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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玉米子粒含水量的因素及低水分玉米生产技术

刘武仁，郑金玉，罗 洋，郑洪兵，李伟堂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长春 130033)

摘 要：从玉米生产全过程的各环节分析了内、外因素对玉米子粒含水量的影响及玉米需水规律，提出了

降低玉米含水量的配套实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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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ffecting Water Content of Maize and Cultural Practice for Low
Water Content Maize

LIU Wu- ren, ZHENG Jin- yu, LUO Yang, ZHENG Hong- bing, LI Wei- t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of Jilin Province, Changchun 130124, China)

Abstract：Phys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water content of maize and water uptake
pattern were analyzed in each process of maize production. Cultural practice for low water content maize
was proposed 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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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中玉米水分的居高不下[1]，严重地影响着

玉米的商品品质 [2]，影响玉米的种植效益和经营

效益[3]，进而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解决生产中玉

米的高水分问题，是目前玉米生产和经营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也是玉米研究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4]。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晚熟品种：吉单 39、三北 6 和丹玉 69 等；中

晚熟品种：郑单 958、先玉 335 和银河 101 等。
1.2 方法

结合品种、密度与肥料试验，在测产取样中随

机抽取样本，采用水分测定仪测定玉米水分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玉米含水量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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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部地区收获时玉米含水量一般在 35%
～45%。2005～2006 年，实测的 27 个品种，收获

时含水量平均为 40.1%，幅度为 33.6%～45%，其

中含水量大于 40%的品种 10 个，以吉单 39、三北

6 和丹玉 69 为代表的晚熟品种。其余 17 个品种

含水量在 40%以下，多数为 37%左右，以郑单

958、先玉 335 和银河 101 为代表的中晚熟品种。
秋末冬初售粮时玉米含水量均在 30%左右，有相

当数量的晚熟品种售粮水分在 35%左右，较传统

的 18%标准水，平均高出 12 个百分点甚至更高。
这部分高水分玉米，不仅给农民增收造成损失，更

加重了经营的负担，影响了玉米的质量。
2.2 影响玉米含水量的因素

2.2.1 品种

品种是影响玉米水分的主要因素[5]。测定 11 个

中晚熟品种收获含水量变幅为 33.6%～39.1%，平

均为 36.9%，16 个晚熟品种含水量变幅为 39.1%
～47.4%，平均含水量为 42.3%，晚熟品种平均较

中晚熟品种含水率高 5.4 个百分点。这个水分差需

要玉米脱粒自然风干 10 d 以上的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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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年份

不同年份的水热状况，对收获玉米含水量有

较大影响[6]。表 1 是对同等条件下 4 个品种年度间

比较，含水量相差 1.4%～4.7%，平均相关3.2%。

2.2.3 地势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岗平地较平地收获时含

水量降低 1%。

2.2.4 播期

在 4 月 21 日至 5 月 5 日适宜播期内，早播较

晚播的收获含水量明显降低。郑单 958、先玉 335
和 银 河 101，4 月 21 日 播 种 的 含 水 量 分 别 为

37.4%、39.2%和 34.4%，较 5 月 5 日播种的降低

水分分别为 1.8%、3.9%和 2.7%。
2.2.5 收获期

10 月 10 日收获较 9 月 28 日收获含水量由

33.2%下降到 28.5%，下降 4.7 个百分点；子粒间

含水量差由 4%降低到 2.7%。
2.2.6 施肥量

施肥量严重不足(氮、磷、钾施量为标准施肥

量的 1/4)时，在中部地区收获子粒含水量明显较

高，郑单 958、先玉 335 标准施肥下含水量分别为

32.8%和 35.2%，施肥量严重不足的含水量分别

增加 0.6%和 2.8%。施氮量过高收获子粒含水量

明显增加，如 郑单 958， 标 准 施 氮 量 含 水 量 为

37.2%，超过标准 37.5%的施氮量时，子粒含水量

增加 1.5%。
2.2.7 密度

密度过大收获时子粒含水量增高，如郑单 958
在 6 万株 /hm2 时含水量 37.2%，而 7.5 万株 /hm2 时

含水量增至 39.2%，含水量提高了 2 个百分点。先

玉 335 在 5.9 万株 /hm2 时 含水量 35.7%，6.9 万

株 /hm2 时含水量增至 39.3%，含水量提高了 3.6
个百分点。
2.3 玉米水分含量特征

果穗不同部位子粒含水量有明显差异，如表

3。收获时果穗不同部位子粒含水量为基部 > 尖

部 > 中部；风干脱粒时，中部 > 尖部 > 基部。

玉米同一果穗子粒的不同部位含水量也有明

显差异，由子粒着生穗轴部位向外含水量逐渐降

低，把子粒横向切开，内半截含水量 29.07%，外半

截含水量 25.37%，这两部分含水量相差 3.7 个百

分点。
玉米子粒不同含水量状态下脱水速率是不相

同的。子粒含水量高时脱水速率快，随含水量降低

其脱水速率逐渐减缓，子粒群体中含水量差异逐

渐缩小，如表 4。
表 4 果穗不同部位子粒脱粒后风干降水速率

果穗部位 脱粒时含水量(%) 风干 8d 含水量 (%) 脱水速率(%/d) 持续风干 4 d 含水量(%) 脱水速率(%/d)
果穗尖部子粒 21.67 21.22 0.537 5 15.83 0.3850
果穗中部子粒 22.37 22.20 0.583 8 15.97 0.4325
果穗基部子粒 20.47 19.83 0.525 0 15.63 0.1600

注：试验在 105℃温度下烘干 26.87%含水量的玉米，每 2 h 测一次含水量。

表 3 果穗不同部位子粒含水量 %

果穗部位 尖部 中部 基部 全穗
收获时 34.8 32.0 36.0 33.2
脱粒时 21.7 22.4 20.5

表 2 地势对玉米收获含水量的影响 %

地势 郑单 958 先玉 335 吉单 264
平地 32.8 33.0 42.3

岗平地 31.8 32.0 41.2

表 1 不同年度对收获玉米含水量的影响 %

年份 郑单 958 先玉 335 吉单 264 吉单 137 平均
2005 32.8 33.0 35.2 42.3 35.8
2006 37.5 34.4 39.2 45.0 39.0

2.4 降低玉米含水量的实用技术

2.4.1 选择区域性的优良品种群

选择优质高产熟期适中、质量性状相近的优

良品种群。以吉林中部地区为例，中晚熟优良品种

群：郑单 958、先玉 335 和银河 101。晚熟优良品

种群：吉单 39、三北 6 和丹玉 69。但在中部大部

分地方中晚熟品种群在产量、容重、百粒重和含水

量等综合评价优于晚熟品种群。
2.4.2 选择品种的最佳密度

每个品种都有适宜的密植区间，为降低子粒

含水量，应选择适宜密度区间的下限。如郑单 958

生 产 上 适 宜 种 植 密 度 区 间 为 6.0 万～7.5 万 株

/hm2，选择 6 万株 /hm2 较 7.5 万株 /hm2 子粒收获

时含水量由 39.2%降低为 37.2%，减少 2 个百分

点的含水量。先玉 335 在 6 万～7 万株 /hm2 之

间，6 万株 /hm2 较 7 万株 /hm2 含水量由 39.3%降

至 35.7%，含水量下降了 3.6 个百分点。
2.4.3 选择平衡施肥最佳施肥量

在目前生产水平下，氮、磷、钾比例以 1∶0.5∶0.5
为宜，最佳施肥量为每公顷 N 200 kg、P2O5100 kg、
K2O 100 kg 为宜。过量施氮会使收获子粒含水量增

加，适当配施磷、钾会加快子粒脱水。 (下转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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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 12.2 个百分点，使收获含水量降至 21%。
2.4.6 提高果穗间含水量均一性措施

适期播种、精细播种，保证苗齐、苗全、苗壮，

提高田间植株和果穗整齐度，减少小株小穗。收获

时剔除单株明显高水分的果穗。含水量明显不同

的品种，不混杂，要单独晾晒。小栈子晾晒，直径

不宜超过 1.5 m。
2.4.7 提倡脱粒晾晒

现在农户玉米是脱粒后即装袋出售，缺少脱

粒后的晾晒环节。试验表明，脱粒后晾晒 22.3%含

水量的玉米，日降水都在半个水以上，晾晒 8 d 可

降至 18%含水量以下，并可提高子粒含水量的均

一性，可节省烘干时的能源消耗，如表 6。

3 讨 论

中部地区建议选择中晚熟的优良种群，如郑

单 958、先玉 335 和银河 101 等。
种植密度为 6.0 万～7.5 万株/hm2，氮、磷、钾

施肥比例为 1 ∶05 ∶0.5，即公顷施 N 200 kg，P2O5

100 kg，K2O 100 kg。
适时晚收，提倡玉米秋收前站秆扒皮晒和脱

粒后晾晒玉米子粒。

参考文献：

[1] 马兴林，关义新，逄焕成，等 . 种植密度对 3 个玉米杂交种产

量及品质的影响[J] . 玉米科学，2005，3(3)：84- 86 .
[2] 关义新，马兴林，凌碧莹 . 种植密度与施氮水平对高淀粉玉米郑

单18淀粉含量的影响[J] . 玉米科学，2004，12(专刊)：101- 103 .
[3] 王鹏文，戴俊英 . 玉米种植密度对产量和品质的影响[J] . 玉

米科学，1996，4(4)：43- 46.
[4] 石德权，郭庆法，汪黎明，等 . 我国玉米品质现状、问题及发

展优质饲用玉米对策[J] . 玉米科学，2001，9(2)：2- 7 .
[5] 赵光明 . 改善玉米品质、推广优质玉米[J] . 玉米科学，2000，8

(1)：8- 10 .
[6] 顾晓红 . 中国玉米种质资源品质性状的分析与评价[J] . 玉米

科学，1998，6 (1)：14- 16 .

表 6 脱粒后风干的降水效果

脱粒含水量 风干 8 d 含水量 日降水 风干 12 d 含水量 日降水
22.3 17.7 0.58 16.0 0.53

注：品种为郑单 958。

表 5 玉米站秆扒皮晾晒的降水效果 %

收获日期
9 月 28 日收 10 月 10 日收

含水量 降水(较对照) 日均多降水(9.12～9.28) 含水量 降水(较对照) 日均多降水(9.12～9.28)
扒皮 27.2 6.0 0.375 21.0 7.5 0.625
CK 33.2 28.5

注：品种为铁单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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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选择适宜的收获期

适当晚收有明显降水作用，在我国北方一年一

作区，只要结冻之前在不影响秋整地的前提下，可尽

量晚收，实践证明在 10 月 10 日收获是可行的。

2.4.5 玉米站秆扒皮晾晒

在玉米子粒蜡熟期在植株上把果穗 苞叶扒

开，使整个果穗子粒暴露在外，可明显加快子粒的

降水速度，降低收获含水量，如表 5。站秆扒皮正

常收获较对照降水低 6 个百分点，扒皮加晚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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