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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认识安徽农业大学胡承霖教授，是从他写给我的一封信开始的。
2005年6月份，胡教授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安徽处于南北方过渡地带，小麦生产过程中经常遭受到北
旱、南涝、低温、霜冻、冰雹、龙卷风、干热风等一系列自然灾害及多种病虫危害，不依靠科学技术
种麦，难以实现稳产高产。
”胡教授在信后附了一份长达3600多字的安徽小麦增产25亿kg攻关方案，他从改善麦田水利基础设施
、推广良种良法、加强技术培训、建立高产示范样板等多个方面对攻关目标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安徽是中国的粮食主产省，小麦是我省的主要粮食作物，但小麦的单产一直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种
粮的比较效益也不高。
如何让农民通过种植粮食实现增收，我作为省政府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副省长，也一直在思考这个
问题。
胡教授的建议使我的眼睛一亮，依靠科技、主攻单产、提高品质、增产增收应该是小麦生产的正确途
径。
必须在主攻单产上下功夫，在科学种田上做文章，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上抓投入。
开展小麦高产攻关活动，是当前粮食生产大局的需要，也是农民增收的需要，对农业大省安徽来说意
义重大，有着积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效益。
活动要着眼于市场、着眼于基层、着眼于农民，让广大农民按市场需求进行粮食生产，切实做到粮食
增产，农民增收。
我把胡教授的建议和我的这些意见报告了时任省长的王金山同志，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
省政府决定开展为期5年的小麦高产攻关活动。
4年时间过去了。
在全省干部群众和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安徽小麦高产攻关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6
～2009年，累计总产增加了126.35亿kg，单产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安徽的粮食产量也实现了单产提高、品质改善、总产增长的预定目标，连续创历史新高，突破了300
亿kg的大关。
安徽的小麦高产攻关活动以及此后开展的水稻产业提升行动、玉米振兴计划等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回
良玉及农业部领导的充分肯定。
安徽省小麦的连续增产，科技是第一推动力，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立了头功。
胡承霖教授今年已经80高龄，他又不辞辛苦，和我省一批长期从事麦作科学研究的专家、教授们一起
精心编撰了《安徽麦作学》。
本书全面总结了安徽小麦生产中的科技成果和成功经验，突出强调了小麦生产技术集成推广应用的重
要性，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指导意义。
本书的出版发行，必将有力地推动安徽小麦高产攻关活动更加深入地开展，促进全省小麦生产水平再
上新台阶，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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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鉴于安徽小麦生产发展的巨大潜力、广阔前景和重要战略意义，在迎接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
华诞之际，胡承霖教授组织全省从事小麦科研、生产、教学的专家、教授和科技人员，回顾安徽小麦
发展历史，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小麦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技术成果、丰产栽培经验，并以此为基础编写
了《安徽麦作学》。
本书将对进一步发展安徽小麦生产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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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保证小麦正常生长发育，要求各生育时期有一个适宜的土壤含水量。
通常用土壤含水率（即占干重的百分数）表示，或用田间最大持水量的百分数（黏土的田间最大持水
量占干土重的28％左右，壤土占24％左右，沙土占21％左右）表示。
一般采用0～20cm土壤含水量占田间最大持水量的百分数来表示。
1.出苗至分蘖、越冬期间小麦从播种到出苗，以田间最大持水量的709／6～80％为宜，如果低于60％则
出苗不齐，高于90％易造成烂种。
安徽省小麦大面积生产中经常发生出苗不齐的现象，分析其原因，多数年份是播种时土壤底墒不足所
造成。
有时则因播种后遇连阴雨天气或者造墒播种后又遇降雨，土壤水分过多，使一部分种子在土壤中发生
霉烂而引起缺苗。
当小麦进入分蘖、越冬期间，适宜的土壤水分是维持在田间最大持水量的75％左右。
水分不足或过多，都会影响正常的分蘖出生和次生根发生数量，从而对形成越冬前的壮苗很不利。
例如1996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全省连续阴雨，普遍降雨量达200mm以上，沿淮地区有相当一部分
雨前播种但尚未出苗的麦田，因田问积水或长时间呈水分饱和状态，结果发生烂种，淮北旱茬适期播
的小麦也因土壤水分过多，出现了分蘖缺位和次生根减少的情况。
2.返青至拔节小麦返青时，随着气温的升高，根系吸水强度开始增大，要求土壤水分保持在田间最大
持水量的659／6～75％，如果土壤水分过高，不利于气温回升，影响小麦返青早发。
全省一般年景的冬、春之间往往有一定的降雨雪天气过程，小麦返青前后土壤水分尚较充足，农民习
惯利用这个时期的土壤墒情，进行麦田撒施肥料。
3.拔节至抽穗小麦拔节到抽穗阶段，营养器官生长最为旺盛，也是结实器官大量形成的时期，对土壤
水分反应极为敏感，水分不足会同时影响穗数和穗粒数两个产量因素的协调形成。
根据安徽省水利研究所有关耐旱试验测定，拔节期减产起点的土壤含水量为田间持水量的70％，孕穗
期为739／6；土壤含水量下降到田间持水量的60.5％时，拔节和孕穗期分别减产33％和24％。
拔节至抽穗时期要求土壤含水量应达到田间最大持水量的80％以上。
但若水分过多，也并不有利，至少会影响根系发展下伸和对发病环境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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