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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聊城市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之一，也是全国最

大的玉米种植和加工基地之一。玉米作为当地主要农作物被广

泛栽培和使用。在近几年中，随着气候变化以及其他因素影响

下，该地区玉米发生了一系列病虫害问题，如草地贪夜蛾、黏虫

等。这些病虫害对于玉米产量造成了极大威胁，同时也严重制约

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因此，应重视玉米病虫害防治工作中的绿

色防控技术应用，同时还要结合地区做好改善，以此推动当地农

业的整体发展。

一、绿色防控技术下玉米种植技术要点

1、种植地块选择与处理

在选择玉米播种时机方面，应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并结合当

地气候条件，选择最适宜的季节进行播种。通常，春播指的是在

3月到 4月底期间进行的，而秋播则是在 5-6月进行的。此外，

还应注意保证玉米的出苗率。为了确保玉米的健康生长，必须认

真处理缺苗和断垄的问题。这可能会导致植株的损伤，甚至死

亡。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应在播种之前对土壤进行深耕和除草，

并采取有效的抗病虫措施。另外，应合理安排玉米的品种组成。

根据当地的气候特征，为了满足各种玉米的营养需求，应根据实

际情况，科学合理地调整玉米的品种数量。根据山东省的研究表

明，玉米的最佳种植密度可达 25.00万株，而其他地区的最佳种

植密度则可达 22.00万株。因此，农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

当增加施肥的频率和用量，同时，也需要选择交通便利、水资源

丰富、水质优良的地点，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生产。为了提高玉米

种子的品质，必须加强对其质量的监督。将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

究，以便及时找出导致质量问题的根源，并制定有效的解决方

案。此外，还应严格控制玉米种子的储存条件，以确保其质量安

全。为了保证玉米的质量，建议把它们放在一个阴暗、通风的地

方，并且要尽量避免暴露在阳光下和雨水中。

一旦确定了玉米种植区域，必须进行翻耕和深耕处理。为了

提高玉米产量，必须科学合理地规划耕地面积。但是，这也会对

粮食产量造成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取轮作或套种的

方法。为了确保玉米的高产，除了保证田间排水畅通，避免积水

现象的发生，还必须加强土壤消毒，以有效防止病虫害的发生。

在山东省，旋耕整地的深度一般应在 20~25cm之间，而且每隔

10d左右要进行一次松土除草。为了让玉米的根系茁壮成长，后

期的灌溉是必不可少的，以确保它们的正常发育。

2、玉米种子选择与处理

为了获得高质量的玉米种子，必须仔细筛选。由于各个品种

的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当地的气候、土壤、

水源、植被状况等多方面的因素，来决定哪些品种最适宜当地的

生长。在种植前，需要仔细挑选种子，并尽量选择那些抗逆性和

适应性更强的品种。比如，山东省的富玉 79品种，它的产量非常

高，并且抗病性很强，能够抵御多种病虫害，同时也有很好的抗

旱能力，目前是最理想的玉米种子。最后，为了保证玉米产量与

质量，应当事先分析与评估玉米的生产潜力以及未来市场需求，

从而制定科学合理的栽培方案，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管

理方式，以确保玉米能够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在玉米生长过

程中，除了需要满足自身营养物质需求外，也需要注重籽粒的饱

满程度以及穗轴的发育状况。

一旦确认了玉米的品种，可以开始进行包衣处理。为了达到

这个目的，可以使用 10g噻虫嗪、5mL禾丰锌、1kg尿素和 2%磷

酸二氢钾的混合溶剂来进行种子的表面消毒。接着，可以把这些

溶剂均匀地倒入装满了湿润细沙的容器中。将混合物添加到适

当的水平，并通过喷雾器将混合物均匀地混合在一起，以维护土

壤的潮湿状态。

3、玉米机械化播种技术

为了获得更好的收成，采取联合种植的方法是一个很好的

选择。目前，市面上有多种种类的播种机，例如小型和旋耕机，但

是，这些都属于常见的种植设备，而且价格昂贵，难以保养。所

以，在购买时，应当优先考虑那些性能优秀、质量可靠的大型种

植设备。为了让玉米茁壮成长，必须认真规划每一种农作物的种

植时机。首先，应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天气预报来选择最适宜

的种植时机。此外，应重视田间的排水和灌溉，以保证玉米的正

常生长。当玉米的 3片真叶已经长出时，可以进行播种，通常在

4月下旬到 6月上中旬，此时正值幼苗的迅猛成长期，因此，必

须加强中耕除草的管理，以确保玉米的健康成长。

在播种之前，应将种子放置在地块边缘或者靠近水源地边

缘处，并对其进行消毒处理，然后将其浸泡在清水中 10分钟左

玉米病虫害防治中绿色防控技术的重点应用
王 波

42- -



病病虫虫害害防防治治BBiinnggcchhoonngghhaaiiffaannggzzhhii

右，最后将种子均匀撒播到土壤中，并覆盖一层细土或麦秸，以

保证种子与土壤的充分接触，为了提高发芽率，可以适当施加一

些肥料，如磷酸二氢钾溶液，这样不仅可以有效促进种子萌发，

加快幼苗的生长速度，而且还可以缓解干旱环境对农作物的不

利影响。在播种期间，为了避免杂草和其他障碍物的影响，必须

及时清除。此外，还必须加强田间管理，尤其是对于一些严重的

病虫害，必须及时采取措施，以防止造成更大的损失。 玉米是

一年生作物，具有发达的根系和较强的抗旱能力，因此，在实际

生产过程中，应根据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选择合适的品种，以

期获得更高的产量和更多的收益。

二、绿色防控技术下玉米病害的防控措施

1、苗枯病

苗枯病是一种严重的植物病害，它通常会对玉米的根系造

成损伤。这种病的主要病原体是茄科劳尔氏菌，也被称作土传青

霉或根腐镰刀菌。如果种植的是夏季的玉米，那么由于土壤中病

原菌的存在，再加上种植时的高温和潮湿，这种病的发病率和死

亡率都会非常高。当植物患上疾病时，它的叶子上会出现水渍样

的小斑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斑点会变成棕色，并且会慢慢

地变黑。接下来，疾病的细菌会进一步感染茎部，导致茎秆腐烂，

最终导致整个植物死亡。近年来，山东省的玉米病害发生率极

高，特别是在 6月下旬到 7月上旬，病情最为严重，如果不能及

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将会严重影响玉米的产量，成为制约当

地玉米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开始播种玉米之前，应根据当地的环境和气候状况，精心

挑选出最佳的品种，确保它们具备较强的抗病性。此外，应当采

取合理的栽培方式，避免栽培密度过高，导致田地的空气流动受

阻，土壤的渗透性受到影响，从而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也减少

了病原菌的侵染。在播种之前，应把精心挑选的种子放置 1~2d，

以便于预防病虫害的侵袭。此外，当玉米出苗之后，应密切关注

发病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如果发现有病株，必须及时拔除，以免

病害的传播。可以选择使用 40%g·L-1多抗霉素、75%百菌清可

湿性粉剂和 69.3%恶霉灵水乳剂的混合物，进行喷雾和灌根的

方法，每次喷施 1次，持续使用 2~3次，可获得更好的防治效果。

在发病初期，可以及时的用药。具体可选择以下药剂：(1)68%代

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900倍液。(2)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800~

1000倍液。(3)50%退菌特可湿性粉剂 1000倍液。(4)70%甲基托布

津可溶性粉剂 800倍液。(5)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等。

2、玉米粗缩病

“黑脚”“花秆子”或“死疙瘩”是一种由大丽轮枝孢引起的真

菌性病害，它对玉米的产量和品质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甚至可能

导致绝收。这种病害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但山东地区的受害情

况最为严重。近年来，由于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和耕作制度的改

变，玉米种植面积不断增加，但是玉米粗缩病却成了影响我国北

方玉米生产的一个严重问题。这种病通常会在玉米拔节到抽穗

期间出现，初期会导致植株矮小，叶片变黄，生长变得缓慢。随着

时间的推移，叶片从翠绿变成了黄褐色，并且逐渐枯萎，茎基部

出现了黑褐色的条纹，果穗变得短小，结实率降低，籽粒也不够

丰满。当植物患病时，它们的生长速度会变得非常缓慢，并且在

它们的表面会产生明显的粗糙感。此外，它们还会在表面形成许

多大小不等的瘤状突起，被称为“杆儿头”。这些突起物通常是病

原体的分生孢子器。如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植物的矮化情况可

能会变得更加严重，最终导致植物的死亡。

为了更有效地抵御这种疾病，必须加强防控措施。首先，应

优先考虑农业防治，并使用化学防治。还必须定期监测病害，并

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这样才能阻止疾病的进一步传播。其次，

在已经出现问题的地区和土壤中，还可以使用药剂混合和种子

包裹的方式来预防这种疾病的发生。将 1∶9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

剂按照预先设计的比例混合到一定的杀菌剂和杀虫剂中，然后

将它们与种子混合，使它们充分混合，最后将它们放置于塑料薄

膜的保护下，经过 24小时的闷热处理，可以将种子包裹起来，等

待 6小时以上。合玉米粗缩病发病严重程度选择 25%戊唑醇悬

浮剂（SC)40~60mL/亩兑水喷雾防治。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WP)1.0kg/亩拌细土撒施防治。用 5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MET)1.0kg/亩兑水喷雾防治。用 25%吡唑醚菌酯乳油（EC)200g/

亩兑水喷雾防治。用 75%肟菌·戊唑醇水分散粒剂（WG)30g/亩

兑水喷雾防治。玉米螟发生严重程度选择 25%氯虫苯甲酰胺悬

浮剂（SC)80mL/亩兑水喷雾防治。用 50%辛硫磷乳油（OF)100mL/

亩或 90%敌百虫可溶液剂（ID)1.0kg/亩兑水喷雾防治。

3、玉米茎基腐病

镰孢菌引起的玉米茎基腐病，也被称为“死棵”“烂根子”，是

一种严重的真菌性病害，它会对植物的根系造成严重的损伤，使

得植物的水分和养分的运输受到严重的阻碍，从而导致植物的

死亡、减产，甚至绝收。这种疾病通常会在 4月下旬至 6月份之

间爆发，而在 7~8月份则是发病高峰期，特别是在雨水充沛的年

份更容易传播。

为了有效防治这种疾病，应选择抗病品种，合理种植密度，

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排水降温。此外，采用药剂拌种或种子包衣

处理也可以有效预防此病的发生。但是，由于不同地区气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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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较大，因此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用药时机和方

法。在播种前，应选择玉米生物型种衣剂进行拌种或浸种，以提

高出苗率和抗逆性。同时，还需要注意药剂的残留效果，以及与

其他杀菌剂的配伍性。由于玉米在早期具有较强的抗病能力，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可能会出现抗性问题，因此不能长期单独

使用同一种药剂。为了有效地控制病害的蔓延，建议采用 2.5%

咯菌腈·精甲霜灵悬浮种衣剂、3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等药

剂，并且在发病初期采用 7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

喷雾，每隔 1周喷施一次，连续喷洒两次，可以有效地抑制病害

的扩散。在玉米的大喇叭口期至抽雄吐丝期间，为了有效地防治

病害，应采取多种措施，其中包括使用 46.1%氟啶胺、25%氰烯

菌酯和 25%吡唑醚菌酯悬浮剂等农药进行种子包衣处理，以及

使用 40%戊唑醇悬浮剂进行拌种处理，以确保种子的质量和安

全性。

三、绿色防控技术下玉米虫害的防控措施

1、地下害虫

“地下害虫”通常指那些能够侵蚀植物根系并对它们造成严

重损伤的昆虫。它们的幼虫被称为蛴 螬，而成年的蛄 蛴则被称

为螬 蛴。常见的地下害虫包括金针虫、蝼蛴、地老虎、蛴 蛴等。

它们通常在玉米种子萌芽至拔节期间出现。由于土壤的有机物

含量丰富，空气流通良好，这为害虫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然

而，土壤的寒冷和潮湿也使得它们难以在这里活跃和繁衍，从而

导致地下害虫的数量减少。后期，它们可能会侵蚀植物的幼嫩部

分，导致植株死亡和断垄。

为了有效地防治地下害虫，可以采取多种措施。首先，在播

种时，应将辛硫磷颗粒剂或毒土撒播在地表，以达到最佳的防治

效果；其次，可以采用人工捕捉法，即利用黑光灯对地下害虫成

虫进行诱杀；最后，在玉米播种前，应将 3%辛硫磷乳油 10mL/m

2

兑水 5kg，混合均匀，然后按每亩 20g的比例，用喷雾器喷施在

地面，以有效地杀灭土壤中的害虫和病菌。采用物理防治技术可

以有效地控制害虫，具体来说，可以将杀虫剂配制成适当浓度的

溶液，并通过灌溉、滴灌等方式直接喷洒在植物表面，以达到有

效控制害虫的目的。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一些小型害虫，如地老

虎、蝼蛄等。化学防治是指利用农药来控制有害生物数量的增

长，它具有高效性与经济性特点，因此成为目前最常用的农业生

产措施之一。

2、黏虫

黏虫是一种体型 4~6mm、翅展 8cm的昆虫，它们的头部呈

黄褐色或黑褐色，胸部则呈黄色至褐色，而腹部则是白色。它们

的幼虫被称为“小青虫”，而成虫则被称为“吊死鬼”。黏虫每年会

繁殖一代，并在冬季过去。从翌年 3月下旬开始，玉米黏虫便进

入了化蛹的盛期。5月底至 6月初，第 1代卵孵化，随后 7月上

旬，它们开始大量繁殖，并在 9月份之后，大量死亡。此外，它们

还会啃食玉米叶片，如果情况严重，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农作物减

产甚至绝收。黏虫对温暖潮湿的气候有着特殊的偏好，当温度升

高或湿度增加时，它们会迅速繁殖，造成严重的灾害。尤其是在

玉米种植区，黏虫的猖獗会对玉米的产量造成极大的损失。通常

情况下，地势低、玉米植株高矮不齐以及通风不良等因素都是造

成黏虫暴发成灾的重要原因。

通过利用黏虫成虫的趋光和趋化特性，采用糖醋液和黑光

灯的诱杀技术，可以有效地减少黏虫的数量，这样不仅可以达到

良好的防治效果，而且还不会破坏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实际意

义。然而，由于黏虫成虫对糖醋液的反应较为敏感，因此必须严

格遵守操作规程，才能达到最佳的防治效果。在采取化学防治措

施时，可以通过撒播毒土的方式来进行预防，具体来说，可以使

用 40%的辛硫磷乳油，每亩撒放 15公斤，或者 2.5%的溴氰菊酯

乳油，每亩撒放 30mL，然后将其均匀喷洒在土壤表面，以达到良

好的防控效果。

综上所述，绿色防控技术在我国玉米种植业中有着重要作

用。通过采用科学合理的种植方式和先进的病虫害控制手段，不

仅能够提高玉米的质量和产量，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农业现代化

进程。另外，政府部门还需要加大投入力度，推广新技术，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体系，促进绿色防控技术的广泛应用，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

（作者单位：252518 山东省冠县烟庄街道办事处农林水综

合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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