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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夏玉米机收籽粒技术展望
高　卓 1　刘树勋 2

（1 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保定 071000；2 河北省农作物引育种中心，石家庄 050031）

摘要：在近 2 年河北省夏玉米机收籽粒品种试验和直收试验结果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分析了河北省夏玉米区玉

米机械粒收存在的气候耕作条件限制、机械籽粒直收品种不成熟、籽粒收获机械不过关和烘干设备不够用等制约因素，提出河

北省夏玉米区玉米机械粒收技术发展方向和对策，即加快适宜机收玉米品种种质资源创新与新品种选育，分区推进玉米机械

籽粒直收，统筹推进“早熟节水小麦 + 早熟直收籽粒玉米”两早两晚配套技术和探索新的种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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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河北省种植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的作

物，也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的作物。近

些年来我国玉米生产机械化水平提升迅速，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但是机械收获籽粒比率远远低于小麦

和水稻。玉米收获是玉米生产最繁重的环节之一，

目前国内以机械收穗为主，机械籽粒直收是薄弱环

节。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机械籽粒直收差距更

为明显，成为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瓶颈”。

1　玉米籽粒直收的意义
机械化收获玉米籽粒就是直接使用联合收获

机械一次性完成对玉米摘穗、剥皮、脱粒、清选和秸

秆粉碎等作业。实现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符合现

代农业发展方向，且已经被发达国家实践证明。目

前我国玉米收获以摘穗剥皮为主，机械收穗以后还

需要经过运输和果穗晾晒—脱粒—籽粒晾晒等过

程才能进行安全存贮和销售，环节多、用工多、成本

高，并且玉米果穗存贮空间大，果穗及籽粒的晾晒受

天气和场地影响，局限性大，每年都会造成一定的

损失；而机械籽粒直收相对于机械收穗具有明显优

势，用机械直接收获籽粒，增加脱粒和清选环节，减

少果穗二次运输晾晒环节和用工数量。随着我国

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和农业劳

动力数量不断减少，以及土地流转加快和农业规模

化经营发展，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

玉米机械籽粒直收的优势越来越明显，需求越来越 
迫切。

2　河北省夏玉米区气候耕作特点
河北省夏玉米区位于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

的华北大平原，属温带半干旱、半湿润气候，无霜期

170~220d，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500~1000mm，雨热同

季，自然条件对夏玉米生长发育极为有利，热量资源

可满足喜凉、喜温作物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要求 [1]。

常年玉米播种面积为 230 多万 hm2，约占全河北省

的 70%，是河北省的玉米主产区。该区地势平坦，

适宜机械作业，在玉米同一适宜生态区分类上属于

黄淮海夏玉米类型区和京津冀早熟夏玉米类型区。

3　河北省夏玉米籽粒直收制约因素
3.1　气候耕作限制　该区基本上为一年两熟，主要

种植方式是冬小麦—夏玉米轮作，6 月收完小麦紧

接着种玉米，收完玉米紧跟着种小麦，种麦时间不能

晚于 10 月，连续耕作，没有空档期，有“三夏”、“三

秋”大忙季节的说法，没有更多的热量、时间供作物

生长，也没有更多的空间供玉米站立。

3.2　机械籽粒直收品种不成熟　实现玉米机械籽

粒直收是一项涉及农机、品种、栽培、烘干、收储的系

统工程，目前的主要问题和困难在品种。品种的生

育期、生理成熟后的脱水速率、收获时籽粒的含水

量、破碎率、落穗率等直接影响着机收效果。裴志超

等 [2] 的研究认为含水量与破碎率、落穗损失率和产

量损失率呈正相关关系，与杂质率和落粒损失率呈

负相关关系，因此收获时籽粒的含水量是影响玉米

籽粒直收质量的关键因素。适宜籽粒收获的含水

量建议控制在 27% 以内 [3]，当籽粒含水量低于 25%
时收获，籽粒破碎率和杂质率较低，籽粒含水量在通信作者：刘树勋



专题论述 372018年第２期

22%~24% 为玉米脱粒质量最佳时期 [4]。国外的部

分品种在生理成熟时籽粒水分含量仅为 22%~23%，

在收获时甚至降至 15%[5]，而国内目前主推品种生

理成熟时籽粒含水量多在 30%~40％。近 2 年工作

人员对机收籽粒品种进行了水分测定，2016 年秋收

属降水正常的年份，10 月 7 日实测河北省玉米机收

组参试品种含水量在 28%~35%，破碎率较高；2017
年秋收属降水偏多的年份，10 月 14 日实测河北省

玉米机收籽粒展示品种含水量在 29.8%~37.3%，破

碎率较高。当前品种活秆成熟的现象较为普遍，缺

乏适宜玉米籽粒机械直收的品种，难以实现田间籽

粒机械直接收获。

3.3　籽粒收获机械不过关　目前，市场上的玉米

籽粒直收机大多是在玉米联合收割机的基础上

增加了脱粒机改制而来，收获机械的作业参数低，

也是导致籽粒破碎率、杂质率和损失率高的重要 
因素。

3.4　烘干设备不够用　“穗收靠风干，粒收要烘

干”，与玉米籽粒直收相配套的烘干工艺是整个产业

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烘干环节是籽粒机收玉

米能否推广开来的限制因素之一，机收籽粒后如果

无法及时烘干，不但不能节本增效，还会因霉变带来

重大损失。目前玉米籽粒烘干刚刚开始，烘干设备

缺口依然很大。

4　发展方向和对策
针对河北省夏玉米区的气候耕作特点和玉米

籽粒直收存在的制约因素，除改进收获机械、解决好

农机农艺结合问题、发展烘干设施外，应该广开思

路，多措并举，探索推进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途径。

4.1　加快适宜机收玉米品种种质资源创新与新品

种选育　河北省夏玉米区推广籽粒直收技术首先必

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品种问题。我国单交

种大面积推广利用以来，育种家以“高产、多抗”为

育种目标，种质资源多是高产高效、生育期偏长、活

秆成熟类型，大部分育种家对品种脱水快慢不够重

视。基于此，目前我国玉米早熟、脱水快的种质资

源少，各产区品种选择余地不大。今后需要加快早

熟、脱水快、生理成熟期和收获期含水率均低以及

抗破碎性好、适合籽粒直收种质资源的创制与品种 
选育。

有研究表明，籽粒水分损失的模式分为 2 个

阶段，第 1 阶段从籽粒灌浆开始，结束于生理成熟，

I.R.Brooking[6] 把这一阶段的水分损失称为与籽粒灌

浆相关的发育失水过程；第 2 阶段始于生理成熟到

适宜籽粒直收的含水量 20%~25%，可以称为以籽

粒干燥为特征的脱水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受天气因

素特别是温度和湿度的影响，一般每天降水 0.3~0.8
个百分点，高温低湿有利于玉米籽粒田间的快速

脱水干燥，每天可降水 1 个百分点，而阴雨天甚至

反弹。当天气条件相同时，杂交品种特征特性就变

得相对重要，如苞叶的数目、厚薄、紧实度、覆盖程

度和衰老快慢以及穗的角度、果穗轴径、籽粒的形

状和排列等，都会对脱水快慢有影响 [7]。培育的新

品种不仅应具备株型清秀、株高较低、通透性好，

穗上叶片间距大、叶片窄、长短合理 , 果穗苞叶薄、

数目较少且疏松，果穗长而不粗、穗轴较细、坚秆，

落黄性好等外部形状特征，还应具备生育期短、早

熟、抗倒伏（包括抗茎腐和生理成熟后站秆脱水阶

段品种的抗倒性）以及籽粒抗破碎性好等内在性状 
特征。

4.2　分区推进玉米机械籽粒直收　河北省夏玉米

区南北跨度大，且处于京津冀早熟夏玉米类型区和

黄淮海夏玉米区北部，从南往北气候资源对玉米机

收籽粒技术的实施越来越不利，应该沿保定-河间- 
沧州一线为界，分界区以南地区热量资源较多，率先

推广应用玉米机械籽粒直收技术，重点加强适宜籽

粒直收品种的试验、审定和推广，集成示范玉米籽粒

直收关键技术，实现农机农艺结合、良种良法配套，

同时加强配套烘干储藏设备的补贴和建设。

4.3　统筹推进“早熟节水小麦 + 早熟直收籽粒玉

米”两早两晚配套技术　选用耐晚播早熟小麦品种

替代目前品种，将小麦播种期推迟 7~10d，收获期提

早 2~3d，为玉米早播、晚收让渡 10d 以上，为玉米生

理成熟后果穗站秆脱水提供有利条件。推广早熟

玉米品种，从播种到生理成熟全生育期在 95d 左右，

该区夏玉米 6 月 10-18 日播种，最迟不晚于 6 月 20
日，9 月 25 日达到生理成熟，田间站秆脱水 15~20d
再开始籽粒直收，即 10 月 10-15 日收获玉米籽粒，

15-20 日播种小麦。搞好配套栽培管理，应控肥、控

水，特别要防止氮肥过量而造成玉米贪青晚熟并加

重倒伏，进入玉米灌浆后期停止灌水 [8]。

4.4　探索新的种植模式　探索种植制度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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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种植模式，如一年二熟改二年三熟，种植一季春

玉米，延长玉米田间生长和站立时间，为玉米果穗田

间降水留下充裕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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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大豆种业创新发展态势与展望

苏遵鹏
（山东省济宁市种子管理站，济宁 272000）

摘要：济宁市根据本地大豆种业发展的优势，通过建设“两个平台”，培育科技创新新动能 , 实行产学研合作，搞好大豆新

品种研发创新 , 加大政策环境等有效推动 , 以企业为主体的育种研发格局逐步形成，全市大豆种业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针

对大豆种业存在的薄弱环节，将进一步促进种业科研转型升级，健全良种繁育体系，大力发展大豆产业种业和绿色种业。

关键词：济宁市；大豆种业；创新发展；展望

济宁市大豆常年种植面积 35000hm² 左右，占

全省 17％左右。近年来，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种植业结构调整，全市大豆面积不断增加，2016
年达到 3.97 万 hm²。总产从 1991 年的 7.41 万 t 提
高到 2016 年的约 12.09 万 t ；2016 年平均每 hm²

产 3045kg，较全省平均水平（2550kg）高 495kg，远
远高于全国的单产水平。近年来该市大豆种业不断

创新发展，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大豆种子生产基地，种

子主要销往苏鲁豫皖接壤地区。本地大豆蛋白含量

高，子粒商品性好，深受市场欢迎，是当地食用大豆

与大豆深加工的主要来源。

1　大豆种业产业现状与创新发展态势
1.1　本地大豆种业产业发展的优势　济宁地处黄

淮海地区中间地带，具有光照充足、雨热同季、降水

集中等气候特点，大豆产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机

械化程度高，生态生产条件良好，有利于大豆生长发

育和高产优质；同时，本地拥有国家和省、市农科院

大豆科研育种的技术支持，加上山东圣丰种业、山东

祥丰种业等 10 多家专业从事大豆种子生产经营的

企业，因此，种植大豆具有生态、区域和经济三大优

势，近几年大豆种业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由于本

地大豆品种更新较快，制种经验丰富，实现了种子繁

育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种子纯度

好、芽率高、商品性好，深受黄淮海豆农与经销商的

欢迎，已经成为黄淮海乃至全国最大的大豆种子繁

育与加工销售集散中心。全市每年累计销售大豆种

子 5 万 t 以上，占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经营量的 1/3
左右。为全国大豆新品种、新技术的展示、示范、推

广，促进大豆生产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作出了较大 
贡献。

1.2　建设大豆创新“两个平台”，培育科技创新新动

能　建设科技研发与服务创新平台　济宁市通过政

策引导、组织协调等手段，形成了以山东圣丰种业院

士工作站为依托，以圣丰、祥丰种业等企业为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