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我国主要的经济作物，玉米的产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
国的农业经济的发展。为促进提高玉米的产量和效益，改善我国
农村的农作生产现状，必须加速新技术的探索与研究。近年来，
水肥一体化技术在部分地区得到了应用和实行。这种新型的农业
技术，不仅能够实现农民增收、作物增产，还能保护环境、实现
资源的高效利用，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一、玉米栽培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应用现状
水肥一体化技术是近年来被大力推广的一项集施肥和浇灌于

一体的作物培育技术。是借助压力系统（或地形自然落差）将可
溶性固体或液体肥料配兑成水肥，按土壤养分含量和作物的需肥
规律、特点，通过可控管道系统均匀、定时、定量地向作物根系
生长区域输送。

当前，很多农村地区都积极地进行着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实践
工作。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是因为各方面的因素出现的多种问
题。首先，受传统的农业种植观念的影响，很多农民对于一体化
设备的接受能力不强，认为小水流浇灌效果差，仍然习惯性地进
行漫灌施肥，使土地板结，利用机械装置切碎板结后，再进行漫
灌的一系列操作。习惯性的不良操作使得土壤透气性差、作物生
长环境不佳，最终导致产量和收益上的问题。其次，很多地区的
生产安排非常不科学，很多生产者不能及时按照玉米的生长发育
规律进行合理地工作设置，导致玉米发育情况不佳。且对于一体
化装置的维修管理不重视，致使残渣阻塞，影响施肥和浇灌的周
期，大大降低了装置的利用率，影响了应用效果。

二、实验与效果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应用效果，总结出最适宜

玉米生长的灌溉周期和施肥量，特在山东省阳谷县进行了相关实
验，并对实验结果进行了记录与分析，为本地区的玉米培育提供
了参考依据。

（一）实验基本情况
1.实验准备。首先，在耕地的选择上，阳谷县全境土地平

坦、地质丰厚、水资源充足，适宜作物生长。平稳的地势保证了
水压的平衡，使得一体化装置灌溉均匀，避免水量分布不平衡。
其次，实验作物选用了郑原玉 8，由河南金苑种业有限公司出
品，该品种株型紧凑，经国家审定更适宜在黄淮海夏玉米区山东
省培育种植。最后，在肥料上，选择了由金正大生态公司生产的
水溶肥进行实施。

2.操作设计。实验设置了 3 种处理方式，各处理方式施肥
量、施肥品牌、单次浇灌水量均一致，具体处理措施和方法如
下：处理一：水肥一体化喷灌方式，正常施肥灌溉；处理二：水
肥一体化喷灌方式，在灌浆期增加一次灌水，其他操作较处理一
一致；处理三：清水滴灌加人工施肥，其他操作较处理一一致。
各试验点均采用相同的设施采水、拌肥，均相隔三个单位保护
行，以免土地之间窜肥导致实验数据不准确，对实验结果造成不
良影响。

3.田间管理。前期种植之前完成了整地、锄草的工作，以免
因土壤透气性不佳和蓬松度不良带来的作物营养不均等问题。整
片土地的水肥工作结束后，进行了机器垄地、覆膜、播种工作，
行距和株距约为 38cm，保证作物的合理生长。发育期分别喷洒一
次除草剂和一次杀虫剂，保障植株的安全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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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观察记录。除了对于作物水肥工作的记录，还实时记录了
作物长势、发育动态、各种可能影响数据结果的操作。植株成熟
后，对比各处理中玉米的生长表现，通过分层取样法得出了各个
组别玉米发育的最终结果，分别为：处理一：株高、单株粒数、
粒重、每亩实际产量约为 255.1cm、569 粒、158.9g、609.7kg ；处
理二：株高、单株粒数、粒重、每亩实际产量约为 270.2cm、587
粒、179.3g、629.4kg ；处理三株高、单株粒数、粒重、每亩实际
产量约为：231.7cm、511 粒、139.5g、591.2kg。

（二）结果分析
通过观察记录的数据可以分析得出，处理二下的玉米生长

状态最好，株高、单株粒数、粒重、每亩实际产量纷纷较其他各
组别的数据均有显著优势。而处理一和处理三对结果比也达到了
极显著的水平。处理二采用在玉米的灌浆期此类需要灌溉的时期
进行关键性的灌溉，因此优化了作物的生长状况，从而提高了产
量。而处理一和处理二的对比下，也不难发现人工水肥工作的
劣势和水肥一体化装置的优点。因此，在玉米的培育工作中，我
们需要重视在生长发育的关键节点例如：小喇叭口期、大喇叭
口期、灌浆期等阶段的浇灌工作，完善这类时期的浇灌工作，作
物就能够充分地汲取营养、进行光合作用，生成叶片饱满、穗粒
充足的植株。同时，要注意浇灌方式的采用，传统模式下的人工
操作不仅费时费力，并且不能收效良好的产量，无疑是一种资源
上的浪费。利用水肥一体化装置，不仅能够节约水资源，更能够
提高肥料的利用率。水肥一体化中使用的有机肥有利于促进土壤
团粒结构的形成，协调土壤中空气和水的比值，从而提高土壤保
水、保温、透气、保肥的能力。

三、针对在玉米栽培中应用水肥一体化的建议
（一）应用策略
在玉米培育工作中应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最重要的一点是摒

弃传统低效率的灌溉法则，清楚了解水肥一体化的技术优势，对
于技术不通的农村地区提供技术支持和答疑服务，从根本上改变
根深蒂固在农民心中大水漫灌的观念，推行高效的一体化灌溉工
作。

清楚了解了水肥一体化的利用价值后，要注意在实际操作中
利用水肥一体化的几个技术要点。首先是肥料的配置工作。在选
好肥料以后，一定要注意肥料的特性。注意配制时与其他试液产
生反应，导致沉淀，过度的沉淀不仅会降低肥液浓度，影响施肥
效果，还会阻塞胶管，使设备运转异常，久而久之影响一体化装
置的使用寿命。其次，是水量和肥料的用量。用量过多也会影响
灌溉效果，对植株生长有害，同时影响土壤环境，造成资源浪费
和污染。适当利用智能化机器设备作为辅助，利用数据终端对于
灌溉量和作物生长程度进行分析，推算出合理地水肥量和灌溉深
度。同时，注意肥料浓度对于作物的影响，不同的地区需要根据
实际情况做出合理地安排，肥料浓度不宜过高，以免造成植物根
茎部腐烂和软化的现象。最后，要注意装置的铺设和维护工作。
一体化装置的排布和铺设也是影响浇灌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应
该注意铺设的间隔和均匀程度，以免出现水管水压不一致，积水
情况的发生。并且，日常的维护工作也不能忽视。肥料的沉淀和
日常的使用，都可能造成水管装置的损坏，若不及时清理和维
护。则会使得设备异常，无法有效地完成对于玉米的灌溉。在日



常的使用中也要注意选择对于设备伤害性的肥料来输送，避免对
于一体化设备的腐坏。

（二）推广策略
首先，加大对水肥一体化的宣传力度。针对农村这样一个

特殊的群体，要实际考虑到他们的文化背景、接纳程度，采取最
利于传播的方式进行推广。这些地区的农民普遍对于科技知识接
触的不多，如果开展专业化的宣讲则会事倍功半，不仅不能让农
户了解到水肥一体化的优势，甚至会造成群体排斥，导致农户拒
绝接受一体化技术。实际操作中，相关推广人员应该积极地深入
田野，开展调研工作，对于农户最常使用的媒介平台多做了解，
采取最恰当的手段进行宣传。其次，推进玉米种植业水肥一体化
的技术研究。虽然就当前形势看，水肥一体化已经可以明显提高
玉米的产量和质量，但科学研究没有终点。根据各地区的地质环
境、水资源、气候条件等因素，水肥一体化也应该进行差异化的
分析。笼统化的推广会招致盲目引进，由于没有及时了解对于土
壤、气候、水资源等因素的差异化分析，农户在实际工作中极易
出现操作失误，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也给水肥一体化的推
广工作带来一定的阻碍。最后，出于自身的公信力，政府部门出
面进行号召会增加农户的响应程度。在玉米种植新技术推广过程
中，政府部门还要做好对农户的指导工作，专业的技术推广人员
也要深入到当地去进行考察。政府应该组织包括：农业、农业传
播、化学专业的技术人员成立新技术推广队伍，分析当地一体化
技术实行的可行性，针对不同经济状况，不同地质的农户给出最
合适的方案，对于肥料的选择和配置给予专业性的意见。同时，
对于仅靠务农获得收入的贫困户给予资金、政策上的支持，根据
各农户的实际情况给予不同限度地补贴。此外，还应该注意进行
招商等其他形式的资金引进，引领农户走上致富道路。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玉米种植工作，如果没有先进的技术指导作

为辅助，势必会影响产量和最终的收益。在使用水肥一体化装置
对于玉米培育进行优化和改良时，应该多注意用量控制、肥液浓
度处理、灌溉时间等重要因素。同时，政府部门应该大力落实一
体化装置在农村的普及、宣传和政策支持工作，相关人员也应该
推进实验研究来改进操作技术，进一步为农业的稳定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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