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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全国三大粮食作物之一，需要做好种植管理工

作，保障玉米能够顺利地生长。玉米种植包括良种选择、

耕种技术、病虫草鼠害防治、水肥等多项管理，需要处理

好这些关键种植环节，增强玉米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玉

米种植涉及的病虫害问题，需要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以

免对玉米的生长造成影响。

一、玉米种植管理

（一）种子处理

玉米种植前需要对种子进行处理，首先，需要做好选

种工作。玉米种植地点为绥中县，绥中气候属半湿润大陆

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适合玉米生长。选种时，需要选

择抗性较强的品种，使其具有较高的抗倒伏、抗水涝能

力，提高玉米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其次，需要对种植的

发芽率进行测试，保障种植发芽率在 95%以上，这样可以

避免苗期对玉米进行补苗，进而减少工作量。最后，需要

做好玉米拌种工作，采用 50%多菌灵药剂进行搅拌，提高

种子的抗病虫害能力，保障种子的发芽率。

（二）耕地处理

播种前需要对耕地进行处理，首先，需要选择平坦且

肥力较高的土地进行种植，为玉米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使土壤条件满足玉米生长要求。其次，需要做好翻地工

作，使耕地保持疏松的状态，使土壤具有良好的透气性，

这样更加有利于玉米的生长，提高玉米对水肥的吸收效

果，进而提高耕地的质量。最后，需要控制好耕地深度，

耕地深度一般在 20 ～ 25cm，既可以提高土壤透气性，又

能够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对于翻出的碎石、树根

等，需要做好清除工作，避免杂物对玉米生长造成影响。

（三）播种处理

玉米一般采用机械化播种形式，这样可以提高播种的

效率，保障播种过程能够快速完成。在葫芦岛地区，一般

在 4-5 月进行播种，是否播种需要根据气候情况进行，

一般在雨后的 1 ～ 3d内进行播种，这样可以保障土壤具

有良好的湿度，为玉米的发芽提供条件，防止玉米发芽率

受到外界环境影响。为了有效地提高玉米的产量，需要采

用合理地采用密植方式，通常情况下，需要将行距控制在

50 ～ 60cm，株距控制在 30 ～ 40cm，既可以保障玉米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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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又有利于单株玉米对营养的吸收。

（四）水肥管理

为了保障玉米的产量，促进玉米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需要做好水肥管理工作，进而满足玉米的生长所需。玉米

在生长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水分，其中玉米在抽穗期需水量

最多，一旦遇到干旱现象，则需要及时进行水分供应，避

免玉米出现缺水现象，保障玉米能够顺利生长。另外，需

要做好玉米的肥料管理工作，使玉米能够及时得到氮、

磷、钾方面的补充，进而满足玉米对营养物质的需求。施

肥时，肥料与玉米根部需要保持 3 ～ 4cm的距离，这样可

以避免烧苗现象出现，并且保障肥料的吸收效果。

（五）种植行距管理

玉米种植的行距需要进行合理的控制，这决定着玉米

最终的产量。在种植玉米的过程中，要以种植地实际的地

形条件和地质条件作为依据，同时，还要考虑到选择的品

种，来确定恰当的种植行距。设计玉米种植行距要以最大

限度的利用光能，进而提升玉米产量为出发点。具体来

说，对于一些可以进行密植的玉米品种，针对这些品种设

计的种植行距就可以较狭窄，原因在于这些品种本身的根

系较为发达，叶片大多上冲，尤其是在土壤肥力偏高的地

区，进行密植是比较可行的。对于一些不适合密植的普通

的品种而言，在设计种植行距时，就需要与实际生长的需

求相结合，适当加宽行距。

二、种植后的田间管理

（一）苗期管理

在玉米苗期，为了使玉米幼苗能够健康且茁壮的生

长，就需要注重培育玉米的根系，使其能够得到良好的发

育，这能够为玉米最终实现高产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实

现玉米苗期根系的充分发育，就需要运用高效的种植管理

技术，加大田间管理的力度。在玉米幼苗破土时，种植者

要加大预防干旱的力度，保证幼苗期玉米的茁壮生长。在

幼苗出土之后，还要进行间苗与定苗，并保证良好的水肥

管理。

（二）穗期管理

处在抽穗期的玉米苗，其叶片、茎部以及根部都会呈

现出快速生长的趋势，因此，对于营养成分的需求也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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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大，倘若玉米在抽穗期并没有接收到大量的养分，其生

长状况就会不佳，并且这将直接关乎玉米最终的产量。与

此同时，也应当注重合理施用营养成分，保证玉米植株的

生长处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避免出现生长状况过旺的情

况。应当注意的是，在玉米抽穗期进行管理时要保证土壤

内有充足的水分含量，如果水分不足就会对后续开花结粒

期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一定要做好灌溉工作。

（三）开花结粒期管理

当玉米处在开花结粒期时，其叶片和根部已经能够达

到生长的最大限度，这也就意味着该阶段的玉米已经不会

再进行营养性的生长，但是这一时期玉米的生长状况会决

定着玉米的有效穗数、玉米穗粒数以及玉米粒的质量等。

营养成分不充足、种植的行距过窄或过宽、未接受到足够

的光能以及缺乏充足的水分等都会影响到玉米植株的生

长，进而降低最终的产量。所以，应当与实际情况相结

合，进行良好的水肥管理。例如，对于一些叶片颜色呈现

深绿色，长势较好的玉米植株，就应当适当地减少肥料施

用的数量，一些叶片发黄，长势欠佳的植株就要增加肥料

使用的规模。优质的水肥条件能够帮助玉米功能叶片生长

得更加完美，这会显著提升光合作用的质量，进而生成更

多的有机物质，促进玉米健康生长。

三、玉米病虫害防治技术

（一）黑穗病

黑穗病属于真菌担子菌亚门，黑粉菌目，轴黑粉菌

属，丝轴黑粉菌。孢子萌发最适宜温为 26 ～ 30℃，温度

低于 16℃或温度高于 33℃不能萌发。在缺氧时不能萌发。

黑穗病病菌有特别明显的病菌生理分化现象，病菌侵染有

专一性，玉米转化型只侵染玉米植株，高粱侵化的转化型

虽也能侵染玉米，但侵染能力非常弱。病菌以冬孢子的土

壤在或粪肥或依附在种子表层越冬。冬孢子在土壤表层中

能存活 3 年。选择抗病品种，在绥中当地经过多年生产实

践表明与试验，玉米丝黑穗病不表现明显的生理分化。抗

病品种表现较为优良。为合理利用抗病玉米品种，提供了

优秀的条件。病害发生较为严重的地区可以根据当地的气

候条件，合理选用既抗玉米大斑病、玉米小斑病，又玉米

抗丝黑穗病的品种。在病情严重的田块使用抗病品种，当

年即可降低发病率，科学有效地减少危害的效果。在科学

使用抗病的玉米品种中，应科学利用多种抗病原的合理搭

配，防止品种单一带来的其他病菌小种或病害。在生产上

常用的药剂有三唑酮、三唑醇（粉锈宁、百里通）以及烯

唑酮等，根据当地情况用药，分别选用以下列化学药剂进

行种子包衣处理：

（二）大斑病

玉米大斑病引起原因是大斑病凸脐蠕孢、发生在玉米

叶片的病害。主要危害叶片，严重时也危害苞叶与叶鞘，

大部分先从底部叶片开始发生逐步向上发展，严重时能遍

布整个全株，偶发从玉米中上部叶片发病的情况。

玉米大斑病是玉米的常见重要病害之一，分布玉米栽

培种植地区。在病情发生严重年份一般减产 20%，严重年

份时减产 51%以上。玉米大斑病的发生和严重程度受玉米

种子的抗病性、轮作倒插制度、气候温度条件和种植栽培

措施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一般可以采用轮作倒茬种植的方式，抑制玉米大斑病

病菌的生成，使病害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也可以采用化

学药剂进行化学防治，使用 30%苯菌灵 600 倍液进行雾化

喷洒。

（三）青枯病

青枯病一般表现为玉米植株的叶片和茎部在白天呈现

出枯萎的情况，当太阳光消失后，枯萎的情况也会相应的

减弱，感染了青枯病的玉米植株会在短时间内枯萎死亡。

对青枯病进行有效防治最恰当的方法就是在选定玉米品种

之后，对其种子进行处理，具体可以采用拌入药剂的形

式，在种子播种之后，还要对其施用肥料，这能够进一步

提高玉米种子抵抗病虫害侵扰的能力。青枯病的病毒还

会在玉米地的土壤中残留，对土壤中的水分造成破坏，从

而对玉米种子带来再一次的损害。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

生，就要保证农药杀菌工作的常态化，及时消灭土壤中存

在的病菌。

（四）叶斑病

玉米生长期间内发生频率比较高的病害就是叶斑病，

所以，这种病害也是玉米种植者在种植过程中重点防治的

一项内容。通常来说，环境比较阴暗潮湿的情况下更容易

出现叶斑病，玉米植株一旦感染了叶斑病，就会对其叶片

甚至是玉米果实带来较大的损害，从而降低玉米的最终产

量。玉米植株感染叶斑病的初期，其叶片会由于不同程度

的水浸情况而逐渐产生一些颜色变化，甚至是枯萎死亡。

防治叶斑病可以从两方面入手：第一，在选择玉米品种

时，就要仔细的挑选，应当选择一些本身生长情况良好，

并且具备强大的抵御病虫害能力的品种；第二，强化玉米

生长周期中的田间管理，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消灭其生长环

境中存在的病毒和细菌，为其营造一个健康的生长环境。

（五）粗缩病

玉米感染粗缩病的原因基本是由于稻黑条埃索病毒的

存在，而传播这种病毒最主要的媒介就是灰飞虱。玉米在

感染粗缩病之后，通常会经历一段潜伏期再发作，这段潜

伏期大致为 20 ～ 25d。对其进行防治主要可以利用两种方

法：第一，化学防治，在处理种子的环节中就将 10%的吡

虫啉拌入其中，这能够显著提升玉米种子抵抗病毒和细菌

的能力，灰飞虱一般是在玉米的苗期进入繁殖的旺季，在

这时就可以通过喷洒吡蚜酮对其进行防治，并且取得的效

果较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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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蚜虫

蚜虫是玉米常见的虫害，会吸食玉米的汁液，导致叶

片变成黄色，进而使叶片发生枯萎，对玉米的生长造成影

响。蚜虫具有较强的繁殖能力，一般以集群形式进行存

在，一旦对蚜虫防治不及时，将会造成虫害扩散，进而导

致玉米虫害加剧。蚜虫防治方法如下：一方面，可以采用

生物防治，利用蚜虫的天敌对其进行消灭，如瓢虫、赤眼

蜂等。另一方面，可以采用化学方法，使用 10%吡虫啉

4500 倍液进行喷洒，可以有效地对蚜虫进行消灭，对蚜虫

进行有效的防治。

（七）玉米螟

玉米螟对当地玉米的危害较大虫害之一，幼虫对玉米

茎叶进行蚕食，破坏玉米对水分与营养物质的传导和吸

收，影响玉米无法正常生长，严重情况会造成植株死亡，

因此需要重视对玉米螟防治。对待玉米螟同样可以采用绿

色防控方法进行防治，比如赤眼蜂和白僵菌等，可以很好

地控制玉米螟的繁殖扩散，使玉米螟基数和种群数量得到

有效抑制。另外，也可以利用化学方法进行防治，使用氯

虫苯甲酰胺粉剂对玉米进行雾化喷洒，可以很好地杀死玉

米螟幼虫，对玉米螟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八）黏虫

玉米黏虫属于鳞翅目，夜蛾科，也称为行军虫，是对

玉米危害较大一种害虫，虫龄发育到 3 龄就会食量暴增，

对玉米危害非常大，控制不好会造成非常严重减产甚至大

面积绝收。

黏虫长度为 1.5 ～ 1.7cm，翅膀展开 3.6 ～ 4cm。虫体

头部与胸背部呈灰褐色，腹部呈现暗褐色。外翅呈现灰黄

褐色、黄色或橙色，变化多样；内横线往只多个黑点，环

纹和肾纹褐黄色，界限不是十分显著，肾纹末端有白点，

两边各有一个黑点；外横线有一列黑点；缘线有一排黑

点。尾翅暗褐色，色渐淡。卵长约 0.05cm，半球形，开

始白色慢慢变成黄色，有显著光泽。卵粒一层排列成行成

块。老熟幼虫体长 3.8cm。头显著红褐色，头盖有网纹，

头额扁，两边有显著褐色粗纵纹，呈现八字形，外侧呈现

褐色网纹。体色由浅绿至黑色，变化非常大（经常因食物

和周围环境不同而有很大变化）；在种群数量密度大时背

部常呈现深黑色，腹面浅污色，后背中线白色。蛹长约

1.9cm ；深红褐色；腹部 7 节背面前缘，各有一排齿状点

刻；臀棘有 4 根，中间 2 根粗大，两边的细短刺略显弯曲。

玉米黏虫以幼虫食玉米叶片为主，发生严重发生时，

快速吃光所有叶片，造成减产或者绝收。为害时主要以老

熟幼虫咬食叶片。1 ～ 2 龄幼虫取食玉米叶片造成排状孔

洞，3 龄以上老熟幼虫为害叶片后，呈现不规则的缺刻，

暴食期时，可吃光叶片与主茎。严重发生时将玉米所有叶

片吃光，只剩叶脉，造成严重，甚至绝收。地势低、玉米

种植期较晚、杂草多的地块受害最重。

对成黏虫防治，要利用夜蛾科成虫有趋光、趋化性，

采用糖醋合液、蛾类性诱捕器、太阳能杀虫灯等绿色防治

技术降低虫量，减少成虫繁殖数量，减少田间虫口密度。

幼虫的防治最佳时间，全县大部分地区为 8 月上中旬，防

治对象田为中晚熟玉米田，防治指标为玉米田虫口密度百

株 30 头以上。40%高效氯氢聚酯乳油 70 ～ 80g或 25%灭

幼脲悬浮剂 600 ～ 1200 倍液，对水 50kg左右均匀喷雾

（九）棉铃虫

棉铃虫，夜蛾科。棉铃虫的防治要强化早发现早防

治，从农业生产的机构整体合理轮作倒插，使用抗虫品

种，改进栽培技术，降低棉铃虫发生基数。采用绿色防

控、诱杀成虫等无公害防治措施，减少虫口密度。针对主

要为害时期，选用高效低毒农药，以卵期和初龄幼虫阶段

为防治重要时期，综合防治，科学用药。

化学防治：防治参考指标。为百株或 10 头幼虫。但结

合到不同的生长情况，结合当地情况进一步优化。药剂防

治时期在卵或初孵幼虫盛期。可以进行化学喷雾防治时，

还要针对不同虫期的为害特点，采用对应的喷雾方法。可

以避免或延缓抗药性的产生，多种药剂交替与轮换施用。

（十）草地贪夜蛾

草地贪夜蛾是夜蛾科夜蛾属的一种玉米害虫。成虫

在夜间可以长距离迁飞，一次产卵约 100 多粒，卵的发

育阶段可以在 26℃的温度下发育 3d。孵化出的幼虫，静

置 10h。幼虫喜食玉米新叶，它们特殊的习惯与采食，一

般会一个幼虫寻找一片玉米新叶。幼虫时期皮肤颜色变

换 7 次，在成虫期前离开墨囊，穿过 0.5cm的土壤表层，

在它们蛹化后。蛹阶段在一年中温度较高的时期持续约

10 ～ 12d。成虫的寿命约为 12d左右，该有害生物的一生

周期仅为 30d。在玉米上，5%种苗以上断茎，20%幼小植

株中上部上叶片受害，就需要化学防治。

多种寄生蜂可寄生草地贪夜蛾幼虫，其他许多捕食性

天敌也可以防治。表明生物防治是可以使用。幼虫的自然

寄生率一般很高可以达到 50%以上，大多数被蜂寄生。

15%以上可被病菌原致死。

总之，为了使玉米具有良好的产量，需要严格地进行

种植管理，保障玉米能够顺利地进行生长，并且满足玉米

生长的营养需求，为玉米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玉米种植

过程中，需要对病虫害进行防治，降低病虫害对玉米生长

的影响，进而提高病虫害防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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