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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小麦“干热风”
码上订报码上订报码上看报码上看报

知 识 科 普

什么是小麦“干热风”？
小麦“干热风”主要出现在黄淮海

平原、晋南、关中盆地以及新疆一带，影
响面积大，出现频次高。此外，华北、西
北和黄淮地区春末夏初期间也可能出
现。“干热风”常在春末夏初少雨、高温
天气时发生，这个时候也是我国华北、
西北及黄淮地区小麦抽穗、扬花、灌浆
的关键时刻。如果此时温度急剧升高，
湿度快速下降，并伴有一定风力，便容
易导致麦田蒸腾过快，小麦根系缺水灌
浆不足，小麦出现大面积秕粒歉收，甚
至死亡。

多地小麦多地小麦““干热风干热风””来袭来袭
如何科学预防保丰收如何科学预防保丰收

5 月 14 日，农业农村部和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
布冬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
警提示，受高温晴热天气影响，
预计5月17日至19日，陕西关
中等地冬小麦“干热风”风险较
高（黄色预警）。

记者就如何预防和减轻该
灾害对小麦生产的影响，采访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教授
王东。他说，“干热风”又称“火
风”“热风”“干风”，是小麦生育
后期的一种农业气象灾害。其

有两种类型，一是高温低湿型；
另一种是雨后热枯型，其小麦成
熟前10天内有一次降雨过程，雨
后转晴升温，2-3天内日最高气
温达30 ℃以上。我国黄淮和北
部冬麦区在小麦灌浆期内经常
发生高温低湿型干热风，在很短
时间内强烈破坏小麦的光合作
用和水分平衡，灌浆速率降低、
灌浆期缩短，小麦受害后一般可
减产5%-10%，个别严重的可达
20%以上。

如何做好预防工作，减轻其

危害，王东建议农户做好三个方
面工作。

灌浆初期和中期浇好灌浆
水。灌水量视土壤墒情决定，一
般每亩20方左右，可保持适宜的
土壤水分，增加冠层湿度，起到
延缓根系衰老、增强叶片光合作
用，从而预防或减轻“干热风”危
害。注意避免大水漫灌，以防后
期倒伏。

高温当天早上喷水增湿降
温。在预报高温当天10:00时，
采用微喷灌增湿降温，每亩喷水
3.5方-6方。有喷灌条件的，每
亩喷水6方左右。

叶面喷肥。在小麦灌浆期
间，每隔7天左右喷施一次叶面
肥，如0.2%的磷酸二氢钾，以及
硼肥、锌肥等，以加速小麦籽粒
灌浆，增强其抗逆性。亦可在

“干热风”来临之前，叶面喷施芸
苔素内酯、过磷酸钙等化学药
剂，以改善小麦的生理机能，提
高小麦对“干热风”的抗性。

“干热风”来袭 提前预防很关键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李煜强

王东，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农学院教授，农业农
村部节水农业专家指导组
成员，陕西省小麦产业技
术体系岗位专家。研究方
向为小麦绿色优质高效栽
培理论与技术研究。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党菲参考全国农技推广网、农业农村部
官网、科普中国整理）

当前，黄淮海地区小麦全面进入灌浆
期，距离大面积收获还有20多天，是促进
灌浆、提高粒重的关键时期。今年黄淮海
地区冬小麦苗情长势普遍较好，但5月中

旬可能温高雨少失墒快，预计河南北部、
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北部、山西南部等地出
现“干热风”风险大。此外，高温干旱有利
于小麦蚜虫增殖取食，部分地区穗蚜呈快

速扩展趋势。根据当前黄淮海地区小麦
长势，各地要持续抓好“一喷三防”，防范

“干热风”，提早做好夏收准备，全力夺取
夏粮丰收。

小麦“干热风”
有哪些表现类型?
高温低湿型“干热风”。高温低湿

型“干热风”一般在小麦扬花灌浆期内
较易发生，其危害特征主要表现为发生
范围广、危害程度重等。此类型温度最
高可以短期飙升到35℃-38℃，而空气
湿度可以锐降到30%-35%甚至更低，若
到达这种条件，基本上就容易发生高温
低湿型“干热风”，严重时会造成小麦早
熟枯死、产量锐减。

雨后热枯型“干热风”。雨后热枯
型“干热风”一般在小麦乳熟期后期经
常发生，虽然发生范围不及高温低湿型

“干热风”，但其危害程度更为严重，此
类型主要是由雨后天气骤然放晴、温度
急剧飙升、湿度骤然下降所导致。雨后
温度回升越快、越高，对小麦的危害就
越严重，受害小麦会表现出植株急剧青
枯、早熟的症状。

旱风型“干热风”。旱风型“干热
风”顾名思义是在干旱的年份发生率比
较高，尤其在西北地区和黄土高原地区
的小麦种植区较为常见。此类型主要
是高温干旱、大风加剧空气干燥所诱
发。在对小麦的危害症状上与高温低
湿型“干热风”危害基本相同，但除此之
外，因为空气特别干燥，还会使小麦叶
片呈现出绳状卷缩的受害症状。

“一喷三防”争主动。“干热
风”是黄淮海地区小麦后期常
发的气象灾害，一旦发生会降
低叶片光合、加速叶片衰老，导
致粒重降低、质量下降。轻度

“干热风”会使小麦千粒重下降
1-3克，重度“干热风”会使小麦
千粒重下降 4-5 克或更多，造
成千粒重、容重双下降。在小
麦灌浆初期和中期，各喷一次
磷酸二氢钾溶液，可增强小麦
抗御“干热风”能力。对穗蚜偏
重发生的麦田，实施“一喷三

防”时综合防治蚜虫，可达到防
病治虫、防“干热风”和防早衰，
利于促进籽粒灌浆和干物质转
移，稳定提高千粒重。

适时收获保归仓。蜡熟末
期是小麦收获的最佳时期。各
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尽量
避开连阴雨，防止
穗 发 芽 和“ 烂 麦
雨”，及早做好收割
机、烘干装备、农机
用油、仓贮准备，加
强机收培训，提高

作业质量，千方百计减少机收
损失，实现丰产丰收。如发生
异常天气，及时启动应急响应
机制，加密机具余缺动态信息
调度，采取信息引导、市县联
动、对口支援等措施调集抢收
机具，努力实现“机等田”。

这两点可防小麦“干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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