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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产量最高的谷类粮食

作物，也是禾谷类作物中增产潜力最大的作物，

在粮食、饲料、工业原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被

誉为 21世纪的“谷中之王”，在农业生产和国民经

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中国是农业大国，玉米

种植面积稳定在 3 000 万 hm2，其产量仅次于美

国，位居世界第 2。我国玉米生产中普遍存在水肥

利用率低、机械化程度不高、技术不到位、生产

成本高、高产不高效等诸多问题，导致玉米市场

竞争力差。因此，高产高效依旧是今后我国玉米

生产中长期追求的目标，规范落实玉米栽培技术

体系是玉米高产创建的前提与基础［ 2］。

1 因地制宜，选择玉米适宜种植地区
不同地区，地理条件不同，气候不同，适宜

玉米生长的时期不同，因此，玉米有春玉米、夏

玉米之分。因地制宜，将玉米种在适宜其自身生

长的地区才能实现高产高效。

北方灌区是我国玉米的主要产区，降水资源

相对比较优越，但灌溉又不可或缺。在降水比较

充足的地区，一般采用地表水灌溉，而在半干旱、

半湿润地区则以利用地下水为主，采用沟渠引蓄

地下水进行灌溉。北方春播玉米区，地势平坦，

土层比较深厚，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

大，对玉米的生长发育和高产、稳产非常有利，
使得玉米的单产水平始终处于全国首位。适宜夏

玉米生产的地区一般为一年两熟与两年三熟制的

部分地区，黄淮海平原是夏玉米的集中分布区域，

玉米在该区粮食组成中所占的比例较大。
2 精细整地，施足底肥

2.1 精细整地
土壤是玉米根系生长的场所，为玉米生长发

育提供水分、矿物质营养、空气等，对玉米的产

量形成具有直接影响。土层深厚，结构良好，肥、

水、气、热等因素协调的土壤有利于玉米根系对

水肥的利用，从而促使玉米根系发达，植株生长

健壮，为高产稳产奠定基础。因此，在整地时，

要注意及时灭茬，深耕翻土，形成耕层松软、保

水通气、土温平稳的土壤条件。

2.2 施足底肥

底肥是由农家肥和 N、P、K肥按一定比例配合

组成，以开沟条施的方式施入大田，以提高土壤中

的养分浓度。但生产中，普遍存在农家肥施入过少、

复合肥施入过多的现象，致使土壤板结，营养结构

组成不合理。一般玉米田应施入腐熟的优质农家肥

45 000～75 000 kg/hm2、尿素 150 kg/hm2、硫酸钾

150 kg/hm2、磷酸二铵 225 kg/hm2做底肥。

3 选用优良品种

良种是产量增加的关键因素，要选择通过审
定、紧凑型、质量好且适合当地的优良玉米品种。

目前在生产上农民喜爱种植的高产、稳产玉米品种

主要有郑单 958、浚单 20及先玉 335等［3］。其中，
郑单 958是河南省农业科学院选育的耐密、高产、

稳产、抗逆、广适的玉米品种，也是我国目前种植

面积最大的玉米品种，并被农业部定为重点推广的

品种。浚单 20是河南省浚县农业科学研究所选育
的品种，适宜在河南、山东等多个省份的夏玉米区

种植。先玉 335是美国先锋公司选育的玉米杂交

种，具有高产、稳产、抗倒伏、适应性广、熟期适

中、株型合理等优点，适宜在我国多个省份种植。

4 重视播种，力求一播全苗

4.1 种子处理

生活力高的种子能够确保一播全苗和苗齐苗

玉米栽培技术体系探析
杨德宝

（山东省东平县东平街道办事处，山东 东平 271500）

收稿日期：2015- 01- 18
作者简介：杨德宝（1975—），男，山东东平人，助理农艺师，从事作物种植栽培研究，E-mail：emine620@163.com

摘要：高产高效始终是玉米生产中不断追求的目标。从选地、选种、整地、播种及田间管理等方面，探
析了玉米栽培技术体系。

关键词：玉米；规范；栽培技术体系；高产
中图分类号：S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63（2015）03-0070-03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5.03.024

70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3 20152015 年 第 3 期

壮，所以在玉米播种前最好先进行种子处理。一

般选择在天气比较晴朗时摊在晒场上连续晒种 2～

3 d，并及时翻动。另外也可用温水浸种，大多数

商品玉米种子是经过药剂拌种和种衣剂包衣处理

过的，这样能够在防治病虫的同时促进玉米生长

发育，提高产量，改进品质。

4.2 适期播种

玉米播种时间受温度影响最大，不同地区应

根据当年温度来确定，确保玉米播种后生长、发

育良好，播种时地温应高于 10℃，春玉米在 8~10

℃时开始播种较适宜。玉米播种也应因地适宜，

土壤墒情差时一般可深种到 10～12 cm。早春土壤

解冻后表层水分多或者雨后湿度大时，可以抢墒

播种；土壤表层干燥，下层墒情好时，可采取提

墒播种的方法；长期干旱时，应采取一定补救措

施，避免错过玉米最佳播种期。

5 适时施肥与灌溉

5.1 施肥

在播种前施入大田中的底肥为农家肥与 N、

P、K的组合，而追肥一般为速效氮肥，大多选择

尿素，追肥时期与次数应符合玉米生长发育规律，

同时也要结合土壤肥力水平和底肥的施入量。目

前有很多玉米施肥的新技术值得推广，如宋慧欣

等通过试验得到夏玉米长效肥料一次性底施技术，

比传统的施肥方法增产 13.6%［ 4］；玉米专用缓释

复混肥也具有养分含量相对较高、营养配比合理、

肥效时间长、使用相对方便、增产效果明显等诸

多优点，生产中可以适当应用；按照玉米品种的

肥料反应进行施肥，可以提高玉米对 N、P、K营

养元素的利用率，使得肥料高效发挥作用［ 5］。

5.2 灌溉

随着近年来气候不断变化，一些地区干旱和洪

涝也经常发生，玉米水分的供需矛盾也越来越明

显，成为限制玉米高产的重要因素之一。为获得玉

米高产、稳产，要注意在播种期、大喇叭口期、抽

雄开花期、灌浆期等关键时期及时合理灌水，确保

玉米水分的供应。在灌溉时，也应注意应用科学的

灌溉方法，做到按需供水，保持土壤中有较好的水

分状况，提高水分利用率。目前多采用大水漫灌，

这种灌溉方式不能使水分高效利用，也容易使土壤

板结，对玉米的高产、稳产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玉米比较好的灌溉方法主要包括畦田灌溉、沟灌、

隔沟交替灌、管道滴灌、喷灌、滴灌、膜上灌水及

微灌等［6］，应大力推广普及。

6 田间综合管理

6.1 生长期管理

良好的田间综合管理也是获得玉米高产的途

径之一。玉米苗期应注意查苗、补苗，适时间苗、

定苗、蹲苗，保证有足够的株数和穗数，使得群

体密度比较合理，苗齐苗旺。穗期是确保玉米高

产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要重施攻穗肥，及时浇

水，同时要进行中耕除草，适当培土。

6.2 防治病虫害

对于矮缩病，主要是在玉米出苗至 7片叶这

段时间，采用 10%吡虫啉 450 g/hm2 加 5%菌毒清

1 500 mL/hm2喷雾，在杀死害虫的同时，起到一定

的减轻病害作用；对于玉米茎腐病，应及时治病

防腐，苗期开始注意防治玉米螟、棉铃虫等害虫，

田间发现病株后及时拔除携带出田外沤肥或集中

烧毁；防治地老虎、二点委夜蛾，主要有撒毒饵、

毒土、灌药 3种方法；同时，也要注意对玉米大

小叶斑病、青枯病、黑粉病及丝黑穗病的防治［ 7］。

6.3 适期收获

每个玉米品种在同一地区都有一个比较固定

的生育期，只有满足生育期天数，使玉米正常成

熟，才能实现高产优质。判断玉米是否真正成熟，

主要有 2个指标，一是籽粒基部黑色层形成，二

是籽粒乳线消失。玉米适期晚收不仅能增加籽粒

中淀粉产量，其他营养物质也会随之增加，因此

玉米提倡适期晚收。

7 重视新技术应用

目前大部分农民在玉米栽培中依旧采用直播

或套种的方法，新技术应用得并不普遍。玉米栽

培新技术主要有地膜覆盖和种子包衣与化学调控

等。地膜覆盖具有提高地温，延长玉米的生育时

间，保存更多的水分、热量和养分，使玉米根系

发达，茎叶生长快的作用。盖膜后，生育期提前，

灌浆温度和光照处于最佳时期，因此籽粒灌浆时

间长，速度快，千粒重高。种子包衣能够使杀虫

剂、缓释剂、微量元素等在种子外面形成比较牢

固的薄膜，可防治病虫害，为种子提供营养。与

农药相比，种子包衣具有经济安全、作用效率高、

药效期长和多功能等优点。

目前，玉米生产的机械化水平还很低，从播

种到收获的全过程没有实现完全的机械化。玉米

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包括机械化耕整地技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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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化播种技术、机械化田间管理技术和机械化收

获技术。目前，我国在机械化耕整地和播种技术

方面有很大进步，大部分平原玉米种植区域都采

用机器作业，但铺膜播种机没有得到大范围推广，

一般播种机只是单一播种，还需人工铺膜。田间

管理和收获技术方面更薄弱。田间管理中，除草、

松土、施肥都没有实现机械化。收获过程中，玉

米联合收割机没有得到全面推广，因此，从播种

到收获的全机械化水平还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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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农业生产主

体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老人、妇女成为农业

生产的主要力量，部分青壮年愿意留守农村，带

领农民成立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并发展壮大，

逐步形成了新型的农业生产者结构。我们以宝鸡

市为例，从多个方面探讨如何有效调动当地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以促进宝鸡农业更快更好地发

展。

1 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因素

1.1 农业生产成本高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表示“农业生产正在进入

高成本阶段”［ 1］，随着化肥、农药、农膜、种子等

农资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农业生产成本上涨

速度加快，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益，削弱了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

1.2 农业机械化程度低

机械化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业收益

的重要手段。美国正是由于农业科技发达，实现

了高度机械化和专业化，农业生产效率高，产品

市场竞争力强，成为全球农业大国。在我国农村

青壮年劳动力急剧减少的情况下，亟需提高农业

机械装备程度，在缓解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同时，

通过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

1.3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滞后

当前，不少农民文明、卫生、健康的生活习

惯尚未养成，陈规陋习、封建迷信现象仍然非常

普遍。部分农民集体观念淡漠，大局意识不够，

不能正确对待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

关系。有的农民思想保守，不思进取，仍然存在

着“小富即安”、“小富即满”等思想，与中央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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