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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品种来源

糯玉米籽粒香甜，营养丰富，适口性好，易

于消化，是粗粮中的最佳保健食品，深受广大农

民和消费者的青睐［ 1 - 3］。甘甜糯 3号是甘肃金源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选育的甜糯玉米品种，以彩色

糯玉米单交种（白糯J38×紫糯J40）作母本，用具有

超甜和糯双纯合基因的甜糯型自交系甜糯 7作父

本选育的彩色糯玉米一代杂种，是目前国内新型

的一个鲜食玉米类型。2013年通过甘肃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适宜在西北地区糯玉米种

植区域推广种植。

2 特征特性

甘甜糯 3 号从出苗到采收期平均 106 d。成

株株型披散，株高 232 cm，穗位高 105 cm，穗长

18.8 cm，穗粗 5.1 cm，秃顶长 1.2 cm。穗行数

15.8行，行粒数 36.4粒。成株叶片数 19 片。果

穗锥形，穗轴白色，籽粒紫白相间，甜质间糯质

型，百粒重 35 g。田间无倒伏（折）。甘甜糯 3号

对丝黑穗病（发病株率为27.5%）、大斑病表现为

感病，对瘤黑粉病表现为高抗（发病株率为0），

中抗茎基腐病（发病株率为23.3%），中抗矮花叶

病毒病（发病株率为18.2%，成株自然感病时病情

指数为 16.1），感红叶病（发病株率为58.1%）。籽

粒支链淀粉含量 100%。品质评价打分 88.1 分，

品质评定为 2 级。经品尝鉴定，该品种粘中带

甜，果皮较薄，口感好，风味极佳。平均产鲜穗

15 874.8 kg/hm2。

3 栽培技术要点

3.1 精细整地

甜糯玉米幼苗顶土力弱，要求精细整地，地

平、埂直，打碎土块、耙耱镇压。一般结合浅耕

整地一次性施优质农家肥 75 t/hm2、磷酸二铵 300

kg/hm2 做基肥。施肥后要及时耙耱保墒，做到土

绵、墒足、上虚下实，以保全苗。

3.2 适时播种、合理密植

开春后 12 cm土层地温稳定通过 12℃以上时

方可播种。有条件的地方可进行育苗移栽。为防

止与其它玉米混种造成品质降低或失去经济价值，

需隔离种植，空间隔离区距离一般要求 400 m，时

间隔离一般应错开开花期 15～20 d。为确保苗全、

苗齐，应人工开穴点播，每穴 2～3粒，播深 2～3

cm，保苗 60 000～64 500株/hm2。播后及时用细土

覆盖。

3.3 田间管理

播种后常下地检查，发现缺苗断垄应及时进

行移栽或补苗。幼苗 4叶 1心时间苗，间小留大、

去弱留强，做到苗齐苗匀。6叶 1心时定苗，及时

除草松土，在距根 10～15 cm处开深 12～15 cm沟

追施尿素 150～225 kg/hm2，施后及时盖土，弱苗、

小苗可偏肥。8叶 1心时及时中耕除草。拔节期至

大喇叭口期结合中耕除草培土，在距根 10～15 cm

处开沟（深12～15 cm）施尿素 225～300 kg/hm2，施

后及时盖土。也可适当增施硫酸钾 80～100

kg/hm2，或硝酸钾 100～120 kg/hm2。保持田间无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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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土松沟通。

3.4 病虫害防治

按照无公害食品生产标准，坚持“生物防治为

主，化学防治为辅”的方针。授粉后要慎用农药，

可使用生物农药防治虫害，尽量少用化学农药，

杜绝使用高残留、期效长的剧毒农药。播种时可

用 3%米乐儿颗粒剂 60 kg/hm2 拌细砂 240 kg撒入

种植穴内，或出苗后选用 50%辛硫磷乳油 7.5

kg/hm2对水 450～750 kg灌根防治地老虎。大喇叭

口期可使用 10%赛波凯乳油 2 000～3 000倍液喷

雾或滴心防治玉米螟。

3.6 适期采收

一般在授粉后 20～25 d采收，采收时应先采

大穗、早熟穗，留小穗待后采收［ 4 - 5］。早上采收，

并及时上市或处理，以免影响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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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信县位于甘肃省平凉市东南部，属陇东黄

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海拔 1 085.4～1 728.0 m，总

土地面积 849.02 km2，属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

区，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年平

均气温 11.9℃，无霜期 180 d，年平均降水量 507

mm，平均日照时数 2 346.2 h，常年有效积温

3 251℃，无霜期 180 d。缘于农业生产条件和当

地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积极引导，农民在保持精

耕细作的基础上，广泛应用大蒜新品种和先进栽

培技术，在满足市场对大蒜产品需求的同时，充

分利用了自然资源，力求高产、优质、高效［ 1］。

我们通过开展大蒜试验及深入产区调研，总结出

崇信县秋播大蒜高产栽培技术如下。

1 选地整地

大蒜喜肥水，根系吸水力很弱，土壤以肥沃、

排水良好的砂壤土为宜。大蒜忌连作，不宜以葱、

韭菜、洋葱等作物为前茬，可选马铃薯、小麦、

蚕豆等作物为前茬［ 2］。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进行

土壤深松耕，达到地面平整，无根茬、无土块，

土壤细绵，确保播种质量。

2 配方施肥

大蒜生长期长，群体密度高，需肥量大，一

崇信县秋播大蒜高产栽培技术
关世杰，李 钰，郗 青，朱广锋

（甘肃省崇信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甘肃 崇信 744200）
摘要：从选地整地、配方施肥、品种选择、蒜种处理、播种、及时除草覆膜、田间管理、适时收获等方面总

结了崇信县秋播大蒜高产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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