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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用不同浓度的 //0& 号处理聊玉 !1 玉米种$ 结果表明"//0& 号具有促进根系生长%提高千粒重

和产量%提高生产效益的作用"尤以 //0& 号 2" 34 5 64 拌种7拔节期 (" 34 5 64 喷一次的处理效果最好$ 从而找到一

种对玉米生产简单有效的增产增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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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植物生长调节剂’//0.系列产品"是 一 类 非 激 素 型

的生理活性物质"其应用效果不但优于目前应用的植物激素

及复合型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而且具有不需要低温贮藏%易

溶于水%无污染等特点"能促进植物根系生长和提高产量"为

进一步掌握其较优的处理方法"充分发挥 //0& 号对玉米的

增产增收作用"我们进行了试验研究$

! 材料和方法

$%$ 试验材料

绿色植物生长调节剂 //0& 号由中国林业科学院提供"

供试玉米品种为聊城市农科所自育的优良玉米单 交 种 聊 玉

!1$
$%&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聊城市农科所试验农场" 试验地地势平坦"排

灌方便"肥力中等%均匀$ 设 2 个处理!处理 ! 为 //0& 号 2"
34 5 64 拌种7拔节期 (" 34 5 64 喷一次#处理 ( 为 //0& 号 )"
34 5 64 拌种7拔节期 (" 34 5 64 喷一次#处理 2 为清水拌种7拔

节期喷清水一次’对照.$2 次重复"随机排列$小区面积 )" 3("

长 !" 3"宽 ) 3"& 行区"行距 "-&&9 3$ 留苗密度 &-9# 万株 5
:3($

& 月 !& 日播种"!1 日 浇 蒙 头 水"2" 日 疏 苗#9 月 # 日 每

小区挖 # 株调查苗高和根长"9 月 1 日定 苗"9 月 !1 日 每 小

区挖 # 株调查株高%根条数和根干重$ 成熟时调查株高$ 成熟

后收中间 ) 行称鲜穗重"每小区取 # 64 鲜穗风干后考查其果

穗长%秃顶长%穗行数%行粒数和千粒重等$ 由于玉米生育期

间严重干旱"整个生育期共浇水 ) 次"其它管理措施同一 般

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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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与分析

&%$ !!"# 号对玉米植株生长和根系的影响

由表 ! 可以看出"//0& 号有促进玉米植株和根系生长

的趋势"处理 ! 在 2 叶 期 苗 高 较 对 照 增 高 "-% >3"根 长 增 加

(-( >3#处理 ( 在 2 叶期苗高较对照增高 ! >3"根长增加 !-#
>3#到拔节期"这两个处理的株高分别较对照增加 )-! >3 和

2-% >3"但经方差分析"以上差异均未达显著水平$ 成熟后株

高各处理间基本无差异$

拔节期根条数"处理 ! 和处理 ( 均显著多于对照,达 "-"#
水平.# 根干重处理 ! 和处理 ( 均极显著多于对照 ,差异达

"-"! 水平.$ 但两处理之间的根条数%根干重差异经方差分析

均未达显著水平,表 (.$

&%& !!"# 号对玉米果穗性状和产量的影响

由表 2 可以看出"处理 ! 和处理 ( 较对照,?@.产量%千粒

重%穗长%穗行数和行粒数均有增加趋势$ 经方差分析"穗长%

穗行数和行粒数三性状差异均未达显著水平"而产量%千 粒

重的差异则达显著水平$ 其中处理 ! 小区平!下转第 "#$ 页%

成熟期

苗高 根长 根条数 根干重 株高 株高

,>3. ,>3. ,条. ,4. ,>3. ,>3.
! !9-1 !1-! )"-2 &-!) 19-2 (2#
( !9-% !9-) )"-( #-%( 1"-! (2(

2,?@. !&-% !#-% 2(-% 2-99 9&-( (2)

拔节期2 叶期
处理

代号

表 $ !!"# 号对玉米苗及根系生长的影响

处理 根条数 根干重

代号 ,条. "-"# "-"! ,4. "-"# "-"!
! )"-2 A B &-!) A B
( )"-( A B #-%( A B

2,?@. 2(-% C B 2-99 C 8

差异显著性差异显著性

表 & 各处理拔节期根条数!根干重差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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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差异反而不显著!这一点有待进一步研究!表 "#"
!"# $$%& 号不同处理对玉米生产经济效益的影响

由表 $ 可以看出! 处理 % 较对 照 每 公 顷 增 产 玉 米 子 粒

% &’$ ()!增值 *’%+$ 元,按 &+* 元 - () 计.!投入产出比为 %/$+01#
处理 1 较对照每公顷增产玉米子粒 $12+$ ()!增值 "23+$ 元!

投产比为 %/1+0$"

’ 小 结

综上所述!在本试验中!处理 % 能促进玉米幼 苗 和 根 系

生长!显著增加千粒重和产量!提高玉米生产效益!是一种简

便易行的增产增收措施"

药剂 人工 合计 产量,() - 451# 增产率,6. 净增值

% %1& "& %3& %& %&1+$ %%+" *’%+$ %/$+01
1 %12 "& %32 * $*$+& $+0 "23+$ %/1+0$

’!78. * &32+$

投产比
产出!元 - 451.投入!元 - 451.处理

代号

表 ’ $$%& 号不同处理对玉米生产经济效益比较

!上接第 "#$ 页%均产量和千粒重较对照!78.分别增加 "+%" ()
和 ’* )!其增幅达 %%+"6和 %%+*6" 处理 1 小区产量较对照增

加 1+%% ()!差异不显著#千粒重较对照增加 ’2 )!差异显著"

处理 % 较处理 1 小区产量增加 1+&’ ()$千粒重增加 1 )!差异

均不显著" 说明处理 % 能显著地提高玉米的产量和千粒重#

而处理 1 可能是拌种浓度较大或其它原因导致其 产 量 与 对

处理 穗长 秃顶 穗行数 行粒数 千粒重 小区产量 公顷产量 较 78
代号 !95. !95. !行. !粒. !). !() - "&51. !() - 451. 增产!6.

% %2+$ &+% %$+* ’1+2 ’33 "&+"% %& %&1+$ %%+"
1 %2+’ &+1 %$+’ ’’+% ’3" ’0+’0 * $*$+& $+0

’!78. %3+$ &+% %$+’ ’1+’ ’12 ’3+12 * &32+$

表 # $$%& 号对玉米果穗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千粒重 小区产量

!). &+&$ &+&% !() - "& 51. &+&$ &+&%
% ’33 : ; "&+"% : ;
1 ’3" : ; ’0+’0 :< ;=

’!78. ’12 < ; ’$+*" < =

差异显著性差异显著性处理

代号

表 ( 各处理千粒重!小区产量差异显著性比较

日至 %% 月 %$ 日播种为宜!一般不宜在 %% 月下旬至 %1 月上

旬播种" 若种两季则应在第一季避过台风暴雨后及第二季都

尽可能抢早播种"

("! 预防第一!警钟长鸣的防治原则

实践证明!预防所需的投入和效果往往要比危害发生后

千方百计救治所要付出的代价和损失小得多" 因此!根据各

生育阶段玉米病虫发生规律! 采取未发生前勤于观察预防$

初发生时尽早打药控制的办法!将病害控制在初侵染!虫 害

消灭在始见蛾子和低龄幼虫阶段!切忌麻痹大意!等到病 害

大流行$虫害进入高龄抗药的大爆发阶段时!常出现玉米 打

!药.死而虫子不死的现象"多云$雾$雨$露天气要多注意病害!

早晚时间要勤下地观察虫情!成虫迁飞$幼虫数量和龄期."
("# 综合运用农艺措施防治病虫危害

在适期播种前提下采用精细整地和药 剂 拌 种! 增 施 底

肥!加强中耕!早间苗!早定苗!早追肥!分次追肥!及时除草

松土增温除湿以利早生快发!合理密植消除郁蔽!改善通 风

透光条件!除净田边杂草以消除害虫产卵栖息场所!打掉 底

部初感病叶片并运离销毁!及时拔掉感病!病毒$根腐.植株以

控制病情蔓延等各种农艺措施!为预防和减轻病虫危害打下

基础"

("( 科学进行化学防治

尽管存在污染环境$灭杀天敌$易引发耐药性等缺陷!但

化学防治仍以其高效$快速$方便等优点而一直广为采用" 选

药不必价格贵!最好两种药剂配合使用!以防其一为假劣 农

药而贻误防治时机" 兼杀幼虫及蚜虫的甲胺磷等内吸型杀虫

剂可实现一药多杀! 不同药剂交替使用可防止出现耐药性!

喷药不宜在中午高温时间进行以避免蒸发消耗过大" 根据病

虫多发的关键时期!科学确定喷药时间和次数!采用包衣$拌

种和毒土等久效方式用药效果更佳"

$ 南繁玉米各生育阶段的化学防治措施

!%. 苗期%播种前用种衣剂包衣或 $&6辛硫磷按每 %& 5>
对水 % > 拌种 $ ()!再闷种 ’ ? " 4 后播种!对出苗前地下害

虫 ,及 老 鼠 .防 效 最 佳!呋 喃 丹 等 颗 粒 剂 次 之!液 喷 法 防 效 最

差" 出苗前后的地老虎$粘虫和跳虫甲等!可用辛硫磷$敌百虫

和甲胺磷等按每亩 %&& 5>,).对水成 % $&& ? 1 &&& 倍液喷#幼

苗 期 可 用 $&6多 菌 灵$1$6百 菌 清 ’&& ? $&& 倍 液 或 代 森 锰

锌$甲基托布津 0&& 倍液喷雾!防治小斑病"

,1. ,营养.生长期%可用重量比 &+1$6的辛硫磷,或敌百虫.
煤渣$细砂颗粒剂于大喇叭口期,抽雄前的心叶末期.每株 ’ ?
$ ) 投于心叶中防治玉米螟虫$粘虫和造桥虫幼虫" 小斑病防

治同苗期"

,’. 花期%主要以喷雾法用药剂搭配方式,辛硫磷$敌百虫

中的一种与内吸型杀虫剂乐果$甲胺磷中的一种搭配.!防治

玉米螟等幼虫!并可兼治蚜虫" 用叶锈特$粉锈宁$甲基托布

津等喷雾防治锈病" 小斑病防治同上"

,". 穗期%用注射器将 &+%1$6 ? &+1$6的敌百虫$敌敌畏$

乐果$甲胺磷和辛硫磷溶液按每穗 ’ 5> 左右剂量!从果穗顶

部干枯花丝处滴注进果穗!以控制钻入果穗的玉米螟幼虫危

害" 叶病防治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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