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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玉米产业发展链的循环往复，我国绝大多数农

户在玉米种植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也被逐渐披露

出来，特别是对于种植各个环节中机械化技术的推广与

应用，仍然处于落后水平。因此，为了提升玉米的亩产

量和质量保证玉米种植过程中的机械化水平，并促进广

大农民朋友生产效益的全面提升，就要求各地区能够逐

步实现对玉米种植农艺与机械技术的贯彻落实。

一、玉米机械化耕整地技术的应用分析

（一）玉米耕地地块的选择

要想进一步提升玉米作物的经济产值，就要求种植

人员能够瞄准以下几个特征：土壤肥沃、地面平坦、排

灌便利且没有污染。同时，为了保证玉米在生长过程中

能够拥有充足的养分，就需要选择耕层相对而言较为深

厚的区域；为了保证后续收获过程方便，适合大型联合

收获机的参与，那么就需选择集中连片的区域。

（二）玉米整地机械的选择

第一，在选择玉米种植的整地机械时，种植人员需

对玉米种植的实际状况进行综合考虑，通过对其自身具

体生长特性、当地土壤地势的基本属性以及边坡的内部

构造等统一分析归纳，从而保证翻地作业、联合整耕地

作业、深松作业等能够切合行业内部的相关标准，有利

于后期玉米的正常播种；第二，玉米种植户在进行耕整

地机械化技术作业时，需严格按照我国相应的农业技术

要求来进行，并以此来确保玉米种植各个环节流程的规

范性和系统性。第三，在选择机械设备时应参考玉米的

生长特点和机械播种的相关技术要求，目前多以耕深比

较深的中大型动力机械、复式耕作机械为主，但在选择

时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动力耙机械也是可使用的设

备之一。从国内外玉米种植的经验来看，在玉米耕深的

土壤应在 20 ～ 35cm以上，深施底肥、去除杂草还田

等都要一次性完成。想要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可

将秋耕改为春耕，具有保水、保土以及保肥的功能。如

果在种植玉米之前，该片区土壤曾用作种植马铃薯以及

其他作物，则需要对裸露地块进行保护，多采用种植小

麦、覆盖秸秆等生物保护法，来年开春地表解冻 10cm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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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玉米机械化播种技术的应用分析

（一）玉米品种的选择

其一，玉米种植户需对当地的土壤情况进行勘测调

查，对于土壤肥沃且排灌方便的地区，可选择生长期相

对而言较长的地区，而对于土壤较为贫瘠且并不方便灌

溉的地区，则需优先选择抗旱能力强、生育期较短并且

耐贫瘠的品种；其二，玉米种植户需对玉米种植地区的

周边环境气候进行综合考虑。一般来说，对于风力较大

的区域，可优先种植植株矮壮并且抗倒伏能力强的品

种，而对于风力较小的地区，则可选择与前者相反，并

且适合密植的品种。

（二）玉米播种机械的选择

一般来说，为了更好地降低种植户的投资成本，提

升玉米种植的经济效益，在玉米播种机的选择问题，更

加推荐种植户能够选用已经被列入国家和省内有关部门

所支持推广的玉米免耕播种机品牌，此类机械不但安全

性能较高，而且国家还为其提供了适当的购置补贴。此

外，对于玉米种植规模及耕地面积较大的区域，种植户

需选择具有较大牵引力（大于 60马力，即 44.13kw以

上）的玉米精量播种设备，且拖拉机能够悬挂四行以上

气吸式或指夹式玉米精量播种机，这种播种机械不但能

够满足单粒精播的相关要去，同时也更加省时省力，种

植户在对其进行田间管理时不用间苗。

（三）玉米播种深度与播种密度的把控

种植户必须通过对玉米品种属性的分析，来总结出

玉米种植的密度特点，并在对玉米播种地区土壤中含沙

量进行严格检测的基础上，定出科学合理的播种深度范

围。种植户在实施播种作业时，还需保证播种行距、株

距的一致，一般来说，机械种植行距约为 50 ～ 70cm，

株距为 15～ 20cm。

（四）播种行距

在将农艺和农机进行配合的过程中，玉米播种行距

是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如果行距比较近，土壤中

营养物质就会被过度消耗，增加施肥量、浇水量，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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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部分作物营养不良的情况；如果行距过大，没有达

到单位面积内玉米的种植数量，则会造成大量的土地资

源浪费。对美国、俄罗斯、巴西等玉米种植经验比较丰

富的国家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得出结论，玉米播种的行距

控制在 55 ～ 75cm左右即可，当玉米出苗之后，能够给

拖拉机行驶预留出足够的宽度，以免受到轮胎碾压或设

备的影响，有助于提升整体的工作效率。

三、玉米机械化田间管理技术的应用分析

（一）玉米需实现机械化中耕，保证玉米根系的正

常发育

一方面，在对耕地进行中耕操作时，需重视对玉米

幼苗的保护。如果玉米幼苗的植株较小，那么在对其进

行中耕时，极大可能会因为机械结构较大而对幼苗造成

不可挽回的损伤，并降低玉米产量。其次，在中耕追

肥的过程中，种植户需着重关注对玉米翻耕与施肥的深

度，如果玉米植株正处于生长初期，那么其根系并不发

达，翻耕与施肥时则需降低深度，而如果玉米植株整体

而言较为粗壮，那么则增加深度；另一方面，在利用中

耕机进行松土时，种植户则需依照不同的作业要求来选

用适当的中耕机。例如，除草铲适用于除草作业，因此

尽管其碎土能力较差，但除草能力却相对较强；而大雨

过后或灌溉后松土铲则适用于对玉米植株行间进行深松

土壤，这种松土模式并不需要对玉米耕地之中的土层进

行大规模翻动，仅需依靠增加作业深度，就能够提升玉

米耕地的蓄水能力，同时，也能够更好四实现玉米植株

的根系生长。

（二）玉米种植需实现机械化追肥，底肥施用到

位，保证玉米正常生长

在对玉米进行机械化追肥的过程中，不但能够降低

种植户对于化肥的使用成本，满足精量用肥的相关要

求，而且能够增强种植户的施肥效率，在进一步降低施

肥工作强度的同时，实现对于施肥量的精确控制。因

此，这就要求种植户必须在施肥过程中，秉承着“因地

制宜，因材施肥”的相关原则，对于较为强壮有力植

株，减小施肥的数量；而对于较为瘦弱的植株，则需增

加施肥的强度。根据测土配方进行施肥，将“缺什么就

补什么”落实到位，在耕整地时，要底肥的使用需要

根据玉米产量计划、土壤肥料等进行决定。如果是一

般产量，或是对产量没有特殊要求的，每亩施纯氮肥

10 ～ 15kg，五氧化二磷 6 ～ 9kg，氧化钾 8 ～ 10kg，

磷肥、钾肥等全部基施，氮肥可以分期施；必要的情况

下，在使用玉米专用长效施肥时，可提前施一次底肥。

玉米苗期的施肥环节，拔节期每亩追加氮肥 6～ 8kg，大

喇叭期每亩追加纯氮肥 11～ 15kg，施肥完成之后将土壤

覆盖好玉米根系，施肥之后压好地膜破口。

（三）对于玉米种植过程中的病虫害风险，需实现

机械化防治

我国常见的玉米病虫害风险主要为玉米钻心虫、蚜

虫、飞蛳等，其中，蜗牛作为最严重的病虫害，不但能

够造成玉米的大规模减产也影响玉米质量同时也削弱了

广大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因此，就要求其能够全面实现

机械化防治。其一，正所谓防胜于治，最为有效的方法

就是在玉米种植的初期，优先选用抗虫种子。其二，针

对已经出现病虫害的玉米植株及耕地，则要求以绿色防

控技术手段为锚点，以加强病虫害治理为目标，加强对

菊酯类农药和内吸类农药的运用，其混用剂量配比应保

持在 1 ∶（3000 ～ 4000）倍。其三，还可选用农用小

型飞机喷洒，在此过程中需加大药量，通常情况下为

1500 ～ 2000 倍。同时，各种植户必须注意，为了响应绿

色环保的相关政策，在玉米种植过程中，往往倾向于生

物防控手段，故而需严格控制农药残留。

（四）机械化杂草防治

在播种后可以使用草甘膦进行封闭处理，如果玉米

作物周围生长过多杂草，将会吸收大量养分，造成玉米

的营养不良，影响收成。在使用除草剂时，根据生产厂

家的提供量为主，目前机载式植保机械 3880A型和 3840

型喷杆式喷雾机的应用十分普遍。拖拉机轮胎的宽窄需

要根据玉米种植行距来决定，除草剂的用量要根据土壤

含水量决定，含水量越低，除草剂用量就要越大。

四、玉米机械化灌溉技术的应用分析

较为常用的机械化灌溉技术主要有两种，一是指针

式移动喷灌机，二是固定式滴灌及膜下滴灌方式。相对

而言，前者更加适合为玉米植株进行降温处理，且由于

其机械内部构造的原因，这种灌溉方式并不能够实现良

好的节水效果。而后者虽然只适用于玉米幼苗等低矮植

株，但是滴灌方式本身就比喷灌技术更加节水，同时也

能够更好地实现增产效果。

在机械化灌溉实施时期的选择上，种植户可紧抓以

下五个关键时间段：一是在玉米播种后对土壤进行及时

灌水，二是在春玉米发育成长的幼苗期对其进行灌水，

三是在玉米拔节孕穗期进行灌水，四是在抽穗开花期进

行灌水，五是成熟期灌水。五个灌水环节，灌水量不宜

过大，灌后 10h左右田地没有明水。

五、玉米机械化收获技术的应用分析

现阶段，我国常用的玉米收获机主要有自走式和背

负式两种。前者是我国比较常见的收割机械，它不但作

业效果佳，执行作业流程的内部结构较为紧凑，整机工

作的效率较高，而且对于种植户的操作要求相对较低。

而与之相比，背负式收获机的价格较低，但同时，由于

该收获机在使用的过程中对拖拉机的要求较高，动力为

50 ～ 90 马力（36.78 ～ 66.2kw），因此工作效率也明显

低于自走式。所以，这种收获机的使用对象为种植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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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的玉米种植户。

（一）收获机械选择

玉米收获机主要有自走式玉米联合收获机，工作效

率比较高，在收获过程中具有很高的耐久度，不易损

坏，维修方式简单，对技术没有抬高要求，用途单一是

为数不多的缺点之一。通常来说七行收获机能够实现无

行距收获，而三行收获机必须对行收获，对于农村居民

而言，在购买过程中应以玉米播种行距来决定收获机的

类型，通常在 55cm左右，以免购买完之后不能使用。自

走式联合收获机能够适应不同的地形，转弯灵活，具有

很强的动力，功能十分多样，比如摘穗、输送、清选、

回收、秸秆风水、剥皮等。

（二）背负式玉米联合收获机

该类型的收获机一般都和拖拉机配套进行使用，和

自走式收获机械相比，具有“一机多用”的优势，整体

价格不高，能够被种植户接受。但是背负式玉米联合收

获机一定要使用型号配套的拖拉机，在采购时要注意这

一点。目前我国主要生产单行、双行和三行型号的背负

式收获机，能够和大中型拖拉机进行配套使用，动力在

50 ～ 90 马力（36.78 ～ 66.2kw）。如果需要进行侧置式

作业，需要另外开通作业通道，经济性比较突出，但是

和其他设备相比，也存在着一定缺陷，比如主要动力来

自拖拉机，动力不足、稳定性不够等。

六、转变玉米种植方式，发展土地托管项目

在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实现玉米种植的机械化应用，

由于单个农户种植规模小，且生产效率差，很容易在生

产过程中降低玉米生产的标准化和专业水平。再加之市

场信息闭塞以及对农业先进技术学习速度较慢等问题，

也极大地削弱了单体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在此基础上，

就要求各片区能够对玉米种植实行合作社管理制度。

一方面，对于合作社耕地，可实施分片作业，统一

种植、统一防治、统一灌溉、统一收获。在保证土地承

包关系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对玉米耕地产前、产中、产

后的全程机械化服务，以此来提升玉米种植的产量和质

量及效益；另一方面，对于非入社耕地，可建立起土地

托管的服务体系，将土地分散化现象作为解决目标，把

种植户手中的土地交给专业人员进行种植。在此过程

中，种植户向合作社支付一定的托管费用，合作社则负

责机械化供应、机械化施肥等作业，这不但提升了玉米

总体产出，而且更有利于机械化种植的全面实施。

七、结论

在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

经验之后，我国玉米种植规模越来越大，也从中得出了

很多结论。比如玉米播种间距应控制在 55 ～ 75cm，为

后续的机械化作业、田间作业创造良好田间。整体的种

植技术工艺路线如下：机械耕整，对土壤进行预处理；

机械化播种，利用机械设备代替人工进行播种，效率大

大提升；机械田间管理，比如除草、施肥、浇水、病虫

害防治等；机械收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型号的收

获机械—留高茬—秸秆回收。玉米种植的机械技术并非

单纯地从播种到收获，还包括了玉米果穗的运输、烘

干、农产品加工等多个部分。在应用和推广时，需要大

量的资金、人才投入，有关部门可加大专业技术人员培

训，打造示范区，将其作为我国玉米种植推广的主要技

术模式。

八、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先进技术的发展，农业产业链

也实现了长足的进步。近年来，机械化技术在玉米种植

过程中大展手脚，从播种、中耕，到灌溉、收获，方方

面面各个环节都发挥出了机械化种植的重要作用。在此

背景下，机械化技术的发展既为广大玉米种植户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农业技术的整

体水平。因此，我国玉米种植农户应主动改变传统种植

观念，进一步实现从人工种植向机械化种植的全面转

变，在增加玉米产量和质量的基础上，促进经济效益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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