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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区是传统的农业区， 境内地势平坦， 土
壤肥沃， 农田渠系配套比较完善， 灌溉便利［1�］。
全区现有人口 102.1 万人［2�］， 耕地 9.73 万 hm2， 有
效灌溉面积 9.17 万 hm2。 玉米是凉州区内种植的
主要粮食作物之一［3�-�5�］， 常年种植面积在 3.33 万
hm2 左右， 绝大部分地区适宜玉米生产。 近年来，
凉州区开展了玉米耐密品种的筛选和密植高产栽
培技术试验， 总结出了玉米全膜双垄宽窄行高产
高密栽培技术， 为玉米密植高产栽培及机械粒收
技术提供了参考。 2014�—2015 年累计推广 2.22 万
hm2， 平均产量达 14�250�kg/hm2， 较传统栽培增产
1�500～2�250�kg/hm2； 同时可使玉米籽粒含水量降
低 3～4 百分点， 提高了玉米的品质， 为进一步提
高全区玉米的生产水平， 实现单产、 总产快速增
长提供了技术保障。
1���品种选择

选择耐密性好、 穗位低、 抗倒伏能力强的中
晚熟高产优质品种先玉 335、 M751、 DK519、
M753、 DK517、 农华 101 等。 要求种子芽率高、
芽势强、 纯度高、 杂质少。 发芽率不能低于 95%，

纯度不低于 98%， 以保证密度合理， 出苗整齐，
一播全苗， 无大小苗现象。
2���地块选择

选择土层深厚， 结构良好， 土壤疏松通气，
耕层有机质高， 渗水保水性好的地块。 前茬以豆
类、 麦类、 瓜类为宜， 避免重茬。
3���整地施肥

前茬收获后及时灭茬深耕、 晒垡蓄水， 深秋
或冬前灌足冬水。 早春覆膜前顶凌耙耱， 做到地
面平整， 土壤细、 绵、 无坷垃， 无前作根茬， 为
覆膜创造良好的条件。 同时结合耕翻土壤施优质
农家肥 75� 000� kg/hm2、 N� 126～165� kg/hm2、 P2O5�
180～225�kg/hm2、 K2O�120～150�kg/hm2。
4���土壤处理

地下害虫危害严重的地块， 在覆膜时用 50%
辛硫磷乳油 7.5�kg/hm2 加细沙土 450�kg 制成毒土撒
施。 玉米丝黑穗病严重的地块可选用立克锈按说
明配合毒土施用。 杂草危害严重的地块在覆膜前
用 42%玉无草悬浮剂 1�950�mL/hm2 对水 450�kg，
或 50%乙草胺乳油 1.5�kg/hm2 对水 225�kg 均匀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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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区玉米全膜双垄沟灌高产栽培技术
丁德芳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甘肃 武威 733000）

防治白粉病应先做好苗圃环境卫生， 适当疏苗，
发现少数病株时立即拔除烧毁。 发生时用波美
0.3～0.5 度的石硫合剂或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
剂 800 倍液， 每 10�d 喷 1 次， 连续 3～4 次。 播种
时做好种子、 土壤及覆盖物等消毒工作， 在发病
时， 先拔除烧毁病苗， 并用 0.5%的过锰酸钾溶液
或福尔马林喷雾 2～3次， 即可防治黑斑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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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地表防除。
5���起垄覆膜

采用全膜双垄沟灌种植模式。 采用机械一次
性起垄覆膜， 起垄规格为垄幅宽 110�cm， 大垄宽
70�cm、 小垄宽 40�cm、 垄高 10～13�cm， 覆膜后每
隔 3～4�m 横压土腰带， 防止大风揭膜。 垄沟内每
隔 5～6�m 打渗水孔。
6���适时播种、 合理密植

一般在 4 月上中旬， 当地温稳定通过 10�℃
时即可播种。 采用全膜双垄沟灌高密种植技术。
播种总带幅 110�cm， 宽窄行种植， 宽行 70�cm，
窄行 40�cm， 株距 17�cm， 单粒播种， 播种深度
一般 5～6�cm， 播种量 37.5～45.0�kg/hm2， 密度
105�000 株 /hm2 左右。
7���田间管理
7.1 及时放苗、 间苗、 定苗

幼苗第 1片叶展开后及时放苗。 放苗选在晴天
早晨或下午进行， 使幼苗逐步受到锻炼， 培育壮苗。
3～4叶期间苗， 4～5叶期定苗， 每穴留壮苗 1株。
7.2 灌水

采取小流量灌溉， 统一开挖地头沟， 顺沟灌
水， 全生育期灌水 4～5 次， 每次灌水量 900～
1�200�m3/hm2， 沟内灌水， 不淹垄面。 一般 6 月上
旬灌头水， 灌水时间川区宜在 6 月中下旬， 7 月初
灌二水， 以后可根据玉米生长状况、 墒情、 天气
等进行， 每隔 20～25�d 灌水 1 次。
7.3 合理追肥

全生育期结合灌水追施氮肥 2～3 次， 追肥以
前轻、 中重、 后补足为原则。 进入拔节期结合灌
头水进行第 1 次追肥， 在垄侧两株玉米中间穴施
尿素 270� kg/hm2， 同时用玉米健壮素 300～450�
mL/hm2 对水 600�kg 喷施， 以促玉米基部节间缩短
增粗， 有效防治后期倒伏。 于玉米 4～5 叶期叶面
喷施 2～3�g/kg 的硫酸锌溶液 375～450�kg/hm2， 可
防治缺锌症， 增强植株的抗寒能力。 拔节至孕穗
期可用硫酸锌 750～1�125�g/hm2 对水 600�kg 叶面喷
雾。 大喇叭口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 300�kg/hm2， 同
时用 1～2�g/kg 磷酸二氢钾溶液叶面喷施。 灌浆期
根据玉米长势可追施尿素 90�kg/hm2， 以延缓叶片
衰老， 提高叶片光合能力， 增加百粒重， 有效防
止玉米生长后期出现脱肥现象。
8���病虫害综合防治

按照“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防治方针， 在

玉米生长的不同时期进行防治， 可有效的控制玉
米生长期间病虫的为害。
8.1 苗期、 拔节期防治

结合间苗、 定苗， 拔除田间杂草， 将杂草、
病株集中烧毁， 减少虫源。 玉米红蜘蛛用 20%丁
氟螨酯干悬浮剂 1�500 倍液喷雾防治， 地老虎可用
2.5%敌杀死乳油 800～1�000 倍液于傍晚喷洒苗行，
或用 0.05%毒砂撒苗行两侧防治。
8.2 大喇叭口期防治

加强田间管理， 及时中耕除草， 合理施肥，
增施磷、 钾肥， 以提高植株的抗逆性。 玉米螟、
棉铃虫可用杀螟灵 1 号颗粒剂按包装说明防治，
玉米蚜虫、 玉米螟可用 10%氯氰菊酯乳油 450�
mL/hm2 对水 375� kg 或 2.5%辉丰菊酯乳油 450�
mL/hm2 对水 375�kg 喷雾防治。
8.3 灌浆成熟期防治

加强田间管理， 及时拔除田间杂草， 改善玉
米群体的通风透光条件。 发现瘤黑粉病株及时清
除病株， 带出田间销毁。 玉米红蜘蛛可用 6.78%阿
维·哒螨灵乳油 1�500 倍液喷雾防治， 玉米蚜虫用
48%毒死蜱（乐斯本）乳油 1�500 倍液喷雾防治。
9���机械收粒， 适时晚收

9、 10 月份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 最有利于
玉米灌浆。 玉米籽粒含水量降至 25%以下时及时
采用机械收粒。 早收玉米籽粒不饱满， 含水量较
高， 容重低， 商品品质差。 适当晚收， 可以使玉
米充分成熟， 提高粒重和品质， 降低含水量。 机
械收获较常规收获节约成本 2�250 元 /hm2 以上，
能有效的节约生产成本， 应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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