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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玉米种植方面得到了迅速发展，玉米种植

的面积迅速提升，从而带动了玉米的产量。为了保证农

业的持续性发展，应该充分分析大垄双行玉米种植技

术，以种植的环境作为出发点，实现农业种植生态化转

型，同时利用保护性耕作技术，促进土壤耕种的发展，

带动农业种植经济水平提升，实现农业的不断发展。

一、玉米大垄双行种植的探究

（一）玉米种植总体情况

开原市坐落于辽宁的北部，在玉米生产方面是重要

区域，由于地理气候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在春天会出现

比较严重的干旱情况，降水量相对较少，而且伴有刮风

天气，不利于水分存留，若不能及时降雨，就无法获取

水分的补充，对于玉米产量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适合

在春天的早期种植，通常在 4月的上半个月进行种植，

在这个时期进行种植能够和玉米的生长发育时间相一

致，在开原一年的无霜期较短，因此早期进行种植是比

较有利的。在玉米发育为苗后，能够具有充足的时间进

行生长，有利于成熟期的过渡。选择大垄双行的种植方

法，达到一次性种植就能使种子良好的发育为苗，有利

于玉米的生长，进而带动玉米的产量，对于农业的发展

有着积极的意义。此项技术能够很好地应用土地资源，

促使玉米种植面积大大提升，从而促进玉米的产量，加

上目前国家给予的补贴政策以及玉米价值的不断增加，

很多农民看到了玉米种植的前景，在农业种植应用创造

性的技术，进行大垄双行种植。

（二）实现玉米品种正确选择

在实现大垄双行种植技术过程中，一个关键的因素

就是对于玉米的种类进行筛选，应该从几个方面进行严

格把控。首先要看玉米品种的质量，观察玉米生育期是

否符合当地生长环境，注意选择能够增加产量的品种，

另外选择玉米品种时应该考虑是否能够有着顽强的抵抗

力，在干旱的天气能够顽强生长，夏季容易出现雷雨、

暴风天气，在这种天气情况下，如果玉米抵抗性不强，

很容易出现倒地现象，因此应该选择抗倒伏能力强的玉

米品种。玉米也会受到害虫的影响，会导致玉米不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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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发育，从而降低产量，因此应该保证品种具有抗病虫

害的能力，通过对这些点进行合理筛选，能够让玉米存

活程度更高，具有更强的耐性，从而带动玉米产量的不

断。最好的玉米品种应该属于稍长的春季播种生育期，

且时间大约为 95天左右，这样在土地上进行大垄双行

种植方式能够有效的增加生产的数量，在适宜时期充分

增长。

（三）土地进行适度处理

针对种植的土地进行深度松土，能够有效的改善土

壤所处环境，使玉米在种植过程中呈现更好地效果，主

要存在两种方式对土地进行整理。第一种是对土地进行

深度处理，对土地处理时需要合理的控制松土的深度，

大约为 25cm以上就可以，同时应该定期进行松土，通常

在 2 ～ 3年之间进行一次土地处理，可以很大程度的改

善土壤环境，使土地养分构成均衡，有利于种子的发育

以及玉米的生长发育。第二种是对土地进行细致处理，

需要每年进行处理，春季的 3月中旬左右实现对土壤细

致化的处理，进行土地松土的深度需要和第一种控制相

同。在对土地进行深度处理时，对土地适量施肥，将土

地中的不利物质进行整理，保持土壤环境正常，使土壤

环境不断得到改善，远离废弃物的污染，在对土地环境

改善之后，便于进行大垄双行玉米种植，为良好种植提

供了环境基础，从而促进农业的发展，带动玉米的产量。

（四）对施肥进行掌握

在玉米生长的过程中，需要肥料的适量补充，因此

在对玉米种植时应该对肥料进行控制，施肥量过多会使

玉米产生烧苗的现象，施肥量太少，则无法满足玉米生

长过程中所需的养分，使其生长速度非常慢，从而不利

于玉米的生长发育，最终影响玉米的产量。所以进行肥

料施加的过程需要严格把控肥量，掌握好玉米的生长情

况，学习施肥的技巧，运用科学的施肥方式。在施加底

肥时，要保证充足的底肥量，底肥可以施加在松土阶

段，这样有利于土壤更好地吸收，保证土壤拥有营养含

量，更加有利于玉米的种植。另外在底肥施加之后，应

该控制好追肥的量以及时间，通常在玉米生长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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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细致观察玉米植株的生长情况，及时追肥，促进玉

米植株正常发育。大垄双行玉米种植模式和原始的种植

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通常会采用宽窄间断方式，

运用这种方式对玉米进行种植，宽垄的数值通常控制

在 70cm左右，窄垄保持在 40cm左右，选择优质玉米品

种，从而有利于玉米植株的成长。

（五）种植的密度以及流程

玉米的种植的密度需要掌握行与行之间的距离以及

每株玉米之间的距离。一般情况下，植株之间的距离要

根据本地的气候条件及土壤构成作为参考因素，选择出

最合适垄的宽度和玉米的品种。在对土地进行松土时应

该减少漏松的现象，及时对沟渠等进行铺垫，在对地表

的土壤进行肥料施加时，需要使用机械锹，方便对土壤

进行整理使其更加平坦。对于大垄进行规划时，需要具

备专业的大型开发垄的犁具，完成垄的开发后，需要用

到镇压器将土壤进行挤压。为了实现良好的大垄双行形

式，需要拖拉机大垄双行播种机，这个机器还可以用于

肥料施加，将种子播种在土地上，然后进行肥料的施

加，在进行土壤压实的过程，需要用到拖拉机式牵引

机器。

（六）播种时间的掌握

如果想要玉米稳定生长，选择合适的播种时间非常

重要。为了测试玉米品种，需要在播种之前取适量玉米

进行发芽的测验，了解玉米品种的发芽率，通常正常玉

米发芽在 90%左右，如果是属于优质的品种，发芽率几

乎可以达到 98%。在选择品种种植时，应该根据当地环

境的因素需要选择种子，在种植过程中，应该注重种子

的包衣，将种子存放在属于密封的状态，如果形态不满

足，就是需要对种子进行处理实现包衣密封状态，通常

是在种植前七天进行处理，这样可以大大促进种子发育

成苗，种子播种之前还需要对土地情况进行关注，实地

检测，选择在适宜时间进行种植，在进行播种施肥的过

程中，控制好种子与肥料的距离，在播种完成后及时对

土壤进行掩埋，并利用相关工具进行压实。

（七）使用大垄双行种植的效果

能够促进玉米植株的数量有了明显提高，在保证相

同的面积情况下，使每一个玉米之间距离有效减少，大

大增加了空间利用，相对于小垄种植方式，大垄更加能

够对于水源进行储蓄，它需要的占地面积较小。因此在

土壤的表面只有少量的水分蒸发，这样就能增强土壤的

蓄水能力，从而有效的缓解了干旱的情况，一定程度上

促进成苗的数量，运用大垄双行种植方式，是在种子的

下方对其施加肥料，利用土壤进行覆盖，周围的环境被

大垄包围起来，能够有效的利用肥料，避免产生挥发现

象，这样就能够带给玉米植株更多的营养，从而促进玉

米产量，带动农业经济发展。

二、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探究

（一）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概念

保护性耕作技术对于玉米种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能够有效的节约水源，具有抵抗干旱的特点，同时对于

耕地的环境实现保护。用合适的成本实现玉米种植产量

的不断增加，和传统的耕作模式相对比，保护性耕作技

术是创新技术中的重要部分，它的作用主要是对田地实

现免耕或者是进行少量耕种，应用科学的施肥方案，将

产生于田地的秸秆能够归还于田地，实现循环利用。对

于田间产生的其他物质能够实现及时清理，对土壤进行

不断翻新提高土质，尽量减少耕种，可以有效的保护土

壤，保持土壤表层的完好，从而减少土壤中水分的蒸

发，更好地储蓄水量，使玉米植株能够正常生长。目前

保护性耕作技术已经在我国各个地方广泛应用起来，而

且在不少地区进行技术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环

境，保护性耕作技术深入民心，很多人对于保护性耕作

技术更加认可，但是在一些局部地区，部分种植户科技

农业的观点相对不够健全，对于保护性耕作技术没有充

分的了解，因此不愿意应用在农业实践中，所以在工作

技术的推广中是有必要的。

（二）玉米种植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主要涉及内容

在选择玉米种植地点之后，需要对土地进行松土，

在此过程之后，选择保护性耕作的品种进行拌种，由于

玉米存在着很多品种，而且不同的品种具有不同的生长

习性，要根据开原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种子进行筛选，由

于当地种植区域有风天气居多，气温相对变化比较快，

就会影响土壤中的湿度，所以在玉米品种选择上应该选

择对于干旱和低气温具有抵抗力的品种，这样的种子可

以适应当地温度情况，从而实现稳定增长。因为在玉米

生长过程中很容易受到病虫害的影响，还应该选择对于

病虫方面具有顽强抵抗力的品种，确定种子之后选择具

有充足阳光的地点将种子晒干，防止种子因为潮湿而产

生霉菌，将处理好的玉米种子与药品相混合进行搅拌，

这样大大促进了玉米种子发芽情况。

在将玉米种子撒入选择种植的区域之前，需要对本

区域的土地进行松土，并且施加肥料，在种子放入种植

地之前，对土地进行深层次的松土，使原本坚硬的土壤

环境变得更加松软，将土地中的杂物清除掉，比如留存

的杂草以及地上的石头等，进行土壤翻土过程中，会存

在土壤结块现象，尽可能将这些块状土壤打碎，使土壤

能够更好地呼吸并且吸收水分，在玉米种植过程中使用

保护性耕作技术，可以先对土壤的质地进行测评，通过

具体情况来进行施肥，针对土壤中具有的物质元素能够

判断出具体玉米种植过程中缺失的元素，这样就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施肥，补充土壤中的营养元素，在进行

施肥时需要对肥料施加的深度进行控制，从而有效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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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土壤吸收养分。

种植之后需要对玉米的田地进行管理，在玉米发育

过程中，如果玉米的植株长势比较慢且在个头上比较

小，那么就证明植株缺失养分，应该对其施加肥料，如

果生长过程中玉米的茎和叶生长缓慢，证明它们缺失氮

类元素，通过施加此类肥，促进玉米苗的生长。在生长

过程中要随时查看玉米种植基地的基本情况，在一段时

间就会有杂草生成，所以应该及时采用污染性小的化学

类药品对杂草进行清除。

（三）保护性农业耕作技术的应用

在保护性耕作技术中，重要内容是对于秸秆回归田

地的处理方式，这种方式不但能够为土壤带来营养成

分，还能够使土壤免受风水等侵蚀现象，运用秸秆还田

技术需要注意规范应用，对于成片的田地种植同样的玉

米品种，这样可以有利于机械进入田地，可以运用相同

的行间距实现简易化，通常玉米植株之间每一行之间的

距离大约为 60cm，在种植形式上也是相同的。为了能

够使机械更好地在田间运行，及时对田地进行杂物的清

除。为了将秸秆均匀的覆盖在土壤上，应该充分考虑覆

盖的形式，如果种植区域产量相对很高，那么秸秆会有

很多，这时可以将秸秆进行粉碎，覆盖在地表上；如果

是处于地理位置不平或者是秸秆处于成堆的形式，首先

应该把田地填补平整，运用浅松形式实现覆盖，将秸秆

覆盖在土地表层，能够有效的保持土壤中的水分，为玉

米播种之后到发芽期间提供足够的水分，将玉米种子播

下之后，只有在适量的水分吸收后才能脱掉种皮，实现

发芽。而秸秆残留部分在土壤表面能够避免更多的阳光

直接照射土壤，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土壤中水分的挥发，

另外在阳光的不断照耀以及风雨的作用，会使秸秆的残

留部分发生腐烂，从而生成一种结构，叫做腐质层，这

样对于土壤呼吸更加有利，更好地吸收降雨过程中的水

分，并且可以在土质中形成一些团质结构，即能保持土

壤中的肥料养分，又能使土壤中拥有充足的水分。

（四）保护性农业耕作技术的推广方法

开原地区具有辽阔的土地资源，应该在种植工作过

程中实现精细化工作方式，对于保护性耕作技术应该加

大宣传力度，辽宁省开原一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应该结合

开原地区的实际情况实现技术的推广，可以利用村里的

广播进行技术内容的拓展。由于目前人们的主要信息获

得方式是通过网络平台，服务中心人员可以将保护性耕

作技术内容放在网络平台上供大家学习。在地区的道路

张贴技术有关的标牌，或者是服务中心人员组织种植农

户们参加保护性耕作技术讲解活动，为了能够让农户们

更加掌握这项技术，可以组织农户进行培训，让专业人

员带领农户学习保护性耕种技巧，可以调动基层党员为

种植户起到带头作用，在示范基地进行保护性耕作技术

的应用，通过实践情况让种植户更加了解这种技术，从

而接受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使用。伴随着目前的国家政策

地提供，可以为实施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种植人员提供机

械配套，为种植户讲解相关设备的用途，比如秸秆粉碎

机等。设备在实施推广过程中，服务中心应该掌握实行

保护性耕作技术，对实施地点的面积综合情况进行考

虑，确定使用的机械类型。另外对于引进机械设备的种

植人员，要确保他们享有机械设备的保修售后服务，出

现问题进行保障维修管理，并对他们及时进行采访，及

时收取他们的反馈内容，避免因为种植户在设备上出现

问题，影响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

三、结束语

在玉米种植过程中，应用大垄双行技术以及保护性

耕作技术有利于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建设工作，能够有效

利用农业可耕地，实现土壤环境的保护，有利于农作物

高质量生产，促进种植用户经济效益，相关工作人员应

该鼓励采取适宜的农业技术，不断提升田地中的生产力。

参考文献：

[1]邵平，项洪强.浅谈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及应用[J].农家参谋，2022

（07）:63-65.

[2]刘岩.玉米种植保护性耕作技术与应用效果[J].南方农业，2022，16

（04）:4-6.

[3]惠兆元，张提昌，赵倩倩.大垄双行玉米种植技术与机械化收获技

术配套发展思路[J].农业机械，2021（09）:86-88.

[4]胡娟，陶冬雪，周道玮.98cm大垄双行种植方式对吉林西部玉米生

长发育的影响[J].土壤与作物，2020，9（02）:159-165.

[5]宋芳艳.东北地区大垄双行玉米种植技术及效果评价分析[J].农民致

富之友，2019（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