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子包衣是一项种子包衣处理新技术，一般常

用的浸种、药剂拌种不同，它用机械的方法在种子表

面包上一层膜状药剂，在土壤中遇水只吸涨而几乎

不被水溶解流失，不仅使种子能正常吸涨发芽，而且

使农药、肥料等生理活性物质缓慢释放，具有防治病

虫、调节生长、施肥等作用。由于攀西地区推广进展

缓慢，为了了解“隆丰”牌玉米种衣剂应用效果，促进

种子包衣的推广应用，我们于 !""# 年在西昌市选点

进行试验。

$ 材料与方法

$% $ 供试种衣剂和种子的来源

供试品种为川单 $#，四川农业大学川单公司提

供；由四川红种子高新农业有限公司提供的 $!& 甲

悬浮种衣剂，$"""’ 种子倒入桶中( 按 $) #" 的比例

加入 !"’ 种衣剂( 拌匀( 晾干播种。

$% ! 试验设计

分别在西昌市黄联关镇、川兴镇和月华乡三个点

进行实验。试验设包衣处理（*）和对照（+,）( 不设重

复。黄联包衣处理面积为 -.#/!，对照面积为 .!0 /!；

川兴包衣处理面积为 .-# /!，对照面积为 .$# /!；月

华包衣处理面积为 .#! /! ，对照面积为 ..#/!。

$% . 测定项目

试验主要进行苗高、出苗率、缺株率、缺窝率、单

株根长，单株总根数等幼苗素质调查，成熟期进行穗

长、秃尖长、行数、千粒重、实收单产等产量性状调

查，并进行病虫害观察。

! 结果与分析

!% $ 玉米幼苗素质

试验表明 （表 $）：包衣处理比对照的苗高偏高，

比对照平均高 "% 01 +/2 包衣处理出苗率平均为

3!% 1& ( 对照平均为 41% -& ( 包衣处理比对照高

#% .& 2 缺 株 率 包 衣 处 理 平 均 为 3% 0& ( 对 照 为

$3% $& ( 包衣处理比对照低 3% -& 2 缺窝率包衣处理

平均为 $% 3& ( 对照为 4% 1& ( 包衣处理比对照低

0% 1& ；单株根长包衣处理平均为 #% 0 +/( 对照为

-% 3 +/( 包衣处理比对照长 "% 0 +/2 单株总根数包

衣处理平均为 0% 3 条( 对照为 0% $ 条( 包衣处理比对

照平均多 "% 4 条。总之，包衣处理下，无论是苗高、出

包衣处理 苗高（+/） 出苗率（& ） 缺株率（& ） 缺窝率（& ） 单株根长（+/） 单株总根数（条）

黄联关

川兴镇

月华乡

* +, 平均 * +, 平均 * +, 平均 * +, 平均 * +, 平均 * +, 平均

$0% # $#% 4 $0% $# 3-% 4 3"% 3 3!% 3 4% 4 $4% # $.% 1 $% - 4% . -% 4# #% 1 #% ! #% -# 1% . 0% 0 0% 3#
$#% 0 $-% 3 $#% !# 3.% $ 4-% # 44% 4 3% ! $4% 0 $.% 3 $% 4 1% # -% 0# #% 4 #% $ #% # 1 0% ! 0% 0
$-% 4 $-% ! $-% # 3"% . 40% 3 44% 0 $"% 3 !"% $ $#% # !% 0 $"% ! 0% - #% . -% 0 #% " 0% - #% # #% 3#

表 $ 玉米幼苗素质调查表（."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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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玉米种子包衣能够提高种子的出苗率、苗高、单株根长、单株总根数( 减少缺苗率和缺株

率，使幼苗素质提高；包衣处理的穗长、行数、行粒数、千粒重、单位面积产量均较对照为高，增产幅度达

1% 30& ；包衣处理在防治地老虎、蛴螬等地下害虫和黑穗病上均有较好的效果；同时也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能达到增产增收；同时能够减少用药量，减少农药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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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试验表明：包衣种子苗期未发现地老虎、蛴

螬危害，而对照有零星的地老虎和蛴螬危害造成缺

苗，使得缺苗率增大，这与颜启传研究结果相同 # , %；

包衣处理的植株未发现黑穗病发生，而对照有零星

发病。说明包衣处理对防治地老虎、蛴螬等苗期地

下害虫和防治黑穗病有较好的效果。

!& 1 经济效益

试验玉米节种 0& 2T: U CK!) 种子单价按 " 元 U T:)
省种 12 元 U CK!) 省药 "* 元 U CK!) 省工 0& 2 个 U CK!) 每

个工按 2 元计酬) 人工费 02 元 U CK!) 平均增产 2+"T: U
CK!) 玉米按 $& 1* 元 U T:) 玉米增收 +!* 元 U CK!) 总计

增收 $*** 元 U CK!，这与杨文钰、董钻的结果相同#1，2%。

, 讨论

综上所述，通过玉米种子包衣能够提高种子的

出苗率、苗高、单株根长、单株总根数、减少缺苗率和

缺株率，使幼苗素质提高；包衣处理的穗长、行数、行

粒数、千粒重、单位面积产量均较对照为高，增产幅

度达 0& ."V ；包衣处理在防治地老虎、蛴螬等地下害

虫和黑穗病上均有较好的效果；同时也具有较高的

经济效益，能达到增产增收；同时能够减少用药量，

减少农药的污染，省工提高功效。由于该包衣剂为农

药型，在使用时应注意安全，妥善保管，以防吸入口

中或粘到皮肤上，以及把未播完的种子包衣处理好，

防止人畜误食中毒。同时包衣剂中含有水分，容易使

种子水分含量增加，降低保存期限，除了有效降低包

装种子含水量以外，避免在高温高湿条件下保存，应

尽量减少贮藏期，确保种子的发芽率不降低。

苗率、缺株率、单株根长和单株总根数都较优，表

明包衣处理能够提高玉米幼苗素质 # $ %。

!& ! 产量性状

包衣处理穗长平均为 $2& 1 OK) 对照为 $1& 0
OK) 包衣处理比对照长 "& 0 OK W 包衣处理平均秃

尖长 !& $OK) 对照秃尖长为 !& " OK) 包衣处理比对

照短 *& 2 OKW 包衣处理平均行数为 $,& $ 行) 对照

为 $!& 2 行) 包衣处理比对照多 *& " 行W 包衣处理

平均行粒数 ,$& * 粒) 对照为 ,*& 2 粒) 包衣处理比对

照多 *& 2 粒W 包衣处理平均千粒重为 !0,& + :) 对照为

!"0& " :) 包衣处理比对照重 "& ! :W 包衣处理平均单位

面积产量为 0.2! T: U CK!) 对照为 0,"" T: U CK!) 包衣

处理比对照高 2+" T: U CK!，平均比对照增产 0& ."V )
尤其是川兴镇增产率达到 .& 2V 最高) 其次是月华乡)
最低为黄联关镇，这与谷登斌研究相符 # ! %。

!& , 病虫害

表 ! 玉米产量比较表

黄联关镇 5 $2& $ !& $ $,& * ,$& ! !0$& 2 002$ 12! "& !
OT $1& + !& + $!& " ,*& + !",& " 0!..

川兴镇 5 $"& " $& . $,& + ,$& 2 !+"& , +1,1 0,! .& 2
OT $2& 0 !& ! $!& . ,*& . !0.& 2 00*!

月华乡 5 $1& 2 !& ! $!& " ,*& 1 !",& 0 0"0! 201 +& $
OT $,& 0 !& 0 $!& $ !.& + !2.& + 0*.+

包衣处理 穗长（OK） 秃尖长（OK） 行数（行） 行粒数 千粒重（:） 产量（T: U CK!） 比 OT 增 E T: U CK! S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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