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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玉米高产栽培技术

玉米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仅次于小麦、水稻而居

第三位。玉米产量高、用途广、适应性和抗逆性强，种植技术简单和

方便，经济效益较高，农民很乐意种植玉米。据1987年统计，全国玉

米种植面积约为3.0亿亩，受比较效益带动，2012年，我国玉米种植

面积达5.2亿亩，其间增加了2.2亿亩，玉米在粮食增产上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玉米当前主要用于发展畜牧业的优质饲料，同时也为轻

工业、医药工业提供重要原料。目前，东北地区在“吨粮田”建设及

创高产中，玉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提高玉米单产对发展“吨粮田”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概　述

一、玉米用途广泛

玉米是重要的禾谷类作物之一，营养丰富，子粒中含淀粉72％，

蛋白质9.8％，脂肪4.9％，糖1.58％。此外，还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

和多种维生素等，是人们重要的粮食之一。用玉米加工而成的副食

品达100多种。

玉米产量高，用秸秆和叶子做成的青贮饲料，是畜牧饲养业的

优质饲料，发达国家把75%～85％的玉米作为饲料，使其转化成肉、

蛋、奶。我国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肉、蛋、奶的需要量也日

益增多，玉米在我国饲养业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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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目前用玉米加工成的产品达500多

种，其中最重要的有玉米淀粉、玉米果葡糖浆、玉米油、玉米啤酒、

玉米酒精。玉米淀粉质量好，已广泛用于食品、化工、造纸、医药、

塑料、涂漆和纺织工业等。玉米果葡糖浆含果糖77%～90％，甜度

高，味美可口，易消化，产量高，近年来发展迅速。玉米油含亚油酸

61.8％，营养价值高，长期食用有预防高血压、心脏病和肥胖症等效

果。

二、世界玉米生产概况

人们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开始种植玉米了，但直到1492年，哥

伦布到达新大陆后，玉米才逐渐向世界各地传播。近二三十年来，

玉米生产发展很快，1951年，世界玉米播种面积只有1.24亿亩，总产

约383亿斤，平均亩产309斤；到1981年，播种面积扩大到2.02亿亩，

总产约889亿斤，亩产440斤。三十年来，播种面积扩大了约61.4％，总

产增长约232％，亩产提高约143%。

1981年，世界玉米播种面积少于小麦（359072万亩）和水稻

（217373万亩），居第三位；总产略低于小麦（9164亿斤），而高于水稻

（8275.7亿斤），居第二位，单产居首位（小麦252斤，水稻381斤）。目前，

世界亩产最高纪录为2951斤，高于小麦（2026斤）和水稻（1969.6斤）。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1979年统计，世界玉米亩产最高的国家是奥地利

（956斤），其次是美国（915斤）、意大利（892斤）、加拿大（743斤）。1981

年，种植玉米面积最大的国家是美国（45300万亩，占22.53％），其次是

中国（30489万亩，占15.16％），巴西（17237万亩），墨西哥（12225万亩）。

三、我国玉米生产概况

我国种植玉米已有400多年的历史。由于气候条件适宜，玉米分

布很广，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自沿海之滨，西到西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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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玉米栽培，但以河北、山东两省种植面积最大，超过3000万亩，

其次是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四川等省，种植面积在2000万亩

以上。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玉米生产发展迅速，1951年，玉米种植面

积为18849万亩，平均亩产179斤，总产约337亿斤；1981年，种植面积

30489万亩，平均亩产394斤，总产约1201亿斤。三十年播种面积增长

约61.7％，亩产增长约120.1％，总产增长约256.4％。

1980年，山东省掖县后邓大队农科队种植鲁玉2号良种1.32亩，

亩产1807.2斤；1981年，山东省黄县下丁家大队种植鲁玉1号1.104亩，

平均亩产1887.3斤，创全国夏玉米高产纪录。

四、栽培技术措施在玉米增产中的作用

分析三十年来玉米试验和生产资料的结果表明，在玉米增产诸

项技术措施中，单项技术措施的增产作用是：更换优良品种占21％，

增加肥料用量和合理施肥占29％，合理灌溉占21％，合理密植占

10%，防治病虫害占6.5％，其他栽培管理占12.5％，这说明栽培措施

在提高玉米产量中的作用是很大的。随着栽培技术的普及与推广，

今后选育良种的增产作用，可能会逐渐增加。

第二节　玉米个体的器官

玉米植株由根、茎、叶、穗、粒等器官构成。各种器官的形态、

结构不同，执行的功能及在整株生命活动中的作用也不一样。各个

器官间必须协调一致，才能形成健壮的植株体，而培养健壮的植

株，又是获得玉米高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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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玉米的根

（一）根系的组成

玉米根系分胚根、次生根和支持根三种（图1-1）。每条根上都

能产生分枝，以扩大吸收面积。根系受伤后，能产生更多的分枝。玉

米幼苗移栽和深中耕能使分枝增加就是这个道理。

胚根又叫种子根，是在种子发芽过程中由种胚形成的，它包括

主胚根和次生胚根。胚根一般长40～60厘米，比支持根、次生根细，

分枝少，重量轻，入土浅。它是玉米苗期吸收水、肥的主要根系。拔

节后，随着次生根的生长，胚根的作用逐渐降低。如鲁原单4号玉

米，7片叶展开时，胚根吸收的磷占全体吸收总量的13.6％，至11片叶

展开时降为3.9％，吐丝时仅占1.4％。

图1-1　玉米幼苗及其根系

1.第1叶　2.胚芽鞘　3，5.次生根　4.根茎

6.主胚根　7.叶鞘　8.节间　9.支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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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生根又叫地下节根或永久根，是从地下密集的茎节上长出来

的，一般有4～6层，多的达8～9层。全株次生根总数约有50～70条，多

的甚至超过100条。幼苗长出2～3片叶子时，从第一节间下端长出第

一层次生根，以后，每展开1.5～2片叶，就增生～层次生根。因此，根

据展开叶片数，大体可以推算出地下已形成的根层数。第一层次生

根较细，多为4条。由下往上，随着根层数的增加，根条数、粗度和干

重也逐渐增加。

次生根系从玉米拔节到成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对鲁原

单4号的测定，7片叶展开时，次生根吸收的磷占全株吸收总量的

86.4％；11片叶展开时，占96.1％；抽雄后，由于支持根的大量形成，

次生根吸收磷量开始下降，到吐丝期占46.6％。

支持根又叫气生根或地上节根，是从地上节间长出来的，有一

部分露出地面，生长在空气中。支持根一般有2～3层，雨水较多或植

株倒伏后还要多。支持根系粗壮、量大、分枝多，吸收能力强，是玉

米抽雄至成熟期间的主要根系。据测定，玉米吐丝以后，有50％以

上的养分是由支持根吸收的。

根层不同，入土角度和在土层中的分布也不同，1～3（或4）层

次生根大致先水平生长，分布较浅，伸长30～40厘米后，再向下扎。

5～6层根与水平面成较大角度斜向下扎，穿过1～4层根，深入土中，

支持根入土角度更大。根系的这种走向与分布，能增强植株的抗倒

伏能力。

根系入土深度一般有1米左右，深的可达2米以上，但绝大部分

根分布在耕作层中，一般0～20厘米土层中约占60％，0～40厘米约占

85％；在水平方向，根系可伸展50～60厘米，远的达1米多，但绝大部分

根分布在植株周围20厘米的范围内，其中，0～10厘米有60％～70％。

（二）根的形态与结构

根虽长达几十厘米，但是吸收、合成、生长等生命活动最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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