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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南省是中国第一产麦大省，其种植面积、年总产量和提供商品麦数量长期位居全国第一。
河南省省委省政府历来对小麦生产和小麦科技都十分重视。
随着小麦育种、小麦栽培技术研究和技术推广应用，全省小麦单产和总产持续增长，品质不断改善。
为了使科技成果能及时用于指导生产，启迪后人，河南省小麦科技工作者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整理总结
已有研究和科技推广成果并编撰成册。
新中国成立初期（20世纪50、60年代），小麦生产开始上升，为及时吸收劳模经验，反映已有科技成
果，河南省农业科学院于1959年编写出版了第一本《河南小麦栽培学》。
这本书比较系统的把小麦科技与河南省生态条件相结合，并吸收了农民的小麦高产经验，对传统小麦
科技知识和提高农民科学种田水平起到了一定作用。
20世纪70、80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小麦生产的发展，全省小麦高、稳、低大协作研究
把河南小麦栽培科技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积累了一批研究成果，根据生产需要，由河南省农业科学
院牵头，组织全省小麦科技专家，历时3年，于1989年又出版了第二本《河南小麦栽培学》。
该书系统总结了前20年有关河南小麦发育规律和栽培技术研究，为全省小麦生产由中产向高产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几年，河南省小麦迎来了快速、持续发展的新阶段，一批高产品种相继用
于生产，小麦高产栽培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化，亩产600～700kg的超高产栽培技术在生产中得以应用，
小麦高产典型不断涌现，科技对全省小麦生产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显著增加。
在此大好形势下，为及时反映和系统整理这一时期的研究进展，在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大力支持下，由
河南省小麦研究会发起并组织有关专家，历时两年，再次撰写了这部新编《河南小麦栽培学》。
该书涵盖了小麦栽培的有关内容，用最新资料描述了河南小麦的生态条件及小麦的生长发育规律；提
出了不同产量水平、不同生态类型区的小麦高产技术，文图并茂的介绍了河南小麦主要病虫草害及其
防治技术；还包括免耕覆盖、肥水运筹、轮作倒茬、小麦效益、储藏加工、农业机械等内容，同时，
介绍了小麦生产信息系统的建立；扼要回顾了河南小麦品种利用和主要推广品种的特性。
本书在河南小麦科技发展历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它既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也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可以作为科研、教学的参考书，也可以作为基层农技人员指导小麦生产的工具书，直接用于指导生产
。
我们期望该著作的问世能对今后河南小麦生产的持续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因涉及学科较多，编写时间较短，错漏之处再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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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河南小麦栽培学（新编）》根据近20年来河南省小麦栽培研究积累的新成果并适当的吸取国内
外现代先进技术编撰而成。
全书共14章，约80多万字。
《河南小麦栽培学（新编）》比较系统的阐述了河南省小麦生产的发展简史，河南小麦的生态条件；
河南小麦的生长发育规律；提出了河南小麦高产、超高产栽培技术，旱地、稻茬麦栽培技术以及不同
类型小麦的优质高产栽培技术；文图并茂的介绍了河南小麦常见病虫草害及其防治技术；论述了小麦
免耕覆盖在不同生态区的应用技术；概括反映了麦田轮作倒茬、小麦生产效益、小麦机械、小麦储藏
加工、小麦栽培信息系统等在河南的应用和研究进展；探讨了小麦生育期间主要灾害及其防御应变措
施；扼要介绍了河南小麦育种成就及主要品种情况。
《河南小麦栽培学（新编）》是河南省小麦生产所包含的各个相关学科的综合论著，有较强的实用价
值和一定的理论水平，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研究单位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参考书；可以作为科技人员指
导小麦生产的工具书，直接为小麦生产服务。
河南省是中国第一产麦大省，年总产小麦达到3100万t以上，按国家保护价收购小麦数量占全国收购量
近60％，为我国粮食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同时，在小麦育种和小麦栽培技术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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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河南小麦的地位及发展概况第一节 河南小麦的生产地位及发展概况一、河南小麦生产在河南
省及全国的地位二、河南小麦的发展历程第二节 河南小麦栽培简史及栽培技术的发展一、河南小麦生
产简史二、栽培技术演变第二章 河南小麦生态条件及生态区划第一节 气候条件与小麦生产一、小麦
生育期间的气候条件二、麦田小气候第二节 麦田土壤的供肥状况一、麦田土壤的一般供肥状况二、全
省麦田土壤养分动态演变三、麦田土壤养分含量与产量的关系第三节 河南小麦生态类型区划分研究一
、生态类型区的划分指标与方法二、小麦生态类型的划分与各区特点三、不同类型区小麦生产发展战
略参考文献第三章 河南小麦生长发育及器官建成基本规律第一节 小麦的根一、根的发生与生长规律
二、根系与地上部生长的关系三、根系生长的主要类型四、不同土壤类型区根系发育特点五、影响根
系生长的因素第二节 小麦的茎一、茎的形成与伸长二、茎秆干重的动态变化三、茎秆与穗粒重的关系
四、茎秆性状与倒伏第三节 小麦的叶一、叶的形态结构二、叶的分化与叶片数三、叶的生长四、叶片
生长与温度的关系五、叶片与穗粒重的关系第四节 小麦的分蘖成穗一、分蘖的作用二、分蘖的消长规
律三、分蘖的成穗规律四、影响分蘖成穗的因素及提高分蘖成穗率的途径第五节 小麦的穗一、幼穗发
育时期划分二、幼穗发育各个时期的形态特征三、雌蕊发育的形态变化及时期划分四、幼穗发育进程
五、主茎、分蘖幼穗分化进程的差异六、不同类型品种幼穗发育特点七、影响幼穗发育的因素及促进
穗大粒多的途径第六节 小麦的籽粒形成与灌浆一、抽穗、开花与受精二、籽粒形成与灌浆三、河南小
麦籽粒灌浆特点及影响因素四、提高粒重的途径与技术措施参考文献第四章 小麦需肥特点与施肥第一
节 小麦需肥特点一、小麦体内营养元素的含量与分布二、小麦吸收营养元素的阶段性变化三、小麦不
同生育期各器官氮、磷、钾的积累、分配与运转规律四、单位小麦籽粒吸收氮、磷、钾的数量和比例
第二节 小麦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一、测土配方施肥的内涵与作用二、测土配方施肥的方法三、主要参
数的确定四、区域推荐施肥技术五、高产麦田几项关键施肥技术探讨参考文献第五章 河南小麦需水特
性及土壤水分第一节 土壤水分对小麦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一、土壤水分对小麦生长发育的影响二、
土壤水分对小麦生理生态特征的影响三、土壤水分对产量构成因素及产量的影响四、冬小麦主要生育
阶段土壤水分指标第二节 小麦生长季节土壤水分变化一、小麦生长季节农田土壤水分的时空变化二、
小麦各主要生育期土壤墒情的分布第三节 小麦的需水特点一、小麦的需水量与需水规律二、小麦各生
育阶段棵间土壤蒸发与叶面蒸腾量三、小麦耗水量与叶面积、干物质积累和籽粒产量的关系四、小麦
需水量测定与估算方法五、河南小麦需水量图与灌溉需水量评价第四节 麦田节水灌溉一、小麦各生育
期灌水效应二、麦田节水灌溉第六章 河南小麦栽培技术第一节 小麦栽培技术概述一、对土壤条件的
要求二、麦田整地三、底肥和种肥的施用四、足墒播种五、播种六、田间管理第二节 河南小麦超高产
栽培技术一、选用具有超高产潜力的品种二、培育高肥力的地力基础，重视施用有机肥三、深耕细耙
，精细整地，优化播种基础，实现苗全苗匀四、超高产小麦的肥水运筹五、超高产麦田病虫害防治六
、加强以中耕锄草为主要措施的田间管理及灾害预防七、两个超高产小麦栽培技术实例第三节 优质强
筋、弱筋小麦高产栽培技术要点一、河南小麦品质概况二、优质强筋麦、弱筋麦高产栽培技术要点第
四节 旱地小麦栽培技术一、旱地小麦的生态条件及生育特点二、水分胁迫对旱地小麦生长发育的影响
三、旱地小麦节水高产栽培技术第五节 小麦免耕覆盖简化高效栽培技术一、形成的条件与背景二、主
要模式和关键技术三、豫南雨养区(北纬33°)示范应用效果四、小麦免耕覆盖简化高效栽培技术存在
问题和应用展望第六节 淮南稻茬麦栽培技术一、淮南稻茬麦区的主要生态条件二、限制淮南稻茬小麦
高产的主要因素三、淮南稻茬麦常规栽培技术四、稻茬麦不同生态区划分及其栽培技术要点参考文献
第七章 轮作与麦田多熟种植第一节 小麦轮作与麦田多熟种植的演变与现状第二节 小麦的轮作倒茬一
、轮作倒茬的原理与作用二、轮作倒茬的主要方式三、轮作倒茬的趋势第三节 麦田多熟种植一、麦田
多熟种植的概念和原理二、河南麦田多熟种植的历史演变和现状三、麦田多熟种植的效益分析四、麦
田多熟种植的边际效应分析五、麦田主要间作、套种、混作方式参考文献第八章 小麦栽培信息系统第
一节 小麦生长信息的监测一、小麦长势信息监测二、麦田土壤水分信息监测与应用三、麦田土壤氮
素(肥力)信息监测与应用四、麦田病虫害遥感监测与应用五、冬小麦遥感估产第二节 小麦发育模拟模
型一、小麦模拟模型研究进展二、小麦模拟模型的建立第三节 小麦专家系统一、小麦专家系统的应用
概述二、小麦专家系统的构建技术三、小麦数据库构建技术四、小麦知识库的构建技术五、小麦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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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库构建技术⋯⋯第九章 河南小麦主要病、虫、害及其防治第十章 河南小麦自然灾害及应用管理
技术第十一章 河南小麦储藏于加工第十二章 河南小麦生产机械化第十三章 河南小麦生产收益第十四
章 河南省小麦品种利用与发展附表 河南省各式1985～2008年小麦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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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节 河南小麦栽培简史及栽培技术的发展一、河南小麦生产简史河南小麦生产上应用的品种
，主要是属于普通小麦（Triticum aestivum）的各个变种。
另外，圆锥小麦（Triticum turgidum）、硬粒小麦（Triticum durum）、密穗小麦（Triticum compactum
）以及东方小麦（Triticum turanicum）历史上也曾有少量种植。
根据考古学证明，早在公元前1.5万-1万年，人类就开始种植小麦。
一般认为，栽培小麦物种的起源地点，较多资料认为是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外高加索一带。
通常认为普通小麦起源于里海的西南部。
关于我国栽培小麦的起源问题，据考古发掘出实物和古代文献记载是原产于我国。
早在一百多年前A·De德康多尔在《农艺植物考源》一书中提出过对小麦原产地的看法，他认为中国
本部到幼发拉底河一带，气候相似，在史前期时代可能就是栽培小麦的故乡。
达尔文在引用《关于谷物的考察》中提到，中国有3个小麦新种或变种传到欧洲，他认为这些都是中
国的原始种。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考察，不仅在黄河流域发现有野生一粒麦和野生二粒麦的分布，而且在西藏雅鲁
藏布江河谷地带还找到了一种容易断节带壳的原始小麦，在云南山区也发现了半栽培状态的原始小麦
。
由于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结果，我国地方品种和变种数量是世界上较多的国家之一。
这都可以证明我国的栽培小麦是原产于中国。
地处黄河流域的河南省是我国文化发祥地和小麦起源地之一。
1953年，在卢氏县的沿河岸发现许多新石器时期原始社会遗址的同时，还发现有小麦草。
在陕县东关帝庙底沟原始社会遗址的红烧土上有麦印痕，距今约有七千余年。
随之，在洛阳等地先后都发现有类似的情况。
1955年，在河南省邻近的安徽毫县钓鱼台发掘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发现炭化麦粒906.3g，据鉴定，是我
国最古老的普通小麦，说明这个时期，淮河流域当时已经是小麦产区。
在上古时代已经有“麦”字，它是大麦、小麦的统称。
到春秋期间的《诗经》里既有“麦”，也有“来”、“牟”二字，“来”是小麦，“牟”是大麦。
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殷虚遗址中发掘的甲骨文上就有“来”字和“麦”字的记载。
由于小麦在粮食生产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后来作为统称的“麦”字逐步转化而为小麦的专称。
我们的祖先开始还不知道用小麦磨粉作面食，而是像吃黍、稷、稻、高粱一样，用小麦仁煮成饭。
古代的麦饭是将麦粒碾碎连皮煮成的，即“磨面合皮而饮之也”。
1956年，在洛阳发现战国时代的石磨，形状和现在的研磨很相似。
还有在许多古代文献中也有关于河南小麦方面的记载。
春秋时期的《诗经》《廊风·桑中》的“爰采麦矣，沫之北矣”、鄢是古国名，在今河南新乡西北，
沫是古地名，在今河南淇县南。
战国时期的《战国策·东周策》记载有“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
”《周礼·职方氏》说，豫州“宜五种”（黍稷稻麦菽），兖州“宜四种”（黍稷稻麦）。
《淮南子·地形训》说，“沸水通和宜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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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河南小麦栽培学(新编)》是由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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