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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枯病、 黑斑病、 叶斑病、 茎腐病、 白绢病。 对
病虫害的防治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清除病残
体， 将病株装袋， 收获后将病株烧毁， 消毁大量
的菌核； 二是进行秋翻、 秋耙， 破坏害虫的越冬
场所， 可杀死大量的幼虫和蛹； 三是清除田间及
地边杂草， 使成虫产卵远离本田； 四是坚持轮作
倒茬， 大幅度减少病虫害危害； 五是在病虫害移
栽前或幼苗期进行农药喷施。
2.7 收获、 晾晒与贮藏

甜叶菊成熟时的特征表现为植株 20%～30%
现蕾， 此时干叶产量及含甙量最高， 为最佳收获
期。 采收时不带根系， 用刀片或枝剪割取， 随时
拉运至干净的场地， 随时翻晒， 不可堆积， 否则
叶片变黑， 影响质量。 经 5～7�d 晒干后可用手工、
轻枝条敲打等方式脱叶。 做到干叶鲜绿， 无茎秆，
无霉变， 无黑叶， 无湿烂叶， 无杂物， 然后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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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品种来源
玉米是静宁县主要栽培的粮食作物之一， 年

种植面积 2.2 万 hm2 左右。 近年来， 随着高产优质
紧凑型玉米良种及全膜双垄沟播、 配方施肥等技
术的普及推广， 玉米产量不断提高， 适种区域不
断扩大。 为加快玉米新品种更新换代步伐， 进一
步提升当地玉米产量， 增加经济效益， 静宁县种
子管理站引进甘肃五谷种业有限公司选育的玉米

新品种五谷 704 进行多年多点试验示范［1�-�3�］， 平均
产量为 12�450�kg/hm2�左右。 该品种具有高产稳产、
抗旱、 抗倒伏、 抗病、 耐瘠薄， 适应性广等优点，
作为主栽品种已在静宁县大面积推广种植。
2���特征特性

五谷 704 春播全生育期 150�d 左右， 属晚熟品
种。 苗期长势强， 叶鞘浅紫色， 叶片绿色， 叶缘
紫色。 株型紧凑， 株高 300～310�cm， 穗位高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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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玉米新品种五谷 704 的品种来源、 特征特性， 并从选地整地， 重施基肥； 起垄覆膜， 播前土
壤处理； 适期播种， 合理密植； 加强田间管理， 确保丰产； 适时收获等方面总结出了五谷 704在静宁县的栽培技
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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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左右， 成株叶片数 20 片， 雄穗分枝数 5 个左
右。 花药黄绿色， 颖壳绿色， 花丝浅紫色。 果穗
筒形， 穗长 18.6�cm 左右， 穗行数 16～18 行， 行
粒数 36 粒左右， 穗轴红色。 籽粒黄色， 马齿形，
千粒重 361�g， 出籽率 86.4%。 活秆成熟。 抗旱、
抗倒伏、 抗病、 耐瘠薄［4�-�5�］。
3���栽培技术要点
3.1 选地整地， 重施基肥

选择地势平坦或坡度在 15° 以下， 土层深
厚、 土质疏松、 肥力中上等的地块， 不宜选择陡
坡地、 石砾地、 重盐碱地。 前茬以豆类、 小麦、
马铃薯为好。 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深耕灭茬， 耕
深 25～30�cm， 耕后及时耙耱。 覆膜前结合浅耕
施入优质农家肥 45�000～75�000�kg/hm2�、 玉米专
用肥 900～1�200�kg/hm2�（或尿素300～375�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750～1� 050� kg/hm2� ， 硫酸锌 30�
kg/hm2）， 农家肥施量不足的地块增施硫酸钾
225～300�kg/hm2。
3.2 起垄覆膜， 播前土壤处理

采用全膜双垄沟播栽培技术。 覆膜时间分为
秋季覆膜（10月下旬至土壤封冻前）和春季顶凌覆
膜（3月上中旬土壤昼消夜冻）。 先用划行器按大垄
宽 70�cm、 小垄宽 40�cm 划行， 再用犁或起垄机开
沟起垄， 大垄高 10�cm、 小垄高 15�cm。 起垄后用
50%乙草胺乳油 1�500�g/hm2 对水 750�kg 全地面均
匀喷雾防治杂草， 切忌超浓度超量施用乙草胺，
以免影响种子发芽出苗。 地下害虫严重的地块，
用 40%辛硫磷乳油 7.5�kg/hm2 加细砂土 450�kg 拌
成毒土撒施在播种沟。

用幅宽 120�cm、 厚 0.008～0.010�mm 的白色地
膜全地面覆盖， 两地膜相接处用细土压实， 每隔
2～3�m 压土腰带。 覆膜 7�d 左右， 地膜紧贴垄面
或降水后， 在沟内每隔 50�cm 处打微孔， 使垄沟
内的积水能及时渗入土壤。
3.3 适期播种，合理密植

当 5�cm 土层地温稳定在 10�℃时播种， 静宁
县适宜播期一般在 4 月中下旬。 播种过早， 地温
较低， 种子在土壤中发芽缓慢且易受微生物的侵
染而烂种、 粉种， 造成缺苗断垄。 用玉米点播器
按适宜的株距在垄沟破膜点播， 一般以播深 3～5�
cm 为宜， 土壤质地疏松， 易干燥的砂质土壤可适
当深播， 每穴播 2 粒种子。 种植密度根据土壤肥
力和降水条件以 57�000～67�500 株 /hm2�为宜。 播

后用细沙土或草木灰封口。
3.4 加强田间管理， 确保丰产
3.4.1����苗期管理 玉米苗期管理的重点是破土放
苗、 及时查苗补苗、 适时间苗定苗。 玉米苗期要
勤看勤查， 发现错位苗及时放出， 以防烧苗； 播
后遇雨覆土易形成板结， 切记出苗时应破土引
苗， 发现缺苗断垄要及时补种或移栽。 出苗后
2～3 片叶时开始间苗， 拔除病苗、 弱苗、 杂苗；
4～5 片叶时定苗， 每穴留 1 株生长整齐的健壮
苗， 如有缺苗的空穴可留双苗， 确保全苗、 苗
齐、 苗壮。
3.4.2����水肥管理 拔节期至大喇叭口期， 用玉米
点播器或追肥枪在两株间打孔追施尿素 225～300�
kg/hm2； 抽雄至灌浆前期， 如果发现玉米植株发黄
等缺肥症状时追施碳酸氢铵 150～225�kg/hm2 或尿
素 75�kg/hm2。 有灌溉条件的地块， 主要抓好拔节
期、 大喇叭口期、 抽雄期的灌水。
3.4.3����病虫害防治 主要病害有丝黑穗病、 大斑
病， 主要虫害有蚜虫、 红蜘蛛、 玉米螟、 粘虫。
防治病害时可采用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800～1� 000 倍液 ， 或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 每隔 7～10�d 喷 1 次， 连喷 2～3
次。 虫害发生时可用 20%杀灭菊酯乳油 1�500～
2�000 倍液， 或 1.8%阿维菌素乳油 3�000～5�000 倍
液， 或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3�000 倍液喷雾防
治， 每隔 7～10�d 喷 1 次， 连喷 2 次。
3.5 适时收获

当植株茎叶变黄， 果穗苞叶枯白松散， 籽粒
乳线消失、 黑层出现， 有光泽并显该品种籽粒色
泽时即可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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