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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糯玉米种植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甜糯玉米产地环境、产品质量标准、农药、肥料使用准则及栽培管理等规程。 

本标准适用于晋城市辖区内甜糯玉米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1353 玉米 

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第 1部分 禾谷类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496《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3 术语、定义 

3.1 甜玉米 

甜玉米是特用玉米的一种，含糖量高达 25%，是普通玉米的 10倍，甜玉米富含蛋白质、多种维

生素、膳食 纤维、胡萝卜素、亚油酸等营养成分，集中了水果和谷物的优质特性。 

3.2 糯玉米 

糯玉米籽粒不透明，无光泽，外观似蜡状，煮熟后黏软，可作杂粮兼蔬菜作物。糯玉米含有较

多的赖氨酸、白蛋白和胶蛋白。糯玉米食用消化率比普通玉米高 20%以上。它的淀粉结构与普通玉

米不同，其黏度高，并含有较低的杂醇油，其可溶性糖高于普通玉米而低于甜玉米。现在市场上已

出现白糯、黄糯、黑糯、红糯等多种品种。 

4 甜糯玉米产量指标 

产量:每亩鲜穗 3000穗以上,鲜穗重 600㎏-650㎏。 

5 播前准备 

5.1 选地、选茬口 

5.1.1 选地 

选择地势平坦、土层深厚、保水保肥性能较好、能排能灌、PH 值 6.5～7.0 的壤质土壤。甜玉

米与其它同期播种的玉米空间隔离距离 400 米以上，糯玉米隔离 200 米以上，实行连片种植，防止

混杂。达不到空间隔离的,采用时间隔离,同其它玉米品种的播种期间隔 20-30天。 



5.1.2 选茬口 

在合理轮作的基础上，最好选用小麦、油菜、大豆、薯类茬口。 

5.2 整地 

5.2.1 秋季深耕施肥 

秋作物收获后，及时灭茬进行深秋耕，耕深 20 ㎝—25 ㎝以上，结合深耕每亩施入优质有机肥

4000—5000㎏，过磷酸钙 50㎏，耕后及时耙耱。 

5.2.2 春季浅耕耙耱 

早春顶凌耙耱,遇雨即耙。结合浅耕（耕深 15㎝），亩施碳铵 50㎏，硫酸锌 0.5 ㎏做底肥，耕

后即耙，达到地面整、土层疏松、上虚下实。 

5.3 选种及种子处理 

5.3.1 选种 

5.3.1.1 规格 

选择亩产鲜穗 600 ㎏以上，果穗大小均匀一致，苞叶长不露尖，结实饱满，籽粒排列整齐，种

皮较薄。用于罐头加工或籽粒包装的选用黄色籽粒的甜玉米品种；用于加工糯玉米方便粥、糯玉米

米面、糯玉米渣，最好选用黄色或黑色籽粒品种；以采鲜穗作水果、蔬菜上市为主的或真空保鲜的，

应选用超甜玉米品种和糯玉米品种。 

5.3.1.2 品种 

适宜我市种植的有多美滋、农大超甜 1 号、超甜 2000、超甜 102、垦粘 1 号、丰糯 5 号等鲜食

杂交玉米品种。 

5.3.2 种子处理 

播前连续晒种 2—3天，晒种时要经常翻动，晒匀、晒透。已包衣或拌种的，切忌浸种；没有包

衣或拌种的，为降低粗缩病的发病率,可选用植病灵Ⅱ号 50 毫升，兑水 2.5 公斤拌种 50 公斤,晾干

后播种;为防治丝黑穗病,可用粉锈宁拌种,随拌随播。 

6  播种 

6.1  春播时间 

提早上市的，可采用塑料大棚和小拱棚育苗，地膜覆盖大田移栽方式，在 3 月中旬至 3 月下旬

播种；大田直播地膜覆盖栽培的在 4月中旬左右播种；露地直播在 4月 25左右播种，应掌握霜前播

种，霜后出苗。 

6.2  夏播时间 

前茬夏作物收获后，应及时播种，播种最迟不能迟于 7月 10日。 

6.3  用于鲜食或真空保鲜的,最好分期播种,根据市场销售情况及加工能力，有计划播种，一般 5-10

天为一期。 

6.4  隔离种植 



甜糯玉米种植必须与普通玉米以及不同类型的甜糯玉米隔离，防止因串粉而影响品质。 

6.4.1  空间隔离 

与种植不同品种玉米的地块之间相隔 200-300米。 

6.4.2  时间隔离 

与邻近的不同玉米品种授粉期间隔 15天以上。 

6.4.3  障碍物隔离 

若空间、时间隔离难以保证，可利用村落、房屋、山岭或其它高秆作物等障碍物进行隔离。 

6.5  地膜覆盖 

6.5.1  先播后覆 

以 133 cm 为一带起垄覆盖，垄底宽 60 cm，垄高 10—15 cm，选用 80 cm 宽的微膜或超微膜，

在垄上种两行玉米，行距 40 cm，株距 25-30 cm，每穴播 2-3 粒玉米，播种后，将地膜铺于地面，

膜边埋入土壤压实，每隔 2 米压一土腰带。 

6.5.2  先覆后播 

整地后，以 120-133 cm 为一带划行、起垄，垄底宽 60 cm，垄高 10-15 cm，遇雨后乘墒及时覆

盖，覆盖时，两边压严、压实，每隔两米压一土腰带。地膜可选用 80 cm 宽的微膜或超微膜，播种

时打孔播种，株距 40 cm，行距 30 cm左右。 

6.6  播种量 

大田直播，每亩播 1-1.2 ㎏;育苗移栽，每亩播种 0.5-0.8 ㎏,一般也可根据密度、千粒重来确

定播量,播种深度 3—5㎝。 

6.7  大田直播方式 

采取宽窄行种植，一般大行 80—90 cm，小行距 40cm，株距视密度而定，每穴 2—3粒，整穗加

工的，留苗应稀些，一般每亩留苗 3000-3250 株；直接鲜食或加工成籽粒的可适当稠一些，一般每

亩留苗 3500-4000株。 

6.8  育苗移栽 

用塑盘或营养钵育苗，在二叶一心前移栽。栽前在垄上覆膜，按种植行位置及株距打孔、移栽，

栽后，用细土将破口封严。 

7  田间管理 

7.1  及时放苗 

对于先播后覆膜种植的，播种后 20天左右，幼苗出土至二叶一心时，用竹签或刀片对准幼苗，

将膜划 1cm的口子，放苗出膜，然后用细土将破口封严、封实。 

7.2  查苗补缺 

出苗后，要逐块地查苗，发现缺苗，及时用同一品种浸种后补种或用预留苗或同龄苗补栽，浇

足定根水。 



7.3  间苗定苗 

3 叶期间苗，4叶期定苗，去掉弱小苗，每穴留 1 株健壮苗。 

7.4  中耕除草 

鲜食玉米以采摘嫩穗为目的，生长期短，因此中耕要早，结合间苗除草进行一次，拔节前再进

行一次，深度 5—10cm左右，掌握前浅后深。 

7.5  去除分蘖 

甜糯玉米有分蘖的特性，在 5叶期以后，发现分蘖及时去除，一般要进行 2-3 次。 

7.6  追肥浇水 

7.6.1  春播 

春播甜糯玉米遇旱要及时浇水，当长至 7-9片叶时，结合浇水，亩穴追施三元复合肥 20-25kg。

没有覆盖的地块，浇水后要及时培土；覆盖的地块，浇水后要及时中耕。 

7.6.2  夏播 

夏播甜糯玉米重施苗肥，补施攻穗肥。有条件的地块遇旱应及时浇水。 

8  收获与贮存 

    鲜食玉米在籽粒发育的乳熟期，含水量 70%，花丝变黑时为最佳时期。采收时连苞叶采收上市

可延长保鲜期，要求当天采收分级，当天上市。 

8.1  甜玉米 

    普甜玉米在吐丝后 17-23天，超甜玉米在吐丝后 20-25天。 

8.2  糯玉米 

    在吐丝后 22-28天。对于彩色糯玉米，籽粒开始变色，见一点红时采收，口味最佳。 

8.2  运输 

8.2.1  鲜穗收获后就地按大小分级，使用无污染的编织袋包装运输。 

8.2.2  运输工具要清洁、卫生、无污染、无杂物。在运输中防暴晒、雨淋，不使产品质量受损。 

8.3  贮存 

    鲜玉米在收获后，8小时内要加工、冷冻或出售，以保证它原有的风味。 

9  病虫草害防治 

9.1  种类 

9.1.1  主要病害种类   

大斑病、小斑病、病毒病（包括矮花叶病、粗缩病）、丝黑穗病等。 

9.1.2  主要虫害种类 

地下害虫（蝼蛄、蛴螬、地老虎）、玉米螟等。 

9.2  防治措施 

9.2.1  农业防治 



9.2.1.1  选用抗病品种。 

9.2.1.2  平稳施肥，加强田间管理，及时中耕除草、追肥浇水培育壮苗，增强抗病能力。 

9.2.1.3  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清除秸秆根茬，清除田边杂草，拔除病株并带出田外深埋或焚烧。秋

季深耕消灭病源和虫源。 

9.2.1.4  实行合理轮作倒茬；施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不施带病源、虫源的厩肥。 

9.2.2  生物防治 

9.2.2.1  在大喇叭口期接种赤眼蜂卵块。 

9.2.3  物理防治  

在鲜食玉米集中成片产区设置害虫诱杀灯，诱杀灯种类为高压汞灯或频振灯。灯具设置为“品”

字型排列，灯距 300m。灯具安装高度为 1.8m-2m，灯下设水盆，水面距灯 10cm，水中放 1%-3%的洗

衣粉，防治期每晚掌灯时开灯诱杀玉米螟成虫，每间隔 3-5 天打捞一次水面死虫，并补充洗衣粉水

至适当高度。 

9.2.3  化学防治 

药剂的选择与使用应符合 GB/T 8321、NY/T 1276的规定。具体病虫草害的防治可参考附录 A。 

10  生产档案记录 

建立夏玉米种植记录档案。详细记录产地环境、生产技术、病虫害防治和采收等各个环节所采

取的具体措施，同时加强关于投入品的使用情况记录。生产档案至少保存 3年。 

11  清除废膜 

建议人工捡拾或使用废膜清理器自动捡拾垃圾残膜拾膜机。 

 

 

 

 

 

 

 

 

 

 

 

 

 

 

 

 



 

附录 A 

（资料性） 

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 

 

 

 

 

病虫草害名称 防治方法 

大班病、小斑病 

用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300—500倍液，或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或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1500 倍液等，在达到防治指标时开始喷药 1 次，连续

喷 1—3次，每亩喷药量为 100㎏。 

病毒病(矮花叶病、

粗缩病) 

甜、糯玉米矮花叶病毒病，一般通过选用抗病品种解决；粗缩病也主要是通过采

用调整播期，避过感病生育期，加上治虫防病，防治灰飞虱传毒达到防病效果。 

丝黑穗病 
用粉锈宁拌种，随拌随播，预防丝黑穗病。大田发现丝黑穗病株，立即拔除，带

出田外销毁。 

地下害虫 

用辛硫磷或 90%晶体敌百虫 250g 加水 5kg溶解后喷于 100kg 切碎的杂草上，制成

毒饵，傍晚撒在地头上进行诱杀。也可在低龄幼虫高峰期用 25%快杀灵乳油 1000

倍液或 52.5%农地乐乳油 1000 倍液进行全面喷雾。或用鲜草或麦秸秆拌杀虫剂防

治。禁止使用甲拌磷（3911）、呋喃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