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 种子世界

栽培技术

1 玉米高产栽培技术的重要性

玉米是重要的粮食作物，也是部分主食加工的必备原材料，

玉米的产量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关乎国计民生。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技术人员高度重视玉米高产栽培技术的研

发，已取得诸多成果。随着行业的发展，玉米高产栽培技术在注

重产量的同时还兼顾质量层面的提升，即实现高质、高产的双重

目标，能够在解决规模问题的基础上注重品质的突破。在玉米高

产栽培技术逐步深化之下，加强其推广成为当下的重要任务，也

是该项技术“开花结果”的必由之路。农业技术的推广以专业技

术人员为引导，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现场环境选择合适的

农业种植技术，将其有效推广至田间地头。在农业技术推广过程

中，技术人员予以指导，提高农户对相关技术的掌握水平，使更

多的农户了解、掌握高产栽培技术，将其落到实处，实现对科研

成果的转化。农业技术推广主要有两条路径，即政府推广和非政

府推广，两者并行的模式对农业技术推广有促进作用。

2玉米种植技术

2.1 整地

玉米植株的根系较为发达，具有较强的抗旱性，能够从土壤

中获得生长所需的水分营养，在开展玉米种植之前，种植户要做

好整地工作，保持土壤水分和营养的均衡性，为玉米植株生长创

设良好的土壤环境。首先，当前整地主要采用机械化生产，种植

户可应用机械设备对土壤进行翻耕，保证耕种层土壤疏松、土层

深厚;其次，在种子播种前要对土壤进行精细化处理，确保墒情

适宜、垄行标准、土壤细碎，符合玉米植株的生长需求;最后，种

植户要提前做好土壤规划，为了避免发生病虫害，可采用轮换种

植的方式，能够降低土壤病虫害发生率，对促进地块高产丰收具

有重要价值。

2.2 玉米种子选择与处理

在选择玉米种子时，应当注意品种的适应性、发芽率、生长

状况、单产量以及质量。一般情况下，所选择的玉米品种是至少

进行 3 年以上试验示范，并且适合本地区种植、能够正常成熟的

品种。为了保证玉米的产量与质量，应当事先分析与评估玉米的

生产潜力，评估内容包括穗子的大小、穗行数、行粒数、粒深、双

穗率、叶子竖立与平展等，选择在多点、多地区、多环境下都具有

较高产量水平的优质品种。另外，农户应当选择抗倒伏能力强、

抗病虫害能力强的玉米品种，并分析各品种的遗传差别。如果受

到遗传基因的影响而出现植株倒伏的情况，很有可能出现绝产

现象。基于以上注意事项，农户应当着眼于全局，遵循“优中选

优”的原则科学选择优质的玉米品种。在确定玉米品种以后，需

要包衣处理种子，为了节省玉米播种时间，可以选择事先经过包

衣处理的种子，包衣的具体方法是利用 10; 噻虫嗪、5mL 禾丰

锌、15; 禾丰钼或 70%吡虫啉 5mL、1; 碧护、15; 禾丰钼，兑

2000～4000; 水稀释，然后将 2～3;; 的玉米种子投放到混合溶

液中，经过包衣处理的玉米种子更易于生长，并且玉米的产量与

质量也将大幅提升。

2.3 播种

播种属于玉米种植的核心环节，当前主要采用的播种方式

包括人工播种和机械播种，而随着我国农业机械化进程的加速，

机械播种已经成为行业主流，尤其在一些平原地区，基本实现了

全程机械化作业。首先，种植户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灵活选择

播种方式，丘陵地区因受到地形的制约而难以大规模采用播种

机械，可组织人工进行播种，平原地区便于机械播种，可实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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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规模化生产，显著提升播种效率;其次，对播种时间和天气进

行科学控制，根据当地的气候环境，要在土壤含水量达到最大值

的时候播种，还要兼顾玉米品种特性;最后，对播种深度和行间

距进行科学控制，尤其是行间距，要结合当地阳光照射角度和光

照强度科学设计，保证玉米植株在生长后期光照充足。

2.4 合理密植技术

充足的光照、空气和水分是玉米植株健康生长的必要条件，

因此在玉米种植过程中，要掌握合理的种植密度，防止玉米因为

光照不足而发育不良，或是因为空气流通不畅而滋生虫害、根部

腐烂。选取两块土壤条件、雨水光照条件都相同的试验田，且在

耕种前检验出其土壤酸碱度、氮含量、速效磷含量和速效钾含量

均相同，分别为 7.04、1.14%、5.58m;/;; 和 153.2m;/;;，在这两块

试验田上同时播种和收割玉米，但是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记录

并对比其叶子面积、果穗吐丝状况和总产量情况会有何不同。经

过比对发现，首先，玉米植株的叶面积指数与种植密度呈正相

关，也就是玉米种植密集度越高，植株叶接触阳光更充分，空气

流通性也越强，对植株生长的有利影响程度越高，而且这种影响

在 82500 株 /;m2 的密度时达到最高;其次，相比 67500 株 /;m2

和 75000 株 /;m2 的密度，在密度为 82500 株 /;m2 时，果穗吐丝

的干重会有明显增高，具体可达到 1～30d，虽然吐丝到达 40d 之

后，吐丝干重较前两种密度略有降低，但又会在收获期达到最高

干重（230.35;>223.47;>168.96;）;此外，82500 株 /;m2 密度的千

粒更重、含水量更低、果穗更粗，因此 82500 株 /;m2 是最合理的

种植密度，该密度下的玉米果实颗粒更加饱满，质量更优，总产

量也更高。

2.5 田间管理技术

田间管理是玉米生长过程中的一项关键任务，在玉米播种

后，农户应加大对玉米秧苗的巡视力度，观察每一株秧苗的出土

情况与生长情况。如果采用地膜覆盖法种植，为了避免出现高温

烧苗事故，应及时做好放苗工作。当玉米植株长出 3～4 片叶子

后，需要定苗处理，长到 5～6 片叶后，需要间苗处理。在处理过

程中，应遵循去弱留强、去小留大的原则，使田间秧苗始终保持

健康的生长状态。如果出现补种情况，农户需要对补种秧苗进行

一次透水灌溉，满足秧苗生长对水分的需求量。在巡查过程中，

如果发现玉米植株发黄，说明秧苗的肥料施撒失衡，应追施尿素

30～75;;/;m2，并灌溉一次苗肥水。在玉米拔节期、孕穗期与灌浆

期，应随时观察土壤墒情，并追施尿素 75～150;;/;m2。在玉米生

长后期，为了防止出现植株早衰现象，农户可以利用 1%尿素与

0.1%磷酸二氢钾喷施玉米叶片。如果田间出现积水，需要及时采

取排涝措施，为玉米植株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

2.6 病虫害防治

玉米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粮食作物，病虫害是影响其品质和

产量的关键因素，尤其在花粒期和苗期，是发生病虫害的主要阶

段，如果没有对病虫害进行科学控制和防治，玉米种植就会减

产，为种植户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当前，病虫害防治中主要采用

的措施包括：第一，物理防治，其主要针对病害，利用害虫的物理

特性进行防治，例如当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杀虫灯，其利用害虫的

趋光性特点将害虫杀灭，应用效果显著;第二，农业防治，主要是

通过田间管理的方式预防病虫害，例如在种子处理中进行包衣

处理，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效果，又例如通过控制灌溉量和田间

轮作等方式，降低病虫害的发生率;第三，化学防治，使用没有毒

性和有害性的化学药剂进行病虫害防治，这种方法效果显著、成

本低，种植户在选择化学药剂中，需要从正规渠道采购，保证药

剂的生态性和环保性。

3玉米高产栽培技术推广中的主要问题

3.1 管理体系缺乏完善性

推广高产玉米种植技术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必须持续不

断，在此期间，管理系统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由于管理体系

不完善，很难将相应的推广工作与该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结合

起来，这不利于玉米植物的生长和生产，产量难以保证。此外，一

些农民对高产玉米种植技术的知识有限，他们对其在玉米生产

中的重要作用没有明确认知，而且由于这种主观意识的干扰，不

鼓励推广高产玉米种植技术。

3.2 推广的区域性较强

种植玉米的区域环境有其特殊性，南北不平衡更为普遍，限

制了高产玉米种植技术的传播。作为具体推广工作的一部分，一

些技术人员仅限于在某些特定地区推广，对偏远地区的技术推

广工作关注不足，该地区农户缺乏获得高产玉米种植技术的机

会和对玉米种植的内在认识，使得技术推广成为一个明显的问

题。此外，我国南北之间的环境差异很大，在推广高产玉米种植

技术的广泛范围内，可能会因环境变化而感到不适，增加推广难

度，因此高产玉米种植技术在某些地区取得了显著效果，而在其

他区域则相对落后，区域农业发展不平衡。

3.3 对病虫害的认识浅显

玉米种植区在土壤质量、气候等方面存在差异，每个地区都

有各自的优缺点，一些地区有地方病，如蚕穗病、粗腐病、枯萎病

等，甚至于同一疾病，其生理特征因种植地区而异。粘性昆虫等

害虫也会影响植物生长，对同一地区的侵染程度会随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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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复杂的病虫害控制情况下，如果农民不充分了解土壤肥

力、气候条件等，或者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科学种植技术和管理

方法，病虫害的出现和发展可能会加剧，威胁玉米植物的生长，

使其难以实现高产目标。

4玉米种植技术推广应用优化策略

4.1 开展社会宣传

玉米在我国拥有悠久的生产历史，部分农户依然抱着传统

的生产经验和种植模式，对新技术、新工艺和新品种存在抵触心

理，为新技术的推广带来阻碍。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政府和相关

部门要积极做好社会宣传，促使广大农户转变思想，对新技术形

成全新认知，主动学习新技术。首先，整合农村地区社会宣传资

源，包括报纸期刊、电视广播、宣传手册等，构建立体式、全覆盖

的宣传模式，将玉米种植新技术介绍给广大农户;其次，积极组

织农户开展技术讲座，邀请农业专家将新技术传递给农户，而通

过面对面交流的方式，还有助于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

题，拉近与农户的心灵距离，赢得农户的信任;最后，组织推广人

员和农业专家深入到当地农业生产中，通过现场指导进行技术

推广，将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

4.2 群策群力，加大投入力度

推广优质高产玉米种植技术不仅是农业推广部门的专属职

责，从政府层面到全社会的每个阶层都应行动起来，参与到新型

种植技术的宣传与推广工作中，这样才能使优质高产玉米种植

技术更快地传递到广大农村和乡镇。首先，各地方政府应当充分

发挥宏观调控与指挥的功能，通过印发和颁布相关政策，加快优

质高产玉米种植技术的推广进程。其次，当地一些农业生产龙头

企业应承担起优质高产玉米种植技术的推广重任，率先引进和

运用一些经过验证的新型种植技术，一旦获得良好的应用效果，

广大农户会容易接受各种新技术。再次，农业技术推广单位应积

极筹措资金，加大对优质高产玉米种植技术资源的投入力度，主

要包括人力资源、财力资源以及物力资源，这些资源的介入对优

质高产玉米种植技术传播力以及影响力的提升大有帮助。

4.3 建设推广队伍

推广人员是玉米种植技术推广的工作主体，其综合素质、专

业能力、岗位能力和沟通能力与推广成效密切相关，当地政府要

认识到玉米技术推广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建设一支能力强、素质

高、懂业务、甘于奉献的现代化推广队伍。首先，玉米种植技术推

广的地点主要在广大农村，工作环境较为艰苦，相关部门要适当

提升岗位待遇，从社会和高校中吸纳具有一定专业背景的人才，

充实以及完善推广队伍，提升队伍的整体学历水平和能力水平;

其次，给予推广人员以人文关怀，关注其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帮助其解决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同时还要疏

通推广人员的晋升路径，起到挽留人才的作用;最后，定期组织

推广人员进行岗位培训，促使其掌握一定的玉米种植知识和先

进技术，便于在与农户沟通中解决生产问题，对农户进行专业化

指导，有助于推广工作的顺利完成。

4.4 建立推广体系

玉米高产栽培技术的推广应多方联动，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与地区政府部门取得联系，争取政策层面的支持，建立高产创建

示范制度，规划具有代表性的高产栽培技术示范试点，起到带动

作用。以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推广为例，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

根据土壤条件、地势、玉米种植方式予以选择，例如高压低密度

聚乙烯普通地膜、低压高密度聚乙烯超微膜、线性低密度聚乙烯

微膜。而为了切实提高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可行性，技术人员需

深入到田间地头开展调查，基于掌握的数据计算土地的覆盖率

和土壤信息，以科学的方式挑选地膜类型，引导种植户用合适的

地膜加以覆盖。此外，积极获取乡镇政府的帮助，面向区域内的

种植户举办玉米高产创建活动，调动种植户的积极性，使其参与

到玉米高产栽培技术的学习中，再结合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将

技术落实到位。

5结束语

玉米高产栽培技术的推广应讲究方法，需致力于科研水平

的提升，在保证科研技术具有可行性的前提下，加大推广力度，

拓宽推广范围。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技术人员高度重视玉米高产

栽培技术的研发和推广，由此也取得一系列突出的成果，在肯定

现有成就的同时，仍需意识到高产栽培技术推广范围有限、深度

不足等层面的问题，持续积极探索，制定更具可行性的推广策

略，持续提高推广水平，依托高产栽培技术来促进农业事业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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