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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低温干旱区域,地膜玉米栽培属于有效防御措施,因地膜可以发挥增温保湿功效,所以,在苗期阶段应用地膜玉米

栽培效果较为显著,有利于玉米播种和全苗等,从而为玉米生长营造良好环境条件,在提升灌浆速度的同时,尽可能延长其灌浆

时间,全面提高其产量。对此,本文首先研究地膜栽培作用,然后进行地膜玉米栽培的农业气象效应的阐述,全面提高其种植质量。 

[关键词] 地膜玉米；栽培技术；农业气象效应 

 

近几年,在玉米种植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人们逐渐加大

了玉米产量与质量要求,在进行玉米种植时,应该强化玉米

相关种植技术的研究。对于地膜玉米栽培来讲,因其属于玉

米栽种有效措施,在许多玉米种植中应用较为广泛,所以,在

整个栽种过程,需要加大地膜栽培技术重视力度,通过改善

玉米生长环境的方式,以促进农业长远发展。由此可见,地膜

栽培技术的运用,可以取得较大经济效益,是增加农民收入

重要方式。 

1 地膜栽培技术作用 

近几年,多数地区均加大了地膜栽培技术研究力度,在

对此项技术进行应用时,主要表现为水稻和玉米、蔬菜等,

经过地膜覆盖的实验,使其成为较为理想种植效果。因此,

地膜载体技术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增湿作用,

利用地膜覆盖方式增加地膜土壤和水分、空气湿度,有利于

农作物的生长和发育,以此缩短生育期,在部分干燥地区呈

现较为理想应用效果[1]。(2)对土壤环境与关照条件的优化。

经过地膜覆盖的落实,改善当前土壤环境,使土壤维持疏松

状态,以便于土壤微生物的活动。与此同时,地膜还具备反光

作用,在进行地膜覆盖后,植株下叶片、茎杆会呈现良好光照

效果,向植物生长提供充足光照。(3)三防作用,对于地膜覆

盖的应用,能够有效避免水涝与干旱问题,防止土壤发生板

结,具体是指：地膜覆盖能够促进农作物的生长,向其提供相

应水分和肥料等,经生长环境的改善,提升农作物总产量,保

证其具有较高质量。 

2 地膜玉米栽培的农业气象效应 

在进行玉米栽培时,地膜玉米作为常见技术手段,能够

提升玉米产量与质量,当进行玉米栽培时,对于地膜的使用,

会在气象环境和条件带来影响,以便于提供良好环境。 

2.1 辐射平衡 

一方面,土壤的辐射平衡发生变化。为展开地膜玉米栽

培前,昼间土壤辐射通常为太阳短波,在进行地膜覆盖以后,

地膜自身会实现太阳辐射吸收与反射,使其呈现地膜土壤短

波不具有较强吸收性,对于地膜下温度偏高土壤,其长波辐

射会明显加强。因此,在进行地膜玉米栽培后,土壤昼夜辐射

收入显著下降,且长波辐射呈现较高可透性特点,使覆盖前

后土壤发生较大长波辐射改变,利用覆膜技术的处理后,土

壤温度随之持续上升,具体表现为：傍晚时间温度较高,在时

间推移下,地膜土壤温度呈不断下降趋势,逐渐降至和裸地

土壤相同标准,使其净辐射一致,避免昼夜温差较大影响玉

米生长[2]。另一方面,土壤热通量的改变,以膜覆盖方式进行

玉米处理后,昼夜净辐射的收入明显下降,但是,在进行地膜

使用后,湍流交换也会随之减弱,能够降低潜热交换,使土壤

热通量持续增加。在地膜玉米栽培后,膜下土壤和周边裸地

土壤相比较,前者温度偏高,夜间膜下温度偏高,其热通量会

较高于裸地热通量,使膜下地温随着夜间增长快速下降,逐

渐与裸地温度相接近。 

2.2 土壤热效应 

在进行地膜玉米栽培时,对于地膜覆盖技术的应用,通

常还会影响土壤的热效应,其影响因素具体表现为：土壤因

子、薄膜因子、气象因子,如果地膜覆盖出现土壤的热效应

时,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一天不同时间段内,地膜在地

面增温情况也会存在偏差,一般情况下,白天地膜增温效果

较为显著,中午属于最高温度标准,夜间增温值持续下降,膜

下温度和裸地温差较小时,通常表现在日出前[3]。(2)各生育

期间,其增温效果也会存在一定差异,即玉米整个生长过程,

根据其生育期的不同,地膜带来效果也会存在不同,具体表

现为：玉米苗期时,地膜增温效果相对比较明显,在时间推移

下,增温效果会随之变缓；玉米拔节期,茎叶在地面的覆盖,

使阳光无法完全照射土壤内,最终造成地膜增温效果偏低。

(3)受天气环境影响,增温效应也会各不相同,即地膜覆盖能

够存储一定太阳辐射,实现土壤温度的提升,但是,根据天气

变化增温效果各不相同,即晴天增温效果比较显著,对于阴

天增温效果偏低,雨天增温最低。 

2.3 湿度变化 

由于地膜呈现不透水和不透气特征,因此,在进行玉米

栽培时,落实地膜覆盖,能够避免土壤水分的蒸发,特别表现

于玉米栽种以前,根据天气变化和昼夜变化影响,膜内外温

差会偏大,在土壤水分根据地温上升呈现向上运动后,和薄

膜接触后,通常会将水滴保留至土壤表层,使其土壤湿度得

到明显提升。由此可见,薄膜应用于玉米苗期,其增湿效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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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显著,有利于玉米成长。在玉米全苗壮苗期间,此种技术的

应用,可以避免发生缺苗情况,尤其表现于降水少或大风天

气[4]。 

3 地膜玉米栽培技术 

3.1 种植前准备 

3.1.1科学整理土地,在进行玉米种植前,土地往往种植

其他作物,在收获后往往会留有部分残存,因此,科学细化整

理土地,能够确保玉米种植的有效性,要求种植人员加强玉

米地的灭茬处理,选择深松形式展开旋耕,并对玉米地进行

起垄处理。确保土地平整度,降低石块等残留,能够为覆盖地

膜起到促进作用,在耕种过程,对于翻耕土地深度应维持

25cm 以上[5]。 

3.1.2科学使用化肥,在玉米生长中,化肥的应用尤为重

要,能够向玉米成长提供充足营养物质。实际施肥过程,应对

重施基肥形式进行,即选择氮磷钾与肥料进行联合使用,保

证玉米成长可以吸收充足营养。基肥使用中,1/3 氮肥,其他

为磷钾锌肥。对于玉米 3-4cm 期间,应适当增加氮肥使用量,

控制在 2/3 标准进行等。整个化肥使用要求种植人员根据情

况进行,尽可能发挥其最大价值。 

3.2 种植和地膜覆盖 

在进行玉米种植时,需要严格按照以下要求进行：(1)

玉米种子处理,为了确保玉米种植具有有效性特点,首先应

该进行玉米种子发芽实验,确保玉米具有较高发芽率,实现

玉米正常生长因此,种子发芽情况的测试,应该将其发芽数

量维持在 95%左右,经过晾晒、侵泡的方式进行处理。对于

种子浸泡是指：通过冷水将种子侵泡十二小时以上,但不能

超过二十四小时,如果选择温水浸泡,需要将其温度维持55º

-58º期间,浸泡时间为 6-12 小时。另外,选择 1/4 铁锈宁根

据 0.3%剂量拌种,能够降低黑穗病的出现,通过种子包衣剂

降低病虫灾害。(2)播种时间的科学选择,对于地膜覆盖应用,

最佳效果表现为前期,即温度增高,使玉米生长维持80%-90%,

因此,按照地膜覆盖的方式进行播种时,其播种时间应提前

正常玉米种植 7-10 天,地面 10cm 温度维持 8º-10º期间,即

可进行玉米播种。(3)地膜覆盖形式的选择,在进行地膜覆盖

时,其覆盖形式主要包括：第一种方法,先进行地膜覆盖,再

对其予以播种,以此提升地面温度,主要应用在温度偏低区

域,对于干旱地区应该选择抢墒或添墒覆膜,同时选择适合

时间内完成播种。第二种方法,在完成播种后予以覆膜,应该

特别注意：此过程需要进行持续播种,确保坐床和种植、覆

膜等持续进行,比较适合应用在农时,以便于保墒。 

3.3 栽培要素 

在玉米覆膜过程,为了保证其整体产量,需要重点控制

其栽培要素,具体包括：玉米覆膜使用间歇方式种植,若为地

膜覆盖,其种植密度应高于普通种植,约为 1/5-2/5,即 1 公

顷约为 6万株,紧凑型应不低于 6.75 万株。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地膜玉米栽培作为玉米栽种重要方式,当进

行地膜覆盖时,往往会产生农业气象效应,实现增温增湿作

用,有效改善玉米生长环境。因此,玉米种植期间,为了保证

其土壤肥力,促进玉米顺利生长,提高玉米产量,需要种植人

员加强农业气象效应,强化玉米种植和地膜覆盖,通过加大

玉米栽培影响因素的控制力度,科学施肥、田间管理等,尽可

能实现玉米产量的提高,从而为玉米种植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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