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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玉米高产种植技术与病害预防控制对策研究
张　鹏

（聊城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　要】山东作为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玉米种植历史悠久，种植面积广泛。本研究旨在探讨山东

地区玉米高产种植技术和病害预防控制对策，以提升玉米产量和品质，保障粮食安全。通过深入分析山东玉米

种植现状，结合实地调研与试验示范，本研究提出了盐碱地改良、合理密植、科学施肥与精准灌溉等高产种植

技术，以及病害识别、生物防治、化学防治与综合防控策略相结合的病害预防控制对策。结果显示，这些技术

的应用显著提高了玉米产量，降低了病害发生率，为山东玉米种植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本研究结论对

于指导山东乃至全国玉米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有望推动玉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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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气候变化、土壤退化以及病虫害频发等问题

的加剧，玉米产量和品质的提升面临严峻挑战。因此，

探索适合山东地区的高产种植技术和病害预防控制对

策，对于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本研究从山东玉米种植实际出发，结合国内

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旨在形成一套适合山东地区的高

产高效玉米种植技术和病害防控体系，为农民提供科

学指导，助力玉米产业转型升级。

1 山东玉米高产种植技术

1.1 土壤改良与整地技术

在山东地区，特别是黄河三角洲等盐碱地集中的

区域，土壤改良与整地技术是提升玉米产量的关键。

1.1.1 盐碱地改良

盐碱地是限制山东玉米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为

了有效改良盐碱地，采取了深松、排水和施肥等一系

列措施。实践中，可利用深松机械对土壤进行深层松动，

打破土壤板结层，增加土壤通透性，提高土壤蓄水保

肥能力 [1]。深松深度一般控制在 30—40 厘米，这样既

能有效打破犁底层，又能避免过度松土导致土壤养分

流失。根据山东地区的土壤质地和气候条件，深松作

业最好在秋季进行，此时土壤湿度适中，有利于机械

作业和土壤恢复。盐碱地的主要问题是盐分随水分上

升而积聚在地表。因此，排水是改良盐碱地的关键。

采用了暗管排水和明沟排水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排水

系统畅通无阻，有效降低土壤盐分含量。还利用地形

地貌特点，合理规划排水沟道，确保排水效率。

盐碱地土壤养分含量低，且易随水分流失。因此，

施肥是改良盐碱地、提高土壤肥力的必要措施。地区

采用了有机肥与化肥相结合的施肥方式，有机肥如牛

粪、猪粪等，化肥如复合肥、尿素等。有机肥的施用

量一般控制在每亩 2000—3000 公斤，化肥的施用量则

根据土壤养分测试结果进行确定。施肥时，采用了分

层施肥和穴施法，确保养分均匀分布，提高肥料利用率。

1.1.2 精细整地

精细整地是玉米播种前的重要准备工作，对土壤

细碎度、平整度和墒情等均有严格要求。在播种前，

使用旋耕机或犁耙等工具对土壤进行细碎处理，确保

土壤细碎度达到播种要求。土壤细碎有利于种子萌发

和根系生长，同时也有利于土壤水分和养分的均匀分

布。土壤平整是确保玉米生长均匀、提高产量的重要

措施。使用平地机或人工对土壤进行平整处理，确保

地表无明显高低不平现象。平整后的土壤有利于灌溉

和排水，同时也能减少土壤侵蚀和养分流失。土壤墒

情对玉米生长至关重要。在播种前，根据土壤墒情进

行镇压或松土处理。若土壤过于干燥，则进行灌溉；

若土壤过于湿润，则进行松土处理以降低土壤湿度。

还利用天气预报和土壤水分监测数据，制定科学的灌

溉计划，确保玉米生长过程中的水分供应。

1.2 合理密植技术

1.2.1 密度适宜

在山东地区，玉米品种的选择和种植密度是影响

产量的重要因素。以“鲁单 510”为例，该品种具有

耐密特性，但不同地块、不同肥力条件下，其适宜密

度有所不同。通过多年的实践论证和田间试验，确定

了“鲁单 510”在山东地区的适宜种植密度范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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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力较高、土壤疏松、排水良好的地块上，由于养分

充足、根系发育良好，可以适当增加种植密度，一般

每亩种植 6000—6500 株较为适宜。而在肥力较低、

土壤紧实、排水不良的地块上，则应适当降低种植密

度，以避免植株间竞争激烈，影响产量，一般每亩种

植 5500—6000 株为宜。适宜的种植密度能够充分利用

光能、水分和养分资源，促进玉米植株的生长发育，

提高产量。然而，过高的种植密度会导致植株间竞争

激烈，光照不足，通风不良，易发生病虫害，从而降

低产量。相反，过低的种植密度则会造成光能浪费，

土壤养分利用率低，同样会影响产量 [2]。因此，确定

适宜的种植密度是实现玉米高产的关键。

1.2.2 合理布局

合理布局是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提高光能利

用率、促进玉米生长发育的重要措施。在山东地区，

采用了宽窄行种植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宽窄行

种植方式是指将相邻两行玉米的行距设置为一大一小，

一般宽行行距为80—90厘米，窄行行距为40—50厘米。

这种种植方式有利于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使每株

玉米都能获得充足的光照和空气流通，从而促进光合

作用和生长发育。宽窄行种植方式能够充分利用光能

资源，提高光能利用率。由于宽行行距较大，能够减

少植株间的遮挡，使阳光能够充分照射到每一株玉米

上。窄行行距较小，有利于植株间的相互支撑，提高

抗倒伏能力。

1.3 科学施肥与精准灌溉

1.3.1 测土培肥

在山东地区，由于土壤类型多样，从肥沃的潮

土到贫瘠的褐土，科学施肥显得尤为重要。首先，需

采用先进的土壤测试技术，如近红外光谱分析或 X 射

线荧光光谱法，精确测定土壤中氮、磷、钾及微量元

素（如锌、硼）的含量。例如，对于氮素，推荐的目

标土壤浓度为 150-200 ppm（以 NO3 
— -N 计），磷素

为 20-40 ppm（以 P 计），钾素为 150-300 ppm（以 K

计）。基于测试结果，制定个性化的测土配方施肥方

案，确保肥料种类与用量精准匹配玉米生长需求。基

肥施用时，推荐使用复合肥（N:P2O5:K2O=15:15:15 或

18:18:18），每亩施用量约为 50-60 公斤，并依据土

壤测试结果调整氮磷钾比例。追肥方面，拔节期每亩

追施尿素 15—20 公斤，大喇叭口期再追施尿素 10—

15 公斤，确保玉米生长旺盛期养分充足。

1.3.2 精准灌溉

山东地区夏季降水集中，但春季和秋季常伴干

旱，因此精准灌溉是高产栽培的关键。利用智能灌溉

系统，如土壤水分传感器和气象站，实时监测土壤含

水量和天气预报，实现灌溉的精准控制 [3]。在播种期，

保持土壤相对含水量在 65% ～ 75%，利于种子萌发；

拔节期至抽雄期，需水量剧增，土壤相对含水量应维

持在 70% ～ 80%，可通过滴灌或喷灌方式，每次灌溉

量约为 20—30 毫米，避免水分过多导致根系缺氧；

灌浆期则需适当减少灌溉量，保持土壤相对含水量在

65% ～ 70%，以促进籽粒灌浆。结合山东地区实际，推

荐采用智能灌溉控制器，根据土壤水分状况和作物蒸

腾需求自动调整灌溉计划，实现节水增效。例如，在

夏季高温干旱时，每日早晚进行少量多次灌溉，每次

灌溉量不超过 10 毫米，以减少水分蒸发损失。

此外，将施肥与灌溉相结合，采用水肥一体化设

备，如文丘里施肥器或比例施肥泵，将溶解后的肥料

随灌溉水均匀施入田间，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养分

流失。在山东地区，推荐采用滴灌施肥技术，每 7—

10 天进行一次，根据玉米生长阶段调整肥料种类和浓

度。如拔节期使用高氮型水溶肥（N:P2O5:K2O=30:5:5），

抽雄期转为平衡型（N:P2O5:K2O=20:20:20），灌浆期

则偏重磷钾（N:P2O5:K2O=10:30:20），每次施肥量约

为每亩 5-8 公斤，确保养分供应与作物需求同步，实

现高产高效。

2 山东玉米病害预防控制对策

2.1 病害识别与监测

2.1.1 病症识别

在山东地区，玉米常见的病害包括茎腐病、瘤黑

粉病、粗缩病和锈病等。这些病害在玉米生长的不同

阶段都可能发生，且症状各异。茎腐病主要发生在玉

米茎基部，初期表现为茎秆上出现水渍状病斑，随后

病斑扩大并腐烂，导致植株倒伏 [4]。在山东地区，茎

腐病一般在 7-8 月份高温高湿季节易发。瘤黑粉病主

要危害玉米的叶、茎、穗等部位，形成大小不一的瘤

状物，内部充满黑粉状孢子。瘤黑粉病在山东地区多

发生在 5-8 月份，尤其在连阴雨天气后更易发病。粗

缩病由病毒引起，主要通过昆虫传播。感染粗缩病的

玉米植株生长缓慢，叶片浓绿短缩，节间缩短，严重

影响产量。在山东地区，粗缩病一般在春玉米苗期至

拔节期易发。锈病主要危害玉米叶片，初期在叶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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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黄色小斑点，随后斑点扩大并破裂，散出锈色粉末。

锈病在山东地区多发生在 8-9 月份，尤其在高温高湿

且通风不良的环境下更易发病。为了准确识别这些病

害，需要掌握每种病害的典型症状，并在田间巡查时

仔细观察玉米植株的生长情况。一旦发现病害迹象，

应立即上报并采取防治措施。

2.1.2 田间监测

山东地区通常采用定期巡查和定点监测相结合的

方式，对玉米田块进行全面监测。每周至少进行一次

田间巡查，观察玉米植株的生长情况，特别是叶片、

茎秆和穗部的变化。巡查时应注意观察植株的整体生

长状况，以及是否有异常症状出现 [5]。每次巡查和监

测后，都应详细记录病害的症状、发生部位、发生时

间和范围等信息。还应记录天气情况、土壤湿度和温

度等环境因素，以便分析病害发生的原因和条件。在

田间设置固定监测点，每个监测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玉米植株进行标记和观察。通过定期测量植株的高度、

叶片数量、病斑大小等指标，可以及时发现病害的发

展趋势，为制定防治措施提供依据。

2.2 生物防治技术

2.2.1 天敌利用

赤眼蜂是玉米螟等害虫的重要天敌。在山东地区，

通常于玉米螟产卵高峰期（如6月下旬至7月上旬），

每亩释放赤眼蜂 1 万 -2 万头，可有效控制玉米螟的危

害。释放时，需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将赤眼蜂卵卡

均匀悬挂于玉米植株中上部叶片背面，确保天敌与害

虫的时空相遇。据实地监测，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的效

果可达80%以上，显著降低了化学农药的使用量。此外，

在玉米田间种植一定量的天敌蜜源植物，如向日葵、

芝麻等，为赤眼蜂等天敌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同时

优化田间生态环境，提高天敌的自然控害能力。避免

使用广谱性化学农药，减少对天敌的杀伤，形成天敌

与害虫之间的动态平衡。

2.2.2 生物制剂

山东地区玉米常见的细菌性病害有玉米茎腐病、

细菌性叶斑病等。农用链霉素作为一种广谱抗生素，

对细菌性病害具有显著的防治效果。在病害初发期，

每亩使用农用链霉素可溶性粉剂 100—150 克，兑水

50—60 公斤喷雾，每隔 7—10 天喷施一次，连续 2—3

次，可有效控制病害的蔓延。注意，农用链霉素的施

用需避开高温时段，以免产生药害。玉米纹枯病、锈

病等真菌性病害也是山东地区玉米生产中的重要威胁。

多抗霉素作为一种生物源杀菌剂，对多种真菌性病害

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在病害发生初期，每亩使用多

抗霉素可湿性粉剂50—80克，兑水60—75公斤喷雾，

每隔 10—15 天喷施一次，连续 2—3 次，可显著降低

病害发生率。多抗霉素的施用还能促进玉米植株的生

长，提高抗病性。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深入分析山东玉米种植现

状和技术需求，结合实地调研与试验示范，提出了一

套适合山东地区的高产高效玉米种植技术和病害防控

体系。这些技术的应用显著提高了玉米产量和品质，

降低了病害发生率，为山东玉米种植提供了科学依据

和技术支撑。未来，应继续加强技术研发和推广工作，

不断完善和优化这些技术体系，为山东乃至全国玉米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推动玉米产业的转型升

级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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