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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NY/T４４６０«节粮减损技术规范»的第２部分.NY/Y４４６０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水稻;
———第２部分:小麦;
———第３部分:玉米.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作物学会、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河南

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安徽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德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与种业

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丽娟、吴丽、梁健、王德梅、付金东、张妍、赵科、王亚楠、吴子峰、陈超、胡学旭、

陆美斌、郑成岩、李为喜、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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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粮减损技术规范　第２部分:小麦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小麦的种植、收获干燥、储藏运输等环节中节粮减损的技术措施及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小麦种植、收获、储运过程中的节粮减损.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４４０４１　粮食作物种子　第１部分:禾谷类

GB/T８３２１(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１５６７１　农作物薄膜包衣种子技术条件

GB/T２１０１６　小麦干燥技术规范

GB２２５０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原粮储运卫生规范

GB/T２９８９０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NY/T５００　秸秆粉碎还田机　作业质量

NY/T７３９　谷物播种机械作业质量

NY/T９９５　谷物联合收割机　作业质量

NY/T９９６　小麦精少量播种机　作业质量

NY/T１４１１　小麦免耕播种机作业质量

NY/T２２８３　冬小麦灾害田间调查及分级技术规范

NY/T３３０２　小麦主要病虫害全生育期综合防治技术规程

NY/T３８９１　小麦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节粮减损　grainsavingandlossreduction
在粮食作物种植、收获、储运等过程中采取针对性措施节约用种、减少损耗.

４　种植环节

４１　品种选择

４１１　应选用通过国家或省级品种审定的高产优质、多抗广适、机收落粒率低,且适宜当地种植的小麦

品种.

４１２　种子质量应符合 GB/T４４０４１的要求.

４２　整地与播前准备

４２１　前茬作物秸秆还田作业质量应符合NY/T５００的要求,并整平田面,耙耱镇压,踏实土壤.前茬作

物病虫害严重的秸秆应做离田处理.

４２２　播前整地应符合 NY/T３８９１的要求.

４２３　地下害虫发生严重地块应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杀虫剂制成毒土,均匀撒施地表,结合浅耕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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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中.

４３　播种

４３１　宜选用包衣种子,包衣质量应符合 GB/T１５６７１的要求.使用未包衣种子,应在播前进行药剂

拌种.

４３２　根据当地种植制度、气候条件和所选用品种类型确定适宜播期.日平均气温达１６ ℃~１８ ℃、

１４℃~１６℃、１３℃~１５℃时为冬性、半冬性、春性品种的适宜播期.

４３３　小麦播种时０cm ~２０cm 耕层土壤相对含水量应为７０％~８０％,墒情不足时提前浇水造墒;水分

偏多田块提前排水降渍,确保适墒播种.

４３４　应采用精量半精量播种,黄淮海麦区北部麦区、黄淮海麦区南部麦区、长江中下游麦区、西南麦区、
西北麦区、东北春麦区每公顷基本苗分别控制在２２５万~３００万、１８０万~２７０万、１８０万~２７０万、

１８０万~２７０万、１８０万~３００万、３００万~４５０万.晚播麦田应适当增加播量.

４３５　严格控制播深,做到行距均匀、深浅一致、播量准确,不漏播、不重播,播后适墒镇压.播种机具作

业质量应符合 NY/T７３９、NY/T９９６和 NY/T１４１１的要求.

４４　病虫草害防治

４４１　监测预警

小麦生长期应加强病虫草害动态监测预警.

４４２　病虫害防治

４４２１　应重点防治小麦茎基腐病、赤霉病、纹枯病、锈病、白粉病、全蚀病、蚜虫、吸浆虫、麦蜘蛛、地下害

虫等病虫害,农药使用应符合 GB/T８３２１的要求,防治技术应符合 NY/T３３０２的要求.

４４２２　苗期病虫害达到防治指标的麦田,应选用针对性杀虫剂、杀菌剂,各计各量叶面喷施防治.

４４２３　小麦抽穗扬花至灌浆期重点预防赤霉病、锈病.混合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和磷酸二氢钾等,防病

治虫、预防干热风和早衰.应注意轮换施药和混合用药.

４４３　草害防治

４４３１　播种后２０d以内,土壤墒情适宜时进行药剂封闭除草.冬前化学除草应注意气温变化,预防冻

药害.

４４３２　小麦拔节前,对冬前漏防或防效差的麦田,应选用适宜除草剂进行防除,施药时间选择日平均气

温稳定在６℃以上且晴天无风的上午９时至下午４时用药.农药使用应符合 GB/T８３２１的要求.

４４３３　小麦抽穗至灌浆期,对多花黑麦草、节节麦、野燕麦、雀麦等麦田杂草发生重且前期化学除草效

果差的麦田,应组织人工拔除.

４５　气象灾害应对

４５１　干旱

４５１１　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培肥地力,提高整地播种质量,增强土壤蓄水保墒和抗旱能力.

４５１２　冬前适时镇压保墒提墒.若遇干旱,及时浇好越冬水.

４５１３　返青至起身期适时适墒镇压,若遇干旱及时浇水.

４５１４　拔节至孕穗期遇旱及时浇水补灌,尤其应注意浇好拔节水,杜绝浇麦黄水.

４５２　低温冷/冻害

４５２１　冬前预报低温来临前,对有旺长趋势麦田,应及时采用镇压、深中耕、喷施植物生长抑制剂等措

施;对晚播弱苗麦田,应提前中耕保墒.

４５２２　春季如遇低温寒潮天气,对土壤墒情较好、尚未拔节的麦田和土壤暄松的麦田应及时镇压;对墒

情不足麦田,及时进行灌水.

４５２３　寒潮过后２d~３d,应按 NY/T２２８３及时调查幼穗受冻情况,对受冻麦田及时采取追肥浇水、
叶面喷肥等措施分类补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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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３　干热风

４５３１　小麦灌浆期若土壤墒情不足,应及时采用滴管、微喷或小水浇灌等补充土壤墒情.

４５３２　在小麦灌浆初期和中期,结合“一喷三防”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或植物生长调节剂.

４５４　滞/湿害

４５４１　稻茬麦区和地势低洼麦田及时清沟理墒、疏通田内外沟系,确保排水畅通、雨止田干、沟无积水.

４５４２　对连年旋耕播种麦田进行深耕或深松.若遇连阴雨天气,对田间有积水或土壤水分过饱和的麦

田,可采用机械或人工排水方法,及时排明水、降暗渍.

４５４３　若连阴雨伴随有阶段性低温,应适时叶面喷施速效水溶肥料和(或)生物刺激素肥料、植物生长

调节剂.

４５４４　小麦成熟收获期若遇连阴雨天气,要及时抢收烘干晾晒,防止穗发芽或霉变.

４５５　大风/倒伏

４５５１　对群体偏大、植株偏高,后期有倒伏风险的旺长麦田,应在返青起身期控制肥水,适时适墒镇压,
叶面喷施化控制剂.

４４５２　对群体适宜、生长正常的麦田,应氮肥后移,做好拔节期肥水管理.若麦田土壤墒情适宜,中后

期应适当控制浇水,尤其注意在孕穗至灌浆期不能在风雨天气前浇水.

４４５３　后期遇风雨发生倒伏的麦田,应及时适量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和磷酸二氢钾等植物生长调节剂,
不应人工扶麦和捆麦,并依据小麦熟期和天气情况适时抢收、晾晒、烘干.

５　收获干燥环节

５１　收获

５１１　在小麦籽粒蜡熟末期适时机械收获.小麦成熟期如预报有阴雨天气,应科学调度收获机械组织抢

收,防止籽粒萌动、穗发芽和霉变.

５１２　做好收割机械的保养检修和准备工作,科学设置收割机运行参数.小麦机械化收获作业质量指标

应符合 NY/T９９５的规定.

５２　干燥

５２１　 收获后籽粒含水率低于２０％的小麦,采用自然通风、晾晒等方式进行干燥;若收获期遇阴雨天气,
小麦籽粒含水率过高时,应及时开展应急烘干,确保小麦籽粒水分含量不大于当地安全储存水分值.

５２２　烘干前应进行初清, 去除杂质,并按不同水分含量进行烘干.如待烘过湿小麦量大时,可将过湿

小麦的含水率先烘干至２０％左右,待所有过湿小麦处理完成后,再将其烘干至符合当地安全储存水分要

求.干燥要求和质量应符合 GB/T２１０１６的规定.

５２３　干燥过程中应减少遗撒.等待应急烘干的过湿小麦应采用风机等设备及时通风散热,避免堆积发

热霉变.

６　储藏运输环节

６１　储藏

收获后小麦储藏应符合 GB２２５０８和 GB/T２９８９０的规定.

６２　运输

６２１　运输车辆应确保无破漏、害虫、机械损伤风险等,应避免装卸和运输过程中的抛撒、机械损伤与

霉变.

６２２　运输卫生质量应符合 GB２２５０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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