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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玉米种植栽培技术

王召强
山东省菏泽市经济开发区陈集镇人民政府Ǔ山东Ǔ菏泽Ǔ274108

摘Ȟ要：绿色玉米作为现代农业的瑰宝，其种植栽培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提升农产品质量及促

进生态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探讨了绿色玉米种植栽培技术的关键措施。在种植区域选择上，需综合考虑地理

位置、气候条件、土壤环境、水源质量及生态环境。种植技术方面，强调了品种选择的重要性，包括抗逆性、优质高

产、适应当地气候及非转基因等特性。详细阐述了播种前的土地准备、种子处理、适期早播、合理密植及播种方法。

田间管理则涵盖了苗期、穗期的具体管理措施，以及贯穿全程的水肥管理。为提高绿色玉米种植栽培技术，本文还提

出了综合防治病虫害和推广生态种植技术的策略，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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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绿色玉米种植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关乎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还直接影响到生

态环境的保护。随着消费者对绿色食品需求的日益增

长，如何提升绿色玉米的种植栽培技术，成为当前农业

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种植区域的选择出发，深

入探讨了绿色玉米的种植技术体系，包括品种选择、播

种技术、田间管理等多个环节，旨在为绿色玉米的高产

优质生产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1��绿色玉米的种植区域选择

绿色玉米的种植区域选择是确保玉米产量、品质以

及环境保护的重要环节。在选择种植区域时，需要综合

考虑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壤环境、水源质量以及生

态环境等因素。首先，地理位置是确定绿色玉米种植区

域的基础。我国玉米种植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

西南一带”，这些地区的气候条件适宜玉米生长。具体

来说，山东以及黑龙江等省区则是玉米种植的适宜区

域，这些地区水利灌溉设施相对完善，地处暖温带，温

度和湿度等气候条件也能满足玉米的生长需求。其次，

气候条件对绿色玉米的生长至关重要。玉米适宜生长的

气温在20℃至30℃之间，降水量在700毫米至1200毫米之
间。因此，在选择种植区域时，需要关注当地的气温、

降水等气候条件，确保玉米能够在适宜的环境中生长。

再次，土壤环境也是决定绿色玉米种植区域的重要因

素。优质的种植土壤应具备丰富的养分和适宜的pH值，
如pH值在6.0至7.5之间。土壤还应具有良好的保水、保肥
及排水能力，以确保玉米在生长过程中能够获得充足的

水分和养分[1]。此外，水源质量也是选择绿色玉米种植区

域时需要考虑的因素。良好的水源是玉米生长的必要条

件，因此在选择种植区域时，需要确保当地的水质符合

绿色食品生产的要求。最后，生态环境也是决定绿色玉

米种植区域的重要因素。为了避免和减少环境质量对绿

色玉米产地的不良影响，确保绿色玉米的质量，种植区

域应远离工矿区和公路铁路干线和城市污染的影响。区

域内应无工业企业的直接污染，水域上游、上风口没有

污染源对产地构成污染威胁。

2��绿色玉米的种植技术

2.1  品种选择
在玉米种植中，品种选择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直

接关系到作物的抗逆性、产量、品质以及对环境的适应

性。面对自然界的各种挑战，如病虫害、极端天气等，

抗逆性强的品种能够屹立不倒，成为农民的得力助手。

这些品种凭借其自然的抗虫、抗病特性，减少了农药的

依赖，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保护了生态环境，实现了

绿色种植的目标。市场对绿色、健康玉米产品的需求日

益增长，促使我们在品种选择上更加注重优质高产。通

过长期的育种实践，科学家们利用基因筛选、杂交育种

等技术，培育出了一批既高产又优质的玉米品种[2]。这些

品种不仅产量可观，而且在营养成分、口感、色泽等方

面都表现出众，满足了消费者对高品质食品的追求。考

虑到气候对农作物生长的巨大影响，选择适应当地气候

的品种显得尤为重要。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各异，只有

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挑选出能够在当地生长周期内正

常成熟且表现稳定的品种，才能确保玉米的丰收。这种

因地制宜的选择策略，既保证了产量，又提升了品质，

是玉米种植中的智慧之举。

2.2  播种
2.2.1  播前土地准备
土地是玉米生长的摇篮，其质量直接决定了玉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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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环境。在选择地块时，应优先考虑地势平坦、土壤

肥沃、通透性好且具备滴灌设施的地块，这样的环境有

利于玉米根系的发育和养分的吸收。播种前的深耕整地

是不可或缺的一步，通过深翻土壤至20~25厘米，可以有
效打破土壤板结，提高土壤的透气性和保水能力[3]。对

于熟土层较薄的地块，应逐年加深翻耕深度，每次增加

3~5厘米，以逐步改善土壤结构。深翻后，及时耙压、镇
压，有助于蓄水保墒，为玉米种子提供一个良好的萌发

环境。

2.2.2  种子处理
种子是玉米生长的起点，其质量直接影响到出苗率

和后续的生长状况。在播种前，对种子进行必要的处

理，是提升种子发芽率和抗病性的有效手段。（1）晒种
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通过阳光照射，可以促进种

子后熟，激活酶活性，增强种子活力，从而提早出苗。

晒种时，应选择晴朗天气，将种子均匀摊开，避免直接

暴晒导致种子受损。（2）浸种则是为了对种子进行消毒
灭菌，防治病虫害。使用适当的药剂或生物制剂浸泡种

子，可以有效杀死附着在种子表面的病原菌和害虫，为

种子的健康萌发提供保障。浸种时间应严格控制，避免

过长或过短影响效果。（3）拌种则是通过药剂处理种子
表面，进一步防治地下害虫和玉米丝黑穗病等病害。拌

种药剂的选择应根据当地病虫害发生情况和药剂的兼容

性来确定，确保拌种后的种子既能够有效防治病害，又

不会对种子萌发造成不良影响。

2.2.3  适期早播
播种时期的选择对于玉米的生长和产量具有重要影

响，适期早播可以延长玉米的生长周期，充分利用光

能、热能和水资源，提高产量和品质。一般来说，当地

表5厘米地温稳定在10~12℃时，即可开始播种。具体播
期还需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品种特性和栽培制度等因素

综合考虑。在4月5日至4月20日之间播种，通常能够确保
玉米在最佳生长季节内完成生命周期，实现高产优质。

2.2.4  合理密植
种植密度是影响玉米产量的重要因素，合理的种植

密度能够确保每株玉米都能获得充足的阳光、水分和养

分，避免苗与苗之间的拥挤和竞争。根据土壤肥力、品

种特性和管理水平等因素，科学确定种植密度是至关重

要的。一般情况下，每亩种植密度控制在9000-9500株
之间较为适宜。对于肥力较高的地块或生长势较强的品

种，可以适当增加种植密度；而对于肥力较低的地块或

生长势较弱的品种，则应适当减少种植密度[4]。通过合理

密植，可以优化玉米群体结构，提高光能利用率和养分

吸收效率，为玉米的高产优质创造条件。

2.2.5  播种方法
播种方法的选择同样重要，条播、机播或点播等方

法各有优劣，应根据地块大小、形状、土壤条件和播种

机械等因素综合考虑。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都应确保播

种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一般每亩播种量在2.5~3千克之
间。播种深度也是影响出苗率的关键因素之一，过深或

过浅都会导致出苗不良。一般来说，播种深度控制在4~6
厘米较为适宜，覆土厚度要均匀一致，并及时镇压以确

保种子与土壤紧密接触。播种后的管理同样不能忽视。

播种后当天即应连接田间支管和毛管，确保滴灌系统处

于随时可用状态。滴水量应根据土壤水分状况灵活调

整，既要确保种子萌发所需的水分，又要避免水分过多

导致的土壤板结或病害发生。通过科学的播种方法和精

细的管理措施，可以确保玉米种子在最佳条件下萌发，

为绿色玉米的高产优质生产奠定坚实基础。

2.3  田间管理
2.3.1  苗期管理
苗期是玉米生长的起始阶段，也是决定玉米后续生

长势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的管理主要围绕促进根系发

育、提高出苗率和培育壮苗展开。（1）查苗补缺。播种
后，应及时检查出苗情况，对于缺苗断垄的地方，要尽

快进行补种或移栽，以确保田间苗全、苗齐。补种时，

应选择与原品种相同或相近的种子，避免品种混杂导致

的生长不一致。（2）间苗定苗。随着玉米苗的生长，及
时间苗、定苗是避免苗与苗之间争夺养分、光照的重要

措施。间苗时，应去除弱小、病残、畸形等劣苗，保留

健壮、生长势强的苗。定苗时，则要根据种植密度和苗

情，确定最终的留苗数量，确保每株玉米都能获得充足

的生长空间。（3）中耕除草。苗期进行中耕除草，可
以有效改善土壤通气性，促进根系发育，同时减少杂草

与玉米争夺养分、光照。中耕时，应注意深度适中，避

免伤及根系。除草则可选择人工除草或化学除草相结合

的方式，确保田间清洁，为玉米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4）防治病虫害。苗期是玉米病虫害发生的高峰期，应
密切关注病虫害的发生情况，及时采取防治措施。对于

地下害虫，如蛴螬、金针虫等，可通过拌种、土壤处理

等方式进行防治；对于地上害虫和病害，如蚜虫、玉米

螟、叶斑病等，则应根据病虫害的种类和发生程度，选

择适当的药剂进行喷雾防治。

2.3.2  穗期管理
穗期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也是产量形成的重要

阶段。这一阶段的管理主要围绕促进穗粒发育、提高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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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结实率展开。（1）追施穗肥。穗期是玉米需肥量最大
的时期，追施穗肥可以满足玉米生长对养分的需求，促

进穗粒发育。穗肥的施用应根据土壤肥力、玉米生长势

和产量目标等因素综合考虑。在肥料选择上，应优先考

虑有机肥和生物肥，减少化肥的使用量，避免土壤污染

和养分失衡。在肥料施用上，应根据玉米的生长需求和

土壤肥力状况，制定科学的施肥方案。基肥的施用应充

足且均匀，追肥则应根据玉米生长阶段和养分需求进行

适时补充。也要注意避免过量施肥导致的养分浪费和环

境污染。（2）灌溉与排水。穗期玉米对水分的需求也相
对较高，应保持土壤湿润，避免干旱或积水对玉米生长

造成不利影响[5]。灌溉时，应根据天气情况、土壤墒情和

玉米生长需求，合理安排灌溉时间和灌溉量。穗期则需

增加灌溉量，满足玉米生长对水分的需求；而灌浆期则

应适当控制水分，避免水分过多导致玉米倒伏或影响品

质。（3）促进授粉结实。穗期还应注意促进玉米的授粉
结实。对于授粉不良的地块，可以通过人工辅助授粉、

喷洒生长调节剂等方式提高授粉结实率。也要注意避免

高温、干旱等不利因素对授粉结实的影响。

3��提高绿色玉米种植栽培技术的措施

3.1  综合防治病虫害，保障绿色生产
在病虫害防治方面，需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防御

体系。物理防治手段如安装防虫网，有效阻隔害虫入

侵；利用性诱剂干扰害虫交配，减少害虫繁殖；灯光诱

杀则针对夜间活动的害虫，降低其种群密度。生物防治

则更加绿色环保，通过引入害虫天敌如瓢虫、蜘蛛等，

形成自然生态平衡；选用生物农药如细菌制剂、植物源

农药，既能有效控制害虫，又能保护生态环境。在必要

时使用化学防治时，务必选择低毒、低残留、高效的农

药，并严格遵循用药指南，控制用药量和用药时期，确

保农产品安全及环境友好。

3.2  推广生态种植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
推广生态种植技术，是实现绿色玉米种植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间作套种能够充分利用光能、水分和养分，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如玉米与豆类的间作，豆类作物的

固氮作用能为玉米提供氮素营养，同时豆类根系的分泌

物还能促进玉米生长，形成互补优势。轮作休耕制度则

有助于打破病虫害循环，减少土壤病虫害积累，同时改

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此外，积极探索和实践有

机农业、循环农业等新型农业模式，如利用农业废弃物

制作有机肥，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采用生物防治和物

理防治替代化学农药，减少环境污染。这些生态种植技

术不仅能够提升玉米的产量和品质，还能促进农业生态

系统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的和谐统一。

结语

综上所述，提高绿色玉米种植栽培技术是实现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科学选择种植区域、优化品种

结构、精细播种管理、加强田间水肥调控及综合防治病

虫害等措施，可以有效提升玉米的产量和品质。推广生

态种植技术，如间作套种、轮作休耕及有机农业等，不

仅能够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还能实现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未来，应继续加

强绿色玉米种植技术的研究与创新，为推动我国农业绿

色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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