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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河西走廊是我国最具优势和规模的玉米
制种基地， 常年制种面积 8 万～10 万 hm2， 产鲜
果穗 15�t/hm2 左右， 年产玉米种子 5 亿多 kg， 占
全国玉米用种量的 50%以上［1�-�2�］。 制种田果穗收
获后能否安全脱水是保证种子质量的关键环节。
经多年的实践探索， 张掖市多成农业有限公司研
发出了制种玉米果穗集中平面自然晾晒实用干燥
技术， 具有设施投入少、 干燥成本低、 节能环保、
防冻减灾、 提升种子质量、 简便实用的优点， 克
服了分户晾晒、 机械烘干方式劳力、 设备投入多、
干燥成本高、 冻灾风险大、 种子质量难以保证等
弊端， 为河西走廊玉米种子干燥方式找到了新途
径， 自 2010 年在河西走廊广泛应用， 具有明显的
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 为指导企业规模化、 规
范化应用， 特制订本规范。
1���自然晾晒种子质量标准

种子色泽鲜亮， 饱满， 无霉变， 活力高， 耐贮
藏。 发芽势≥85%， 发芽率≥95%， 水分≤130�g/kg。
2���晾晒期选择
2.1 最佳晾晒期

最佳晾晒期为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5 日［3�］。 此

期自然晾晒果穗约需 20�d， 气温变化范围 5～30�
℃， 日平均气温 10�℃以上， 降水量 10�mm 以内，
蒸发量 100�mm 以上， 风速 10～25�km/h， 累计日
照时数达 200�h 以上， 极端最低气温 -5�℃。 10 月
1�日之前采收的果穗， 采用平面自然晾晒可使玉米
果穗含水量快速降到 160�g/kg 以下。
2.2 适宜晾晒期

适宜晾晒期为 10 月 1�—25 日［3�］。 此期自然晾
晒果穗约 25�d， 气温变化范围 0～28�℃， 日平均
气温 7.5�℃以上， 降水量 15�mm 以内， 蒸发量 130�
mm 以上， 风速 10～25�km/h， 累计日照时数达 230�
h 以上， 极端最低气温 -8�℃， 95%以上年份不会
出现低于 -8�℃极端气温。 10 月 8 日之前采收的果
穗， 采用平铺式自然晾晒场可使玉米果穗安全脱
水。
2.3 风险晾晒期

风险晾晒期为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10 日［3�］。 此
期自然晾晒果穗需 30�d， 气温变化范围 -3～22�
℃， 日平均气温 5�℃以上， 降水量 20�mm 以内，
蒸发量 150�mm 以上， 风速 10～25�km/h， 累计日
照时段达 260�h 以上， 极端最低气温 -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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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制种玉米果穗平面自然晾晒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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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 日之前采收的果穗含水量 300～400�g/kg， 晾
晒期间须时刻关注天气变化， 遇强降温和雨雪天
气， 及时覆盖棚膜防雪防冻， 才能有效规避冻害
风险。
3���晾晒模式

采用地面平铺晾晒方式， 即将收获的玉米鲜
穗（10～15�cm）平摊在地面晒场晾晒， 达到脱水标
准。
4���晒场选择及规格
4.1 晒场选择标准

晒场选择交通便利， 四周空阔， 无林带、 高
大建筑物， 通风良好， 光照充足的非耕地区域［4�］，
尤其以难利用的闲置戈壁荒滩最佳， 面积可大可
小， 形状可方可圆。 新建晾晒场只需将地面平整
即可， 确保不积水， 雨水可自然下渗。
4.2 晒场规格

每 666.7�hm2 制种田需建 1 个占地 30�m2 的果
穗集中晾晒场， 即每 30�m2 可晾晒 667�m2 制种田
所产果穗［4�］。 晒场四周做简易围栏， 为防止土沙
混入种子， 可在地面铺一层纱网。
5���晾晒技术要点
5.1 品种合理布局， 确保适期成熟

要求按品种生育期长短和当地海拔高度及生
态条件合理安排适生品种组合， 适期播种后确保 9
月 20 日前达到生理成熟标准［5�］。
5.2 适期收获、 收购鲜果穗

为充分利用河西走廊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5 日
之间的适宜安全晾晒期， 必须做到适期收获。 中
熟品种在 9 月 20 日前收获， 中晚熟品种在 10 月 1
日前收获， 确保 10 月 1 日前籽粒水分降到 350�
g/kg 以下。 生产实践证明， 玉米最佳收获期在玉
米授粉后 45～50�d 进入蜡熟末期至完熟初期， 显
著特征是植株中、 下部叶片变黄， 基部叶片干枯，
果穗苞叶变白、 松散， 籽粒变硬， 并呈现出本品
种固有色泽， 籽粒基部黑色层形成， 乳线基本消
失。 此期种子含水量高达 300～400�g/kg， 制种企
业可直接收购鲜穗， 集中自然晾晒。
5.3 及时拉运摊晒

蜡熟末期收获的果穗含水量高达 300�g/kg， 不
能在田间堆放时间长， 要及时拉运到专用晾晒场
集中晾晒。 一般要求果穗田间不过夜， 需在 12�h

内拉运到晾晒场摊开， 果穗摊铺厚度10～15�cm
（2～3层果穗）为宜。
5.4 加强晾晒期管理

晾晒期间要求专人每周及时翻动 1 次， 确保
果穗不发热、 不霉变， 正常翻动 2～3 次就能达到
降水目标［6�］。 处在风险晾晒期（10月10日至11月10
日）的果穗， 根据天气预报， 遇到下雨、 剧烈降温
天气时及时用塑料棚膜覆盖， 天晴后撤去棚膜。
5.5 穗选

晾晒期间结合翻动将杂穗、 病穗、 虫穗、 小
穗、 霉穗及花丝、 残叶等挑拣干净， 确保种子净
度。
5.6 起堆管理

11 月 1�—30 日， 籽粒水分降到 150�g/kg 以下
时， 可起成 10～15�m 高的大堆堆放待脱粒。 不同
品种、 不同产地、 不同收获期的果穗分别起堆，
下年 3 月之前完成脱粒， 堆放期间注意防雨雪、
防鼠、 防混杂。
5.7 脱粒、 贮藏

不同品种、 不同产地、 不同收获期的果穗分
别脱粒。 籽粒含水量高于 130�g/kg 的果穗脱粒后
须进行籽粒烘干， 确保含水量达到安全贮藏水分；
籽粒含水量低于 130�g/kg 的果穗脱粒后直接包衣
包装、 待发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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