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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述了当前豫西旱作区影响夏玉米高产的主要因素:干旱缺水 、品种不对路 、倒伏 、土壤瘠

薄 、管理粗放等 。并初步探索出了一套增产技术体系:选用高产多抗品种 、抗旱播种技术 、秸秆覆

盖 、合理密植 、化学控草 、科学施肥 、抗倒剂的应用 、适时收获等 。在实践应用当中简便易行 、增产

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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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西旱作区光照充足 ,温度适宜 ,玉米种植历史

悠久 。但由于“十年九旱” 、土壤瘠薄 、管理粗放 ,长

期以来 ,该区夏玉米产量一直不高不稳 。多年来 ,我

国很多专家 、学者在总结传统的旱作农业技术的同

时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在探讨旱作农业的基本理论

和应用技术方面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工作 ,取得了

显著成绩 。豫西旱作区在小麦抗旱方面研究较多 ,

玉米抗旱种植方面研究较少 ,笔者通过多年工作经

验并查阅大量相关资料 ,就当前豫西旱作区夏玉米

生产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 ,初步总结

出了一套豫西旱作区夏玉米抗旱增产技术体系。经

过示范 ,充分显示出了该技术体系的增产潜力 ,为提

高旱作区夏玉米的生产水平提供了依据 , 现总结

如下 。

1　豫西旱作区夏玉米生产的主要限制因素

1.1　降雨不足 ,干旱缺水 ,不能适时播种

豫西属半湿润易旱区 ,雨养农业 ,自然降水是土

壤水的唯一来源。年均降雨量在 550 ～ 580mm ,且

分布不均 ,春旱 、伏旱 、秋旱连接不断 ,大旱 、中旱 、小

旱几乎年年发生 。据气象资料记载 ,近 35 年间有

31年发生不同程度的干旱 ,频率高达 88.6%,且年

际间各季节降水时间分布极不稳定 ,不利于对天然

降水的利用 。农业生产丰年欠年差异很大 。

在夏玉米生育期间(6 ,7 , 8 , 9月),该区常年降

雨量为 408mm 左右 , 基本上能够满足玉米正常生

长需求 ,但降雨分布不均(表 1),时常对玉米出苗 、

开花授粉 、灌浆 、收获等关键时期造成一定影响 。据

研究 ,豫西夏玉米适宜播期在 6月 10日之前;从豫

西地区多年的气象资料分析 , 5月中旬到 6月中旬

一直无有效降雨 ,直到 6月底 、7月初才有一场有效

降雨 ,玉米无法正常播种的现象越来越频繁。例如:

2006年是典型的欠收年 ,6月上 、中旬一直无有效降

雨 ,6 月 10 日之前播种地块缺苗断垅现象普遍发

生;8月玉米灌浆期严重缺水;9月 4日大雨伴有大

风 ,造成玉米大面积倒伏;天气因素导致本年度玉米

表 1　2006 年与历年 6 ～ 9 月份降水量 (mm)

时间
6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7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8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9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历年 16.8 15.0 33.5 54.0 33.4 71.5 33.0 31.5 26.2 42.8 25.8 28.1

2006年 0.0 7.0 53.2 78.0 2.0 10.0 12.0 0.0 0.0 41.1 0.0 47.0

较丰年普遍减产近 50%左右 。

1.2　品种选择不对路

旱地玉米育种工作开展的少 ,育成品种也少 ,适

宜于旱区种植的品种更少。然而几乎所有通过河南

省审定(或认定的)品种都在豫西旱作区推广 ,销售

网点繁多。加之 ,农民在品种选择上没有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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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优良品种在玉米增产方面的作用认识不够 。农民

在选择品种时眼花缭乱 ,轻信广告宣传 ,不经试种 ,

追求高产 、大穗 ,盲目购买新品种 ,不能因地制宜选

用对路品种。多种原因造成农民不能够科学选择适

宜当地种植的优良品种 ,并严格按照品种特性进行

种植管理 ,是目前豫西旱区玉米产量不高不稳的主

要原因之一。

1.3　倒伏

每年的 7 ～ 9 月份是黄淮海地区高温 、多雨 、多

风寡照的季节。玉米茎秆生长速度过快 ,其机械组

织比较脆弱 ,与多雨大风天气相遇后发生玉米倒伏

的几率大大增加。近几年来 ,随着机械化种植程度

的提高 ,玉米密度逐年增加 ,玉米发生倒伏的频率也

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给玉米生产造成严重的损失 。

倒伏轻者减产 5%～ 10%,重者减产 30%～ 50%。

个别严重的近乎绝收 。

1.4　土壤瘠薄

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重用地 、轻养地 ,重化肥 、

轻有机肥的倾向 ,化肥使用量大幅度增长 ,有机肥的

使用量逐年减少 ,土壤有机质消耗大于补充 ,土壤结

构极不稳定 ,理化性状不断恶化。土壤肥力很低 ,一

般有机质含量 12 g/kg 以下 ,有效氮<40mg/kg ,速

效磷<5mg/kg 。因干旱的制约 ,仅有的土壤养分也

不易发挥作用。

1.5　管理粗放 ,施肥技术落后

农业生产一直依赖于自然资源的过渡消耗 ,粗

放式管理 ,掠夺性经营 ,秸秆还田率不足 40%。在

施肥方面重氮肥 ,轻有机肥 、磷肥 、钙肥和微肥的施

用 ,在施肥方式上采用“一炮轰” 。种植密度过稀或

过密 ,稀的每公顷 45 000株以下 ,密的每公顷 75 000

株以上。

2　提高豫西旱作区玉米产量的对策

2.1　选用高产 、抗旱 、抗倒伏品种

选择增产潜力大 、抗旱能力强 、抗病 、抗倒伏的

优良品种是旱作区夏玉米取得高产的关键。

2005年我们对豫西旱作区 20个主栽品种进行

抗旱性鉴定试验 ,结果表明:浚单 20 、洛玉 4号 、秀

青 73-1 、浚单 18 、洛单 236 、洛单 94-1 、郑单 958 、

鲁单 981 、洛玉 1号 、沈单 16 、农大 108等 11个品种

抗旱性较好且增产潜力大;其中 ,洛玉 4号 、洛单 94

-1 、郑单 958在抗倒性方面表现优异。

2.2　应用机械沟底探墒抗旱播种技术 ,适时早播

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 ,套种面积逐渐变少 ,铁

茬播种面积逐年增加。在有墒的情况下可进行麦收

后及时铁茬抢墒播种。应用抗旱播种技术 ,能够适

时早播 ,在雨水较少缺墒的情况下采用机械沟底探

墒抗旱播种技术可适时早播 ,有效地提高出苗率和

质量 ,为丰产打下基础 。机械沟底探墒抗旱播种技

术具体做法:播种前先用播种机空开沟一趟 ,第二次

沿第 1次开的沟加深播种(较一趟深 3 ～ 5 cm)。该

方法简便易行 ,克服了玉米铁茬免耕播种机普遍存

在堵草影响播种质量造成缺苗断垄的现象 ,解决了

底墒不足 、不匀造成出苗不匀不齐的问题 。2006年

我们在偃师市诸葛镇上庄村进行机械重趟沟底探墒

深播浅盖抗旱播种技术示范试验 ,每公顷增加生产

成本 120 元 ,增收玉米 1 800 kg/hm
2
,按 1.2 元/kg

计 ,净增收 2 160 元/hm2 , 比常规播种方式效益

显著。

2.3　应用秸秆覆盖抗旱栽培技术

在播种前将小麦秸秆收集到地头 ,在播种出苗

后 ,将秸秆均匀覆盖在玉米的行间;或将麦秆顺垄搂

成行 ,露出播种行播种 。应用小麦秸秆覆盖能起到

抗旱保墒 、改善土壤结构 、培育壮苗等作用 ,收秋还

田后提高田间有机质含量。

2.4　合理密植

合理密植是高产的保证。每公顷播种 30 ～

37.5 kg ,采用宽窄行种植(75 cm+45 cm),株距根据

品种 、播期 、肥力而定。洛玉 4号 、郑单 958 、浚单

20 、洛单 236等中穗型品种 ,可留苗 60 000株/hm2 ;

浚单 18 、洛玉 1号 、洛单 94-1 、秀青 73-1等中大

穗型品种 , 可留苗 52 500 株/hm2 ;鲁单 981 、农大

108 、沈单 16等大穗型品种 ,可留苗 45 000株/hm2 。

早播较晚播密度要高 ,肥力高的地块要较肥力低的

地块高 。

2.5　科学配方施肥

夏玉米施肥必须根据其需肥特性和土壤肥力状

况等 因素 进行 。据 试验 , 在 产量 为 7500 ～

10 500kg/hm
2
情况下 ,每生产 100 kg 玉米籽粒需从

土壤中吸取 N 2.5 ～ 2.6 kg ,P2O5 0.8 ～ 0.9kg ,K 2O

2.3 ～ 2.4 kg 。此外还要吸收一些锌 、硼 、钼等微量

元素。玉米苗期因植株小 ,生长慢 ,对三要素的吸取

量少 ,拔节期至抽雄开花吸收量多 ,开花授粉后吸收

速度逐渐减慢减少 。

2.5.1　增施有机肥　麦收后结合中耕灭茬追腐熟

有机肥 15 000 ～ 22500 kg/hm
2
,增加土壤有机质含

量 ,改良土壤 ,培肥地力 。

2.5.2　配方施肥　施肥原则:宁让肥等苗 ,不让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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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肥;氮 、磷 、钾 、微肥合理搭配 ,配方施肥。

豫西旱作区夏玉米种植可选用氮 、磷 、钾总含量

为 40%～ 45%的玉米配方肥。追肥一般分 2 次进

行 ,根据天气情况 ,第一次(出苗后 25 d 左右)施入

225 ～ 300 kg/hm2 ,第二次(出苗后 45d 左右)施入

525 ～ 600 kg/hm
2
。

如果使用其他肥料 ,也要按照配方施肥技术做

到氮磷钾合理搭配。磷钾肥可在第一次全部施入 ,

氮肥第一次施入 30%～ 40%,第二次施入 40%～

50%,其余部分在第三次施入 。化肥要深施 、穴施 、

耧施或开沟条施 ,深度 10 cm 左右 ,苗期适当浅施 ,

中后期适当深些 。

若中期发现有早衰趋势 ,可采用叶面喷肥补充

养分 ,用 0.3%磷酸二氢钾+2%尿素+0.4%钼酸

铵混合肥料 ,每隔 7 ～ 10 d喷一次 ,连续喷 2 ～ 3次 ,

能有效防治玉米叶片早衰 ,保持有较多的绿叶面积 。

2.6　应用玉米抗倒剂

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是预防夏玉米倒伏的有效

途径之一 。在玉米拔节期至大喇叭口期喷施“矮大

棒”(或其他玉米生长抑制调节剂),可使玉米植株矮

健 、降低穗位 、基部节间缩短 、茎秆粗壮 、根系发达 ,

有效预防玉米倒伏。

2.7　精心管理

2.7.1　化学防控杂草　于玉米播种后出苗前或出

苗后杂草三叶期之前 , 在土壤墒情较好时每公顷用

40%乙莠水悬浮剂(乙阿合剂)3000 ～ 3 750 g 加水

750 kg 均匀喷雾即可。喷施除草剂时要做到一平 、

二匀 、三准 ,即地面要平 、喷雾要匀 、用药量要准。

采用化学除草 ,具有效果好 ,省工省力 ,减少田

间作业伤苗 ,降低成本的优点 。

2.7.2　“二早”管理　一是早中耕 ,这样可起到松土

保墒的作用 ,如果是铁茬播种地块 ,早灭茬松土能够

促使幼苗早发 ,不过 ,对采用化学除草地块 ,这项措

施可适当推迟;二是指早定苗 , 可在四叶期一次定

苗 ,要去除小 、弱 、虫苗 ,留健壮一致苗 ,对缺苗处 ,其

两边可留长势一致的双苗来补救。定苗后抽雄前要

不断拔掉田中的弱株 ,以提前腾出空间 ,有利于周围

正常植株的生长 。

2.7.3　病虫害防治 　地下害虫防治:如果是金针

虫 、蛴螬危害 ,可用 75%3911乳油或 40%甲基异硫

磷或 50%辛硫磷乳油对水 200 倍灌根。如果是蝼

蛄或小地老虎危害 ,每公顷可用 90%晶体敌百虫

1 500 ～ 2 250 g 拌炒糊麸子 60 kg 制成毒饵于傍晚顺

垄撒于苗旁 ,如果仅为小地老虎低龄幼虫危害 ,用

2.5%敌杀死乳油对水于傍晚顺垄喷雾即可。

地上害虫防治:在玉米定苗前用 20%菊马乳油

1 000 ～ 1 500 倍或 10%高效氯氰酯乳油 1500倍液

或 50%甲基 1605乳油 800倍液均匀喷雾以防治玉

米钻心虫 、蓟马 、红蜘蛛 。在大喇叭口期每公顷用

15 kg 3%呋喃丹颗粒剂丢芯以防治玉米螟 、棉铃虫。

病害防治:玉米病害主要有大 、小斑病 、黑粉病 、

病毒病 、青枯病等 。防治大 、小斑病 ,可用 40%温散

乳剂 500 ～ 1 000倍液或用 50%退菌特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在发病初期喷洒 ,必要时隔 7d 再次喷药。

防治黑粉病 , 可用 25%粉锈宁或 40%多菌灵 ,按

0.3%的剂量拌种 。防治病毒病应早期用 40%氧化

乐果 3000倍液防病 。

2.8　适时收获

待玉米果穗苞叶全部变黄后 5 ～ 7 d ,籽粒乳线

消失收获 ,过早或过迟均不利于高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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