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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廉江市冬闲水稻田常用作甜玉米的栽培，但当地水稻田以双季稻连作为主，冬季闲田期从每年晚稻收割完成的11月

上旬至次年早稻播种前的3月上旬只有110 d左右，未能满足一茬甜玉米在田生长。通过异地育苗移栽的办法把茬口提前。并通

过改进种植方式和栽培调控技术等解决一茬甜玉米在田生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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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玉米主要是指玉米果甜度较高．常作蔬菜用或水

果用的玉米。因为其甜脆香嫩，食用口感好，营养价值高，

老少咸宜，市场卖价好，供不应求，且生长期较短，当地常

利用冬闲水稻田种植。甜玉米喜温凉，湛江地处南亚热带

季风气候区．冬季温凉无霜，雨水凋匀。适合甜玉米的生

长。然而，甜玉米在当地冬季露地种植，生长期一般在

120 d左右。廉江市水稻田以双季稻连作为主，冬季闲田

期从每年晚稻收割完成的11月上旬至次年早稻播种前

的3月上旬只有110 d左右，未能满足一茬甜玉米在田生

产。我们通过异地育苗移栽的办法把茬口提前，并通过改

进种植方式和栽培调控技术等解决了这一问题。现将廉

江市冬闲水稻田甜玉米栽培技术介绍如下。

品种选择及种子质量要求

选择耐寒性强的甜玉米品种。最好选择在当地气候

条件下育成的品种，要求适应性强、抗病、优质、高产、商

品性好。当地多选择华珍、锦珍、粤甜13号等品种。种子

纯度I>90％，净度／>97％，发芽率I>96％，水分≤8％。

4整地及底肥的施用

廉江市水稻田晚造收获后一般将稻杆就地摊开烧毁．

然后每667 m2施石灰50 kg、厩肥1 000 kg、硫酸钾复合

肥20 kg、过磷酸钙50 kg，实行翻晒泥土。施底肥原则按

NY／T394标准执行llJ。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不使用工

业废弃物、城市垃圾和污泥．不使用未经发酵腐熟、未达到

无害化指标、重金属超标的人畜粪尿等有机肥料。待1～2

d后抓紧时间把泥土耙碎作畦，畦带沟宽130 cm，畦面宽

约45 cm。

5地膜覆盖栽培

畦面覆盖50 cm宽的黑色塑料薄膜．然后通过打孔

的办法实行畦面双行植，株行距30 emx30 cm，每667 m2

定植3 500株为宜，植后淋足定根水。地膜覆盖栽培可抑

制杂草生长和保护土壤墒情．可使土温提高2—3℃，促进

根系的生长和促进甜玉米早熟，相关的研究表明．地膜覆

盖栽培比常规栽培收获期可提早10 d伪。

2茬口的选择及塑盘育苗 6田间管理

由于廉江市每年晚稻收割完成的11月上旬至次年

早稻播种前的3月上旬只有l 10 d左右，未能满足一茬甜

玉米的在田生长，因此，必须采用异地育苗移栽的办法。

播种时间一般选择在晚造收获前10～15 d。操作程序为：

塑料软盘准备(孔径3．8 cm、深5 cm)一消毒一床土准

备一土肥混拌一过筛堆闷一铺撒床土一点播种子一覆膜
盖草一揭膜绿化一肥水管理一移植。采用坦盘育苗一般
15 d即可移栽。这种方式可保证日后定植时齐苗，提高植

株抗性．促进早熟和提高产量，为冬种赢得了时间。

3植地选择

选择生态环境良好，土壤肥沃，重金属、农药残留不

超标。并符合NY／T391标准规定的水稻田为露地玉米生

产基地Il】。廉江市水稻田排灌方便，灌溉水源多为雷州青

年运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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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查苗、补苗

定植后第2。3 d，整田巡查1次，淋定根水时造成小

苗歪斜的要及时扶正，死苗要及时补种，以保证齐苗。

6．2科学追肥

甜玉米是大水大肥的作物，常对土壤中的水分和养分

进行掠夺性汲取。因此，采用地膜覆盖栽培除了施足底肥

外，还需追施接力肥。追肥一般以淋施水肥的办法进行。苗

肥(定植后5～7 d)每667 ITIz用尿素5 kg兑水淋施；拔节

肥(8叶期前后)每667 1112用尿素12—15 kg、硫酸钾复合

肥5 kg兑水淋施；喇叭I=1肥每667 m2用硫酸钾复合肥

5 kg兑水淋施。

6．3合理灌溉

播种至出苗要保持土壤湿润；3叶期至拔节期要适当

用水，为促进茎叶干物质积累打下基础；喇叭口期至灌浆

期保持湿润。廉江市水稻田水源充足，一般实行沟灌，灌溉

时常放半沟水，然后让盖有薄膜的畦土自然汲干。

6．4高标准进行管理

清除园内杂草杂物，集中园外烧毁，保持园内整洁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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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减少病虫源寄主。及时去芽，适时摘除多余的小苞。

7主要病虫害防治

甜玉米的主要虫害有大头蟋蟀、蝼蛄、蛴螬、地老虎、

蚜虫、玉米螟、夜蛾等．病害主要有纹枯病、大／tb堀病、茎

腐病、锈病等。虽然冬、春季病虫害发生程度较轻，但仍需

防治。我们在生产lz采取以农、止、物理和生物防治为主．

化学防治为辅，全面贯彻综合防治的原则。

7．1农业、物理和生物防治为主

选用耐寒抗病虫品种．如华珍、锦珍、粤甜13号等品

种：在农业措施上，要及时清理田问病株、杂革，清除病虫

越冬场所；合理施肥促进玉米生育健壮，提高抗病力；一

旦发现中心病株，要及时拔除。连同同内其他桔株和病残

叶一并清理f{{同外销毁．切断病、虫源的再次传播途径；

发现有夜蛾3～4龄虫钻注到果穗时，要及时人下清除虫

源：在田问安装频振式杀虫灯．诱杀金龟子、玉米螟等成

虫；利用糖醋液诱杀玉米螟、夜蛾成虫等；使用微生物源

或植物源生物农药，如阿维菌素、苦楝素、鱼藤氰、昆虫病

毒制剂、Bt粉(苏云金杆菌制剂)等．既可杀虫防病又叮保

护天敌。如大喇叭口期用Bt粉散施于心叶中，能有效防治

玉米蝮和夜蛾的危害等。

7．2化学防治为辅

选用离效低毒农药进行防治，着重控制始发。(1)地

下窖虫：按敌百虫0．5 kg+辛硫磷0．5 kg+少鲢黄糖+花生

麸20 kg配比制成毒饵，点施于园地上，可有效防治地下

害虫。(2)玉米螟及夜蛾：拔节至喇叭[1期用48％乐斯本

3l

l 000倍液喷雾，抽穗期用5％锐劲特l 500倍液加80％

杀虫单粉剂l 000倍液喷雾，(3)蚜虫：用10％蚜虱净l

500倍液，于抽穗期喷雾1次。(4)纹枯病：发病初期用2

万U井冈霉素300倍液、1％稻宁可湿性粉剂750倍液或

7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700倍液进行防治，喷药时要莺点

喷施于果穗以下的茎叶。(5)大、小斑病：用73％盯菌清粉

剂500～800倍液、50％多菌灵500—l 000倍液或25％敌力

脱乳油l 500倍液喷雾防治，在心叶末期到抽丝期每隔7

d喷雾1次，连喷2～3次。(6)锈病：用粉锈宁600倍液或

40％火病威400倍液喷雾：(7)茎腐病：发病较重的品种可

用72％农用链霉素2 000倍液于拨节期灌心叶时喷雾．

可显著减少发病率。

8适时采收

上市的青苞是玉米乳熟期的果穗，最佳采收期的指标

是籽粒含水量70％，此时甜度高、风味好。采收过晚皮厚

渣多，甜度F降，采收鲜果穗成及时冷藏。不宜在常温下

放置过夜，否则甜度下降．风味变差。鲜果穗速冻后町在

冷库中保存较长时间。一般甜玉米用塑胶袋或术箱包

装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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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建成了国家级别的区域良种引种试验中心；从事

优稀水果科技研究开发的专业人员、科技研究与开发服

务的人员团队基本形成：用于优稀水果科技研究与开发

活动的实验室、科研仪器、设备得到基本保障；各类涉及

优稀水果的论著、论文、报告、专利技术、设备等数最逐步

提高，增速明显高于大宗水果；产业化、产品化逐步形成

链条，优稀水果保鲜加丁研究取得进展，桑果汁、番石榴

汁、青梅酒、猕猴桃汁等重要科研产品已大规模上市。

5．2广东优稀水果业发展的科技导向

广东省农业厅和广东省科技厅编制的《广东省农业发

展“十一五”规划》和《广东省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一五”规

划》都强调，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水果业，用现代生物技

术培育动植物新品种，同时将园艺植物、种子种苗繁育技

术等作为重大专项列入规划：2009年，广东省农业厅、省财

政厅共同启动了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计划

用5年时间。分期实施荔枝、柑桔、香蕉、龙眼、优稀水果等

产业建设。从各地市扶持政策来看，茂名、湛江、河源等主

要水果产区对于特色水果的发展扶持力度较大。

广东优稀水果业急需解决的共性关键型技术问题如

下：以优质、抗病为目标坚持多种落叶果树的常规杂交育

种T作．提高童期鉴定和筛选效率。利用现已掌握的多种

果树种质资源性状和现代生物技术手段．克隆有利的或

具有抗性的基因，将转基冈手段与常规育种技术相结合，

培育桃、猕猴桃等具有抗性的新品种：开展果品无公害生

产技术．提高果品品质的综合技术研究。延长果品周年供

应的可控环境栽培技术研究，加强日r控环境下果树栽培。

注重优稀水果的果实采后处理技术及营销研究．加强适

合中国国情的果品采后技术和设备的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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