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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美国玉米高产竞赛的历史#高产竞赛的参赛及测产规则#最高产量和主要的栽培技术$ 分析了

竞赛优胜者创造高产的关键技术" 提出了我国玉米生产水平提高的关键因素是提高高密度下品种的综合抗性和培

肥土壤"提高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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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玉米高产栽培中"提起最高产量创造者"人们

首先想到的是山东的玉米育种家李登海和美国依利

诺伊州’1RR59A5J-的玉米种植者华索’=MKP89 E8KJ8I-$
李登海 !%[% 年在他的高产试验田里获得的夏玉米

最高产量是!# #(# X< \ 4P("是在灌溉条件下获得的$
华索 !%[# 年在美国的玉米高产竞赛中获得的春玉

米最高产量 (, (() X< \ 4P(’,]"@7 \ /-"是在非灌溉条

件下获得的" 也是华索连续第 # 年获得非灌溉种植

类型竞赛的冠军$目前"这一纪录已经提高到(] ]),
X< \ 4P(’))(@7 \ /-"是 由 依 阿 华 州 ’1AI8-的 玉 米 种 植

者柴欧德’^K89Q5J F45RLJ-在 (""( 年美国高产竞赛中

创造的$ 在 !%%% 年"他就创造了 () ]," X< \ 4P(+,%)
@7 \ /-的产量"从而超过华索 !) 年前的世界纪录$
所有这些产量纪录都是在美国的玉米高产竞赛中

获得的$

! 玉米高产竞赛的历史

!%"" 年前后" 美国玉米带兴起玉米展览会"展

出适合感观要求的玉米果穗"如子粒均匀整齐&没有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刘志全+!%]"$-"男"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玉米栽培及推

广工作$ UMR!"),)$&([,!([

秃尖& 穗形修长等"!%!" 年达到兴盛" 但这只是展

览"还不算是竞赛$ !%(" 年美国玉米生产最大州依

阿华州+1AI8-第一次开展玉米竞赛"获胜者得到高额

奖赏"获奖果穗也身价倍增:竞赛随后扩大到整个玉

米带$ !%&# 年"由美国国家玉米种植者协会+?FB/-
举办"叫作全国玉米高产竞赛+?FZF-$ 在以后每年"
各州和全国都举办竞赛" 玉米高产竞赛成为玉米种

植者每年的节日$ 在 !%&# 年前"高产竞赛只是认可

种植者的生产能力" 高产竞赛也只是玉米生产者展

示产量的一个舞台$ %" 年代后"?FZF 要求竞赛的

参加者在参加竞赛之前填写参赛表" 在收获测产之

后填写收获表"并要求参赛者提供详细的种植记录"
如地块所在地&种植品种&播种日期&种植面积&施肥

水平&除草方式&收获时间等详细记录"并且提出种

植方式应有利于环境保护$ 随着 ?FZF 的影响不断

扩大"参加竞赛的人数也不断增加$ 参赛之初"只有

玉米带的几个州的几十人参加" 随后参加人数不断

增加"在 !%%& 年达到 , &]% 人"是历史上参赛最多

的一次$ ("", 年有来自 )] 个州的 , &"! 人参加"仅

次于 !%%& 年$

( 玉米高产竞赛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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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玉米高产竞赛最初是州际的! 慢慢的扩

大到全国范围内"随着竞赛范围的扩大!竞赛经验的

累积!目前竞赛的规则已趋于完善"
!"# 参赛规则

参加竞赛的种植者首先是各州玉米种植协会的

成员或是国家玉米种植协会的成员才有资格参赛"
参赛者在每年春季播种之前的某一规定时期之内填

写参赛表" 参赛表包括参赛级别#参赛人资格#参赛

地块等"
竞赛级别共有 ! 个$" 类非灌溉级#"" 类非灌

溉级#" 类无垄作非灌溉级#"" 类无垄作非灌溉级#
" 类垄作非灌溉级#"" 类垄作非灌溉级# 无垄作灌

溉级#垄作灌溉级和灌溉级" 其中 "" 类适用于玉米

带几大主产州$依利诺伊州#$%%&’(&)*#印地安纳州+$’,
-&.’.*#依阿华州+$(/.*#明尼苏达州+0&’’1)(2.*#密苏

里 州 +0&))(34&*#俄 亥 俄 州 +56&(7#威 斯 康 星 州 #8&),
9(’)&’7%" 类则指除以上 : 个州外的其它州!没注明

" 或 "" 类的适用于所有州" 无垄作灌溉级#垄作灌

溉级和灌溉级的区别主要在于无垄作灌溉级和垄作

灌溉级在播种之前土壤没有被处理过 #如秋翻等7!
而灌溉级在播种之前土壤被处理过"

对参赛人和参赛地块的要求" 参赛表中详细标

明参赛人的自然状况和参赛地块的种植#管理记录!
包 括 所 种 的 品 种#密 度#播 种 日 期#所 用 播 种 机 类

型#地块的形状及前茬作物的品种和施肥等" 参赛

人要求除协会成员外!还规定不能低于 ;< 岁" 一个

家庭可有两个以上人参加! 但必须分别是种植协会

的会员!而且分别交纳参赛费"玉米种植协会雇员及

国家官员等不允许参加竞赛" 参赛地块必须标明位

于哪个州!以便确定适合参加哪个级别!允许参赛者

和其所种植的地块不在同一个州" 要求参赛地块的

面积不低于 < 6=>#只种一个杂交种的连续地块"
!"! 验收规则

在参赛表中指定的地块选一面积不得低于 ?@A
6=> 的点!用来进行测产!测产面积最小是 B ??? =>

+;@>B 英亩7! 测产地块及品种必须与参赛表中所列

相同" 测产时必须有一名种植协会指定的检查人+或
督察人7在现场检查收割机内有无玉米子粒#测收获

面积#称量收获重量#测量子粒水分并向种植协会汇

报!目的是保证测产的准确和防止弄虚作假"如果第

一次测产超过 ;< ;>C DE F 6=>+>>BG3 F "*!则需要再验

证测产一次!这时现场要有两名检查人员"如果第一

次测产超过 ;B H!> DE F 6=>+>B?G3 F "*!验证测产时则

需没有参加过第一次测产的二名检查人员在现场监

督测产"

测产地块边行的四行不许测产! 以剔除边际效

应" 根据收割机一次可收获的行数不同! 每收获一

次! 应跳过该收割机收割行数的三倍进行下一次收

获"例如!三行收割机每次收 C 行!中间应隔 ! 行!再

收下一个 C 行!直到达到要求的收获面积"如果产量

超过 ;< ;>C DE F 6=>+>>BG3 F "*需要再验证测产一次

时!参赛者应从同一块地选点测产"两次测产结果均

报送种植者协会"
参赛的种植者和现场的检查人员在测产结束后

填写收获报告表! 表中包括的内容除参赛表中列出

的参赛者及参赛地块基本信息外!还有收获的日期#
收获密度#收获的次数#每次收获的行数和面积#所

测产量!检查人签名并写下住址及联系方式!最后参

赛者在收获报告表上签字"

C 玉米高产竞赛的栽培技术

每年的高产竞赛只选每个级别的前三名作为获

胜者!! 个级别共 >: 名种植者" 每个种植者可能位

于不同的州!参加不同的级别!选用不同的品种!获

得不同的产量" 他们的种植技术!可归纳以下几点"
$%& 选择合适的品种

根据当年所种植品种的表现! 决定是否仍种植

这一品种或这几个品种!如果更换品种!则参考各种

子公司和各大学的试验报告数据! 特别是所在州的

数据!来确定所种品种"华索特别在意品种的保绿度

和生育后期吸肥能力! 柴欧德则喜欢选择在高密度

条件下结实性好的品种! 但他们都选择在当地中晚

熟的品种" 在美国!虽然无霜期都在 ;<? - 左右!但

种植的玉米品种生育期在 ;>? - 左右的占多数!这

种做法可以保证玉米正常#完全成熟!并且在收获之

前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降水" 美国玉米成熟后不马上

收获!而是在田间自然降水!以节约能源和提高玉米

品质" 秆强是玉米品种的必备特性!因此!美国玉米

种植者特别注意玉米品种的抗倒伏状况"
$%! 播种技术

如播种时间#播种速度和播种密度"与我省或东

北玉米产区春旱相反! 美国玉米主产区春季通常是

连续降雨!往往由于雨天的原因而影响玉米的播种!
因此美国玉米播种期比较长!可能持续一个月左右"
播种早!要求品种应当较耐低温!并且在低温条件下

能够较好地萌发和生长%播种晚!温度已经上升得较

高! 所选择品种则应当具有在较高的温度下能快速

萌发和生长的特性! 以此来弥补播种晚和出苗晚这

一劣势" 在美国!特别强调玉米的播种速度" 美国高

产竞赛的收获密度一般在每公顷 !? ??? 株左右!所

< 期 ;;;刘志全等$美国玉米高产竞赛简介



以播种时播种机的速度一定要掌握好! 慢了影响播

种速度!快了则使种子落地时与土块等产生弹跳!造

成株距不均匀! 深浅不一致! 结果使植株分布不均

匀!幼苗出苗不一致" 玉米产量与整齐度呈正相关!
尤其在高密度种植条件下!玉米个体间竞争激烈!如

果整齐度不好!晚出苗的会处于相当的劣势地位!最

终结小穗或无穗!影响产量" 所以!品种的耐密性只

是一个方面!如何保证这一特性正常发挥才是关键"
!"! 培肥土壤!合理施肥

所有高产优胜者都把提高土壤肥力作为高产的

基础!花多年的时间用来培育深厚的#富有营养的土

层"高产群体对养分的需求量较大!根据玉米的生长

特性!采取分次施肥有利于营养的持续供应"柴欧德

从 !""# 年至 $%%$ 年连续 & 年在 ’’ 非灌溉级别里

获得第一!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他获胜的关键在

于营造一个深层土壤利于根系深扎和分次施 ( 肥!
)%%$ 年他共施 ( 肥 * 次!既可以节省化肥!又不至

于因一次施肥过量而造成淋失" 他曾用 + 年的时间

培肥土壤!深松 ,+ -. 以上!将肥料充分混合到耕层

深处" 长时间后!土壤的有机质从 ,/提高到 &/" 华

索认为!营养丰富的深厚耕层还能储存较多的水分!
供玉米生长季节使用" 0"12 年他的高产田块在生长

季节只降雨 ))23& .. 的条件下达到 4% 211 56 7 8.9

的产量!并在 4"29 年降雨 91" .. 的条件下产量达

到 4" 91% 56 7 8.9"

* 高产竞赛对玉米生产的促进作用

#"$ 扩大品种知名度!加快品种推广速度

美国的玉米高产竞赛对玉米种植特别是玉米带

的种植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美国各大种子公司都

把高产竞赛作为玉米品种宣传的一个重要舞台!并

且对使用本公司品种参加竞赛获胜的种植者给予较

高奖励!并且大加宣传!努力扩大品种知名度" 美国

的几大种子公司如先锋:;<=>??@A#诺华:(=BC@D<E E??FEG#
迪卡布:HIJ’KLG#大湖:M@?CD KC5?EG等公司的品种!
都是高产竞赛优胜者经常选择的品种" 各公司所育

品种在竞赛优胜者名单中出现的多少体现了一个公

司的实力#信誉!也代表了一个公司在玉米种子市场

的占有率和被认可程度" 柴欧德获得第一名的品种

都是先锋公司的品种! 这无疑是先锋公司最好的广

告"作为世界第一大玉米种子公司!先锋公司的品种

在每年优胜者使用的品种中都占三分之二以上"
据调查!每年高产竞赛前三名的品种!第二年的

销量都会有大幅度的增加"
#%& 提高栽培技术

"N 年代以后!竞赛的组织者要求参加竞赛的种

植者提交一份有关参加竞赛地块玉米全生育期的栽

培记录!并且填写参赛表和收获报告表" 从此以后!
每年测产后!就可以总结优胜者的栽培技术!不断地

将一些在高产中采用的技术应用于整个玉米带生

产!如测土施肥#培肥土壤#较慢速播种#品种后期的

吸肥能力等"特别是每个级别第一名的种植经验!引

起玉米种植者的极大兴趣!争相学习#效仿!对提高

玉米生产水平意义深远"
#%! 进行最高产量潜力探讨

高产一直是种植者的目标! 而对最高产量的探

索 又 永 无 尽 头 " 华 索 当 年 创 造 的 9O 99* 56 7 8.9

PO1NQR 7 ’G的高产纪录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纪纪录!但

在 4""" 年! 新纪录就将这一产量提高了 4 +N& 56 7
8.9!时隔两年!又提高了 O N4O 56 7 8.9" 近 + 年美国

高产竞赛第一名的产量是玉米平均产量的 O 倍" 如

何大面积提高玉米产量! 高产竞赛是一个非常有意

义的参考"在美国玉米带优越的自然条件下!玉米的

理论产量可以达到 1+ NNN 56 7 8.9!而目前的实际产

量还不到 ON NNN 56 7 8.9" 通过杂交种培育和栽培技

术改进!通过科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必将不断提高

产量!创造新的纪录"

+ 高产竞赛对我国玉米生产的启示

对玉米产量的影响因素有两个$ 育种水平和栽

培水平"
我国的玉米育种水平与美国差距较大" 在美国

的高产竞赛中! 第一名的收获密度都在 " 万株 7 8.9

左右!柴欧德在 9NN9 年创造最高纪录的收获密度是

4N3" 万株 7 8.9!单株产量是 N39+1 56!9NN4 年的单株

产量是 N39O1 56!华索 4"2+ 年创纪录的单株产量是

N39*1 56"创造高产!单株产量在 N39+ 56 是一个较理

想的指标"我省%九五&玉米大面积课题攻关期间!高

产田块所用的品种如四密 9+ 在 1 万株 7 8.9 的密度

下产量最高!四密 94#吉单 9N" 等在 & 万株 7 8.9 的

密度下产量最高"密度再增加!空秆#秃尖率加大!倒

伏!产量降低" 美国的玉米育种公司!选系的密度通

常是 4+ 万株 7 8.9 左右!以检验自交系的综合抗性"
在这么大的密度下选出的自交系组配的杂交种!肯

定具有很强的耐密性! 而且水分利用率好! 保绿性

强!不空秆!不秃尖!不倒伏" 柴欧德在 9NNN 年参加

竞赛的田块是在 4N 月 9+ 日收获的! 当时水分是

4&32/!另外一些地块大部分是 4*/" 试想!如果我

们的品种也是 4N 月 9+ 日收获! 地里的植株还能有

多少是直立的" 如何学习# 借鉴先进国家的育种技

449 玉 米 科 学 49 卷



术!是提高育种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的玉米栽培水平与美国的主要差距! 不是

在地上部!而是在地下部!也就是差在土壤条件上"
美国强调肥料深施!秸秆还田!深松耕层" 秋整地时

深松 !" #$!把有机肥和秸秆搅拌到土壤中!培肥土

壤!高产田块的有机质含量 %&以上" 柴欧德创高产

的这块地!已经连续种了 !" 年玉米!仍然高产!有机

质含量达到 ’&!这与多年的培肥地力是分不开的"
我国玉米种植区基本不进行秸秆还田! 只有很少一

部分深松!农肥施用量少!大部分地块无农肥施入!
东北黑土地的有机质含量很少有超过 (&的" 土壤

养分含量低!土壤物理结构差!没有高产的基础!这

是我们玉米产量低的原因" 如何培肥地力是提高栽

培水平的重要因素"
另外! 美国各玉米育种公司都把高产竞赛当作

品种宣传的途径!积极参与!来增加公司的知名度!
增强本公司品种对农民的吸引力! 以此来推销自己

的品种" 在高产竞赛获奖的 () 块地中*九个级别!每

个级别的前三名+!,--- 年先锋的品种占了 (! 个!
另外四个有 ( 个是诺华的*./012345 67785+!, 个是大

湖的 *92713 :1;75+! 另 , 个是卡斯特的 *91253+#在

(""" 年!先锋占 (% 个!在最近 (""! 年!先锋占 ((

个" 当农民看到某一个品种是高产冠军时! 毫无疑

问!心里对它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这种说服

力是最直接的!最有力度的"以玉米种业为主业的企

业值得借鉴这种形式的高产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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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 !""# 年!玉米科学"杂志

%玉米科学&是 ,--( 年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科技部批准出版的全国性科技期刊" 近年来!玉米

科学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惟一的玉米学术刊物!在国内外玉米界具有较大影响"
%玉米科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刊物" 主要报道$遗传育种’品种资源’耕作

栽培’生理生化’生物工程’土壤肥料’植物保护’专家论坛’国内外玉米科研动态’新品种信息等方面的

内容" 适合科研’教学’生产及管理方面的人员参考"
%玉米科学&为季刊!季末月 (% 日出版" ,(" 页!大 ,’ 开!每期定价 ,"Q"" 元!全年 P"Q"" 元" 国内外

公开发行!邮发代号$,(O,!)!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漏订者可直接向%玉米科学&编辑部补订" 有

意者请电话联系"
地址$吉林省公主岭市西兴华街 ’ 号%玉米科学&编辑部!邮政编号$,!’,""" 联系电话*传真+$"P!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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