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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的三大粮食作物之一，玉米在社会公众日

常的餐桌饮食生活中占据着较为核心的基础性地位，不

仅是谷类作物中种植范围最为广泛的作物，同时还在种

植产量方面表现较为突出，需要有关部门关注和重视其

种植作业，切实提升其在产量及品质方面的实际表现。

在国内很多地市，玉米的种植面积处于持续不断的扩

大过程中，玉米实际的产量及商品化率表现随之提升，

通过为粮食市场提供大量优质玉米的方式有效地满足了

社会公众对于玉米的实际需求。考虑到玉米种植作业在

很多地市已经深切地与农业经济相关联，需要当地地方

政府及农业部门切实加强对玉米种植作业发展的关注和

重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其产量及品质表现。在此过程

中，玉米种植密度在其实际的种植过程中发挥着较为可

观的基础性作用，需要切实地依据玉米的实际品质选择

适宜其生长的种植密度，确保玉米种植作业可以收获相

对符合预期的产量及品质表现。

一、玉米种植密度对其产量的影响

（一）玉米种植密度较大时产生的影响

根据实际的玉米种植实践可以得知，在玉米种植密

度逐步增大的过程中，玉米植株的叶面系数将会随着

增大，进而在整体层面更进一步地扩大玉米叶片实际的

光合作用面积，最终为玉米种植作业的产量表现提升创

造较为有利的基础性条件。对于玉米种植作业的产量而

言，单位面积内的穗数属于影响较为突出的影响要素之

一，在玉米种植密度增大的过程中将会在整体层面实现

数量更多的穗粒数，同时却也会较为显著地为穗粒重

带来较为不利的影响。综上所述，在玉米种植密度较大

时，玉米在个体植株生长和群体生长之间的矛盾将会越

发突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玉米的种植密度与种植

产量可以形成抛物线关系。在一定的范围内，玉米种植

密度越大，则玉米种植产量越多。相反，当超出一定的

范围，玉米种植密度越大，则玉米种植产量越少。考虑

到上述情况，在确认玉米种植密度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和一定范围内进行密度增大操作，确保玉米种植密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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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为其产量带来较为显著的不利影响。

（二）玉米种植密度较小时产生的影响

在实际地进行玉米种植作业的过程中，较小的玉米

种植密度将会在整体层面为玉米种植产量带来显著的

不利影响，而同时可以为不同的玉米植株实际的生长过

程提供更加充足的保障。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在玉米种

植密度相对较小的情况下，玉米植株个体可以为每一颗

玉米提供更加充足的光合作用，进而助其累积更多的养

分。在这种情况下，较小的玉米种植密度可以最大限度

地为玉米植株个体带来数量更加充足的营养物质，进而

为其茎秆生长速度带来积极的影响，以能够更加健康更

加茁壮的有效生长。在充足的营养物质支撑下，玉米植

株个体的种植产量表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确保和提

升。在某种程度上，较小的玉米种植密度可以为玉米种

植密度较小带来的玉米种植产量不足状况有所弥补，同

时却难以在整体层面减少玉米种植密度较小带来的产量

削减效果，为玉米种植作业的规模效益带来显著的不良

影响。原因在于单位面积内的有效穗数及穗粒数将会明

显有所降低，进而为玉米种植作业在整体层面的效益确

保带来较大的压力。

（三）玉米种植密度适宜时产生的影响

只有将玉米实际的种植密度控制在科学且合理的特

定范围内，才可以更加切实地确保玉米在实际的生长

及发育过程中可以在叶面系数、群体叶面积和光合系数

方面取得较为符合预期的有效表现，进而确保玉米种植

作业可以收获相对理想的玉米种植产量，最终为玉米种

植作业的玉米群体总光合作用面积的有效增长奠定更加

坚实的基础。而在光合作用时间过长的情况下，玉米种

植作业的植株群体及植株个体之间的矛盾才可以顺利解

决，进而为二者之间的协调生长及发展赋能，最终同步

确保和提升玉米植株个体产量及玉米植株群体总产量。

考虑到玉米种植密度较大或较小时均会为其实际的种植

产量带来较为不利的影响，需要农业生产从业人员在科

学合理的范围内针对玉米进行有效密植，进而借此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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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地确保和增加玉米种植作业的实际产量表现，从稳

产和增收两个角度出发为玉米种植作业的效益取得及确

保过程赋能。

二、玉米种植密度对其品质的影响

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有利推动下，消费结构日益

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征，以至于玉米加工行业面向玉

米种植品质提出了更加严苛的发展要求。在玉米之中，

主要的营养成分法制包含淀粉、脂肪、蛋白质以及氨基

酸，因而在针对玉米种植品质进行评价时也会基于玉米

的上述营养成分实际含量进行。玉米可以作为粮食作物

供给粮食，也可以作为饲料作物助力饲料加工，还可以

作为化工原料参与化工生产活动，不同的用途为玉米实

际的种植品质提出了各有不同的要求。而在营养成分含

量未能达到预期的情况下，玉米种植品质也就无法得到

较为理想的评价。根据相关研究可以得知，玉米种植密

度可以为玉米实际的种植品质带来较为明显的影响。在

玉米种植密度较小的情况下，玉米的籽粒所包含的营养

物质含量将会相应地有所提高。在玉米种植密度较大的

情况下，玉米种植品质将会受到一定的不良影响。根据

不同玉米种植密度下的玉米籽粒状况进行蛋白质含量检

测可以得知，玉米实际的种植密度越大，玉米的蛋白质

含量也就越低。而针对玉米籽粒的脂肪含量进行检测可

以发现，玉米籽粒脂肪含量会随着玉米种植密度的增大

逐步递减。而针对玉米籽粒的淀粉含量进行检测可以得

知，玉米的淀粉含量将会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大而增大。

考虑到玉米种植密度对其种植品质的影响，需要结合具

体的玉米品种和玉米用途进行分析，选取最为适宜的玉

米种植密度。

三、玉米种植密度对其产量与品质的影响控制

策略

鉴于玉米种植密度可以为其种植产量及种植品质带

来不同影响的状况，各地市地方政府及农业部门需要对

此引起高度的关注与重视，从当地实际的玉米种植作业

进行状况、玉米品种和玉米成品用途等角度出发进行深

入分析，切实地选取可以最大化玉米种植效益的玉米种

植密度。为求切实地控制和管理玉米种植密度对其种植

产量及种植品质带来的各种影响。

（一）合理地设置合适的玉米种植密度

考虑到玉米种植密度可以为其种植产量及种植品质

带来显著影响，在控制各种影响的过程中首先应当针

对玉米种植密度本身进行合理的设置。在此过程中，需

要相应地结合当地的生态环境、农业生产条件、玉米种

植方式和玉米品种，在综合多方面影响要素之后选取最

为合适的玉米种植密度。根据有关研究报告可以得知，

不同品种的玉米对于种植密度提出的具体的要求各有不

同。杂交型玉米对于种植密度的耐受表现更加出色，可

以适当地增加其种植密度，更进一步地追求玉米种植产

量。平展型玉米对于种植密度较为敏感，需要相应地

控制种植密度，确保其在种植产量方面的实际表现。而

在特早熟生态区域进行种植的玉米品种均为早熟品种，

设置及发育过程所需的时间及周期相对较短，玉米植株

个体的体积较小，穗数、穗粒数和穗粒重表现均较为有

限。针对这种品种的玉米，采取一般而言的玉米种植密

度将会显著地为其种植产量表现带来不利的影响，考虑

到该品种玉米不同植株间不会彼此影响，可以相应地

通过增大种植密度的方式针对玉米种植产量进行有效

提高。

（二）确保和提升玉米种植机械化程度

在国内农业生产活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自动化技

术的应用范围逐步扩大，为农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基础性条件。一般而言，较为常见的

自动化农业生产设备主要包含自动化收获机械、自动化

耕作机械和农用拖拉机，农用拖拉机的应用最为普及。

在农用拖拉机的实际使用过程中，应用自动化技术可以

实现更加智能化的有效控制，进而实现更加自动化的农

业生产。对于玉米种植作业而言同样如此，可以从机械

化程度增强的角度出发，在进行玉米播种时合理地控制

玉米实际的种植密度，进而通过自动化精准控制种植密

度确保玉米种植密度不至于为玉米种植作业的种植产量

及种植品质带来不良影响。

（三）增强玉米种植相关技术宣传力度

考虑到农业生产从业人员才是玉米种植作业的实际

载体，需要各地市地方政府及农业部门面向从业人员增

强玉米种植密度管理控制相关的技术宣传力度，帮助从

业人员了解可以有利于玉米种植密度有效控制的崭新技

术，并在实际的玉米种植实践中予以引入和应用。在新

媒体时代，农业部门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为农业生产从

业人员提供更加便捷更加直观的玉米种植密度管理控制

相关技术宣传，进而引导从业人员更加关注和重视玉米

种植密度可能为玉米种植产量及种植品质带来的各种影

响，最终助其相应地针对玉米种植密度进行有效控制。

（四）科学合理地选择玉米的种植品种

对于玉米种植作业的种植产量及种植品质而言，提

高玉米种植密度属于较为常见的确保及提升措施，同时

在超出一定限度后还会带来不利影响，在针对玉米种植

密度进行有效控制及管理时需要切实地从实际种植玉米

的品种出发进行明确，确认其在种植密度方面的具体需

求，从中选择对于玉米种植密度较不敏感的玉米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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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科学合理地针对种植玉米的品种进行有效选择，才

可以确保玉米种植密度提升不至于为其种植产量及种植

品质带来不利影响。在此过程中，在实际地选择种植玉

米品种后，还应当在一定种植面积内进行试验种植，经

确认无误后再行种植。

（五）切实进行田间管理各项实际工作

为求针对玉米种植密度可能为其种植产量及种植品

质带来的影响进行有效控制，农业生产从业人员需要

从具体的各项田间管理工作出发，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确

保。首先，苗期管理阶段，从业人员需要在玉米拔节

之前切实地完成各项管理工作，如破土防旱和中耕除草

等，通过确保玉米根系实现良好发育控制种植密度可能

带来的影响。其次，穗期管理阶段，从业人员需要定期

地进行有效灌溉，为玉米实际的抽穗奠定较为坚实的基

础，提升玉米植株根系实际的呼吸能力表现。在此过程

中，从业人员还需要在玉米植株出现倒伏问题后及时地

进行处理，同时采取有其针对性的防护措施预防同样的

问题。再次，花期管理阶段，需要切实有效地进行花期

管理实际的各项工作，进而针对种植密度的影响进行

控制。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玉米在国内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一定

的程度，同时在产量方面表现极其显著，已经在国内

的粮食总产量中占据了大约四成的比例。玉米作为一种

粮食作物具备良好的种植发展前景，同时市场实际需求

量较为稳定。为确保和提升玉米种植在产量及品质方面

的实际表现，需要切实地关注玉米种植过程中各个不同

阶段的技术要点和田间管理需求，以便为其实现良好的

种植产量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尤其是种植密度，对于

玉米种植作业而言极为关键，将会较为直接地影响到玉

米种植实际所能取得的产量及品质表现。在实际选择

玉米种植密度时，需要针对实际种植的玉米品种在生长

状况和生长需求方面的实际表现进行深入分析，以防出

现玉米植株之间争夺营养成分的状况或是土地资源浪费

问题。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更加科学地明确玉米种植

密度可能对其产量带来的影响，主要需要从玉米种植密

度较大时产生的影响、玉米种植密度较小时产生的影响

和玉米种植密度适宜时产生的影响等角度出发进行。其

次，需要切实把握玉米种植密度可能对其品质的产生的

各种影响。最后，需要采取包含合理地设置合适的玉米

种植密度，确保和提升玉米种植机械化程度，增强玉米

种植相关技术宣传力度，科学合理地选择玉米的种植品

种，切实进行田间管理各项实际工作在内的诸多有效策

略，更加科学合理地针对玉米种植密度对其产量及品质

的影响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确保玉米种植可以实现

相对符合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只有更加切实地

结合玉米品种实际的生长发育需求进行分析，确保玉米

种植密度可以符合其具体需求，才可以较为科学地确保

和提升玉米种植作业的产量及品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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