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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大面积高产综合配套技术研究开发
与示范”课题取得丰硕成果

孙宏德�王凤华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吉林 公主岭136100）

摘　要：“九五”国家重中之重科技攻关项目“玉米大面积高产综合配套技术研究开发与示范”
课题�在国家科技部、农业部等有关部门的组织下�在吉林省人民政府的主持下�经过省内外20多
个课题承担单位、协作单位、招标单位和11个示范县（市）的700多名科研、推广和管理人员5年来
的共同努力�全面超额完成了任务、目标和技术经济指标�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和显著的经
济、社会、生态效益。共获得各类成果76项（次）�“一田三区”（攻关田、试验区、示范区、辐射区）和
带动区累计增产玉米114∙55亿 kg�课题5年累计获得综合经济效益109∙8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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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田三区”的试验、示范与开发效益显著
根据总体任务指标�课题在11个示范县（市）202个乡（镇）2025个村的98万户中�5年

累计落实高产样板田1000hm2�试验区8000hm2�示范区8万 hm2�辐射区402∙2万 hm2�超
计划指标20％。根据专家组测产验收结果统计�高产样板田累计753hm2�平均公顷产量
12795kg；试验区8800hm2�平均公顷产量12090kg；示范区28万 hm2�平均公顷产量10680
kg；辐射区402∙2万 hm2；平均公顷产量8535kg。项目区平均公顷产量达到8655kg�比“八
五”期间项目区平均公顷产7050kg增产1605kg。5年累计增产玉米64∙55亿 kg�超任务指
标1∙15倍；获直接经济效益51∙64亿元�超任务指标32％。示范区人均5年增收1312元�
比600～700元指标多1倍。带动了辽宁、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533万 hm2玉米生产�平均公
顷增产937∙5kg�共计增产玉米50亿 kg�超额完成48亿 kg的任务指标�创社会效益40亿
元。

课题创建了全国春玉米非灌溉清种条件下最高单产纪录。共创建出“吨粮田”（1005∙7
～1096∙2kg）5块�累计面积0∙55hm2�超课题招标指标15750kg／hm2的有二块地。公顷产
13500～14400kg的超高产田19块�累计面积22∙5hm2。表明现阶段在吉林省玉米主产区�
已具备了实现13500～15750kg／hm2的生产能力。
2　 超额完成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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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及完成情况
项目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完　成　情　况

1
　
　

筛选高产、多抗、适应性强的玉米新杂交种8
～10个�饲用、工业用玉米新品种2～3个�良
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

　　筛选出公顷产超12000kg 生产潜力的超高产新杂交
种14个�公顷产10500kg生产潜力的高产新杂交种19个�
专用型玉米新品种7个�示范区良种覆盖率达100％

2 玉米平均单产比“八五”提高30％以上 　　研究的模式化栽培技术体系�通过在项目区推广应用�
使玉米平均单产比“八五”提高了33∙6％

3
　

用种量节省30％～50％�化肥利用率由30％
～35％提高到40％～45％

　　用种量节省30％～50％�化肥利用率提高了13个百分
点

4 玉米病虫草害损失率由15％左右降到7％ 　　玉米病虫草鼠害损失率降到7％以下。综合防治效果
达80％以上

5 示范区人均纯收入增加600～700元 　　人均5年增收1312元
6
　

科技进步因素在玉米增产中的贡献率由
45％左右提高到60％ 　　科技进步对玉米增产的贡献率达到60∙5％

7
　
　

提出平原区公顷产12000kg�半干旱区公顷
产8250kg�半山区公顷产8250kg的规范化
栽培模式

　　提出了公顷产12750kg以上超高产田�公顷产12000
～12750kg试验区、样板田�公顷产10500kg示范区�公顷
产8250kg辐射区的综合规范化栽培模式�建立了多媒体
专家管理决策系统

3　 创新力度大�关键技术有所突破
①提出了“扩库、限源、增效”为主的玉米超高产理论。在该理论指导下�研究出“促、稳、

促”超高产调控技术�防止早衰�促进早熟�使产量明显提高�创造了非灌溉清种条件下公顷
产16443kg的全国春玉米最高单产纪录。

②施肥营养生理和因品种施肥技术。在国内首次利用数学模型进行施肥对玉米养分吸
收动态影响的定量化模拟研究�明确了适宜 N、P、K用量及配比�可获得较高的养分最大吸
收速率和较早的最大速率出现日期�可延缓早衰�为玉米高产施肥技术提供了理论依据�并
在国内首次提出了按玉米吸肥能力与喜肥程度的分级方法和各喜肥等级品种的优化平衡施

肥技术�提高了化肥利用率10％以上。
③宽窄行交互种植新耕法。窄行播种�宽行中耕深松追肥�高茬还田�次年换位种植。

节省种子30％～50％�土壤水分增加2～4个百分点�增产10％左右。解决了传统耕法深松
和秸秆还田降低出苗率、影响苗期发育的难题�为加深耕层、培肥土壤提供了有效途径。

④首次明确了玉米丛生苗的成因机理及防治技术。丛生苗是近年来对玉米产量影响较
大的一种病虫害�严重的减产70％左右。其成因众说纷纭�无一定论。通过模拟研究�首次
明确了丛生苗是由金针虫等地下害虫危害�致使生长点受损�后期镰孢菌侵入造成的。田间
药剂防治效果达96％左右。

⑤玉米加工物理改性及熟化技术。利用该技术开发出非油炸、纯玉米即时波纹面�并大
规模实现产业化。

⑥在国内首次明确了种子活力测定技术。该方法可以模拟生产中的环境条件�使种子
由芽率检测发展为出苗率的检测�能为北方冷凉地区提供科学可靠的种子活力指标及相关
技术�此技术处国内领先水平。

⑦在叶片早衰机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根－叶－粒为一体的高产群体是控制玉米
叶片早衰、子粒早败�实现高产稳产的有效途径。通过选用优质品种�深松耕层�增施有机
肥�培育发达根系�增强了养分吸收能力�促进叶片生长�延缓了叶片早衰�提高了穗粒数和
千粒重。

⑧压低田间小穗株率的耕种管理技术。主要通过选用优质种子精耕细种�定苗时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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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壮苗�不受等株距限制�使田间无效株率降低5∙5～7∙9个百分点�产量明显提高。
⑨筛选出一批适合不同生态区耐密、半耐密高产和超高产新品种。在明显提高种植密

度的前提下�仍然能保持有较好的整齐度和结实性�提高叶片保绿度�并具有较强的抗病性
和抗倒伏性�实现了群体增产。

⑩提出在西部半干旱区发挥水、肥、密互作增产效应�是实现高产、提高水分利用率的基
本途径。研究出以水为主的水、肥、密互作技术模式�明确了不同生育时期干旱对产量的影
响程度�为补水灌溉提供了依据。

○11玉米精密播种及秸秆还田机具的研制。利用计算机对多种结构形式的精密播种和
秸秆还田机进行了田间植株分布的仿真�建立了多种结构形式的结构参数、运动参数与其性
能指标间的动态模型；研制的精密播种机�一次可完成开沟侧深施肥、精密播种、起垄种床覆
土、镇压等项作业�性能指标稳定、先进；秸秆还田机符合新耕法的农艺要求�机具性能指标
优良�配套能力强�结构简单�成本低�易于推广应用。

○12硅肥的抗旱增产技术。通过施硅改变了玉米叶片细胞的形态结构�明显减少植株体
内水分蒸腾�提高玉米对土壤养分的吸收数量。

○13明确了玉米弯孢菌和尾孢菌叶斑病在吉林省发生的种类及分布�筛选出抗病自交系
5个�抗病品种20余份�为该病的防治奠定了基础。

○14新型玉米除草剂 J12的研制与应用。该制剂除草谱广�防效高�安全性好�无后茬残留
药害�解决了玉米田用除草剂不能与大豆轮作的矛盾。

○15玉米螟发生程度预测体系的建立。主要确定了影响玉米螟发生程度的四个关键性
因子�通过预测模型进行预测�结果科学实用�经生产实践检验准确率达100％。

○16研制出行走式多功能秸秆压块机及秸秆饲料块系列产品。克服了国内现有秸秆机
组固定安装、耗电量大、原料运输成本高和推广难度大的问题。应用面广�既可生产饲料块�
又可生产燃料块�而且适应多种农作物秸秆和牧草�并可添加不同比例的精饲料�生产不同
种类秸秆饲料块系列产品。

○17玉米乳酸奶的生产工艺。关键是采用生物酶解技术�将玉米酶解液、豆奶、有益混合
菌群及代谢物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动植物蛋白、氨基酸优势互补�产品营养价值高并易于
消化吸收。

○18玉米胚芽乳粉的生产技术。采用高频电场蛋白分子降解、细胞粉碎、超声乳化和粉
碎重组等技术�研制的产品能快速溶解�并且VE含量充足�游离氨基酸含量显著提高。

○19玉米纤维可降解餐用具的研制。以玉米种皮、叶和秸秆为原料生产的可降解餐具�
解决了泡沫塑料餐具造成的白色污染。

○20玉米黄色素超临界分镏技术�比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法生产的产品�减少了投入�降
低了成本�提高了质量和效率。
4　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通过5年的攻关研究�共取得成果76项（次）�其中有12项属重大成果�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或国内领先水平。到目前为止�已有20项成果获奖�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省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5年共出版著作6部�撰写技术报告195
篇�发表学术论文221篇�其中国家级学报21篇�国家级刊物121篇。发放科普资料800余
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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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基地、中试线和生产线的建设
与课题各项技术配套�建设了38个试验示范基地和14种新产品、新工艺的中试线和生

产线。
①在11个示范县（市）建立了38个试验示范基地（优质园区）。
②玉米原种和杂交种繁育基地总面积达3333hm2�生产的种子质量高�纯度好。
③种子加工生产线�年加工能力1∙5万 t（吉林省农科院）。
④在德惠、榆树、农安、九台、公主岭、梨树6个县（市）建立了高油玉米生产基地�面积

4667hm2�与德大公司建立了产销合同�为特用玉米生产开辟了途径。
⑤专用肥料试验厂�年生产玉米专用肥5000t。
⑥在吉林省农科院建立了赤眼蜂生产线�年生产能力3000亿头�可满足133∙3万 hm2

玉米田的需求。
⑦在吉林省农科院建立了农药生产中试厂�进行种衣剂、J12除草剂的中试开发。
⑧建立了玉米种植、饲料加工与优质肉牛饲养密切相结合的高效农业示范基地（吉林省

公主岭市大岭镇等）。
⑨建立了优质畜产品及其配套体系示范基地（吉林省公主岭市和气乡等）。
⑩建立了玉米青贮示范基地（吉林省公主岭市双榆树乡、双辽市服先镇等）。
○11建立玉米奶的生产线2条�年产300t（吉林省农科院加工中心和辽宁省辽阳市德荣

乳制品厂）。
○12建立玉米主食肠中试线和生产线各1条�年产200t（吉林省农科院加工中心和辽宁

省辽阳德荣乳制品厂）。
○13建立玉米波纹方便面生产线5条�日产12万袋（吉林省吉林市北禾玉米开发公司和

汪清县申联食品公司等）。
○14建立玉米纤维可降解餐具生产线�年产1000万只（陕西密利餐具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15玉米黄色素中试线�年产20t（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天然色素中心）。

6　 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科技管理人才
参加攻关研究的有：吉林省农科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吉林大学等国

家与地方科技管理人员700多人�科技人员383人�其中研究员、教授162名�中高级科技和
管理人才202名。5年来�有18人晋升为研究员、教授�31人获得博士学位�31人成为省部
级科技带头人�培训农民技术员2∙1万人�培训农民科技骨干600余万人次。
7　 组织管理经验

本课题以主管农业科技二位副省长牵头�成立了跨部门的协调领导小组�负责总体决策
和资金、物质的协调供应。建立多学科的专家组�负责技术指导和咨询。在省科技厅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负责课题的管理、检查和督导。遵照“地方政府搭台�科技人员唱戏”的精神�强
化了政府行为�组织了多部门、多学科、多层次优秀科技人才协同攻关�使科技工作面向经济
建设和农村社会发展�强化了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工作力度�有力地保证了研究开发示范的
顺利实施和课题任务指标的如期超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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