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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研究大棚中早熟鲜食糯玉米——西蓝花高

效栽培模式，因此上茬种植糯玉米，下茬种植西蓝花，

此类种植模式具有一定优势，让两种农作物均达到了高

产的目标，并且此类种植模式与传统模式相比较整体效

果较好，还满足了省工节本的需求，最终让农户有更好

的收成，保证了种植工作的有效性。早熟鲜食糯玉米株

型较为紧凑，果实整体形成锥形，并且果粒颜色紫白相

间，其中穗轴呈现出白色状。植株的高度在 212cm左

右，穗的高度可以达到 97cm，穗长最终可以达到 20cm

左右。将其与西蓝花按照上下茬的顺序进行种植，能够

有效提高两种作物的产量。

一、糯玉米简述

我国糯玉米在种植过程中整体起步较晚，但是发展

速度较快。在二十多年的努力下，我国的糯玉米种植工

作成绩较为理想，同时也培育出了较多的优秀品种。当

前我国糯玉米种植过程中会出现大小斑病，经过技术人

员的研究，此类病症已经可以大幅度控制，同时糯玉米

在种植过程中的口感逐渐优化。糯玉米也可以被称之为

粘玉米，具有营养价值，因此备受大众的喜爱，整体也

具有一定加工价值，可以速冻还可以制作成为罐头，储

存较为便利，所以产品也呈现出了供不应求的状态。

在糯玉米乳熟期，不仅味香甜美，植物糖的含量较

大，与传统玉米相比较整体差距较大，当前我国人民生

活水平逐渐提升，所以此类玉米也备受人们的青睐。在

种植过程中也需要选择较为早熟的品种进行种植，同时

在耕地方面需要精细化管理，播种的同时还需选择合理

的技术对其进行支持，才可确保此项工作满足实际种植

需求。一般情况下玉米会在每年的六七月份上市，此时

整体销售价格较高，也是需求量最大的时候。所以糯玉

米的种植结构需要得到优化调整，并且在种植过程中还

应该不断优化管理工作，针对种植实际情况，选择多元

化的种植结构进行种植工作，以此合理利用自然优势，

确保土地的产出率，并且还应该保证种植人员的收益，

确保农户种植工作可以满足实际需求，还需对后续的种

植管理工作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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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糯玉米种植技术

糯玉米在栽培过程需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品种

的合理选择，尽量选择早熟糯玉米品种，在当地种植容

易形成高产趋势，并且符合当地的种植要求，整体基因

较好。此类型的糯玉米可以在每年的 4月进行种植，在

种植的过程中还需让间距保持在 30cm左右，每亩地对于

糯玉米可以种植 4000 株左右，糯玉米的成熟期一般会在

7月下旬。

实际上品种糯玉米与普通玉米之间差距较大，因其

属于基因突变，所以糯玉米的转基因具有一定特点，属

于特殊类别，并且在生长的过程还会被隐性基因所控

制，所以相比较传统玉米而言，二者之间的效果不尽相

同，应用价值也不相同，所以在种植方面跟普通玉米相

比较具有一定特殊性。

（一）选地灭茬

在选地工作中，需要满足地势的平坦需求，还需要

确保土层的厚度，并且保证灌排工作的便捷性，以此满

足肥力的支持，同时地块还需要保证有机物质的含量。

如果在种植地有普通玉米的种植工作，相关种植人员需

要在 350m开外进行糯玉米的种植，在播种过程中也应该

错开播种，尽可能前后间隔一个月。主要目的是为了远

离普通玉米的花粉，普通玉米的花粉影响糯玉米的甜度

和糯性。在种植过程中上茬种植工作结束后，需要进行

深耕灭茬工作，将前一次种植工作中遗留下的问题进行

整合。同时在起垄过程中尽可能选择耙细耢平伏的方式

进行起垄，保证蓄水保墒。在地块选择结束后需要先向

地块中施入优质的农家肥料，确保基肥的含量，以此达

到培育壮苗的目的。在实际的春季播种之前，相关种植

人员需要对地块进行灌水，尽可能灌透。

（二）品种的选择

相关种植人员首先要做好选种工作，质量高的种子

能直接降低病虫害发生的概率，同时提高整体高产力

度。好的种子能提高自身抗病性，从根本上解决水稻种

植问题。

在种植前一定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种子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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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在确保满足当地种植条件的基础之上选择优质品

种，一般选择耐性较强的种子进行种植。如果长期进行

一种种子的种植，会增加病虫害发生的概率。为了防止

病虫害的发生，应保持长期进行品种替换工作，确保品

种多样性，相关种植人员筛选品种，不断储备抗病品种。

病虫害是降低种子高产的主要原因之一，基于此在

同一个地区内不适合常年种植同一个品种，这样会提高

种子患病的概率，根据品种选择定期轮作，轮作过程中

也应区分品种，尤其在抗性问题上要不断替换，这是延

缓病虫害对种子抗性的一种方式。

（三）隔离种植

糯玉米在种植的过程中需要设置隔离带，隔离带的

设置工作需要结合种植地的实际情况合理进行选择，但

是在一般情况下隔离带需要设置 200m。隔离带也可以设

置成为高杆作物或者说是屏障类别隔离带。需要设置隔

离带的时间尽量选择在种植之后的半个月左右，避免花

粉之间的互相传递影响整体种植效果。

（四）整地工作

对于农作物种植工作而言，想要提高产量不仅要在

选种方面下足功夫还需对种植地进行调整，整地工作的

主要目的就是不断提升农作物的种植效果，促进农作物

的苗生长，让其在最短的时间内出苗，出苗率达到最高

的效果，并且整地工作还能进行壮苗工作，确保每株苗

生长均匀，在此基础之上达到相应的要求。

（五）合理施肥

糯玉米的种植工作需要加强施肥工作的支持，在进

行施肥过程中，相关种植人员需要结合糯玉米的生长情

况合理进行调控，一般情况下糯玉米会选择施用优质的

农家肥，能够促进糯玉米的增长速度。在施肥过程中还

需加强肥料的用量，每亩地选择三元复合肥，每亩地施

肥大概 50㎏，在施肥的过程中为了提高生长速度，选择

与基肥混合。

糯玉米在种植的过程中，后期追肥工作尽量选择速

效肥，通过速效肥的支持，提高玉米增长的速度，速效

肥可以选择粪肥化肥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施肥工作，此两

类化肥之间的结合能够快速提升种植效果。

定苗工作需要结合种植效果合理进行分析，一般情

况下定苗工作应该在五叶之后进行，并且定苗结束之后

还需向其内部施入尿素，不断促进根系的发展，让其在

土壤中留下大部分的根系。

后期如果糯玉米出现了颗粒，可以继续适量的追

肥，在此过程中追肥工作应该选择粒肥，在灌浆前期进

行施肥工作，此次追肥工作主要原因是提高种植的结实

度，让其颗粒能够饱满，并且还能增加产量。

（六）病虫害的防治

对于农作物而言，病虫害的防治能够提高整体产

量，使糯玉米达到高产的效果，在此过程中，糯玉米的

病虫害防治工作需要在两个时期进行防治，一个时期是

苗期，另一个时期是穗期。主要防治措施如下：

首先在播种之前需要先使用辛硫磷溶液进行种子的

浸泡，从根本上解决病虫害发生的概率，在此过程中还

需不断加强种子的生长能力，通过此溶液的浸泡之后，

种子可以降低蝼蛄的侵袭，尤其是地下害虫，有较强的

防治效果。其次因其糯玉米的种植工作较为特殊，自身

又属于转基因品种，所以在种植的过程中需要防治病虫

害类别较多，为了提高防治的质量，整体防治工作需要

以生物防治为主、

（七）采收

糯玉米的采收工作与普通玉米的采收工作较为不

同，比如说：糯玉米最合理的采收时期是成熟初期。对

于糯玉米而言，如果采收的时期过早，颗粒感较低，并

且整体成熟度较低；如果在采收的过程中，采收时期选

择过晚，会严重影响到糯玉米的口感，会使其口感变得

过于差，所以糯玉米的采收工作应该选择在颗粒挤破外

皮期间进行采收，此时是最合适的采收时期，也是保证

糯玉米质量的时期。

二、下茬西蓝花的栽培

（一）整地施肥育苗

在下茬进行西蓝花种植工作之前需要先将种植地进

行合理规划，提高种植工作的质量，首先需要对下茬的

杂草进行处理，确保杂草不能吸收种植农作物的养分，

清理完杂草之后选择耕地，耕地结束之后可以在地表进

行施肥工作。第一次施肥选择基肥，以有机肥为主，结

合实际情况适当施用化肥。第二次施肥主要目的是为了

给其补充营养成分，所以在肥料选择方面尽可能选择氮

肥，还需结合磷肥钾肥的支持，定果后施入。第三次施

肥工作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增长速度，所以选择速效磷

肥和钾肥，结合少量的氮肥进行施肥，以此促进整体生

长。在此过程中还能为上层农作物提供有力支持，在施

肥过程中相关种植人员可以选择添加尿素用来为农作物

提供钙。整体育苗时间应该选择在七月上旬。在品种的

选择方面，相关种植人员应该选择适合当地气候和条件

的种子，在此过程中优质的品种还可以对抗病虫害的

侵袭。

（二）定植

在鲜食糯玉米收获后，开始种植西蓝花。前期需要

进行耕翻晒垡操作，此项工作环节需要控制在 15d左右。 

并且结合种植情况还需在土壤内部施入腐熟优质的有机

肥，大概每亩地在 3000～3500kg，其中硼肥施入 0.5kg。 

在施肥工作结束后，土壤需要形成 25 ～ 30cm的高畦。 

其中宽度需要满足 2.5m，畦的高度需要控制 0.2m。其

中定植操作尽可能选择下午傍晚或者阴天时进行，定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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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度要结合品种进行选择。在定植结束后需要补充水

分，保证土壤的湿润度，从而满足活棵需求。 活棵后中

耕除草要进行 1～ 2次。

（三）水肥管理

在水肥管理工作过程中，应结合种植地及周围环境

的实际情况合理调控。西蓝花种植前期，主要针对底肥

提出要求，在进行底肥施肥工作时，相关操作人员需要

确保底肥的充足，后续还需追肥工作的支持，追肥要以

种植效果形成比例，如果种植效果较好可以减少追肥力

度，如果种植效果未达到标准，则需按照种植需求加大

追肥力度。为了促进西蓝花的高效生长，相关种植人员

还需要根据种植的不同阶段进行为其提供充分的水源支

持，水源灌溉工作需要结合种植地实际情况进行，以此

才可确保灌溉工作科学合理性。同时施肥工作还应该结

合实际品种，但一般情况下，种植工作要以有机肥为

主，结合实际情况添加化肥进行，因此化肥在施工工作

中属于辅助肥料，其中施肥的量要结合种植效果而定。

其中种植人员需要高度重视大的是氮肥的使用量，氮肥

使用过多可能导致其他问题出现。尤其针对生长后期，

此类现象过于严重，所以氮肥的控制需要得到充分重视。

（四）病虫害的防治

在种植过程中，采取病虫害防治技术提高产量，确

保种植质量，同时也需种植人员加强监管，提高管理效

率和质量。首先，种植人员应用科学技术，对病虫害的

传播进行分析，提高检测范围，在此基础之上对经验

进行总结，采取适合的防治技术应用，防治病虫害的侵

扰，提高种植效率。通过监视工作还能掌握动态数据，

尤其是病虫的动态。以此完善监测体系，创新手段，构

建网络体系，使其对病虫害问题有效管控，并且让数据

作为支撑，提高管制效果。结合西蓝花属性，对威胁性

质进行分析，后期采用人工对病虫害进行干预。除此之

外，还需对农作物进行了解，做好监测工作，预防病虫

害，降低病虫防治的难度，提升此项工作的效率。西蓝

花的病虫害防治工作难度较低，在种植期间进行防治即

可，尤其是在幼苗时期，需要加强病虫害的防治力度，

此过程是西蓝花最容易被病虫侵袭的时期，幼苗期相关

种植人员可以选择高锰酸钾溶液进行喷施，每亩地用量

大概在 20g左右。

在西蓝花生长过程中，合理的防治技术对后期正常

生长具有重要作用。化学防治技术主要是药剂的使用，

并且此类防治技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长时间的经验表

明，化学病虫害防治技术对于短期的病虫害防治工作效

果俱佳，但是长期会对土壤环境造成污染，因此种植人

员在种植过程中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应用化学药剂，并且

采取合理的控制手段进行工作，降低环境污染，结合实

际情况，合理对药剂进行调控。

（五）因时制宜，及时采收

采收工作需要结合品种特性，和市场情况适当对西

蓝花的规格进行控制，达到一定标准后可以开启采收工

作。如果需要小花球，小花球，小花球的直径规格需要

控制在 12～ 14cm，并且每个球的重量在 300g 左右。对

于大花球来说每一个重量需要保持在 0.5kg左右，最大需

要控制 600g 左右。 西蓝花需要保持翠绿色，每个颜色要

一致不能出现异色花蕾。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作物种植过程中难免会受到病虫害的

干扰，为了提高农作物的产量，相关种植人员需要结合

种植地的实际情况对农作物进行分析，结合自身种植经

验，合理选择病虫害防治技术，让其为种植工作提供有

力支撑，基于此还应该应用高产技术。因此在整个种植

模式中，应该将其与普通玉米的种植工作相区分，所以

在种植的过程中，相关种植人员应该加强种植管理工

作，而西蓝花的种植工作难度较低，做好田间管理工作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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