 [2]，株高处于最低水平，生

试倒伏点为 0。黄淮南片区试株高 72.4cm，生试株

高 79.1cm，在同期同区参加国家区试和生试的 227
个品种中，株高处于最低水平。连续 2 年区试汇总

48 点次，倒伏点为 0。众信麦 998 在高产、超高产栽

培时，株高 80cm 左右，甚至能达到 80~85cm，但仍

然表现出很好的抗倒性。

2.2.2　穗大粒多，单穗重高达 1.8~4.4g，单株潜力大

　从众信麦 998 的穗型看 [3]，其属于长方形穗，且具

有多花多实的潜质，当环境条件适宜时，穗粒数就会

有一个更大的提升，这种提升不受制于像其他品种

类型那样的单位面积穗数与穗粒数之间的矛盾，因

为众信麦 998 就是亩穗数偏少的类型，是不会造成穗

粒数和穗数之间发生矛盾的类型，是单穗重的类型，

所以才有了众信麦 998 穗粒数能够达到 55 粒的惊人

表现。众信麦 998 这样的较小群体、较大单穗重类型

是节约和安全类型，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雏型。众信

麦 998 表现穗粒数多而稳定，与其不过分大的群体有

关，与其抗倒春寒能力强有关。从目前的资料分析，

众信麦 998 单穗重还有更高空间，采取相应措施可实

现单穗重更高，而不必过多地考虑去提高亩穗数。

2.2.3　抗寒性强、抗倒春寒　众信麦 998 幼苗半匍

匐，叶色深绿，生长势强，突出表现抗寒性好，冬前不

死苗，抗倒春寒能力非常强。抗寒性鉴定级别 1 级，

抗寒性评价好。2020 年新疆石河子试验，在极端低

温 -40℃的情况下，仍然表现出很好的抗寒性。

2.2.4　综合抗病性强　众信麦 998 黄淮南片接种

鉴定，中感赤霉病、纹枯病，同期同区参加国家试验

进行抗病鉴定的 186 个品种中，高感赤霉病品种占

147 个。黄淮北片接种鉴定为中感纹枯病，赤霉病

鉴定 2018 年为中感，而同期同区参加国家区试进行

抗病鉴定的 35 个品种全部高感赤霉病。

众信麦 998 两极分化快，麦脚利落，通透性好。

蜡质层厚，综合抗病性强。后期根系活力强，旗叶功

能期长，灌浆快，灌浆充分，耐高温高湿，抗干热风，

活秆成熟，落黄好。通过科学应用“一喷三防”，可

以对小麦条锈病、叶锈病、白粉病等病害做到有效

防治。

2.2.5　适应性广　众信麦 998 于 2021 年同时通过

国家黄淮冬麦区北片和黄淮冬麦区南片双国审，目

前正在参加河北省冀中北水地（优质组）生产试验，

即将通过冀中北审定，适宜推广区域再度延伸，有望

成为第一个跨域三大生态区的突破性、创新型大品

种，实现三区审定、九省推广，这在整个黄淮冬麦区

育种史上都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同时，2022 年

秋在新疆和青海麦区安排了示范田，在湖北参加了

小麦预试组。

2.3　客观地理环境　从全国高产纪录来看，有一

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所有的品种都有较高的光热

资源。小麦高产创建必须选择适宜的地区、适宜的

地块、遇上适宜的气候条件。众信麦 998 高产创建 
地——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属黄淮冬麦区南片区

域，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地下水位浅，光照、积温充

足，同一个品种在当地的千粒重比其他地区一般高

出 5g 左右，非常适宜小麦高产创建。

通过近几年的示范了解，在适宜区域内众信麦

998 越向南推广，越有利于该品种发挥自己的最大

增产潜力。该品种在北部的优势相对不如南部，客

观原因是该品种是以穗粒数多作为高产基础，越往

南部穗分化时间越长，越有利于穗粒数的形成；同时

穗长变长，穗码变稀，赤霉病抗性随之增强；另一方

面该品种株高整体偏低，随着往南推广，株高增加，

生物产量和籽粒产量也同步增加。

2.4　气候因素　2021-2022 年度气候条件对众信

麦 998 高产创建非常有利。小麦适播期前，各地多

有大量降水，土壤湿度大，普遍播种偏晚 10~15d。
因墒情较好，出苗整齐，本年度气候条件对冬小麦

越冬有利。越冬期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1 月份偏

高 1.9℃、12 月份偏高 2.5℃、1 月份偏高 1.6℃），

未出现持续性低温；2 月份平均气温偏低，但降温平

缓，未出现极端低温，低温时间短，没有持续性。冬

季低温期降水适中，积雪覆盖日数较多，地表及以下

温度波动小。光照充足，小麦越冬环境良好，越冬

锻炼充分，有利于小麦安全越冬。3 月份气温偏高

0.7℃，升温快，降水偏多，返青期提前 5~7d。整体株

高低于常年。孕穗至扬花期、灌浆期温度较常年偏

低，没有出现倒春寒情况。穗分化时间长，穗粒数增



2023年第６期问题与探讨38

加明显。期间降水适宜，田间各种病害较轻。无干

热风，气象条件有利于小麦灌浆，收获时间较常年晚

1~2d，千粒重增加明显。综上所述，2021-2022 年度

众信麦 998 亩穗数较常年持平或略高，穗粒数、千粒

重增加明显，产量明显高于常年。

2.5　配套栽培技术　从全国高产纪录来看，另一个

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所有的品种都是抗倒耐密栽培，

水肥条件好，运用了合理的肥水管理技术。因此，实

现小麦高产、超高产，必须良种良法配套，即在选择

优良品种的基础上，选择适宜的地区、适宜的地块，

加强田间水肥管理和病虫害综合防治，某些方面投

入可能会偏大一些。

2.5.1　模式 1：中国农业科学院小麦藏粮于技一体

化技术集成与示范（修武）　该项目集成是以稳氮

控水为核心的一体化小麦高产技术模式，技术负责

人：常旭虹、黄玉莲、周阳、张勇。

秸秆速腐配方施肥　秸秆精细还田，每 667m2

底施秸秆速腐剂、有机肥 2m3、生物肥 40kg、磷酸二

铵 25kg、尿素 20kg、硫酸钾 15kg、硫酸锌 2kg、放线

菌 1kg，培肥地力，改善土壤环境。精量均匀抗湿

播种　采用小麦宽窄行精量均匀播种技术，基本

苗约 18 万 /667m2。稳氮增磷以墒定水　稳定氮

素投入，春季增加磷钾肥用量（水溶肥 15kg + 磷酸

二氢钾 4kg），根据土壤墒情确定浇水量（总计补水

50m3）。叶面定向超量调控　超常量喷施磷酸二氢

钾 400g/667m2、叶面专用肥 50g/667m2，喷施 3 次，养

根、护叶、增粒重。中耕镇压化控防倒　返青期中耕

镇压，促苗转壮，起身期每 667m2 用麦巨金 45mL 兑

水 20kg 喷施，控基部节间，提高抗倒性。微生物病

虫害防控　用酷拉斯、戊唑醇、阿泰灵、井岗·枯草芽

孢杆菌拌种，返青期喷施阿泰灵、井岗·枯草，开花期

喷施阿泰灵、芽孢杆菌、戊唑醇、叶面肥，灌浆期喷施

阿泰灵、芽孢杆菌、戊唑醇，防病防虫，保花增粒。

2.5.2　模式 2：焦作市农业农村局小麦高产主推技

术（焦作）　宽窄行精播匀播技术　将行距由原来

的 23cm 左右，调整为宽行 20cm、窄行 13cm，这样在

播量不变的情况下，由于行距缩小了，亩播行数自然

就增加了，使种子撒得更均匀，从而达到苗壮穗多的

目标。超常量喷施磷酸二氢钾技术　常规技术为

小麦灌浆期喷施磷酸二氢钾 1~2 次，用量一般不超

过 100g/667m2，效果仅仅是千粒重的增加。超常量

喷施磷酸二氢钾技术就是在小麦越冬、返青、拔节、

孕穗、灌浆等时期，喷施磷酸二氢钾 6 次，每次用量

400g/667m2，这样能使亩穗数、穗粒数、千粒重同时

增加，特别在中低产田使用，对增加穗粒数和千粒重

的效果尤为明显。磁化水灌溉技术　利用磁化器对

灌溉用水进行磁化。磁化水灌溉可以起到改善土壤

生态环境、促进小麦生长发育、提高小麦的抗逆性等

效果。重复化控技术　常规技术为小麦拔节期喷施

一次化控药剂。重复化控技术主要针对高产田群体

大、肥力强等特点，在小麦起身到拔节期间，根据小

麦生长和气温变化，2 次或 2 次以上喷施化控药剂，

缩短基部第 1 节、第 2 节，控制植株旺长，促进根系

下扎，防止生育后期倒伏。微生物载体植入技术和

土壤微生态健康系统修复及重建技术　以上 2 项技

术主要利用放线菌，促进根际土壤有益微生物的活

动，抑制青霉、根霉、黑曲霉、镰刀菌等有害微生物的

生长。微生物干预植物减害生态友好技术和叶面小

分子靶向调控营养饲喂技术　以上 2 项技术主要在

小麦灌浆期，通过喷施氨基酸、脱落酸，快速补充小

麦籽粒发育所需营养，促进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的

转化，全面增强作物抗倒伏、抗干热风、抗逆能力，显

著提高小麦的产量，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

2.5.3　模式 3：河北众人信众信麦 998 高产栽培技

术（河北）　施足底肥　增施有机肥，补施菌肥和

中微量元素肥，改良土壤结构和土壤微生态循环系

统。每 667m2 底施微生物菌肥 1kg、硫酸锌 2kg、尿
素 15kg、氯化钾 25kg、磷酸二铵 35kg、生物肥 40kg、
羊粪 1000kg。精细整地　提高秸秆粉碎质量和还

田质量，深耕细耙，提高整地质量。科学播种　最佳

播种期 10 月 8-10 日，播种量 15kg/667m2。采用缩

行匀株、等行距种植，行距 14cm。可以套播一遍，尽

量扩大麦畦宽度，严格控制畦埂宽度，建议无畦埂。

播后镇压。冬春管理　小麦 3~5 叶期、杂草 2~3 叶

期除治杂草，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浇好越冬水，化

控防倒，起身期前开展春季镇压。水肥管理　3 月

底至 4 月初浇拔节水，每 667m2 追施尿素 25kg ；齐

穗前浇孕穗水，补施尿素 5~10kg ；适时浇好灌浆水；

超常量喷施磷酸二氢钾，每次用量 400g。病虫害防

治　全生育期“一喷多防”6~8 次，每次喷施药液

25~30kg/667m2，确保将麦株上下喷透。综合运用

杀虫剂、杀菌剂、营养剂（磷酸二氢钾、氨基酸、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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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师可克达拉市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工作探讨
李秀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种子管理站，可克达拉 835900）

摘要：推动落实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制度是种子管理机构的重要职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作为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

生产基地，存在制种企业数量多、品种多等问题。以委托生产备案为重点，分析第四师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存在的问题，

提出落实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的措施，为加强种子基地和市场监管提供有力保障。

关键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种子；生产；经营；备案；措施

Discussion on the Record-Keeping Work of the Forth Division’s  

Cocodala Seed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LI Xiu-ping

（Seed Management Station of the Fourth Division of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Cocodala 835900，Xinjiang）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种子法》《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中

的一项重要制度，推动落实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制度

是各级种子管理机构特别是县级种子管理机构的重

要职责，也是各类种子生产经营主体依法应当履行

的义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位于

伊犁河谷地区，农业土地条件好，是新疆乃至全国最

重要的粮食、油料生产基地，也是玉米制种的黄金地

带，目前制种基地企业数量多、品种多是监管过程中

存在的重要问题，种子管理部门应积极开展种子生

酸、缓释氮、光碳核肥）、生长调节剂等防治小麦病虫

害，预防干热风，增加亩穗数、穗粒数，提高千粒重。

3　众信麦 998 下一步前进方向和目标
通过天（气候）、地（地理）、人（栽培）、禾（品

种）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众信麦 998 高产创建

和示范取得了较高产量，连续 2 年刷新了全国冬小

麦高产纪录。下一步工作就是要开展大面积的实

打实收及高产栽培技术集成与推广，尽快将众信麦

998 这一突破性新品种转化为生产力。

在品种转化方面更多的是在品种审定后的不

断摸索前进。对其中的高产育种与环境、高产栽培

机理及相互之间作用并不是十分清楚。目前还缺乏

小麦 800~1000kg/667m2 的高产栽培理论研究，缺乏

栽培专家的具体应用指导，缺乏相应的栽培体系支

撑，缺乏成熟的高产栽培集成技术。

实现小麦单产超吨不仅是小麦育种人、众信人

的目标，更是包括小麦栽培专家们及更多关注小麦

生产、关注小麦品种人的目标。众信麦 998 的高产

纪录只是一个驱动、一个引擎，在它的推动和大家的

共同努力、各路专家的参与指导下，众信麦 998 的高

产模式会被固定或不断更新，不断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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