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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od crops in the world, and it plays a key role in global agriculture.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ppeared a striking phenomenon, namely the phenomenon of corn, the phenomenon of a corn plant appeared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not only lead to corn yield decline, quality damage, and even affect the benefit of the whol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o must be fully valued.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effectively, we need to deeply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phenomenon of maize multiple spike, and explore the correspond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a powerful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maize seed selection and increasing the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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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多穗现象的原因及防治措施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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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玉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它在全球的农业中起着关键作用。然而近年来农业生产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现
象，即玉米多穗现象，这一现象表现为一株玉米植株上同时出现了多个穗的生长，这不仅会导致玉米产量下降、品质受
损，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农业生产的效益，因此必须予以充分重视。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玉米多穗现
象产生的原因，并探讨相应的防治措施，以期为优化玉米选种、增加产量提供有力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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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玉米多穗是指单株玉米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果穗的现

象，是一种异常生长现象。对于禾本科植物如水稻、小麦而

言，分蘖与多穗是一种常见现象，是实现增产增收的关键，

然而经过多年来的驯化和培育，玉米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

单穗结构。然而，近年来，在许多地区的不同玉米品种的种

植中，频繁出现了一株多穗现象。相关研究显示，玉米多穗

现象会导致产量下降，同时也会对玉米品质等方面造成不良

影响。例如，多穗玉米的果实往往较小，籽粒不饱满，导致

玉米的营养价值下降。此外，多穗玉米的茎秆较细，容易倒

伏，不利于机械收割等生产操作。因此，对于玉米种植者来

说，解决玉米多穗问题对于提高玉米产量和品质具有重要

意义。

2 玉米多穗现象概述

就形态上而言，玉米多穗主要分为与单杆多穗与分蘖

多穗两种，其中单杆多穗又包括一节多穗、多节多穗。一般

情况下，单株玉米果穗为单穗。一节多穗，指的是同一株玉

米的单茎上形成多个小穗，基本结实不良，甚至不结籽粒；

多节多穗，则是指同一玉米植株在多个茎节上生出小果穗，

这种果穗以无效果穗居多，这种多穗现象最为普遍。分蘖多

穗属于多杆多穗类型，在近地面的茎节腋芽位置出现植株分

蘖，形成无效果穗。

3 玉米多穗现象原因分析

3.1 遗传因素导致
不同的玉米品种产生的多穗概率不同。对于多穗特性

的玉米品种，若是第一果穗腋芽的发育优势较弱，以下的腋

芽则极易发育形成雌穗，出现一株多穗现象；若是第一果穗

腋芽的分化发育优势较为明显，则会对其他果穗发育产生抑

制作用，多穗现象较少。就深层次影响角度分析而言，遗传



113

世界农业经济研究·第 04卷·第 04 期·2023 年 12 月

因素是导致这一现象主要原因。相关研究表明，玉米多穗性

状主要是由多穗基因控制。种植时间、地区不同的玉米品种，

基因序列的复杂性各不相同，在多穗上的表现也有着较大差

异。因此，可以说相应的遗传基础对一些玉米植株多穗性状

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3.2 生物因素影响
在营养物质分配方面“源、库、流”之间的相互作用

对玉米营养、生殖等全过程产生着较大影响。功能叶是玉米

果穗发育的源器官，尤其是“棒三叶”的叶面积最大，表现

出的功能周期也最长，并且和籽粒形成的时间吻合，表现出

高光效特性，影响着雌穗生长发育。玉米植株的营养物质最

终流向果穗，也就是库器官。玉米属于短日照作物，光合效

率较高，同化物的积累量也较大。不同库器官之间的营养物

质争夺也就是玉米果穗的发育过程。第一个果穗的腋芽发育

最快，是生长中心所在。通常来说，由上至下的第五至第八

腋芽会发育成为第一个果穗，其中发育较快的腋芽形成雌穗

在受精作用下结实发育。但是在此过程中若是第一果穗的生

长受到抑制，则其他腋芽则会发育形成生长中心，会优先受

到功能叶的营养供给，其他腋芽在营养物质的作用下结实发

育，如此便形成了多穗。或者是第一果穗出现营养物质过剩、

积累现象，进而促使其他茎节腋芽发育形成多穗。

3.3 气候因素的影响
首先，高温干旱的影响。玉米在不同生长发育阶段，

对于光照、水分、温度等也有着不同要求。唯有在适当条件

下，确保玉米的温度、水分、光照条件充分，才能促进玉米

实现良好发育。若是在玉米的大喇叭口期至抽雄阶段的环境

温度较高，水分供应不充分，则极易导致玉米出现生理灼

热，影响穗部的营养输送，使雌穗发育出现滞后，导致雌、

雄花期错开，从而出现多穗现象。其次，阴雨寡照的影响。

若是在玉米的散粉期遭遇阴雨天气，玉米雌雄穗分化、授粉、

受精发育都将会受到较大影响。雄花会由于花粉湿度过大结

团，出现花粉吸水膨胀、破裂，甚至死亡，即便是后续能够

正常散粉，雌穗受精也会受到较大影响，此时第一雌穗无法

正常成穗，穗位优势遭到削弱，营养物质流向下一节果穗，

进而产生多穗现象。

3.4 栽培管理因素
在密度管理方面。一般来说玉米植株的密度越大，多

穗出现的概率也就越高。在进行玉米的高密度种植过程中，

田间较为阴蔽，通风也会受到影响，从而使雌穗正常授粉、

受精结实受到影响，进而引发多穗现象。在水肥管理方面。

大水大肥是诱发玉米多穗的原因之一。若是玉米生长发育过

程水肥过于充足极易导致植株内部营养物质过剩堆积，出现

营养物质分流，引发其他腋芽发育，或者是主穗出现营养堆

积，进而导致了多穗现象。在病虫害方面。受到叶斑病、粗

缩病、玉米螟等病虫害影响，玉米果穗授粉、结实发育受阻，

玉米内部激素平衡遭到破坏，植株的顶端优势、第一果穗发

育优势遭到削弱，养分流向其他腋芽，进而导致多穗。

4 玉米多穗防治措施

4.1 选择合适的优良品种
选择优良的玉米品种是防治玉米多穗的重要措施。优

良的品种具有抗病性强、适应性广、产量高、品质优良等特

点，能够有效地提高玉米的产量和品质，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从而降低因不良气候条件和病虫害导致的损失。第一，选择

适合当地种植的抗逆性强的优良品种，特别是要考虑到当地

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优良品种通常对当地环境有更好的适应

性，能够减少因品种适应性差导致的多穗问题。这些品种通

常具有更强的抗病性，可以有效抵抗当地流行的病虫害，从

而减少因病虫害导致的多穗问题。第二，考虑遗传因素。某

些品种的玉米可能存在遗传缺陷，导致多穗的发生。因此，

选择当地农业部门的种子管理站通过新品种展示试验，再由

粮油专家通过田间表现综合评价、筛选的推介品种，这些品

种通常具有更稳定的遗传特性，可以减少或降低因遗传缺陷

导致的多穗问题。

4.2 选择合适的播种时间
在玉米种植中，选择合适的播种时间是一项至关重要

的一环，直接影响到玉米的生长、发育和产量。为了最大程

度地提高玉米产量和质量，必须在播种时把握好时间，并根

据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和生产特点制定适当的播种策略。

首先，适时播种是确保一次全苗的关键。在实际生产中，

抢早抢墒播种是一个常用的策略，旨在利用土壤中的水分和

养分，提供有利于幼苗生长的条件。这通常要求在春季来临

之际，趁着土壤温度逐渐升高，进行播种。

其次，选择适当的播种时间还需要考虑抽雄散粉期。

在这个关键阶段，玉米植株需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来实

现有效的授粉。因此，在制定播种时间表时，必须避开高温

干旱或阴雨寡照等不利于抽雄散粉的天气条件。这有助于提

高玉米的受精率和产量。

最后，还应考虑避开病虫害高发期。某些病虫害在特

定的季节内更容易暴发，而适时播种可以帮助降低植株受害

的风险。通过在适宜的时间进行播种，可以减少病虫害对玉

米的危害，从而减少农业损失。

在实际生产中，选择合适的播种时间是一项综合性的

任务，需要综合考虑气象因素、土壤条件、病虫害情况等多

个因素。通过以上提到的策略，可以为农民提供一个参考，

以期望在不同地区实现更好的玉米产量和质量。因此，适时

播种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管理措施，有助于优化农业生产并提

高粮食产量。

通过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在我县浅丘平坝区的种植

地区，3 月 10 日前是一个适宜的播种时间窗口，以确保幼

苗在温暖和湿润的条件下生长，从而实现一次全苗的目标。

同样，对于二环山区，适宜在 3 月 15 日前进行播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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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最大程度地利用春季气候和土壤条件，促进幼苗的健康

成长。

4.3 规范移栽，合理密植，加强田间肥水管理
在农业生产中，合理密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保

持合理的植株密度，对提高玉米产量至关重要。密度过高

可能会导致植株之间的竞争，而密度过低会浪费土地资源。

通过合理的密植管理，可以减轻植株之间的竞争，降低多穗

的发生率，有效地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根据笔者多年的

新品种展示试验结论：某县松散型玉米品种的栽植密度以

2800~3000 株 / 亩为宜，紧凑型半紧凑型玉米品种的栽植密

度以 3000~3200 株 / 亩为宜。要对水肥进行科学调控。玉米

多穗现象与植物的养分和水分供应有关。适当的施肥和水分

管理可以帮助减轻多穗现象。通过确保充足的养分供应，尤

其是氮肥，可以促进玉米的正常生长和发育，减少多穗的出

现。此外，合理的灌溉管理可以确保土壤的湿度，有助于减

少干旱对多穗的影响。移栽时一次性施足底肥，在整地前施

用腐熟的农家肥（1.2 吨 / 亩），每亩施加 50kg 的玉米专用

控释配方肥，在抽穗阶段需轻施穗肥，结合玉米长势情况合

理追加氮肥，注意避免施肥过量。在出现多穗现象时及时摘

除多余的幼穗，以免出现养分消耗导致减产。在摘除多余的

幼穗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选择在晴朗的天气进

行摘除，避免在阴雨天气进行操作，以免感染病害。其次，

摘除时要注意保留每个茎节上的腋芽，以保持植株的正常生

长和发育。最后，摘除后要及时施肥和浇水，为植株提供充

足的养分和水分，以促进植株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4.4 加强病虫害防治管控
病虫害是玉米多穗的一个重要促发因素。它们可以导

致植株受损、生长受阻、产量下降，并增加多穗的风险。病

虫害如玉米螟、叶斑病、粗缩病等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玉米

的生长和发育，从而加重多穗的发生。第一，定期监测和病

虫害趋势预测。 定期监测玉米田的病虫害情况是一个至关

重要的步骤，可以通过巡田、虫害罗网、黄板诱捕等方法来

实现。及时发现害虫和病害的迹象，如叶片损伤、虫粪、病

斑等，有助于工作人员及早采取措施。此外还可通过分析历

史数据和气象信息，来预测病虫害的发生趋势，从而提前准

备好应对措施。第二，绿色生态防控方法。 采用绿色生态

防治方法是一种可持续的方式，以降低农药的使用并维护生

态平衡。其中，引入天敌或天敌放飞来控制害虫的数量是一

种有效的方法，天敌如昆虫寄生虫、捕食性昆虫和蜘蛛等可

以帮助抑制害虫的数量。此外，使用植物保护剂、有机肥料

和生物农药等也可以减少对化学农药的依赖，有益于生态系

统的稳定。第三，化学防治。在一些情况下，化学防治是不

可或缺的手段，以有效控制病虫害。在使用农药时应遵循农

药使用指南和建议，以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风险。农药的选

择也至关重要，应优先选择低毒性、高效性和环保的农药，

以降低对非靶标生物的伤害，并避免滥用。此外，使用合适

的农药剂量和施用方式也是确保有效控制病虫害的关键。

在实际生产中，这些方法可以相互结合，形成一套综

合的病虫害管理策略。这有助于维护玉米田的健康状态，提

高产量，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

通过精心规划和执行这些措施，农业生产者可以更好地保护

他们的作物，确保粮食产量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论文初探了玉米多穗现象的原因和一些可能的防治措

施，着重强调了气候、遗传、生物等多种因素对多穗问题的

影响，多穗现象不仅直接影响着玉米的产量和品质，也关系

到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深入研究多

穗问题并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需要指

出的是，玉米多穗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受到多种因素的

综合影响，不同地区可能存在不同的原因和挑战，因此针对

具体情况的防治策略需要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农业管理

实践等因素来制定。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中，我们需要继续

深入探讨玉米多穗问题的机理，探索更多的防治方法，以便

更好地应对玉米多穗问题，提高玉米产量，改善农民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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