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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筋小麦滇麦 9 号栽培技术规程》地方标准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及起草单位

(一)任务来源

弱筋小麦是制作蛋糕、酥性饼干等食品的优质原料。滇麦 9号作为新审定的

优质弱筋小麦品种，具有粉质率高、筋力弱的特点，在临沧市及云南省部分地区

种植潜力较大。为促进弱筋小麦滇麦 9号的科学种植与产业化发展，推进小麦育

种成果的转化应用，在《云南省杨武云专家工作站》项目的支持下，临沧市农业

技术推广站联合云南农业大学等单位，向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制订《弱筋

小麦滇麦 9 号栽培技术规程》地方标准的立项申请，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5 年 1 月 2 日给予同意立项批复。该标准的制订对促进小麦标准化生产，保

障麦类产业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协作单位：云南农业大学

(三)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沙 云 男 正高级农艺师 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组长

覃 鹏 男 教授 云南农业大学 首席专家

杨向虎 男 农艺师 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项目执行

杨志坤 女 高级农艺师 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试验执行

赵建芳 女 高级农艺师 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试验执行

郑家银 男 高级农艺师 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项目管理

李浩然 男 副教授 云南农业大学 项目执行

铁琳梅 女 高级农艺师 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项目执行

张 慧 女 副教授 云南农业大学 项目执行

陈 萍 女 农艺师 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项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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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倩朝 女 讲师 亳州学院 项目执行

宋云攀 男 农艺师 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项目执行

刘 萍 女 农艺师 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项目执行

李寒雪 女 博士研究生 云南农业大学 项目执行

杨 庆 女 高级农艺师 临沧市土壤肥料工作站 项目执行

周国芹 女 农艺师 临沧市土壤肥料工作站 项目执行

吴 岚 女 农艺师 临沧市植保植检站 项目执行

蔡 彦 女 农艺师 临沧市土壤肥料工作站 项目执行

二、制订地方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小麦作为我国重要的基本口粮，在农业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临沧属滇南早熟麦区，是云南省麦类作物重要的生产区之一，也是

云贵高原早熟秋播半春性麦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小麦是临沧市仅次于玉米、水稻

的第三大粮食作物，也是夏粮生产的第一大粮食作物，常年播种面积约 46 万亩，

占全市夏收粮豆面积的 42%，总产占夏收粮豆总产的 38%以上，小麦生产对保障

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临沧小麦种植主要分布在山区，生产条

件差、种植比较效益较低等原因，导致小麦单产低而不稳，栽培技术滞后、产品

质量差等因素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发展，因此研究制定和推广标准化配套技术已成

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

滇麦 9号是由云南农业大学牵头，丽江心联欣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保山学院、

保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曲靖市农业科学院、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德宏州农

业科学研究所参与的云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项目（杨武云专家工作站）的重要育

种成果，2022 年通过云南省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该品种春性，幼苗直立，

中秆抗倒，耐旱，穗大粒多，抗病性强,丰产性状好，属于弱筋小麦，饼干蛋糕

专用，在全省具有较好的推广潜力。为促进弱筋小麦滇麦 9号的科学种植与产业

化发展，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协同云南农业大学，结合该品种特征特性和多年

栽培试验示范结果，特制定“弱筋小麦滇麦 9号栽培技术规程”地方标准,旨在

规范其栽培过程，确保产量和品质，提高种植效益。该标准对促进临沧专用小麦

发展、实现小麦标准化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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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成立标准编制组

2025年1月，项目牵头单位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与云南农业大学等单位共

同组建地方标准编制小组，首席专家由云南省农业大学教授覃鹏担任，编制组组

长由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沙云担任，成员依次是：杨向虎、杨志

坤、赵建芳、郑家银、李浩然、铁琳梅、张慧、陈萍、王倩朝、宋云攀、刘萍、

李寒雪、杨庆、周国芹、吴岚、蔡彦。相关单位对工作任务进行了分工，临沧市

农业技术推广站牵头标准的起草和编制说明的撰写和修改。

（二）前期工作及编制过程

滇麦 9号是云南农业大学牵头选育而成的弱筋小麦新品种，该品种于 2014

年 3 月开始杂交配组，组合：云麦 53//蜀麦 375/L08-423，于 2017 年获稳定株

系“F714076”，2017-2018 年度完成多点试验，2018-2020 年参加云南省田麦组

区试，两年区试平均亩产 500.7 千克，较对照增产 10.2%，增产点率 83.35%，

2020-2021 年生产试验平均亩产 509.1 千克，较对照增产 15.1%，于 2022 年通

过云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滇审小麦 2022002 号。

2024 年底，编制小组根据滇麦 9号品种的特征特性和多年试验研究成果，

结合临沧市麦类生长环境及生产实际，对相关材料进行整理，形成初稿，向临沧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地方标准制订申请，申请于 2025 年 1 月 2 日得到同意批

复。

编制组成员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整理相关参考文献和资料，并认真分析该

品种试验研究成果，通过多次分析论证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于 2025 年 1 月

6 日通过“临沧市政府公共信息网”对外发布征求意见，公示期间无意见反馈，

在此期间也将征求意见稿分别送达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院、云南省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云南省种子管理站、其他州市农业科研院所和农技推广部门及本市内农技

推广部门的 26 位专家征求意见。截至 2月 10 日共收到省、其他州市、本市农业

技术科研、教学、推广相关领域 7位专家反馈无修改意见，19 位专家反馈书面

意见 65 条，经标准编制小组会议讨论，最终采纳意见建议 54 条，未采纳 11 条，

并对不采纳的意见进行了详细说明，详见《临沧市地方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

表》，意见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范围中检查删除多余的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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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块选择中不需要对农药施用作要求；3.修改种子处理的药剂，删除禁用农

药“甲基硫环磷”；4.播种量不用公式表述，直接给出合理的播种量范围值；5.

修改施肥原则，并检查种肥中磷钾肥的化学符号；6.修改附录 A 表 A.1 中的

防治药剂，删除禁限用农药等。标准编制小组根据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及建

议，对文本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三）形成标准送审稿

2025 年 3 月，标准编制小组根据专家反馈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再次修

改，形成《弱筋小麦滇麦 9号栽培技术规程》地方标准送审稿,并提交技术审查。

（四）技术审查会议及形成标准报批稿

2025 年 3 月 19 日，由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提出申请，临沧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组织专家对《弱筋小麦滇麦 9号栽培技术规程》地方标准进行技术审查。专

家组对标准正文及编制说明内容的合法性、协调性、规范性，重大意见分歧处理

情况，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强制性条文的必要性和

合理性等进行审查，认为该地方标准送审材料齐全，符合《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相关要求，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没有冲突，能与现行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有机衔接，一致通过技术审查，并提出 3条修改意见:1.将 6.4.1 查苗补苗改

为查苗补种。2.建议在附表 A.1 中增加三唑酮防治锈病、白粉病的内容。3.建议

将 7.2 的晾晒改为干燥，增加机械烘干内容。

针对专家组提出的修改意见，标准编制小组对标准正文进行了逐条修改，充

实完善了相关内容，并把修改后的标准文本和相关材料提交给每位技术审查专家

再次确认，最终形成了报批稿。

四、制订地方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制定标准原则

本标准作为弱筋小麦滇麦 9号标准化生产的依据，以促进成果应用转化、确

保产量和品质、提高种植效益效为目标，遵循如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本标准立足于生产区域气候生态特点，结合临沧小麦产业

发展实际，以大量试验数据为依据，严谨分析，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2、协调性原则。标准的制定与国家、行业相关标准相协调，避免与其他标

准产生冲突，确保标准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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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用性原则。标准内容紧密结合生产实际，注重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

滇麦 9号的栽培过程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便于种子生产企业、种植户和农

业技术人员掌握和应用。

4、规范性原则。标准的起草完全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

（二）编制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科学、适度、可行”原则，既考虑标准前瞻性又顾及生

产实际，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在满足丰产、优质、安全、高效目标的同时，充

分听取各方的意见，确保标准可以作为政府部门监督、指导生产的依据，在生产

上切实可行。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没有冲突，能与现行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有机衔接。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一）关于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参考了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省市麦类栽培技术方面地方标准，

本标准共设置 7章，各部分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第 1章 范围：规定了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和适用情况。

第 2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共引用文件 10 项。

第 3章 术语和定义：对 3个术语作了说明。

第 4章 产地选择：对滇麦 9号的产地环境和地块条件作了要求。

第 5章 产量及品质指标：规定了滇麦 9号的目标产量和品质指标。

第 6章 栽培技术：规定了滇麦 9号的播前准备、播种、施肥、田间管理、

病虫鼠害防治等技术要求。

第 7章 收获与贮藏：规定了滇麦 9号的收获、晾晒、贮藏等技术要求。

(二)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弱筋小麦滇麦 9号栽培技术规程》中的各项技术指标来源于云南农业大学

2017-2019 年小麦多年多点试验、2020-2021 年度云南省小麦品种区域试验、2021

年度云南省田麦品种生产试验等试验研究结果，以及滇麦 9号品种审定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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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证书、2022 年云南省审定通过品种简介等材料，技术指标参数真实可靠。

1、适用范围

品种审定证书中滇麦9号适宜在云南省海拔900 m～2 400 m的田麦区域种

植，但从临沧田麦种植情况看，海拔2 000 m以上区域基本没有田麦种植，因此，

结合临沧实际设定适宜范围为：临沧市海拔900 ｍ～2 000 ｍ的田麦种植区域，

云南省其他近似生态区域可参照执行。

2、产地选择

产地环境空气质量、土壤环境质量和农田灌溉水质分别依据 GB 3059、GB

15618、GB 5084 确定，以保证产地生态环境适宜，生产出安全、优质的小麦。

地块选择结合临沧生产实际，综合考虑了地势、灌排、土壤等条件，确保为小麦

生长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3、产量指标

基于多年田间试验结果，确定目标产量为 400～500kg/667 ㎡，并通过群体

结构—基本苗、有效穗、千粒重、穗粒数等优化实现。

4、品质指标

依据农业农村部谷物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哈尔滨）检测的滇麦 9

号品质结论，结合云南省小麦品种审定标准(修订)中弱筋小麦类型，设定籽粒容

重≥770 g/L，籽粒蛋白质含量（干基）<12.5%，面粉湿面筋含量（14.0%水分基）

<26.0%，面团稳定时间<3.0 min。

5、栽培技术

（1）播前准备：种子质量依据 GB 4404.1 确定，保障种子品质。种子处理

方法结合当地常见病虫害发生情况制定，针对性强。整地理墒标准旨在为小

麦生长营造良好的土壤环境。

（2）播种期：结合临沧市气候特点，确定 10 月中下旬至 11 月上旬为最佳

播种期，以保证小麦在适宜季节生长。

（3）播种量：根据滇麦 9 号种子的千粒重、发芽率，结合临沧生产实际以

田间出苗率为 80%，按每 667 ㎡保证基本苗 15 万株～17 万株，计算播种量。

（4）播种方式：结合临沧田麦生产实际，推荐使用条播、小墒撒播等方式

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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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施肥：遵循“有机肥为主、氮磷钾均衡”原则，分基肥、种肥、分蘖

肥、拔节孕穗肥、穗肥五阶段精准施肥。

（6）田间管理：查苗补苗、田间除草和灌水措施依据小麦生长需求和临沧

生产实际制定，保障小麦生长良好。

（7）病虫害防治：采用“农业+物理+生物+化学”综合防治策略，附录 A

列出高效低毒药剂及使用方法。

6、收获与贮藏

明确蜡熟末期（人工）与完熟初期（机械）为收获适期，强调籽粒含水量≤

13%的贮藏标准，确保品质稳定。

(三)试验论证及引文依据

试验内容：《2017-2019 年小麦多年多点试验总结》、《2020-2021 年度云

南省小麦品种区域试验总结》、《2021 年度云南省田麦品种生产试验总结》《“滇

麦 9号”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申请表》。论证目的：确定该品种适用范围、产量

指标、品质指标、丰产性、抗病性和栽培技术要点等。

引文：《GB 3059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4404.1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

禾谷类》；《GB 5084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15618土壤环境质量土壤环境

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T 8321.1-10农药合理使用

准则（所有部分）》；《GB/T 17893-1999优质小麦 弱筋小麦》；《GB/T 21016

小麦干燥技术规范》；《NY/T 496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NY/T 525有机

肥料》；《NY/T 1276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以上引用文件是国内本行业的

权威性和指导性文件，是本标准必不可少的应用依据。

其他：除上述试验论证及引文依据外，还参考了《云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

定标准(修订)》中的小麦品种审定标准等内容。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在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广泛征求了省、其他州市、本市农业技术科研、教学、

推广领域相关专家的意见，对本标准不存在重大意见分歧。

七、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相关条款规定，设区市地方标准是推荐性

标准，故该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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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贯彻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一是要及时转发至各级农技推广部门、种子管理部门、种子生

产单位和种植户，做好标准的宣传工作，提高其知晓度和应用能力；二是积极争

取相关项目或结合云南麦类产业发展，推动弱筋小麦滇麦 9号的标准化种植，确

实让该标准在小麦生产中发挥作用。同时，对标准的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跟

踪评估，及时发现问题，不断修改完善，以提高标准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九、预期效益分析

1.社会效益：该标准的实施可有效规范滇麦 9号的栽培过程，为种植户和农

业技术人员提供科学指导，以确保产量与品质，不断提高小麦种植效益，促进小

麦新品种的转化应用，保障临沧小麦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经济效益：通过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可有效规范滇麦 9号的生产，提高

小麦生产水平，提升产品品质，对促进全市小麦产业发展、实现农民增收、农村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经济效益明显。

3.生态效益：该标准的实施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新的破坏，同时，通过优良

品种和标准化措施的应用，可以改变农民粗放用肥、用药的不良习惯，减少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较好的生态效益。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弱筋小麦滇麦 9号栽培技术规程》

地方标准编制小组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