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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科学种植新技术

黄英杰
菏泽市经济开发区陈集镇人民政府 山东 菏泽 274108

摘� 要：玉米，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全球粮食生产和农业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

作为玉米生产和消费大国，玉米的产量和质量不仅决定着到国家的粮食安全，还对畜牧业、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有

着深远影响。但问题是，传统的玉米种植技术存在诸多局限性，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为了打破传统种植技

术的瓶颈，实现玉米产量和质量的双重提升，发展玉米科学种植新技术势在必行。科学种植新技术涵盖了从选种、整

地、播种、田间管理到收获的整个种植过程，通过引入先进的农业科技和管理理念，能够实现玉米种植的精准化、智

能化和绿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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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玉米作为全球重要的

粮食、饲料及工业原料作物，其种植技术的革新对保障

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非凡。玉米科学种

植新技术涵盖从品种选育、播种管理到病虫害防治等一

系列环节的创新，展现出多维度的价值。因此，对于玉

米科学种植新技术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是非常成有必要

的。基于此，论文首先探讨了玉米科学种植新技术的价

值，接着深入研究了玉米科学种植新技术的具体内容，

最后促进新技术推广的种种策略，以期为从业者提供相

关意见与参考。

1 玉米科学种植新技术的价值

1.1  科学种植新技术能显著提升玉米产量
传统种植模式下，因种植密度不合理、施肥时机不

当等问题，玉米难以充分利用光热、土壤养分等资源，

产量受限。而新技术采用精准计算，依据土壤肥力、玉

米品种特性确定最佳种植密度，让每株玉米都能获得充

足生长空间与养分[1]。例如宽窄行种植技术，合理调整植

株间距，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增强光合作用，使玉

米产量可提升10%到20%。更重要的是，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依据土壤检测结果，精准调配氮、磷、钾及微量元素

比例，满足玉米不同生长阶段营养需求，进一步挖掘增

产潜力。

1.2  保障了玉米质量
以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为例，采用生物防治、物理

防治手段，如释放害虫天敌、悬挂诱虫灯，减少化学农

药使用，降低农药残留，让玉米更加绿色、安全，符合

市场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科学灌溉技术

根据玉米需水规律，在关键生育期精准供水，最大程度

上避免因水分过多或过少导致的籽粒不饱满、霉变等问

题，提升玉米的外观品质与内在品质，最终提高其在市

场上的竞争力。

1.3  促进资源节约
资源节约是玉米科学种植新技术的又一重要价值体

现。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相较于传统漫灌，可

节水30%到50%，在水资源日益紧缺的当下，极大提高了
水资源利用效率。在肥料利用方面，缓控释肥技术使肥

料养分缓慢释放，延长肥效期，减少施肥次数，肥料利

用率可显著提高10%到20%，既降低生产成本，又减少肥
料流失对土壤和水体的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1.4  玉米种植变得更加轻松高效
从劳动强度角度看，新技术让玉米种植变得更加轻

松高效。机械化播种、收获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幅减少

人力投入。过去人工播种、收割需耗费大量时间与人

力，如今大型播种机、收割机一天可完成数十亩甚至上

百亩作业，极大缩短作业周期，解放农村劳动力，使农

民有更多时间与精力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增加收入

来源。

2 玉米科学种植新技术概述

2.1  品种选择技术
2.1.1  依据环境选种
玉米品种的选择与种植地区环境紧密相关。气候方

面，北方寒冷、生长季短且积温不足的地区，像东北三

省及内蒙古部分区域，应选早熟或中早熟品种，如黑龙

江的龙单系列早熟品种，能在当地正常生长并获高产。

南方温暖湿润、生长季长且热量充足之地，像广西、广

东，适合中晚熟品种，如正大619，可充分利用光热资
源。光照时长和强度影响玉米品种选择，短日照地区需

选对光照不敏感或适应短日照的品种[2]。其中，降水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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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忽视，干旱的西北地区，如甘肃、宁夏，应选耐旱品

种，像先玉335在干旱时产量稳定；降水多易涝地区则要
选耐涝品种。除此之外，土壤条件同样关键。肥沃土壤

可选高产潜力大的品种，如东北黑土地适合郑单958。贫
瘠山区和丘陵地带，需选耐瘠薄品种。土壤酸碱度影响

品种选择，酸性红壤地区选耐酸品种，碱性盐碱地选耐

盐碱品种。砂质土壤透气性好但保水肥差，应选根系发

达、耐旱品种；黏质土壤保水肥强但透气性差，需选根

系活力强、耐湿品种。

2.1.2  抗病虫品种选择
病虫害严重影响玉米产量和质量，选抗病虫品种至

关重要。不同地区病虫害各异，东北和华北部分大斑

病、小斑病高发区，可种郑单958这类抗病品种。玉米螟
危害重的地区，有转基因抗虫品种浙大瑞丰8、ND207，
还有非转基因的“生理抗虫”品种洪雨1号、沃玉3号。
抗病虫品种优势明显。具体表现如下：一是产量

上，能有效抵御病虫害，保障植株正常生长，提高穗

粒数和千粒重，病虫害发生年份比普通品种增产10%到
30%。二是质量方面，减少病虫害对籽粒的损害，提升品
质，如抗玉米螟品种可避免籽粒腐病和霉菌毒素，提高

食用安全性和商品价值。三是成本降低，减少农药用量

和施药次数，降低成本，减少农药残留。四是生态环保

上，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保护生态环境，更加利于维持

农田生态系统平衡。

2.2  种植模式创新
2.2.1  “品字形”摆放种植
“品字形”摆放种植模式在黑龙江、吉林等地推

广，以木兰县为例，2020年起某县引入此高产机械化播
种新技术，建3000亩示范园。该模式采用大垄双行、宽
窄行、单元多株、不等距种植。改均匀垄为大垄，增强

土壤透气性和保水性；改均匀行为宽窄行，改善通风透

光；改均匀单株为单元多株，增强根系活性，提升抗倒

伏能力；改均匀等距为单元不等距，满足生长空间需

求；改任意摆放为“品字形”摆放，优化植株布局。种

植密度上，比传统每亩多800到1500株，增幅约20%，
提高土地利用率。叶片遮挡少，光合作用率高。大垄密

植、宽窄行种植提升保墒、抗旱耐涝能力。可秋整地，

春季提温提早播种。

2.2.2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充分利用土地和生物多样

性。选用紧凑型玉米和耐阴型大豆，2行密植玉米带与2-6
行大豆带复合，扩大玉米行距、缩小株距，加大玉米与

大豆带间距，保证玉米密度与净作相当，每亩增种大豆

8000到12000株。实现玉米不减产，亩多收大豆100到150
公斤，土地产出率国际领先。

而生物多样性方面，不同作物改变田间生态，大幅

度减少病虫害。大豆固氮为玉米供氮，减少化肥使用，

改善土壤结构，提高肥力。11年定位试验显示，土壤有
机质、根瘤固氮量、作物固碳能力增加，氧化亚氮和二

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3]。该模式为生物提供栖息地，维持

生态平衡。值得肯定的是，从农业可持续发展看，减少

农药化肥使用，避免连作问题，利于土壤肥力保持，符

合绿色农业理念。

2.3  精准施肥技术
2.3.1  测土配方施肥
测土配方施肥基于养分归还学说等理论。首先，其

原理是，作物生长带走土壤养分，需施肥归还；最小养

分决定产量；各养分同等重要且不可替代；施肥效益存

在报酬递减；作物产量受多因子综合影响。实施时，先

按网格或地块特征采集土壤样品，一般15到20亩一个混
合样，由15到20个点混合，采集0到20厘米深度土样。然
后实验室检测土壤酸碱度、有机质、大量及中微量元素

含量。

其次，依据玉米需肥规律制定配方，苗期需肥少但

要求高，拔节至大喇叭口期需肥剧增，灌浆至成熟期侧

重磷钾。根据土壤供肥和肥料效应，确定肥料施用时

期、数量和方法。如肥力高地块减少基肥、增加追肥；

肥力低地块增加基肥。

最后，应用效果显著，比传统施肥增产3%到4%，促
进生长，提高穗粒数和千粒重。每亩节约肥料约3%，避
免浪费，提高利用率。提升玉米品质，增加蛋白质、淀

粉含量，提高市场竞争力。还能减少肥料挥发流失，保

护生态，利于可持续发展。

2.3.2  缓控释肥应用
缓控释肥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原理发挥作用。物

理上，包膜技术使肥料养分通过膜微孔缓慢扩散，依土

壤湿度和温度调节释放速度。化学上，添加抑制剂延缓

养分转化，或合成难溶性化合物缓慢释放养分。而生物

上，添加有益微生物，其分泌物促进养分释放，微生物

活动影响土壤理化性质，调节释放速度。

对于玉米种植而言，缓控释肥能持续供养分，满足

全生长周期需求，避免传统肥料前期过剩、后期不足的问

题。研究显示，后期叶片叶绿素含量比传统肥料高10%-
40%。提高肥料利用率，从传统的30%-40%提升到50%-
60%，减少氮肥施用量。减少施肥次数，从3到-次减为
1-2次，节省人力成本，在大规模种植基地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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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灌溉技术改进
2.4.1  滴灌技术
新疆干旱缺水，传统灌溉问题多，滴灌技术优势显

著。滴灌通过毛管上的灌水器将水缓慢滴入玉米根部土

壤，精确控制水量，减少蒸发和渗漏损失，相比传统大

水漫灌，节水30%-50%，如昌吉地区每亩灌溉用水从400
立方米减至200-250立方米。
增产方面，精准供水满足玉米各阶段需水，苗期促

发芽和幼苗生长，拔节至灌浆期保证植株生长发育，提

高产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采用后，亩产量增加100-
150公斤，增幅15%-20%。滴灌还能与施肥结合实现水肥
一体化，提高肥料利用率，节省人力时间成本，为干旱

半干旱地区提供经验。

2.4.2  智能灌溉系统
智能灌溉系统融合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控制技术。利

用土壤湿度、气象、水位等传感器采集数据，土壤湿度

传感器监测土壤水分，低于设定值时，数据经物联网传

至中央控制器，其依预设策略和算法决定是否灌溉及灌

溉量，灌溉中传感器实时反馈，中央控制器调整设备运

行。气象传感器监测气象条件辅助决策，水位传感器监

测水源水位。

实际应用中，智能灌溉精准控制，比传统灌溉节水

20%-40%，为玉米提供适宜水分，促进生长，提高产量
品质。提高灌溉效率，减少人工成本，在大规模种植基

地提升管理效率和精准度。

3 促进新技术推广的策略

3.1  强化技术培训与示范引领
构建“理论+实践”双轨培训体系，通过多维度培训

提升农民技术掌握度。具体此案去的手段如下：第一，

定期举办技术讲座，邀请专家讲解玉米品种选择、新型

种植模式、精准施肥灌溉等技术要点，结合案例分析与

互动答疑增强培训实效。第二，建立县级示范田，直观

展示“品字形”种植、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等模式的增产

效果，组织农民实地观摩学习，配套发放技术手册与短

视频，形成"田间课堂+线上学习"的立体化培训模式。示
范基地需配备专业技术团队，开展全周期种植试验，通

过数据对比验证新技术优势，发挥示范户的辐射带动作

用，形成“技术展示-农民参与-成果推广”的良性循环。

3.2  打造全产业链服务体系
建立农资质量保障网络，实施种子“双随机”抽检

制度，严控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一是推广“定制肥

料+智能配送”模式，根据测土配方生产专用肥，应用物
联网监控物流节点，确保农资及时供应[4]。二是构建三级

技术服务网络，县级农技中心配备专家团队，乡镇设技

术专员，村级设科技示范户，形成“问题收集-专家诊断-
田间指导”的快速响应机制。利用大数据建立种植决策

系统，整合气象、土壤、病虫害等多源数据，为农户提

供精准种植方案，实现从经验种植向数据驱动的转型。

3.3  创新技术推广长效机制
探索“政府+企业+合作社”协同推广模式，政府

提供政策引导，企业负责技术转化，合作社组织农民实

施。为此，相关机构可建立技术采纳效果跟踪机制，采

用卫星遥感监测种植面积，结合产量统计验证技术实

效。同时，培育职业化新农人队伍，遴选青年农民开展

系统培训，培养既懂传统种植又掌握现代技术的复合型

人才。除了以上两点，还可构建技术迭代反馈机制，设

立农民创新建议奖，鼓励一线实践者提出改进方案，形

成“研发-应用-优化”的持续创新闭环。该策略体系通过
教育培训提升技术接受度，政策扶持降低应用门槛，服

务体系强化支撑保障，机制创新激发内生动力，形成多

维联动的技术推广网络。

结语：玉米科学种植新技术在产量提升、质量保

障、资源节约及降低劳动强度等方面展现出巨大价值。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这些新技术将持续迭代更新，为玉

米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农业向现代化、

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促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贡献关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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