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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的深入发展，对玉米的需求越来越多，玉米是我国

的第二大粮食作物，农民对玉米的种植工作有着比较高的积极

性。尤其是滴灌玉米种植技术的出现，不但可以实现单位面积产

量的提升，还能增加节水率，实现玉米增产增收，有着较强的节

水成效。近些年来，膜下滴灌技术获得了广泛运用，膜下滴灌技

术就是在田里覆盖一层地膜，在膜下进行灌溉的技术，从而达到

节水、保产和增产的目的。这种灌溉技术将地膜栽培技术和滴灌

技术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每 667m2 可增产 500kg 左右，在很大程

度上增加了经济效益。根据有关实践得知，玉米滴灌技术的运用

有着良好的成效，在进行玉米灌溉作业时，滴灌技术是未来的主

要趋势。因此，应对该项技术开展深入研究及分析，促进玉米高

产目标的实现。

1播前准备

1.1 土地准备

选取在小麦及玉米等茬口开展滴灌玉米种植。从土壤环境

来看，应保证有机质含量超过 0.8%，保证碱解氮每千克超出

50mg，土壤含盐量在 0.3%以下等。在入冬之前开展秋耕冬灌或

开展春灌。要求耕深超过 25cm，确保耕种深度保持相同以及翻垄

均匀;对于秸秆还田以及绿肥地来说，都应先切茬然后再翻埋处

理。根据耕翻作业，把有机肥料和氮磷肥当成基肥，开展深施作

业。在进行整地之前，可先将 90%乙草胺 80～100g 与 30～40kg

水进行混合，然后将其喷洒到土壤上，接着实施耙耱整地作业，

全面满足齐、平及墒等标准。

1.2 种子和机具准备

第一，选取优质品种。根据本地生态类型，使用高质量杂交

品种，如新玉 21 及丰山 3号等。第二，精选玉米品种。使用纯度

超过 95%、发芽率在 90%以上、水分含量在 13%以下的优质品

种。要求种子色泽非常光亮，颗粒相对饱满，尽可能保证种子颗

粒大小相同，没有虫蛀及破损问题，能够全面适应精准播种的要

求。第三，种子处理。在进行播种之前，需结合当地病虫害情况，

科学选取相应的种衣剂及杀菌剂等进行拌种。第四，机具调试。

结合精准播种的标准，对播种设备的排种及追肥等部件进行科

学调试[1]。

2 滴灌玉米播种技术

2.1 种子处理

选取高产、具有良好抗病性能、满足本地生长环境的玉米品

种开展种植，正式进行播种之前，需对种子籽粒开展筛选，以提

高种子质量，将烂种及霉种全部去除，选取饱满的籽粒，确保种

子大小一致，颜色足够鲜亮，并且发芽率相对较高。对种子进行

晒种、浸种及拌种等处理，有利于提升种子发芽率，降低病虫害

的出现，从而实现苗齐及苗壮的目的。

2.2 玉米播种

通常情况下，在地温连续稳定的情况下开展玉米播种，温度

在 10～12℃之间。与机械配置播种有机结合，借助幅宽为 1.45m

的地膜，按照 60cm 的行距开展播种。通过气吸式播种机完成，建

议每 667m2 种植 2.5～3kg。其播种深度控制在 4～6cm。在这一过

程中，要保证行距相同，接行精准，下粒均匀，深度一致，镇压紧

实。与此同时，应保证铺膜平展，压膜足够密实，采取滴灌浅埋方

式播种。依次播下种子和种肥，避免种肥混合在一起。

2.3 科学密植

气候及玉米品种等因素会对玉米密植产生较大的影响，通

常情况下，在地力条件高、灌溉条件好以及施肥多的区域，玉米

密度会相对较大，对于紧凑型玉米品种，其种植密度也应相对较

大。采取膜下滴灌方式开展种植，应保证每 667m2 保苗 4500～

5000 株，并将株距控制在 22～26cm。对于浅埋滴管栽培方式，采

用气吸式精量播种机播种作业，建议每 667m2 保苗 5000～5500

株，并将株距控制在 20～22cm。

3 滴灌玉米施肥技术

滴灌技术在玉米高产种植中的优势分析
范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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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玉米属于第二大粮食作物，可以为畜牧业提供大量饲料，随着滴灌技术的发展，滴灌玉米种植规模逐渐加大，推

动了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本文对滴灌玉米播种及灌溉等技术进行了分析，以期促进玉米高产种植技术的普及运用，增加玉

米产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滴灌玉米种植技术;种子处理;田间管理

132



2023·8 种子世界

科学实验

玉米施肥应主要施加基肥，然后辅以追肥;主要施加氮肥，

然后辅以磷肥;主要施加穗肥，然后辅以粒肥。对于基肥来看，尽

可能选取高质量有机肥料，如腐熟农家肥。根据玉米生长发育过

程中的需求情况，需求量主要表现为单峰曲线，在苗期所需数量

比较少，在孕穗期所需水量显著提升，灌溉期是需水量最大的时

期，之后需水量会越来越少。对于中晚熟春玉米，通常应灌水 4～

5 次，同时滴水 8～9 次。在第 1 水灌溉完成后，应结合玉米生长

情况和气候条件，每 12～15d 灌 1 次水，建议每 667m2 灌水

320～400L，对于早熟玉米，通常建议灌水 3～4 次。对于膜下滴

灌玉米，借助水肥一体灌溉方法，贯彻肥随水施的原则，在进行

追肥的过程中，防止只追氮肥，应结合田间测土化验情况开展均

衡施肥，将氮、磷、钾等肥料进行混合，轻施提苗肥，重施攻穗肥，

采取分次追施的方式。

3.1 早施拔节肥

在播种结束后的 25d 内，玉米苗会增高至 30cm 左右，可以

让上部叶片显著加大，一直持续到下部的光合作用阶段。该次追

肥量达到了总量的 20%～30%，建议每 667m2 追施 10～15kg 尿

素以及部分氯化钾等。对于宽窄行播种，在进行追肥时，应施加

到窄行中间，强调追近原则。

3.2 重施攻穗肥

在播种结束后的 45d 左右，植株高度大约可以达到 120cm，

应对其追施攻穗肥[2]。这一阶段为玉米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会

对玉米果穗及籽粒产生较大的影响，所需肥量一般较大。该次追

肥量达到了总量的 50%～60%，建议施加碳铵或尿素，尽可能施

加在宽行中间，强调追远原则。

3.3 补施攻粒肥

在播种结束后的 60d 左右，玉米开始进入抽丝期，应对其施

加攻粒肥，以实现水肥预防的目的。然而对其用量应进行有效把

控，避免用量较大，应达到追肥总量的 10%～20%，同时建议每

667m2 追施 6～8kg 尿素。

4滴灌玉米核心灌水时期

为实现玉米高产稳产，不但要健全水利设施，还应采取合理

的灌溉技术，促进节水灌溉措施的落实，对有关生产灌溉经验开

展总结，借鉴优秀的灌溉资料，按照水量平衡原理构建完善的滴

灌体系。玉米生育期往往要灌溉 10 次左右，特别是在玉米的四

个灌水期。

4.1 拔节水

从玉米苗期来看，其植株相对较小，比较怕涝，其田间持水

量应控制在 60%～65%，若没有达到 60%，应第一时间灌发育

水，确保植株根系健康生长，促进幼穗全面分化发育，产生大穗。

在拔节初期开展灌溉作业，应对灌水定额开展科学控制，建议每

667m2 的灌溉量为 15～20L。

4.2 大喇叭口水

这一阶段逐渐进入需水临界期，若存在干旱问题，就容易造

成小花退化，甚至出现雌雄花期不育的问题，可能会产生“卡脖

旱”。在这一过程中，土壤水分往往无法达到田间持水量的 65%，

这就需要灌大喇叭口水，并对灌水定额进行有效控制，建议每

667m2 的灌溉量为 20～30L。

4.3 抽穗开花水

在抽雄之后，并且在开花期之前，该阶段叶面的面积相对较

大，同时温度偏高，极易出现蒸腾蒸发现象。在这一阶段，玉米的

需水量非常大，属于水分敏感期。需确保足够的水分，若地表土

难以成团，需第一时间开展浇水。在进行浇水作业时，应保证及

时和足量，避免依赖雨天。如果看到叶片萎蔫再开展灌水作业，

就会导致玉米减产。

4.4 灌浆水

在对籽粒进行灌浆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大量的水分。从土壤

的含水量来看，应注重对于田间持水量的控制，建议达到 70%～

75%。若田间持水量在 70%以下，应第一时间开展灌水。同时还应

保证表土相对疏松，具备大量的水分，且下部相对湿润，遇上水

涝时应有效开展排水工作。

5田间管理

5.1 苗期管理

该阶段通常是出苗期至拔节期，主要表现为分化根、茎及

叶。在这一过程中，地上部分生长速度比较慢，主要将根系作为

核心，应采取保苗及促根等手段。从丰产长相来看，一般是出苗

整齐，没有空行及断条的现象。在这一时期，幼苗的叶色相对较

深，根系十分发达且植株生长比较整齐和敦实。在播种完成后，

应第一时间开展查种、查墒及补膜等作业。若墒情较差，应开展

全面镇压，保证玉米全苗成长。当地膜玉米播种完成之后，应立

即开展中耕，增加地温，实现玉米苗早出，对于露地玉米应实施

显行中耕，建议宽窄行耕幅控制在 40～42cm[3]。无需铲苗及压苗

处理，其耕深应控制在 10～12cm，保证耕幅相对较平，没有泥条。

在地膜玉米出现一片真叶时，应实施放苗处理，在出现 2 片真叶

时，应保证放苗工作得到有效落实，第一时间开展封土处理。在

出现 3 片可见叶时，应实施定苗工作。在出现 4 片可见叶时，保

证定苗工作完成，同时确保 1 穴 1 株苗。在定苗的过程中，应对

地下茎节生长点进行拔除，防止二次发芽的情况。建议每 667m2

留下 5500～6000 株玉米苗，保证去弱苗及病苗等，留下壮苗。在

定苗工作完成之后，应开展第二次中耕作业，其耕种深度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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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cm，并预留 5～8cm 护苗带。建议每 667m2 施加 3～5kg 尿

素。为科学把控地上茎叶生长，实现根系深扎成长，应蹲苗 40～

50d。在进入五月上中旬之后，应放置糖浆盆，建议每隔 50m距离

放置一个盆，这样可以对地老虎进行诱杀，并且要每 7d 加一次

水，对蛾子进行清理。在地老虎出现时，可借助 1∶1 敌百虫进行

灌根处理，若虫害面积比较大，可采取灌水防治措施。

5.2 穗期管理

该阶段一般是拔节期至抽雄期，主要表现为营养生长及繁

殖。这一时期，玉米生长中心开始转变成茎叶，不管是雄穗还是

雌穗，都完成了分化，推动了植株的快速生长发育。该时期玉米

的根茎叶生长往往会争抢水分及养分，应注重追肥和灌水作业。

其丰产长相表现为植株非常粗壮，有着良好的根系，叶片相对较

厚，颜色比较浓郁，且上部叶片相对集中，可以及时长成大喇叭

口，玉米穗发展比较好。在该时期应实施揭膜处理，在进入 6 月

中旬以后，还应采取人工方式进行打杈，同时对余苗及杂草进行

拔除。若叶龄指数在 50%以上，可以实施开沟作业。在该阶段，应

对氮肥的施加多加关注，建议开沟深度控制在 16cm 以上，并且

沟深要达成一致，根据开沟情况开展培土作业，避免出现倒伏的

问题。在叶片指数达到 60%以上时，应滴灌第 1 次水，然后每隔

8～10d 滴灌 1 次水。在进入 6月下旬之后，直至 7 月 7 日，在玉

米叶片开叶 9～10 片后，应第一时间灌拔节水，保证地面足够湿

润，不会出现龟裂现象。

5.3 花粒期管理

该阶段一般是抽穗开花期至成熟期，在玉米抽穗开花之后，

根茎叶将不会继续生殖，植株会开始开花授粉。该阶段表现为籽

粒茁壮生长发育。其丰产长相是单株比较茁壮，并且群体十分整

齐，穗大粒多且十分饱满，植株颜色为青绿色。在进入成熟中后

期，其叶面积系数在 3～4。在抽雄之后，应第一时间开展灌水作

业，确保植株青绿色以及田间足够湿润。实际进行抽雄过程中，

应灌第 3次水，建议每 667m2 施加 10～15kg 尿素，避免根茎叶出

现早衰问题，实现良好受精，确保籽粒重量。在进入雄花散粉中

期阶段后，可采取人工辅助授粉方式。实际授粉过程中，建议两

人中间保持 6～8 行的距离，让绳子始终在雄花的 20cm 以下前

行，以实现辅助授粉的目的。另外，应强化调查工作，避免叶蝉及

红蜘蛛的危害，在早期点片阶段，可采用专业杀螨剂开展防治。

在玉米苞叶变黄、籽粒逐渐变硬的情况下就能收获了。在收获结

束后，应第一时间将其运送到晾晒场地，若含水量低于 14%，就

可以将其入仓。

5.4 生育期管理

第一，中耕。根据天气条件和苗情开展科学中耕，实现全面

根系下扎。在苗期阶段建议实施 2～3 次中耕作业，并对中耕深

度进行有效控制，尽可能控制在 14～18cm，同时还应设置科学的

护苗带，其宽度为 8～10cm，确保不铲苗及不拉膜等，没有大的土

块，尽可能满足行间耕作标准。第二，定苗。在 3～4 叶期，应第一

时间开展定苗工作，保证留苗密度为每 667m26000～6500 株。确

保留苗足够均匀，对弱苗、小苗及病苗进行去除，将壮苗、大苗及

健康苗全部留下来，同时还应对自交苗及双苗进行去除。根据定

苗要求，切实完成株间松土等工作。第三，蹲苗打杈。应强调“蹲

黑不蹲黄”以及“蹲湿不蹲干”，第一时间对玉米分蘖进行去除，

防止产生不必要的养分消耗。第四，化学调控。在第 6～9 叶期，

在玉米植株叶面上喷洒玉米矮壮素，建议每 667m2 使用 30mL，

并和 20kg 水进行混合，降低茎秆基部节之间的距离，对茎秆进

行增粗，减少穗位，保证玉米中心往下发展，增强木质化程度，防

止倒伏现象的出现。

6病虫害防治

玉米病虫害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利于玉米生产持续发展。玉

米常见的病害包括粗缩病及黑粉病等，常见的虫害包括黏虫、蚜

虫及红蜘蛛等。因此，在进行玉米栽培工作时，应切实落实病虫

害防治工作，全面降低病虫害的危害。玉米苗期的虫害一般包括

地下害虫及黏虫等，应第一时间开展防治工作;其病害通常包括

粗缩病以及缺锌症，应借助叶面喷雾进行防治。玉米心叶末期常

常会产生玉米螟等虫害，应在该阶段对玉米螟开展防治，借助

“三指一撮”的手段进行，通过抽雄及剪雄能够有效降低病虫害

的危害，可借助 40%乐果乳油进行防治;该阶段的病害主要是纹

枯病及黑粉病等。玉米进入成熟期后，为避免出现青枯病及早衰

病，应选择抗逆性强的玉米种子，确保其单株营养面积，强化田

间管理工作，对玉米的通风及透光环境进行优化，从而实现玉米

茁壮成长。

综上所述，玉米滴灌种植技术一般借助大垄双行及滴灌方

式等进行，并借助机械化作业，合理施加化学肥料，科学密植，保

证节水及保墒等工作，有着良好的增产增收效果，能够极大地增

强水的利用率，实现机械作业水平的提升，提高玉米质量，达到

科学化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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