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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稞高产栽培技术

一、技术概述

青稞高产栽培技术以青稞良种为基础，栽培技术为手段，结合不同

生态区域及品种特征特性，集成耕、种、管、收四个生产环节关键技术，

以实现青稞高产。

二、增产增效情况

青稞新品种粮食产量亩增产25公斤，秸秆亩增产100公斤

三、技术要点

1、选好茬口，做好土壤处理

1.1 茬口选择

前茬以豆类、油菜、马铃薯、小麦等作物为宜，不宜与冬、春青稞

连作，实行小麦—青稞—油菜（或油豌）轮作。

1.2土壤处理

1.2.1 精细整地，增施底肥

春青稞生长发育快，生育期短，具有水肥临界期靠前、前期需肥迫

切，需肥量大的特点。因而，应结合春耕整地工作，重施底肥，底肥用

量要占全生育期施肥量的70%以上。基肥施用方法要做到“一个为主，

两个结合”，即以农家肥为主，有机肥与无机肥相结合，氮、磷钾相结合。

同时，要因地制宜，因土施肥，做到保肥田多施基肥，漏肥田少施基肥。

1.2.2 扎纽

扎纽又称“京马蘖”，是西藏目前广泛运用的一项群众灭草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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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措施利用春播前的有限时间，进行耕耙作业，创造有利于草籽萌动

出苗的环境条件，使其出苗，再通过播种前的耕翻细耙，消灭已出苗的

杂草，扎纽时间一般为15-25天。

2、选用良种

目前，西藏推广的适应性广、抗逆性强、稳产的品种主要有藏青3000、

藏青2000、藏青17、藏青18、喜马拉22号、喜马拉23号等品种，在同等

生产条件下平均亩产比当地品种增产50-100千克。从农艺性状上看，比

较受群众欢迎，具有适应性广、粮草兼顾等特点，适宜在海拔4200米以

下河谷农区推广种植。而藏青3000、喜马拉22号等品种的共同特点是中

秆、分蘖力强、耐肥抗倒、增产潜力大，一般亩产400-500千克，比当地

品种增产100-150千克，适宜在肥水条件较好的高产田种植。

3、播种机的选用

青稞播种机械化是保证青稞标准化生产时播种均匀、播深一致和出

苗均匀整齐，实现苗齐、苗全、苗匀、苗壮的重要措施。播种机类型对

播种质量有直接影响，一般播种机的选用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生产、土壤

条件和作物茬口等综合因素来考虑。

4、施肥

根据青稞品种对氮、磷、钾等元素的需求和测土结果进行配方施肥。

施肥量应根据品种、土壤肥力和产量指标而定。

一般亩施底肥农家肥1000-1500千克，磷酸二铵7.5千克，尿素5-6千

克，钾肥1.5-3.5千克作底肥；追肥：尿素7.5-10千克。或各地区按测土配

方，确定施肥量。

5、种子处理

种子处理应抓好种子精选、晒种、包衣等3个技术环节。

5.1 种子精选

晒种后，进行种子精选。良种除必须具有优良的品种品质外，还必

须具有优良的播种品质。为了使良种具有优良的播种品质，提高种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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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机播

芽率，保证出苗整齐健壮，必须进行种子精选。

5.1.1 种子精选的方法

（1）风选和筛选

风选是在脱粒过程中利用风扬器或自然风力，将种子的瘪粒、杂粒、

稃壳或残秸等去除，剩下饱满的种子。筛选时用一定大小筛孔的筛子，

筛去瘪粒、土块、泥沙等，选留大而饱满的种子。

（2）机械精选

利用种子精选机进行精选。

5.1.2 种子标准

筛选出大粒、饱满的种子，精选出的种子质量应达到种子分级标准

二级以上，其纯度不低于95%，净度不低于96%，发芽率不低于87%，种

子含水量不高于13%。

5.2 种子包衣

每50 kg种子，选用扑力猛80ml，兑水1kg，进行包衣，放置阴凉处

24小时后播种，防治青稞黑穗病等种传病害。

6、播种

6.1 播种时间

在拉萨、山南一带4

月中下旬播种为宜，日

喀则及周边地区以 4月

下旬到5月上旬播种为

宜，林芝等低海拔地区3

月中下旬播种为宜。

6.2 播种深度

对青稞播种质量的

具体要求是：播深适宜、

深浅一致、落籽均匀。



第一部分 种植业技术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 - 5 -

6.3 播种方法

播种方法主要分为撒播、条播和机播等三种。有条件的地方提倡机

播。

6.4 播种量

6.4.1 确定合理播种量的方法

播种量可采用以田定产，以产定穗，以穗定苗，以苗定种的“四定”

方法来确定基本苗和播种量，定产即根据土壤肥力和施肥管理水平定出

各地块的产量指标，产量确定后对穗粒重做出估计后就可确定穗数，再

对单株成穗做出估计，就可确定基本苗数。基本苗数确定之后，即可根

据每千克种子的粒数、发芽率和田间出苗率计算出每亩的播种量。即：

亩播种量（kg）=
每亩基本苗数

每kg种子粒数×种子净度×发芽率×田间出苗率

6.4.2 播量

目前一般生产水平下，机播每亩以14-15千克为宜，撒播或顺犁沟条

播，适当增加播量。

7、田间管理

7.1 出苗至拔节期田间管理

7.1.1主攻目标

这个时期主攻目标是在全苗、匀苗的基础上，促进早分蘖、早扎根，

达到分蘖足、苗壮、根系发达。

7.1.2 管理措施

为实现主攻目标，可采取以下措施：

（1）查苗补种

青稞出苗后要及时进行检查，如发现缺苗断垄等情况，应及时进行

补种。补种用的种子最好先用水浸泡催芽，使其在补种后出苗快，赶上

正常出苗的幼苗生长。

（2）镇压

镇压的作用因地因时而不同。在干旱地区或干旱年份，播后镇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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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墒防旱、弥合土缝、减少露籽、促进出苗和提高出苗的整齐度的作用。

一般用石滚、木滚或钉子耙进行镇压。

（3）追肥

青稞的叶片与分蘖发生，幼苗分化均早于小麦，苗期发根力强，早

期需肥多，需肥迅速，对养分的反应十分敏感。养分不足、分蘖迟缓、

叶片狭小发黄。因此应早施速效肥，以促进分蘖早发快长，增加有效分

蘖，延长穗轴节片的分化过程，增加小穗数，为穗多、穗大打好基础。

苗期追肥一般在四叶一心期追施。一般每亩追施尿素7.5-10千克。

（4）除草

①中耕除草

杂草是青稞生产的大敌之一，有了它，青稞生长发育就要受到很大

的影响，因此，必须进行中耕除草。中耕不仅可以消灭杂草，而且还能

疏松土壤，减少水分蒸发，增加透气性，促进土壤养分的释放，提高土

温，有利于根系和分蘖的生长。中耕还能抑制旺苗的徒长，在拔节前进

行深中耕，可切断部分根系，控制主茎和大分蘖旺长，促进小分蘖死亡，

改善光照条件，有利于壮秆出大穗。深中耕后，根系收到损伤，地上部

分生长暂时受到抑制，但以后由于断根发生大量侧根，根系更为强大，

由抑制转为促进，有利于穗大粒多。春青稞一般进行1-2次，第一次深中

耕在3-4叶期，第二次在拔节前进行。

②化学灭草

对双子叶杂草发生较重的地块，四叶一心期或头水后7天左右，每亩

用千里寻80ml，兑水15kg～20kg，喷雾防治；或17.5%普瑞麦5ml，加水

15kg～20kg，均匀喷雾，灭除野油菜、灰灰菜等双子叶杂草，在防治时

应注意风向并远离十字花科作物，避免产生药害而减产。对单子叶杂草

发生较重的地块，在四叶一心期或头水后7天左右，每亩用大骠马50ml～

60ml，兑水15kg～20kg，或每亩用爱秀80ml，兑水15kg～20kg。均匀喷

雾，灭除野燕麦草等单子叶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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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拔节至抽穗期田间管理

拔节至抽穗期是青稞一生中生长发育最旺盛的时期，干物质积累约

占一生总干重的50%左右。拔节后，无效分蘖相继死亡，次生根增加缓

慢，幼穗分化进入雌雄蕊形成阶段，生长中心转入麦穗形成和茎秆的伸

长、加粗。植株的氮素代谢趋向减弱，碳素代谢加强，植株体内碳素比

例提高，逐步进入以碳素代谢为主的时期。孕穗期叶面积指数达极值，

穗数、穗粒数基本定型。由于此时期营养生长、生殖生长并进，因而需

肥、需水最多，对肥水反应敏感，个体内各器官之间矛盾、群体与个体

间的矛盾非常明显。若肥水不足，则穗少、穗小，产量低；肥水过量，

群体过大，地上部分地下部分不平衡，会导致倒伏，引起减产。因此，

本阶段主攻目标是：在保蘖的基础上，促进壮秆和大穗的形成，防止徒

长和倒伏。

8、主要病虫害种类及防治

8.1 主要病害

黑穗病、条纹病、条斑病、锈病等。

8.2 主要虫害

蚜虫、飞蝗、西藏穗螨、地老虎、蛴螬、金针虫和蓟马等。

图 2 青稞坚黑穗病 图 3 青稞条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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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防治方法：

（1）农业防治

选用抗逆性强的优良品种，实行轮作倒茬，合理品种布局，科学施

肥，合理密植，清洁田园等，降低病虫源数量。对青稞生育后期出现的

黑穗病、条纹病等，应及时拔除，对病株深埋，控制病源，严防再度传

染。

（2）生物防治

保护天敌，创造有利于天敌生存的环境，选择对天敌杀伤力低的农

药。

（3）物理防治

采用黑光灯、频振式杀虫灯等物理装置诱杀鳞翅目成虫。

（4）化学防治

a.地下害虫防治

对地下害虫发生较重的田块，每亩用3%地虫杀星颗粒剂2.5-3.0 千克，

兑水1-2千克，掺拌细沙土10-20千克，防治地老虎、蛴螬、金针虫等地下

害虫。

b. 地上害虫防治

选用2.5%敌杀死（溴氰菊酯）乳油20ml～40ml，兑水25kg～50kg喷

雾防治；或10%大功臣（吡虫啉）可湿性粉剂15g～20g，兑水50kg～60kg

图 4 蛴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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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防治；或选用4.5%的高效氯氰菊酯1500～2000倍稀释喷雾防治，可

以有效防治蚜虫等地上害虫。

c.病害防治

（1）种传病害防治

每50 kg种子，选用扑力猛80ml，兑水1kg，进行包衣，放置阴凉处

24小时后播种，防治青稞黑穗病等种传病害。

（2）锈病防治

在青稞锈病发生初期，用 15%粉锈宁(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50g兑水

喷雾防治。

9、适时收获，精打细收

大部分春青稞易倒伏，成熟时轴脆易断，收获过晚易发生掉穗和籽

粒霉烂，影响产量。因此，春青稞蜡熟中期籽粒有黄绿色变为黄色，含

水量急剧下降，籽粒干重已达到最大值，生理上已正常成熟，是收获的

最佳时期。但由于一年一熟和雨季集中等生产自然特点，西藏农民长期

以来形成了慢打慢收的习惯，如拉萨往往等到青稞完熟期（8月中下旬

望果节后）才收割，碾打脱粒需要延迟到 10月份甚至 11月份才完成，

这既影响产量，也影响籽粒品质。若能将收获期提前至农民过“望果节”

的时间，节后一个月内完成脱粒碾打，基本上就可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

四、注意事项

1、良种选择

选用良种必须根据品种特性、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水平因地制宜

地进行。生态条件较优越，生产条件较好的“一江三河”地区及部分低

海拔小河流域应选用中晚熟高产青稞良种。生态条件相对恶劣，生产条

件较差的高海拔农区则宜选用综合性状好、抗逆性强的中早熟稳产的品

种。

2、整地要求

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深翻，截留秋雨，增加秋墒，通过冬春两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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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冻融作用，改善土壤团粒结构。此后在翌年春播之前，深浅结合，

先深后浅，多次耕翻，及时耙磨，打碎土块，使土地平整，上虚下实。

3、播种机的选择

3.1 七行播种机

目前最广泛、最普及的是 7行播种机，适用于西藏河谷农区，行距

14.5-15厘米，播种深度 5-7厘米，每亩播种量 14-15千克。

3.2 旋播施肥一体机

旋播施肥一体机（2BFG-5/9-220）具有旋耕机、播种机、施肥机等

功能，既可以全耕播，又可以免耕播；既能播青稞、小麦，又能播玉米、

大豆等。播种深度 5-7厘米，每亩播种量 14-15千克。适宜于面积较大、

土地平整的区域种植。目前，旋播施肥机已在日喀则等地大面积推广应

用。

3.3 精量、半精量播种机

适宜于水浇地高产青稞田的精量、半精量播种。精量播种选用

2BJM-3-1型精密播种机，行距 20-30厘米，播种深度 3-5厘米，每亩播

种量 7.5-7.5千克；半精量播种选用 2BJS-6型半精量播种机，行距 20厘

米，播种深度 3-5厘米，每公顷播种量 7.5-10千克。精量、半精量播种

机在西藏还处于研究与示范阶段，也是未来播种机选择的对象之一。

3.4 免耕宽幅播种施肥机

免耕宽幅播种施肥机（2FMG-12(6)(220)）适宜于河谷农区青稞播种。

可保证种子播种密度均匀，深浅一致，播深 4-6厘米，并减少缺苗断垄

和疙瘩苗，建立良好的苗情基础。

4、播种技术

播种深度直接影响出苗的好坏和幼苗壮弱，播种过深幼苗出土困难

或不能出苗，幼苗在土中生长消耗养分过多，即使出土，也极瘦弱，影

响以后的产量。播种过浅，种子往往不能接触湿土层，特别在干旱情况

下，种子因吸收不到水分而不能发芽。根据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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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试验结果，在沙壤土中适宜的播种深度为5-7厘米，黏性较重的地

块适当浅播，沙性较重地块适当深播。

5、影响播种量的因素

在初步确定播种量的基础上，实际播种量还要根据当地生产条件、

品种特性、播期早晚和栽培体系类型等情况进行调整。调整播种量时掌

握的原则是：土壤肥力很低时，播种量应低些，随着肥力的提高，应适

当增加播种量；当肥力达到一定水平时，则应相对减少播种量。对营养

生长、分蘖力强的品种，在水肥条件较好的条件下可适当减少播种量；

对春性强、营养生长期短、分蘖力弱的品种可适当增加播种量。大穗型

品种宜稀，多穗型品种宜密。播种期早晚直接决定冬前有效积温多少，

播种量应为早稀晚密。不同栽培体系中，精播栽培要求出苗数少，播量

低。独秆栽培由于播种晚，因其冬前基本无分蘖，要求播量增大。常规

栽培，播期适宜，主穗与分蘖并重，播种量居中。

6、田间管理

一看封行是否适时。青稞适宜封行时期为剑叶露尖，因为叶片基本

定型，基部节间已基本充实强固，此时封行已不再对其基部节间的伸长

充实发生多大影响，不会导致倒伏。如果预测青稞苗能适时封行，拔节

肥可少施或不施，不灌或推迟拔节水；若到剑叶露尖时不能封行，应早

施拔节肥，早灌拔节水；若提前封行了，不仅不能施拔节肥，不灌拔节

水，还必须采取控制措施，如深中耕、喷施矮壮素或壮丰安等。

二看叶片长相、长势。叶片的长相长势包括叶色、叶相、叶片的大

小等，是决定施拔节肥、灌拔节水的重要依据。根据叶片长相长势可分

为壮苗、旺苗、弱苗三种类型。对于壮苗田块，拔节时叶片挺直，大小

适中，叶色褪淡。对于旺苗田块拔节时叶片披垂、肥大、叶色浓绿不褪，

就不能追施拔节肥，也不灌或推迟拔节水，应推迟到叶色褪淡再施。若

叶色一直不转淡，就不能施拔节肥。弱苗拔节时叶片窄，叶色落黄过早，

表明土壤肥力不足，则必须早施拔节肥、早灌拔节水，并相应增加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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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灌水次数，促进三类苗向二类苗转化。

三看最高茎蘖数。拔节时，亩产500千克以上的高产田最高茎蘖数超

过50万/亩时，以控为主，采取推迟拔节水或不灌拔节水，不施拔节肥，

深中耕，喷施矮壮素或壮丰安等措施控制群体，促使无效分蘖死亡，控

制与协调群体的稳定发展，以改善群体和个体之间的生态环境，避免倒

伏；对于亩产400千克以上的高产田，最高茎蘖数不足40万/亩的田块，

以促为主，可适当早施拔节肥，早灌拔节水，每亩追施尿素2.5千克，并

相应增加灌水次数，促进分蘖成穗，提高群体成穗数。

五、适宜区域

拉萨、山南、日喀则、林芝等青稞种植区域。

一般是湿润农区先播，河谷农区稍晚播，高寒农区最晚播；山沟地

带的播种顺序是阳坡地先播，阴坡地后播；依灌溉条件又可分为下湿地、

水浇地早播，旱地晚播等。春青稞生育期短，生长发育较小麦快。因此，

适时早播可以延长幼穗分化和营养生长时间，有利于培育壮苗，也是充

分利用温度、光照、水分等自然资源，实现一季夺高产的有效技术措施

之一。根据各地生产经验与试验结果表明，当春季气温，稳定在7℃～8℃

时，为春青稞最佳播种期。

六、技术依托单位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研究所

通讯地址：拉萨市金珠西路 157号

邮政编码：850032

联 系 人：关卫星

联系电话：13658989556

电子邮箱：gwx9559@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