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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黑龙江省玉米普遍产生秃尖现象，对产

量造成极大影响。玉米子粒不饱满，瘪粒、小粒增多，

容重降低，并且因后期雨水较多，果穗秃尖部位更容

易吸水，感染病菌，带来穗腐现象，严重影响品质，商

品粮等级下降。本文就 2016 年玉米秃尖原因进行

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预防措施。

1　2016 年玉米产生秃尖的主要因素
1.1　干旱　干旱是造成今年玉米秃尖的最主要原

因。夏季 7、8 月份黑龙江各地普遍干旱少雨，尤其

西部齐齐哈尔、九三、北安等地区更为严重。此期正

值玉米抽雄、吐丝、授粉、灌浆期，干旱影响玉米雌雄

穗小花发育，花粉和花丝活力下降，导致授粉不良，

果穗顶部小花吐丝最晚，活力最差，并且临近散粉后

期，雄穗花粉量也少，所以顶部容易因授不上粉而秃

尖。干旱影响养分的运输、合成与转化，在灌浆期干

旱，养分供给不足，干物质积累少，子粒不饱满，靠近

顶部子粒授粉晚，更容易养分积累不足而形成瘪粒

或小粒。

1.2　高温　7 月下旬到 8 月上半月出现连续 20d 的高

温天气，平均温度都达到了 30℃以上。高温亦对玉米

雌雄穗小花发育具有很大影响，降低花粉和花丝活力，

导致授粉不良。

1.3　脱肥　2016 年玉米生育后期叶片提早枯黄，

功能叶光合效率下降，表现出严重脱肥早衰现象。

脱肥并不是施肥量不足，而主要是由于以下 4 点原

因造成：一是干旱影响养分运输，养分输导不畅，同

化作用降低；二是春季长时期低温多雨，地涝，玉米

根系生长不发达，后期早衰，吸收能力差；三是前期

降水多，地涝，肥料流失，渗漏多，损失大；四是前期

土壤湿度大，肥料溶解过快，前期肥效快速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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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供应不足。脱肥早衰造成玉米生育后期养分

不足，光合效率下降，这也是产生秃尖的一个重要 
因素。

1.4　密度　密度过大，一是植株间竞争压力增强，需

肥水量大，容易造成肥水供应不足；二是叶片郁密，相

互遮挡，会影响授粉，导致授粉不良；三是通风透光不

良，会导致玉米生育中后期光合效率下降。三者都容

易产生秃尖。

1.5　虫害　2016 年玉米大斑病等病害发生较轻，对

玉米生长影响不大，但虫害发生较重。可能导致玉米

秃尖的虫害主要有玉米螟、双斑萤叶甲和蚜虫。玉米

螟钻入茎秆或穗柄，会影响养分的输导以及叶片光合

作用，产生养分供给不足而造成秃尖。双斑萤叶甲会

咬食花丝和花药，影响授粉，而产生秃尖。蚜虫严重

时会影响叶片光合作用，导致植株早衰、养分积累不

足、子粒不饱满、秃尖等。这 3 种虫害近几年在黑龙

江省发生普遍较重。

1.6　暴雨　2016 年夏季虽然旱灾严重，但各地仍

有阵性降雨，并且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冰雹天气。短

时间的急性降雨或暴雨对玉米授粉十分不利，尤其

在授粉后期，它可以把雄穗上所剩不多的花粉几乎

全部冲洗拍掉，使得后期果穗顶部授粉不良，产生 
秃尖。

1.7　三类苗　由于春季低温多雨，土壤湿度大，有

些地块整地、播种质量差，除草剂药害等，抑制幼苗

生长，产生三类苗较多。三类苗多则造成大苗欺小

苗，小苗植株矮，光照不足，茎秆细弱，光合效率低，

根系弱吸收能力差，无生殖能力，不甩棒或棒很小；

生育期拖后，吐丝晚，授粉不良，造成秃尖，甚至不结

粒或结粒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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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品种　不同品种对高温干旱的抗性是不同的。

所以 2016 年田间表现各品种秃尖程度明显不同，有

些品种抗旱、耐瘠薄能力强，秃尖小；有些品种喜肥

水、抗旱能力差，秃尖则严重。

2　玉米秃尖的主要预防措施
2.1　因地制宜选择品种　要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和

地块土壤肥力条件等因素，选择适宜品种。对于干

旱地区以及土壤瘠薄地块，宜选择抗旱性好、耐瘠薄

的品种；对于雨水充沛以及土壤较肥沃的地块，选择

喜肥水的品种更有利于获得高产。

2.2　关键时期进行灌溉　大旱年份采取喷灌措施

具有明显的增产效果。从抽雄到成熟为花粒期，是

开花、子粒形成和增重的关键时期，即决定子粒数和

粒重的时期，玉米子粒产量的 80%~90% 是在此期

形成的。而抽穗到乳熟期是玉米一生需水最多的时

期，此时若遇干旱，有灌溉条件的情况下采取灌水，

不仅可以提高结实率，而且能促进养分的运转，保证

子粒饱满，提高产量。

2.3　做好整地工作，逐年增加土壤耕层厚度　土壤

耕层薄，保肥保水能力差，则抗旱性差。要根据耕

层土壤厚度的不同，确定耕翻深度，并逐年加深，以

逐步提高土壤耕层厚度。中耕深松要打破犁底层，

并逐渐加深深度，达到 30~35cm，以促进玉米根系生

长，提高吸收能力，提高抗旱能力。

2.4　培肥地力，提高土壤保肥保水能力　要用地与

养地相结合，化肥与传统农家肥相结合，注重秸秆还

田，增施农家肥和有机肥，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提高土壤本身肥力。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后，不仅

提高保水保肥能力，而且可以保证作物生长全生育

期养分持久、稳定、平衡供给。

2.5　改变施肥方法，肥效后移　玉米施肥总体原

则是要控制前期营养生长，促进生殖生长（尤其

密植型品种更应如此），保证后期不脱肥，以提高

后期的光合效率，增加灌浆饱满度，增加粒重，减

少秃尖，提高产量。施用化肥要适量，氮磷钾配比

要合理，底肥分层施，深度要达到 12~20cm。追肥

要根据玉米长势和土壤本身肥力和旱涝情况，确

定追肥时期和追肥距离根系的远近程度。一般来

说，玉米长势旺盛、土壤肥力好，水分充足，在机械

作业允许的情况下，应适当晚追肥，追肥距离根系

适当加大。适当减少底肥中氮的用量，增加其追

肥用量，以达到肥效后移的目的。在生育中后期，

玉米根系开始衰老，吸收能力减弱，此时增施叶面

肥，对于减少秃尖，增加粒重，提高产量具有很好的 
效果。

2.6　合理密植，减少空秆、小穗、秃尖现象　不同品

种的耐密程度是不一样的，每个品种都有自己的适

宜密度，要根据本品种的特征特性，合理密植，不要

盲目加大种植密度。

2.7　提高整地、播种等作业质量，减少三类苗　近

年来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有的地方农机作

业标准却有所下降，比如整地不达标、中耕不到位，

播种质量差、深浅不一、均匀度不好，以化学除草完

全代替人工、机械除草，除草剂用量大、药害重，这些

因素严重抑制作物生长，导致出苗不齐，三类苗增

加，熟期不一致，严重影响产量和品质。

2.8　做好病虫预防工作　病虫害都可影响玉米的

光合效率以及养分运输，从而影响干物质的积累，

造成子粒不饱满以及秃尖等现象，影响产量和品

质。近年来玉米病虫害发生越来越普遍，种类越来

越多，除了以往的大斑病、弯孢菌叶斑病、根腐病、

茎腐病、丝黑穗病、瘤黑粉病、穗腐病、玉米螟、双斑

萤叶甲等以外，褐斑病、鞘腐病、蚜虫、盲蝽蟓、金

龟子、古毒蛾、金针虫、地老虎等在有些地方也有发

生。地下害虫、根腐病、茎腐病、丝黑穗病等主要靠

种衣剂解决，其他病虫害要靠预防。要把防病虫作

为一项常规措施来推广，与叶面施肥、化控等措施

相结合，即使不发生病虫害，也起到了促进增产的

作用。 （收稿日期：2016-11-18）

《中国种业》投稿要求更新啦

[ 本刊讯 ] 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种业》文章

的学术性和科学性，2017 年起对作者投稿要求进

行了细化，主要在结构与格式，摘要、关键词、参

考文献的写作等方面做出了一些细微调整，广大

作者和读者可登陆本刊网站（www.chinaseedqks.

cn）进行查询，按最新投稿要求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