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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玉米在安丘市占据主要种

植地位，并拥有得天独厚的种植环境。玉米在我国不仅有着十分

重要的经济地位，还发挥了独特的战略作用。通过持续进行玉米

高产新技术的科研探究和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可以有效推动我

国玉米产业的优势发展。

1玉米种植的现状

我国土地面积广阔，但耕地面积匮乏，所以需要现代化技术

支持来提高我国单位面积玉米产量，以应对当前社会对玉米的

需求。作为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玉米适应力强，能

够种植在山丘以及平原地区。山东省是我国玉米种植大省，该省

夏季降水量最高，平均年降水量充足，但季节分布不均。值得一

提的是，山东省玉米具有很强的抗旱性和抗涝性，因此降水情况

一般不会对玉米的产量和质量产生太大的影响。此外，山东省拥

有丰富的光照资源，能够满足玉米生长所需的光照。但是许多农

民还在用传统的方式种植玉米，对技术创新缺乏重视，这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产量和品质的提升，导致农民的种植收入较低，经

过恶性循环农民种植玉米的积极性也受到打击。为了达到这一

目标，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和需求，对农户进行宣传教育，有针对

性地改变其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态观念，不断提高玉米单位面

积产量，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只有这样农民种植玉米的积极性

才会提高。

2高产玉米种植技术

2.1 玉米种子的选择

玉米在不同土壤环境下的适应能力不同，为了提高玉米的

产量和质量，应因地制宜地选择玉米品种，并加强玉米病虫害防

治，以确保其稳产和高产。如今市场上的玉米品种繁多，有些种

子经销商故意夸大其产量和品质，导致农民种植了不适合自家

土地的玉米，从而导致产量减少，使种植户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在农业信息化的背景下，利用农业现代化信息技术平台能

够更好地引导农民挑选适合自己土地的玉米品种，还能起到对

优质玉米种子进行有效宣传的作用。为此，管理部门应积极推

进农业信息化平台建设，让农民更多地采用信息化平台来了解

查询相关玉米品种。借助信息化平台加强与农民群众的沟通交

流，通过新媒体渠道向农民群众宣传优秀玉米品种的相关知识[1]。

为进一步加大对优良玉米品种的推广力度，可以根据当地气候

和种植条件挑选最适合的品种，从而保证其适应能力和抗病能

力。同时，鼓励农民群众参与品种选择，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

自主性，满足当地玉米种植的实际需求。山东省的浚单 20 号、

登海 11 号等品种是较为优良的选择。对于选定的品种，可以采

用先进的现代化智能选种设备，对种子进行严格的筛选，剔除不

达标的种子，提高种子的净度，进一步保障提高玉米产量的效

果。

2.2 土地的选择

玉米是喜温性短日照粮食作物，其整个生长期对于环境温

度的要求较高。作为短日照植物，长日照会延缓开花，甚至不能

定穗。玉米植株高大，叶面积比较大。另一方面，植物的光合作用

很强。生长后三个月内最适宜的累计降水量为 600mm左右。严

重或长期干旱可能会破坏玉米的正常发育并对其平均产量和质

量形成不同的效果。从某种角度来说，如果降水太少，植物的光

合作用时间会缩短，年有效降水量会减少，一些病害会加重，原

基地倒伏的概率会更大，育雏和叶子长势旺盛，与玉米展开激烈

的竞争。玉米虽然需水较多，但蒸腾系数相对小麦、全麦面包、紫

花头、四叶草等较低，一般在 240～370mm[2]。

玉米根系发达，自身调节功能强大，因此会尽可能多地吸收

土壤表层的大量水分。当遇到高温和相对干燥的天气时，植物的

叶子会自动闭合并垂直向上卷曲，以减少植物的光合作用，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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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长中的大量水分平衡。极度缺水的情况一般不会造成植

株枯死，但会对玉米的平均产量和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玉米对

表土的要求不严。土壤疏松且深，以富含有机质的黄土、黑钙土、

轻质黑钙土、平坦的冲积土和厚层草土为佳。玉米在 pH 值为

5～8 的范围内能够大面积种植，达到 6.5～7 也很适宜。玉米在

生长过程中需要量较大的元素有 N、P、K、S、Ca 和 Mg 等，需要量

较小的元素有 Fe、Mn、Zn、Cu、Ba 等。抽苔前 10d 至抽苔后 25～

30d 是玉米积累干物质的最快时期，也是对肥料存在需求的初始

阶段。这个时期吸收了总量中 70%～75%的氮、60%～70%的磷

和 65%的钾。

从玉米的自身属性来看，种植地块的肥沃程度对于实现高

产目标至关重要。为了保证玉米健康生长，应选择具有良好排水

功能的土壤进行种植。在整地时，必须清理上一年作物残留物与

杂物，以降低病菌的存留率。其次，需对耕作区域实行深松操作，

增强土壤的通气性及保水保肥特性，遏制潜藏病菌滋生，从而有

效防治病虫害。

2.3 播种与生长期管理

为提高玉米生产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应积极推广封闭式除

草手段。如在除草前后使用乙阿合剂、丁莠水、异丙草莠和乙莠

水等药剂，并合理调配使用比例。在玉米长到 5 片叶时，可采用

定向喷雾进行茎叶处理，以避免药物误落在内部叶片上面。另

外，在玉米幼苗扎根前，应及早进行间苗处理，保护健壮幼苗，清

除弱苗和杂草。为提高遭受严重病虫害的种植地块的生产力，可

增加间苗次数以恢复种植活力。

通过现代农业信息技术，实现智能化和自动化管理玉米田

地。在管理实践中，将人工智能技术信息化管理平台与 GPS 系统

相结合，以全程监测管理玉米的生长发展，获取不同生长阶段对

养分的需求，从而科学合理地进行灌溉施肥，推动玉米高效健康

生长。在管理玉米田地时，可以利用 GIS 软件创建数字地图并定

期采集土壤样本进行化验，以分析土壤中的养分含量。将分析结

果及时录入数据库以供查询和检查，可了解玉米生长在不同时

期对氮、磷和钾肥的需求量[3]。

在农业信息现代化技术的背景下，农民要系统地认识玉米

各阶段的生长趋势以及可能发生的虫害，有效应对，尽量少用化

学农药，防止产生草害耐药性，达到防治效果。同时，要注意玉米

在花期、灌浆期和成熟期的不同需水量。利用信息技术和 AI 系

统分析不同生长阶段玉米的水分需求以及灌溉状况，有针对性

地运用无人巡航灌溉技术。凭借获取的土壤信息来确立合理的

灌溉计划，以及减少水资源浪费的同时，实现玉米生长过程中的

自动化管理。

2.4 施肥与抗旱

通过合理施肥，充分利用机械化施肥的优势，以达到玉米高

产和可持续性综合发展的目标。采用分离种肥和侧位深施等精

准施肥方式，不仅可以降低对于农业生态的污染，还可以提升玉

米种植方面的整体效益，增加农民的实际经济收入。为防止供水

不足所导致的玉米减产，需增加田间巡查次数，多观察其发育情

况并在翻整土壤时及时灌溉，提高补水频率。注意肥料的含水

量，避免过度灌溉导致涝灾。夏季可以在种植地块铺设稻草秆和

麦秸，从而减缓土地水分流失，增强土地蓄水能力。田间的秸秆

也有一定价值，等秸秆腐烂后，还可以转化成有机肥料，提高土

壤肥力。

3病虫害智能化防治技术

3.1 无人机技术

为了防治玉米病虫害，种植者可以使用无人直升机低空喷

洒施药。实验证明，农用植保无人机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可以应

用于玉米病虫害防治工作中。我们需要遵循“先试点，逐步推进，

最后全面推广”的原则，来获得良好的效果。地方政府应加大推

广无人机设施的力度，为无人机技术的操作提供政策和财政支

持。农户可利用智能平台开展专业的“一防双减”综合治理工作，

利用卫星导航技术控制无人机，防治玉米病虫害，从而实现丰

收。玉米种植户和生产托管服务组织可以采用农用植保无人机

进行飞防工作，实现智能化空中防治，有效承担一些突发性防灾

减灾任务，能够更好地控制人员成本，减少种植预算，增加种植

收入。

随着有机农业以及绿色农业的发展和改革，采用现代化的

病虫害防治技术已成为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农业

使用高科技植保无人机时，它的覆盖密度很高，能够取得良好的

防治效果。该无人机具有螺旋机翼，每小时的作业量可以达到

10hm2，但其在作业时需要与农作物保持 1～2m 的距离。无人

机的工作效率远高于传统的人工效率，比地面机械的工作效率

高 5倍[4]。传统的农业喷洒方式不能满足高大密集型农作物的喷

洒需求，而高科技农用植保无人机能通过旋翼向下，形成汽流，

从而提高药液雾滴的穿透性，减少药液飘散，保证喷洒效果的均

匀性、覆盖率和沉积量。此外，现代化的农用植保无人机除了拥

有卫星导航定位功能，还能通过远程控制完成玉米的操作。在平

原、丘陵、山地等各地，只需要通过鼠标操作统一的数据平台，就

可以将收集到的 GPS 信息快速传递至地面站的控制系统进行处

理。为了避免土地污染，地面站随时监控农用无人机的飞行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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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工作量、飞行时间和施肥用药情况，保证绿色环保和防治效

果，让工作更高效、更可靠。

3.2 图像分析智能防控

图像分析智能防控是指玉米种植者能够借助计算机操作系

统深度学习算法技术做到病虫害防治。该技术是通过借助多层

结构小波分解质量降低的玉米病虫害显示图像，促进显示图像

接收信号的多尺度分解，得到高低分解计算公式。中低频分解计

算公式包含大量的中低频接收信号，衰减效果比较差。高频计算

公式一定要通过一级小波层分解，中低频分解计算公式一定要

舍弃，然后重构一级小波计算公式。这种特定的方法能够还原当

代科学中玉米病虫害发生的显示图像，准确识别玉米病虫害的

发生情况。以往的软硬小波边界函数模型无法模糊地看到玉米

的大致轮廓，无法准确判断玉米病害的具体情况。借助深度学习

算法技术，能够精准还原病虫害的发生过程以及发展状况等信

息，人工智能识别病虫害发生的展示画面。我们可以借助图像分

析智能防控技术监测玉米种植期间病虫害的发生情况，然后进

行针对性防治。

3.3 智能虫情测报灯

智能虫情测报灯是害虫监测中常用的检测设备之一。其防

治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借助某些节肢动物的生理趋光性特点来杀

死病虫。智能虫情测报灯用来充当当代先进的农业生产测量仪

器，能够更准确地捕捉幼虫，帮助害虫防治人员快速了解作物病

虫害动态，采取更合理的防治方法，解决玉米害虫问题。此外，智

能虫情测报灯集玉米虫害捕杀、拍照、田间信息记录于一体。

通过信息采集、数据库数据传输、相关信息分析，有效捕捉虫

害，分类计数，实时自动报表传输相关信息，远程视频监控。

在能源供应上，太阳能是一种不错的清洁能源，三相交流电也

被认为是安装驱动的稳定可靠能源。测量仪器管理流程为诱捕

虫害、消灭虫害、低温烘干虫害、自动关闭保存虫害动物标

本。玉米种植者能够每六个月检查一次虫箱，并及时取回虫害

标本[5]。数据分析结果能够复原动物标本，进一步达到害虫精准

防治的目的。

3.4 3S 技术

玉米栽培管理中采用的信息技术包括三大技术，即 RS 技

术、GPS 技术以及 GIS 技术。其中，RS 技术为主要技术，利用卫星

遥感设备可以获取种植地的翔实信息，实现空中监测地面物体，

智能化识别农作物的生长状态，为玉米种植提供科学决策。利用

地理遥感技术、全球定位系统和北斗导航技术，能够智能化收集

和分析地面数据和材料，并迅速传达和判断信息。通过运用地理

遥感技术，可以了解玉米的生长状况，评估玉米的种植范围和产

量。此外，全球定位技术（GPS 技术）具备快速准确测量的特性，

有效避免测量精度不高的问题。结合遥感技术和全球定位技术，

能够实时搜集数据并动态更新和修正，同时利用全球定位技术

确保准确获取玉米种植面积等数据。此外，GIS 技术亦称地理信

息技术，通过其空间信息处理能力，实现对动态地理信息的获

取，将多元数据转化为图形并进行操作与分析。借助 5G 网络和

辅助计算机硬件设施，可有效处理所获信息数据，包括录入、储

存、检索、分析和更新等。具体应用时，可将地理信息技术应用于

土壤条件和植被分布等方面的玉米种植。

3.5 数据库技术

当前农业发展中，数据库技术是至关重要的。这项技术能储

存大量数据，具有广泛应用，实现动态管理和再利用。通过数据

库技术，能够实时记录和分析网络信息，获取农业种植过程中常

见的生产问题，然后存储到数据库中。通过关键词检索，数据库

的使用可提供有用数据信息，以满足我国农业领域现阶段的需

求，保证数据使用及时有效。在农业大数据平台的基础上，充分

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将现代化技术与农业种植相结合，

统筹利用数据库中整个产业链的大数据资源，打造一个现代化

农业种植的新环境。

玉米种植领域的农业生产过程存在多种不可控因素，如土

壤质量的变化、市场的变化、无法预测的恶劣天气以及病虫害的

发生等。这些因素都会对玉米收成产生巨大影响，造成生产效率

低下，人工智能应用于该领域面临很大挑战。因此，人工智能研

究人员和农业科学家需要紧密合作，共同解决这个难题。未来，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运用，其作用将会更加突出，取得的效果

也会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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