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梨树县位于吉林省中部黑土地区，是吉林省

乃至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吨粮田是梨树县多

年追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自 2008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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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在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组织下，在中

国农业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及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的技术支持下，连续 4 年开展了农户玉米高产高

效竞赛活动。2011 年，参赛农户达到 1 500 余名，

其中双河乡陈大窝卜村农户刘兴军的玉米产量

达 1 085 kg/667 m2，代表面积 3 亩。这一产量得

到农业部玉米测产专家组的现场认定。专家组由

吉林省农委组织，由中国农业大学王璞教授、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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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1 年，吉林省梨树县双河乡农户刘兴军的玉米产量达到了 16 200 kg/hm2(合 1 085 kg/667 m2)，

这是吉林省中部黑土区玉米生产首次实现吨粮田。这说明在吉林省中部实现玉米大面积高产大有潜力。本文

以刘兴军的种植经验为主，简述了黑土区玉米亩产吨粮田的技术集成，其中包括优良品种选择、有机肥培肥地

力、增加密度、保全苗、测土配方施肥、中后期滴灌追肥、玉米螟防治、化学控制倒伏、适时晚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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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1, the maize grain yield got to 16200 kg/hm2(1085 kg/667 m2) in the field of farmer

Liu Xingjun, Shuanghe Town, Lishu County, central of Jilin Province. This indicated the yield potential

of maize in this area was enormous. The main maize cultural techniques were summaried, which include

high-yielding cultivars, raising soil quality by applying organic manure, increasing planting density, get-

ting all seedling tidy, soil analysis-based fertilizer recommendation, drip irrigation and fertilization at

grain filling stage, chemical control of corn borers, applying plant growth regulator to control plant lodg-

ing, delayed harves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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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业科学院王立春研究员、吉林农业大学赵兰

坡教授、吉林省土壤肥料总站马兵研究员、吉林省

农技推广总站李忠华研究员组成。
虽然全国 2007 年以前已有 75 块吨粮田，其

中吉林省桦甸市连续 4 年实现吨粮田，但在吉林

省中部黑土区尚未出现过吨粮田[1]，而且先前这些

吨粮田的实现大多数是科研院所和农业类院校试

验的结果，而这次梨树地区玉米吨粮田是在专家

的指导下、由农户自主实现的，这充分说明在吉林

省中部实现玉米大面积高产是有潜力的。并且在

农业部全国性的玉米高产创建活动中也是一个重

大突破。
刘兴军是梨树“农户玉米高产高效竞赛活动”

重点培养的科技示范户之一，他曾在 2008 年、
2009 年连续两年获得第 3 名，2010 年，农业部专

家测产发现，他的地块达到了 15 000 kg/hm2，但

由于他事先已将大部分玉米割倒，测产面积过小，

所以没有予以认定。这说明，他获得吨粮不是偶然

的，是多年坚持采用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的结果。
2011 年，刘兴军按照“双高竞赛”专家组制定的

《梨树玉米高产高效技术规程》，着重加强了优良

品种选择、有机肥培肥地力、增加密度、保全苗、测

土配方施肥、中后期滴灌追肥、玉米螟防治、化学

控制倒伏等关键技术，具体总结如下。

1 选择耐密、抗性强的优良品种
选好优良品种，是玉米创高产的重要环节[2]，

刘兴军每年都进行品种比较试验，经过多年比较，

最后选用了玉米品种良玉 11，该品种抗倒性较

强，空秆率、秃尖率很低，子粒脱水性好。成熟期子

粒含水率为 21.3%，百粒重 43.3 g。

2 精细整地
整地的质量直接影响播种质量，进而影响保

苗密度。刘兴军采取秋收后封冻前整地，秋季整地

的好处是土壤经过冻融交替, 结构得到改善, 有

利于蓄水纳墒, 同时减少了春季对土壤的翻动次

数, 有利于保墒[3]，春天打垄时没有土坷垃，这样

播下去的种子，才能保全苗。

3 增施农肥，实施测土配方施肥
施肥量的确定按土壤测试结果进行配方施

肥。这几年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给参加高产

竞赛的农户取土化验，然后按施肥卡片进行配方

施肥，在创高产上起到了重要作用[4-5]。要想高产

必须有良好的土壤质量[6-7]。刘兴军的田块的黑土

层深度达 1 m 多，土壤表层的有机质含量达到 15

g/kg。他每年施用 40 m3/hm2 的有机肥(牛粪和猪

粪)，这为实现吨粮田提供了土壤肥力保证。
玉米对氮磷钾的吸收有一定的规律，钾素绝

大部分在吐丝期以前吸收，氮素和磷素则有大约

1/3 部分在吐丝后至成熟期间吸收[8]。刘兴军采取

3 次施肥的方法，第 1 次施底肥每公顷 400 kg，要

深施 10～15 cm，接着把垄压实；第 2 次在 6 月 20

日左右追施总含量为 55%，氮、磷、钾含量分别为

27－14－14 的复混肥 450 kg；第 3 次在 7 月 12

日左右追施尿素 150 kg。这样满足了玉米全生育

期的养分供应。

4 精细播种
4.1 种子处理

将种子进行手选，选出特大和特小粒以及破

半粒，留均匀一致的种子，保证出苗整齐。在播种

前 3～5 d，选无风的晴天，将种子放在干燥向阳的

地方，连续晒 2～3 d，晒时要经常翻动，使之受热均

匀[2]。晒种能提高发芽率和发芽势，提早出苗 1～
2 d。在播种前，将晒好的种子用种衣剂拌种。种衣

剂中含克百威 8%以上。
4.2 适时播种，争取全苗

苗全对产量的影响很大，当 5～10 cm 土层

的温度稳定通过 8～10℃，土壤耕层田间持水量

达到 70%，就可以播种，播深 2.5～4 cm，黏土地

可以适当浅一些，沙土地适当深一些，播后要及

时镇压，播后镇压具有保墒、提墒和接墒的作用,

镇压强度和时间应依土壤质地和墒情而定[3]。根

据良玉 11 这个品种的特性，刘兴军在 4 月 28 日

进行播种，在玉米发出两片叶时，他采用中国农

业大学提供的移苗器，把种在垄帮上的多余苗移

到缺苗的地方，这样保证了全苗并且苗大小均匀

一致。

5 合理密植
创高产靠的就是叶片的光合作用。种植密度

实质上就是叶面系数问题。增加密度意味着扩大

叶面积和增加光合势。2006 年，美国 27 块高产田

的密度是 68 800～148 200 株／hm2[9]。从目前我

国现有品种的耐密性来看，亩产吨粮田适宜的种

植密度，应该在 7 万～8 万株 /hm2，公顷收获有效

穗数 7 万穗以上[10]。2011 年，刘兴军的吨粮田实

测密度达到 7.2 万株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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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强田间管理，及时防治玉米螟
2011 年玉米螟危害十分严重，普通农户平均

减产约 20%～30%。在 6 月末，刘兴军用辛硫酸对

甲拌磷颗粒撒入心叶内，防治玉米螟。在 7 月中下

旬用乐果喷药防治蚜虫。在玉米授完粉后要到地

里查看，为减少养分损失，及时去掉空秆和小棒。
此后对第二代玉米螟也进行了重点防治。通过这

些措施，刘兴军的玉米田基本没有玉米螟，没有发

生因玉米螟导致的秸秆折断问题。

7 滴灌施肥保证粒重
根据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1995 年 6 个点的联

合试验，在底墒充足的条件下，拔节期灌水增产

23％，灌浆期灌水增产 19％，而浇拔节水和灌浆

水的增产 39％。在年降雨量≥350 mm 的地区，灌

水更是决定产量的关键[11]。2011 年 8 月份，正值

玉米灌浆期，二十多天没有下雨，刘兴军用“高产

高效竞赛活动”赠给的滴灌设备对玉米进行了一

次滴灌施肥，保证了后期子粒灌浆速度[12]。

8 利用生长调节剂防倒伏
耐密性品种玉米分蘖都比较多，亩产吨粮田

要及时去掉玉米分蘖，防止在田间争肥争光[3]。由

于亩产吨粮田密度大，在玉米八片叶时用玉黄金

进行叶面喷施，矮化植株，抗倒伏，提高产量。

9 适时晚收获、增加粒重
适时晚收增加产量，实验证明适时晚收能提

高产量和品质，降低玉米水分，有利于储藏保管，

所以不能提早收获，应适时晚收。刘兴军一般在

10 月 5 日后收获。而且割倒后一周左右再扒，增

产效果特别明显。

以上总结的吨粮田的技术集成说明吨粮田的

实现需要关注每一个管理细节，任何一项技术不

到位，都会影响其它措施的效果。
这次梨树地区玉米实现吨粮田是一个重大突

破，它是在专家的指导下、由农户自主实现的，充

分说明在吉林省中部实现玉米大面积高产是有潜

力的[13]。可以预见，吨粮田的实现将会极大地刺激

农户提高玉米单产的积极性，推动梨树地区、甚至

吉林省其它地区的玉米高产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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