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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生长既需要氮、磷、钾等大量元
素，也需要中量和微量元素。有的作物需肥
多、有的作物需肥少；有的作物对某种营养元
素有些偏爱，有的作物又忌讳某种元素。春
耕施肥，必须对农作物的需肥特性有所了解。

从大田生产实践来看，在作物的营养
生长阶段，以生产幼茎、叶片为主的蔬菜、
桑、茶、烟叶等作物，对氮肥需求量很大；以
生产块茎、块根为主的马铃薯、红薯、萝卜
等作物及转基因抗虫棉花，对钾肥的需要
量较大；大豆、豌豆、花生等豆科作物由于
根部着生的根瘤菌能够固定空气中的一部
分氮素，可以适量少施氮肥。但豆科作物
偏爱磷肥，增施磷肥可以起到以磷增氮、以
小肥养大肥的作用；棉花、油菜等作物对硼
的需求性强，棉花缺硼会落花落果、油菜缺
硼会花而不实，施用少量的硼肥就有显著
的改善效果，但硼肥必须按剂量施用。

有些作物不宜施用含氯肥料，如马铃
薯、西瓜、烟草、柑橘、甜菜、大蒜等；但有
些作物却偏爱含氯肥料，如水稻和有条件
灌溉种植的麦类、玉米，施用氯化铵后有很
好的增产效果。又如棉花、麻类等纤维作
物，施用氯化钾后，对提高作物的纤维含
量、品质都有良好的作用。

因此，在春耕备肥施肥中，一要了解
不同作物的需肥习性，有针对性地调整肥
料配方。二要根据作物生育期长短，突出
主要肥料、配施辅助肥料，做到平衡施肥。三要根据基肥、
追肥、种肥的不同需求，注意施用不同肥料和施用数量及
方法。 （来源：《农业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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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措施

选好园地。一般地势低洼、闭合谷地容易积累冷
空气，造成冻害；而在山梁、丘陵、倾斜地和阳坡地栽
树，空气流通，冻害概率少。

运用科技，躲避冻害。①在花期前喷施“天达
2116”植物细胞膜稳态剂可达到抗冻抗逆目的。②灌
溉。春季进行灌水或喷灌，可显著降低地温，延迟发
芽。发芽后至开花前再灌水1 ~ 2次，一般可延迟开花
2 ~ 3 天。而在冻害前灌水或喷灌又可提高地温和树
温，可预防和减轻冻害。在喷灌时，喷 0.5%的蔗糖水，
水遇冷结冰，放出热能，保护树温缓慢下降，防冻效果
更好。③枝干涂白。可推迟萌芽开花3 ~ 5天，树干涂
高 1 米以上，下部主枝涂 30 厘米以上，成龄树涂抹。
涂白不但能防冻，而且还能有效防治日灼、病虫为
害。④喷施生长调节剂。萌芽前全树喷施萘乙酸甲
盐(浓度 250 ~ 500 毫克/千克)溶液，可抑制芽的萌动，
延迟花期 5 天左右。⑤利用腋花芽结果，也可弥补部
分产量。

熏烟。熏烟对于-2℃以上的轻微冻害有一定效
果，如低于-2℃，则防效不明显。发烟物可用作物秸
秆、杂草、落叶等能产生大量烟雾的易燃材料。

补救措施

喷施药剂。果实冻害之后，每间隔 7 天喷施一遍
1000 倍“天达2116”，进行修复补救，连喷两遍。

提高坐果率。对受冻较轻的花进行 1 ~ 2 次授
粉，同时，喷施 0.6%蔗糖水+0.2% ~ 0.3%的硼砂，或
喷 施 0.2% 的 钼 肥 ，均 有 减 轻 冻 害 和 提 高 坐 果 率 的
作用。

加强综合管理。在冻害严重的年份，花前、花后
多施肥料，追施果树专用肥或磷酸二氢钾等复合肥
料，以恢复树势，增加坐果率和单果重。

（来源：《农业科技报》）

果树花期遇冻害怎么办

近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四五”时期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导向、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政
策措施等作出全面安排，增强农业农村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支撑保障能力和“压舱石”的稳定作用。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
《规划》指出，要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

水平。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保障机制，稳定粮食
播种面积。

压实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健全完善粮食安全责任制，细化粮食主产区、产销
平衡区、主销区考核指标。

完善粮食生产扶持政策。稳定种粮农民补贴，完

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大豆生产者补
贴政策。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健全产粮大
县支持政策体系。

优化粮食品种结构。稳定发展优质粳稻，巩固提
升南方双季稻生产能力。大力发展强筋、弱筋优质专
用小麦，适当恢复春小麦播种面积。

推进种业振兴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全面完成农作物种质资

源、畜禽遗传资源和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摸清资
源家底。

开展育种创新攻关。围绕重点农作物和畜禽，
启动实施农业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实施农
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

化应用。
加强种业基地建设。推进国家级和省级育制种

基地建设，加快建设南繁硅谷。在北方农牧交错区布
局建设大型牧草良种繁育基地。

强化种业市场监管。严格品种管理，提高主要农
作物品种审定标准，建立品种“身份证”制度。健全种
畜禽、水产苗种监管制度和技术标准，加强畜禽遗传
物质监管。

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提升农业标准化水平。建立健全农业高质量发

展标准体系，制修订粮食安全、种业发展等标准，强化
农产品营养品质评价和分等分级。

（来源：央视新闻）

农业农村部发布最新“十四五”规划 聚焦种业哪些方面？

去年秋播受阶段性降雨天气影响，小麦适期播种
比例偏低，播种期间以晴好天气为主，播种质量较好。
秋季积温高、光照足、墒情适宜，特别是越冬以来，平均
气温偏高，雨水充沛，气象灾害较轻，一、二类苗比例
高，但仍存在较大程度的不平衡性、春季草害隐患大、
春季气候条件难以预料等问题。各地要加强因苗分类
技术指导，突出“一促”（即促弱转壮）、“两控”（即控旺
长、控病虫草害）、“三防”（即防冻害、防渍害、防早衰）
关键措施，切实抓好各项春季田管措施落实，夯实夏粮
丰收基础。

一、清沟理墒，防渍防旱。田间沟系畅通，能极大
提高防灾减灾主动性。春季可能遭遇连阴雨或干旱，影
响根系对养分、水分的吸收。要及时清沟理墒、疏通沟
系，保证田内外三沟排水畅通，做到雨止田干，防止连
阴雨造成麦田渍害，也便于旱象显现时及时灌水，缓解
旱情。

二、促弱控旺，壮苗稳长。对迟播弱小、群体偏少、
预期穗数可能不足，或者前期施肥不足、有脱力落黄现

象的麦田，要追施返青肥，亩施三元高效复合肥（N、
P2O5、K2O 各 15%）10 ~ 15 公斤。对秸秆还田量大、苗
情过弱的宜每亩再加施 5 公斤尿素，尽早促弱转壮，争
穗争粒。对叶龄偏大、群体偏多、有提早拔节趋势的田
块，不宜施用返青肥，且要在拔节前进行适度镇压或适
当化控，控旺促壮防倒。

三、适时化除，绿色防控。对前期化除效果差，目前
草害达标田块，要根据草相特点在拔节之前及时选准药
剂、用好药量进行化学除草，控制杂草危害。早春茎叶处
理，宜在 2 月中下旬至 3 月上中旬，小麦拔节前进行。
要密切关注天气趋势，注意避开低温寒流，掌握在施药
前 3 ~ 5 天、施药后 5 ~ 7 天日均气温不能低于 5 ~ 8℃，
防止出现冻药害。拔节后要适时防治纹枯病，中后期要
加强锈病、白粉病、赤霉病等病害的防治。

四、因苗制宜，科学施肥。重施拔节孕穗肥是小麦
高产高效的关键，对构建合理群体、稳穗争粒增重十分
重要。对返青时群体过小、穗数可能不足的三类苗和脱
力落黄严重麦田，提早施用拔节肥，以促进弱苗转壮，

争取足穗。对群体茎蘖数适宜的一二类苗麦田，在叶色
正常褪淡、植株基部第一节间接近定长、第二节间伸长
1 ~ 2 厘米、叶龄余数 2.5 左右时追施拔节肥，一般亩施
用尿素 5 ~ 8 公斤和三元高效复合肥（N、P2O5、K2O
各 15%）10 ~ 15 公斤，培育壮秆大穗。对群体过大、叶
色未正常褪淡的麦田，拔节肥应适当推迟施用，做到叶
色不褪淡不施肥。高产田提倡施用孕穗肥，在剑叶（旗
叶）露出一半时施用，有显著的增粒增重效果，一般亩
追施尿素 5 ~ 8 公斤。

五、防御冻害，及早补救。春季常遇倒春寒天气，要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低温寒流来临前对缺墒麦田及时灌
水，减轻冻害发生。冻害发生后 2 ~ 3 天要及时调查幼
穗受冻程度，根据受冻程度迅速增施恢复肥。仅叶片冻
害或主茎幼穗冻死率 10%左右，不必施肥；茎蘖幼穗冻死
率 10 ~ 30%的麦田应迅速亩施尿素 5 公斤左右，每增加
10 个百分点，亩增施 2.5 公斤尿素；主茎幼穗冻死率 80-
100%时，最多亩增施15 公斤尿素。要注意增施的恢复肥
跟正常施用的拔节孕穗肥互不抵消。（来源：区植保站）

小麦春季田间管理技术意见

1. 把握喷药时机。经常见到菜农朋友习惯于三天或
四天喷一次药，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事实上，这种
方法是非常错误的，不仅成本提高，而且这样用药特别容
易引起害虫抗药性的迅速提高，以至于发生时无法控制。
合理的方法是在害虫发生初期用药，病害发生初期则根据
病害种类采取对症的治疗性杀菌剂。

2.适宜的喷液量。喷液量并非越多越好。喷药时最合
理的喷液量就是喷到叶面湿润而又刚好不滴水为最佳。科
学试验表明，如果喷到叶片滴水后，叶片上残留的药液量仅
为药液在叶片上将滴未滴时的一半左右，所以喷到滴水时
不仅造成大量浪费，而且实际防效也大打折扣。也有些菜
农朋友习惯喷药液很少，用药浓度很高，这样也不科学，不
仅容易出现药害，而且漏喷现象严重，防治效果也不理想。

3.防治对象不同喷药位置不同。如果喷药防治蓟马、
蚜虫、白粉虱等这一类害虫，则应重点喷施植株的幼嫩部
位或中上部。如果防治一般病害，则重点喷施中下部易发
病的老叶片，防治猝倒病、立枯病、枯萎病等病害，则应重
点喷施茎基部。

4.药液配制。配制药液时建议大家采用二次稀释法，
即先将农药溶于少量水中，待均匀后再加满水，这样可以使
药剂在水中溶解更均匀，效果更好。 （来源：中国农科网）

科学喷施农药需掌握以下原则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
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自 2022 年起开展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利用四年时间全面查清农用地
土壤质量家底。《通知》明确了普查总体要求、对象与
内容、时间安排、组织实施、经费保障和工作要求。

《通知》明确，普查对象为全国耕地、园地、林地、
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土壤。其中，林地、
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未利用地重点
调查与可开垦耕地资源相关的土地，如盐碱地等。

《通知》明确，普查时间为2022—2025 年。
（来源：新华社）

今年将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利用四年时间全面查清农用地土壤质量家底

近日，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出通知，
明确将进一步建立更加系统、规范的预警业务服务
体系。两部门信息共享将更加及时、顺畅，在灾害等
级和范围到达阈值时面向公众联合发布农业气象灾
害风险预警的服务也将向常态化、精细化发展。

“双方建立联合风险预警业务，共享预警平台，
可进一步确保做到预警信息到户、防御措施到田。”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刘莉华表示。此次
两部门深度合作，旨在利用 3 年时间，初步形成国省
一体化的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报业务产品体系，明
确农业气象风险灾害预警启动、发布、升降级和解除
相关指标，建立规范的业务及信息发布服务流程。
当灾害等级和范围达到一定程度时，两部门将联合
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 （来源：《农民日报》）

农业农村部与中国气象局

加强联合进一步做好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

2 月 21
日，位处黄河岸
边的河南省孟
州市现代农业
产业园万亩韭
菜种植基地，
在春日暖阳下
一派生机，犹
如一幅美丽的
乡村画卷。
（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