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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麦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栽培面积和总产量仅次于水稻，居粮食作物的第二位，是我国
特别是北方人民的主粮。
发展小麦生产，对提高人民生活，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是我国小麦的主要产区，近年来统计，小麦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总数14％左右和18％以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广大农民的辛勤努力，山东小麦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单产40多kg、总产22亿kg，发展到近几年单产稳定在350kg左右、总产稳定在200
亿kg左右的水平；从过去是城乡人民的精贵细粮，成为现在一日三餐的主粮。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与半个世纪以来小麦品种的改良和栽培技术的改进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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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懋曾，男，汉族，1928年12月生，江苏镇江人。
著名小麦育种专家。
现任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总团长，山东省科协名誉主席，山东省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
1950年1月毕业于金陵大学。
曾任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所长，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1983年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山东省政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主席，山东省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
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
员。
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地方病防治先进工作者。
从事小麦育种和栽培研究三十多年，主持育成了泰山1号，济南2号，济南13等20多个小麦优良品种，
促使山东小麦生产进行了多次品种大更换，有效地控制了小麦锈病的危害，较好地解决了既高产又抗
倒伏的问题，促进了小麦的高产、稳产，对山东省及黄淮麦区的生产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多项成果获省、国家科技进步奖，全国科学大会奖。
主编和参编《小麦》、《小麦育种及良种繁育》、《中国小麦品种志》、《小麦育种》等著作，撰写
论文、资料、建议数十篇，对促进山东农业经济发展，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提高农业科技水平起到了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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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栽培技术的显著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小麦栽培理论与技术的研究逐步拓宽和深人：由措
施增产效应的研究，逐渐深入到增产机理的研究；由研究器官、个体的生长发育规律，逐步发展到研
究群体的生长发育规律及其与高产的关系和调控技术；由研究单项技术措施的增产效果，逐步发展到
研究各种技术措施之间的相互关系、优化组合及其增产效果；研究组织由单学科研究，逐步走向栽培
、育种、生理、土化、环境、推广多学科协同攻关，田间与实验室结合，小区试验与大田示范和大面
积高产开发相结合。
这些变化，极大地丰富了小麦的栽培技术体系。
目前，对小麦生育规律、环境条件和生产措施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提出了不同类
型的技术指标和技术规范。
50多年来，山东省小麦主要栽培技术进行了五次重大的改革，对小麦生产的发展和科研水平的提高起
到了积极作用。
　　第一次栽培技术的改革提出了培肥地力、合理密植。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麦田土壤肥力很低，对此提出增施厩肥、土杂肥、绿肥，培肥地力的做法，有
效地提高土壤肥力。
20世纪50年代初期，山东小麦生产普遍是大垄稀植和墩播稀植，土地和光能的利用很不充分，小麦产
量很低。
农业科技工作者进行了品种、播期、播量和播种方式，结合施肥、浇水等的试验研究，通过试验肯定
了窄行密植和宽幅密植有同样的增产效果，比大垄稀植能增产小麦10％～20％。
确定和推广了以窄行密植为重点的增产技术，使行距缩小到15～30cm，播量根据不同地力水平增加
到5～10kg，对小麦增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栽培技术的改革提出了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深耕细耙的小麦栽培技术。
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随着化学肥料工业的发展，氮素化肥的供应量日益增加，化肥的增产效果已
被群众所接受，从改良土壤和提高小麦产量的目的出发，提出了在小麦生产中“以有机肥料为主，化
学肥料为辅”的方式，使麦田的土壤肥力不断提高。
　　新中国成立初期，老式犁耕地很浅。
栽培工作者研究得出，适当加深耕层，改善耕层土壤的水、肥、气、热条件，能有效地促进小麦根系
的生长发育，获得显著的增产效果。
随着机械牵引新式犁的推广，增施有机肥和化肥，结合深耕已成为当时小麦丰产的主要栽培措施。
随着土壤肥力的不断提高与施用化肥、浇水、合理密植等技术的改善，全省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大面
积丰产样板。
如黄县南仲家村、滕县史村平均亩产达400kg左右，带动了全省小麦单产的提高。
　　第三次栽培技术的改革提出了适当降低播量，群体与个体协调发展的栽培技术。
20世纪70年代前后，随着土壤肥力的提高，播量的增大，倒伏面积越来越大，高产田小麦亩产徘徊
在350kg左右。
20世纪70年代初，莱阳县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受稀播繁育济南9号小麦新品种的启发，提出在土壤肥力提
高的基础上，不再增加播种量，而适当降低播种量，每亩10～12万基本苗，走依靠分蘖为主成穗的途
径，使群体内通风透光良好，秸秆坚实，穗大粒多，以解决小麦高产与倒伏的矛盾，获得每亩500kg的
高产。
实践证明，以分蘖成穗为主的莱阳经验，较好地解决了个体与群体、高产与倒伏的矛盾，对实现高产
比较稳定可靠。
197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在莱阳召开的全国小麦高额丰产科技座谈会上，充分肯定了莱阳的千斤高产
经验，促进了省内外小麦高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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