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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按类型划分，可将其归类为一般玉米、甜玉米

和糯玉米。糯玉米是一种高黏性谷物，其营养成分比一

般的玉米高，可制成速冻食品、作食品点心、保健食品

和时令产品。此外，糯玉米制作成的稻草，也是一种

很好的养料，糯玉米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比一般玉米高出

2～ 3倍，因此，在农业种植中，从普通的玉米到特殊玉

米的栽培，投入少，效益高的糯玉米，在很大程度上得

到了种植者的青睐。对玉米进行科学的种植，确保其高

产和优质是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一项重要措施，本文主

要介绍糯玉米的有效种植管理技术。

一、玉米高产栽培技术要点

（一）基地选择

无公害玉米是指含有毒性成分不超过国家规定安全

标准的玉米。因此，种植无公害的糯玉米，对基地土壤

要求较高，通常情况下，无公害玉米的生产基地需要满

足以下条件：种植地无任何环境污染现象，例如重工业

工厂等，确保种植基地水源无污染问题，灌水条件较好；

种植土壤具有良好的肥力和有机质；种植基地交通便

利，运输便利。

（二）品种选择

挑选有资质、质量好、较高抗病能力的玉米品种，

以便能够在播种过程中可以降低杀虫剂用量，有效减少

无公害玉米中的有害成分。在此过程中，种植人员要注

意，根据区域的不同选择的品种也会存在差异。例如

重庆璧山的金糯 628、渝糯 13、渝中的无公害玉米、糯

3000，甜彩糯等品种中，金糯 628 的销量最好，种植效

果也最佳。因此，农民要依据当地的土壤，气候状况，

对无公害玉米进行了综合筛选。

（三）种植隔离

将无公害的玉米和普通的玉米分离，避免不同品种

间授粉，改善无公害玉米质量、风味等。在此过程中种

植人员要注意采用科学合理的隔离方法，常见的隔离方

法有时间隔离与空间隔离，空间隔离是指利用自然屏障

或维持某种植物间距；时间间隔是指不在同一时期内种

植的无公害玉米和普通玉米。因此，根据实际情况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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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要选择合理的隔离手段。

（四）栽培前的田地处理工作

在种植无公害玉米之前，一系列种植工作需要在合

适的种植基地上进行，包括土地整理、充足的基肥和灌

溉等。精细的整地要求土壤松土，以种植土壤通风；此

外还可以采用有机的绿色肥料，在种植播种前要确保水

分充足。

（五）科学进行田间管理工作

无公害玉米的培育必须采用科学的田间管理技术。

其主要内容有间苗、除草、喷洒农药、浇水、追肥等。

通常是在大约 20cm高的玉米出苗后开展相关工作。在

此过程中，部分玉米秧苗在田间生长的太高，对玉米后

期发育会有一定影响，合理间作能提高玉米种植效果，

提高玉米生产水平。通常在玉米发芽后一个月内进行除

草，把田间野草拔掉，使用杀虫剂来防治野草，还可以

进行人工除草；喷洒农药是防治无公害作物的一种害

虫，为减少无公害玉米中的有害成分，喷洒杀虫剂时，

必须选择正规生产厂家生产的合格杀虫剂；灌溉是为了

确保农田保持足够水分，使玉米的生长发育得以维持；

通过施用绿色肥料和有机肥料，可以增加土壤的肥力，

促进无公害玉米的生长，提升无公害玉米的生产。一般

而言，要想提高无公害玉米的产量和质量，最好的办法

就是进行适当的密植，无公害玉米种植农户要结合不同

的土壤条件，科学合理地栽植玉米。播种时，可以用条

播或横向、宽度相等的播种，但通常横向宽度相等的播

种方法更多，也更普遍。对于播种深度的要求比一般的

玉米要稍微浅一些。在覆盖土壤 5cm处，确保幼苗的安

全生长。此外，玉米是一种以增加经济效益为目的的商

品，最好的办法是，既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确定最

佳的栽植密度及种间间距。

二、播种至苗期

（一）预先配好营养土

营养土的制作方法是：每 50kg的营养土壤，用 60%

的池泥烘干，把其碾成细粉，再加上 40%的腐化肥料和

1kg的尿素，搅拌均匀后，将其倒入育苗盘（7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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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孔），用手按匀，把它们分成三个一组，一段为

8 ～ 10m。播种场地应朝向太阳、平坦的土地。靠近田

间，便于移栽，覆盖遮阳网和农膜，在发芽之前，把种

子晾干，让其受热。

（二）浸种催芽

用一个小的网袋，按每千克的播种量，然后将它们

分别放在 30℃的热水中浸泡 1 ～ 2小时，将糯玉米种

子浸泡约 4小时，浸泡过的种子用一只旧的袋子或一块

棉布包裹起来，将其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每 4小时取

出，在约 30℃的温水中浸泡 1～ 2分钟，然后将其放回

原位，进行保温催芽；或在火炉里催芽，24小时后再次

用温水冲洗，当种子发芽时，就可以播种了。通常，玉

米的种子是先发芽，然后再发芽。

（三）播种

用一根竹签在盛有营养土壤的培养皿上凿一个小

洞，向下插入萌发的种子，把一颗种子撒在每个洞穴

里，然后再用 50%的木糠和 50%的腐化肥料混合，把

种子撒在播种好的盆栽上，要把种子盖住，不要太厚，

也不要把它压得很紧，用喷头喷一次就可以。播种后，

用竹片在苗床上做一个弧形的拱棚，夏种、早秋种、春

种、冬种覆盖 70%的遮阳网；在炎热的天气里，要把

棚子两边的隔膜都掀开，让空气流通。夜间气温较低的

时候，要及时地将薄膜覆盖，并将底部用粘土压紧；当

小树两片叶子的时候，在三叶一心的情况下，要缩短覆

盖期。

（四）移苗前期的准备

用 100 ～ 200mL水+25 ～ 30mL水“ 克 无 踪 ” 除

草，再用犁地翻土，开沟起垄。每 667m2 用 50kg磷肥

+10kg48%复 合 肥+0.25kg特 丁 硫 磷+0.25kg+55%敌 松

0.1%kg混合均匀地喷洒到沟里。再把泥土松开，把肥

料和泥土混合在一起。第二日，用 150mL40%阿特拉津

/667m2，用喷雾机与 35 ～ 40kg混合水或 125mL/667m2，

用 38%阿特拉津悬浮液 40 ～ 50kg，移栽后 48小时内不

能进行。

（五）移苗标准

播种时，要注意三叶一心到四叶一心的玉米幼苗是

最好的，幼苗不能长到五片叶子；春栽、秋栽后，一般

在 7 ～ 10 天内进行移栽，夏植需 5 ～ 7天进行移栽。

一般 667m2 栽植 3000 ～ 3500 株，行间距 60cm，株距

约 30cm，在移栽之前，要浇透幼苗的土壤，避免损伤根

系，并且要留意弱者保留强者。移栽时要在田间浇水，

并将幼苗周围的土壤夯实，在移栽的同时，要浇上适当

的水分。

三、病虫草害防治

（一）拔节、成穗期

玉米螟：用光诱捕。在玉米集散地设置诱杀灯是防

治玉米螟的常见手段，此类型灯为高压水银灯，是一种

频率振动灯。灯泡普遍被设置为“品”字形，灯管安装

高度 1.8 ～ 2m，灯下装有一个水槽，离灯 10cm的地方，

把 1% ～ 3%的洗衣粉倒进水里，从五月初起，每天晚上

点灯捕杀玉米螟，到九月中旬为止。在水中，每 3 ～ 5

天打捞一次，再加入洗涤剂到合适的高度。药剂控制从

8叶到抽雄期（特别是喇叭形口期），种植人员一旦发现

植物的心叶有虫眼、叶肉被咀嚼的情况，用 750g/hm2 兑

水 75kg，加入 98%杀螟丹可溶性粉剂喷洒，还可以使用

2.25kg/hm2 的 3%氯唑磷颗粒剂拌细砂 0.3kg/hm2，或用Bt

粉混合敌百虫 225g/hm2 拌木糠 30kg，每 7 ～ 10 天喷洒

一次心叶，持续 2 ～ 3次直到抽雄期；授粉结束后，可

用相同的药剂施于雌穗花丝。

黄萎病：用 15%的恶霉灵水剂 0.9 ～ 1.8kg/hm2，用

60kg/hm2 的水，从拔节后连续喷洒 3～4次。在重病区，

可用 40%多·硫悬浮剂/hm2 配水 75kg进行喷洒。

大、小叶斑病：主要发生在高热、高湿的季节，可

在抽雄期进行药剂防治。用 80%的代森锰锌粉 500 倍喷

雾；在发病早期，1.5kg/hm2 的 50%甲基托布津可湿粉剂

用水 6kg/hm2 喷洒；或用 50%多菌灵凝胶悬浮液 750g/

hm2 配水 6kg/hm2。每 7 ～ 10 天一次，喷洒 2 ～ 3次，

注意不要使用在农田中已经被感染的水源。锈病：主要

发生在秋天，在发病的早期，用 150g/hm2 的 20%三唑酮

乳油兑水 4.5kg/小时或 25%丙环唑乳油 450mL/hm2,兑水

4.5 ～ 6kg/hm2 或者加 1.5kg/hm2 的 80%代森锰锌可湿粉

剂喷施。

（二）育苗期管理

淋水：在苗期，根据苗情和缺水情况确定灌溉水

量，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用清水浇透。中午温度高、光

照强的情况下，可以用遮阳网覆盖幼苗，避免高温、强

光对幼苗造成伤害。

施肥：在整个苗期，尽可能地减少化肥的使用，如

果树苗太弱，用 0.5kg挪威复合混肥，与 15～ 20kg的水

混合，用喷雾机喷洒。一般情况下，施肥时间选择在下

午进行。

（三）果穗成熟期

蚜虫：在授粉后这一阶段，蚜虫这一病虫害较为

常见，种植人员一旦发现该虫害，应该在它的迁移和

蔓延之前进行防控，常见的防控手段为药物防治。用

1125mL/hm2 的 40%乐 果 乳 油 兑 水 750kg/hm2 喷 洒。 或

者用 300mL/hm2 的 20%速灭杀丁用 600kg/hm2 的水进行

喷雾。

斜纹夜蛾、粘虫：在抽穗和吐丝期，用 4500mL/hm2

的 80%敌敌畏乳油和 4500mL/hm2 的水和 4500mL/hm2 的

20%Bt乳油剂和水 4500 千克/小时混合水 450 千克/hm2。

穗腐病：防治夜蛾类、玉米螟等有害生物，在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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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减少土壤水分，适时收割，减少病虫发生；在

抽穗和吐丝期，采用 1500g/hm280%的代森锰锌。用水

750kg/hm2 或用 40%多·硫悬浮剂兑水 750kg/hm2 喷施。

（四）合理采收和贮存

通常情况下，处于成熟期的玉米可分两次收割。第

一次收获的时间是玉米初步成熟期，此时谷粒较嫩，不

过要特别留意玉米的保鲜。第二次收获是在所有玉米成

熟时，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采收的玉米不可受潮，否则

会发霉。现如今玉米是我国的重要的粮食品种，为保证

玉米种植品质，提高玉米产量，需农业技术人员有效开

展技术培训工作，提高种植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从而实

现玉米种植技术的科学化，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改善农

民生活条件。

（五）化学除草

1.播种后出苗前。除草剂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玉米幼

苗产生影响，基于此，在发芽之前除草是最佳时机。在

中耕期，每公顷用 50%乙草胺乳油 75 ～ 100mL，混合

50kg的水喷洒土壤，或每公顷用 40%特去津 250mL，混

合 50kg的水，均匀地喷洒在野草茎干和叶片上。

2.幼苗后。每公顷用 40 ～ 70mL的氯氟吡氧乙酸

异辛酯乳油或者每 667 公顷用 15%的硝磺草酮悬浮液

50～ 65mL进行除草工作。

四、后期田间管理

（一）防旱、抗涝

在整个生长期，玉米的抽雄和扬花期最需要水分

的，此时土壤含水率需要保持在 70% ～ 80%，土壤相对

湿度在 65% ～ 90%之间。适宜的温度为 25 ～ 28℃，以

避免对玉米生长带来负面影响。

（二）人工辅助授粉

通过人工授粉，可以获得较好的授粉效果，提

高玉米产量和品质。通常在晴朗的日子里，早上

8:00～11:00，用手或杆轻摇或轻拍雄性的穗子，让它的

花粉飞出去。此工作应在花开、吐丝 4天后进行。

（三）人工去顶，防倒伏

授粉完毕，把穗上部 3 ～ 4个叶片的顶端剪掉，该

方法对高秆玉米品种防倒伏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四）施肥

在整个生育期间，一般施用约 20kg的纯氮，10kg的

磷，20kg的钾（根据不同的品种、地区、季节和气候条

件，可以适当调节）,N、P、K的比例是 1.0∶0.5∶1.0，

在氮肥的基础上，施氮比例为 20%，苗肥占 20%、26%

的拔节肥和 26%的攻苞肥。籽肥 8%，前、中、后期比例

为 40∶ 52 ∶ 8。如果肥料的纯度不变，可以根据情况适

当调整化肥的品种，按含量折算施肥。

（五）适期收获

适期收割对保障玉米种植质量至关重要。玉米的收

获期与品种类型、生育期长短、气候条件、收获时光

照、温度等因素有关。过早收割，会使得玉米的内部成

分减少，收割得过迟，会使玉米里的糖分转变为淀粉，

使种子的表皮变得更厚，失去了新鲜的食物的价值。

通常，春、夏、早秋种植的玉米在授粉后 18 ～ 22 天是

最适宜的收获期。而晚秋、冬种的采收时间在授粉后

25～ 28 天左右。

（六）水分管理

为了确保产量，在整个中耕期间，玉米必须保持足

够的水分，如果遇到干旱，要适时浇水，每天灌溉两

次。保持田间相对含水量超过 70%，确保水分能使粘着

的玉米根系得到充分的滋养，尤其是在拔节期间，确保

水分供应，才能避免“卡脖旱”。

（七）及时采收仓储

种植无公害玉米其主要目标是把新鲜的麦穗卖给市

场，所以在采收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采收环境。除了考虑

当地气候、土地等自然因素，同时也要考虑市场需求，

此外还有工厂生产和生产时间等因素。无公害玉米可按

不同用途分为两批采收。在收获玉米的时候，要注意的

是保存玉米，在玉米完全成熟后，应注意防潮，防止发

霉等。

五、结束语

为确保优质的无公害玉米，必须持续大力推广无公

害玉米，让广大的无公害玉米种植人员掌握相关技术，

使无公害玉米生产实现现代化，增加农业生产的经济效

益，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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