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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大豆春播技术指导意见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部大豆专家指导组

针对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农业农村部大豆专

家指导组会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制定了东北地区

大豆春播技术指导意见，旨在助力东北地区大豆大面积单产

提升。

一、选择适宜茬口

在优化作物结构的基础上，采取轮作模式，尽量不重茬、

不迎茬，无法避免重迎茬时，要坚持“种迎不种重、种肥不

种瘦、种洼不种岗”的原则，尽量选择黑土层厚的肥地或开

发时间短的新荒地以及水源条件较好的地块。前茬作物以玉

米、高粱、马铃薯、小麦为宜，甜菜、向日葵不宜作为大豆

前茬。可通过选择抗病性抗逆性强的品种、种子包衣、适当

增加播量、增施有机肥、均衡施肥、加强病虫害防治等措施

减少重茬的不利影响。同时，注意前茬作物的残留药害，如

前茬施用过含氯磺隆、甲磺隆、莠去津成分的除草剂，要慎

种大豆，避免除草剂药害发生。

二、高标准适墒整地

未进行秋整地的地块：若秸秆不还田，在土层化冻到 7～

8厘米时进行顶凌封墒作业，化冻到 15～18厘米时进行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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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旋地、起垄、镇压连续作业；若采取秸秆覆盖免耕播种方

式，但秸秆状态达不到播种要求的，可在播种前进行一次秸

秆和茬管粉碎作业，使其均匀分布在垄沟内；若采取秸秆碎

混还田，可使用秸秆全量还田机一次性完成秸秆粉碎全量还

田、碎土、混埋、深松、起垄、镇压联合整地作业，也可先

将秸秆粉碎还田，再进行旋耕、深松、起垄、镇压联合作业。

已进行秋整地但未达到播种状态的地块：已完成秸秆翻埋或

深松作业的，可在土层化到 5～7厘米时开展耢地封墒作业，

土层化到 12～15 厘米时采用重耙或重耙与旋耕联合作业，

再起垄、镇压，达到待播状态。去年冬雪大的地区，及早耢

地化冻，减少地表径流，对化冻后明水多的地块，及时排水

降渍，腾茬整地。

三、精选良种并做好种子处理

根据本地区积温和市场需求选择优质高产、综合抗逆性

强的品种或高蛋白、高油等专用品种，杜绝品种越区种植。

播前进行种子精选，纯度不低于 98%，净度在 99%以上，发

芽率在 95%以上，含水量不高于 13%。根据当地主要病虫害

发生情况，选择适宜的种衣剂进行包衣处理，可使用以咯菌

腈+精甲霜灵为主要成分的大豆种衣剂或宁南霉素水剂防控

大豆根腐病；噻虫嗪与其他杀虫剂混用防治根蛆、蛴螬等地

下害虫及胞囊线虫病。种衣剂和药剂拌种用量要严格按产品

说明书使用。在病虫害发生概率低、危害程度轻的地块临近

播种时用大豆根瘤菌剂拌种，拌后立即播种，或在播种时，

用微喷设备将菌液施入种床。



3

四、抢墒播种并合理确定密度

在 5厘米地温稳定通过 8℃的前提下，结合土壤墒情灵

活掌握播种时间，墒情适宜要抢墒播种，墒情不足要造墒播

种或播后补水，晚播地块要适当增加密度。依据当地自然条

件和种植习惯选择大垄密植、垄三栽培、小垄密植等模式，

有滴灌条件的可采用大垄密植浅埋滴灌技术。墒情较差地块

播种时可采取深种浅盖、坐水种或原垄卡种，播后镇压，确

保种子紧贴湿土层。春涝地块应待散墒后再浅播。根据当地

积温条件、土壤肥力、降雨量、施肥量和品种特性确定播种

密度。常规栽培的，黑龙江省中南部地区亩保苗 1.5万株～

1.6万株，东部地区保苗 1.6万株～1.8万株，西北部、北部

地区亩保苗 2.2万株～2.5万株；内蒙古东北部极早熟区亩保

苗 2.2 万株～2.8 万株，东部早熟区亩保苗 1.8 万株～2.2 万

株，东部中早熟区亩保苗 1.5万株～1.8万株；吉林省东部地

区亩保苗 1.6万株～1.7万株，中部地区亩保苗 1.2万株～1.5

万株，西部地区亩保苗 1.3万株～1.6万株；辽宁省亩保苗 1

万株～1.2 万株。密植栽培的，平均密度增加 15%。播种需

均匀无断条。机械垄上播种时应对准垄顶中心，偏差为±3厘

米。

五、科学施肥

通过调配方，增施有机肥、微生物菌剂，多种施肥方法

相结合，适当降低化肥用量，提高肥料利用率。一般亩施化

肥 12～18千克，其中氮、磷、钾比例为 1∶1.1～1.5∶0.5～

0.8。底肥分层侧深施，上层施于种下 5～7厘米处，施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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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底肥量的 1/3；下层施于种下 10～12厘米处，肥量占底肥

量的 2/3。积温较低的冷凉地区，适当降低下层施肥比例。

切忌种、肥同位，以免烧种。有条件的地区推行微生物复合

菌剂+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生物菌肥与化肥配合使用。

苗期喷施功能性叶面肥。

六、适时除草

土壤温湿度适宜时，提倡苗前封闭除草，除草剂选择应

根据当地杂草种类和发生规律确定，兼顾安全高效的原则，

配合助剂一同施用，具体用量和方法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

时注意考虑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墒情和降雨等因素，酌情

确定施用量或施药时期。一般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除草剂

药效下降，应适当增加剂量。土壤墒情适宜的情况下，播后

2天内进行封闭，切勿在大豆拱土期用药。封闭除草效果较

差或无法开展封闭除草时进行苗后茎叶除草，一般在禾本科

杂草 3～5叶期，阔叶杂草 2～4叶期进行，可以配合助剂喷

施，提高防效。如出现药害要及时喷施碧护、芸苔素等药剂，

并补充氨基酸叶面肥加快豆苗恢复。

七、及时中耕和化控

一般进行 2～3次中耕。第一次中耕在 1～2片复叶时进

行，采用双杆尺（两侧配带碎土装置）深松垄沟，深度 20～

25厘米。第二、三次中耕分别在 5片和 7片复叶时进行，可

选择双杆尺、起垄铧、挡土板，起到散土、灭草、培土作用。

密植、土壤肥力高或施肥量大等易出现旺长地块，在开花初

期喷施多效唑、矮壮素、烯效唑等化控剂进行控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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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防治病虫害

农业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合，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

药剂，以及预测预报+对症适时适量用药+科学轮换用药等绿

色防控技术，提高农药利用率，减少农药施用次数，降低农

药使用强度。注重预测预报，有条件的地区优先采用农业、

生态、生物、物理等非化学防控措施，如采取灯光或色板诱

杀、机械捕捉害虫等物理防治措施，或释放天敌等生物防治

措施。大豆胞囊线虫病采用合理轮作、选择抗病大豆品种、

种衣剂包衣、药剂拌种、增施有机肥等综合措施防治；大豆

根腐病采用种衣剂包衣、采取浅播（播深≤5厘米）等措施防

治；大豆菌核病采取及时拔除中心病株，带出田外销毁，或

选用咪鲜胺、菌核净等药剂田间喷雾；大豆蚜虫可选择吡虫

啉、伏杀磷、抗蚜威等药剂；红蜘蛛可选择毒死蜱、阿维菌

素、甲维盐等药剂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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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夏大豆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部大豆专家指导组

针对黄淮海地区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农业农村部大豆

专家指导组会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制定了黄淮海

夏大豆生产技术指导意见，旨在助力黄淮海地区大豆大面积

单产提升。

一、精选良种，做好包衣

根据市场需求和轻简化栽培需要，选择高产、优质、抗

倒性好、抗病性强、适合机械化收获的大豆品种。所选品种

应通过当地审定或引种备案，严禁跨生态区引种。选择中小

粒大豆品种，以保障大豆出苗质量和稳产高产。播前做好种

子精选和发芽试验，根据田间地力、品种特性、种植密度等

确定下种量。近几年黄淮海地区大豆根腐病、拟茎点种腐病

等土传病害呈加重趋势，特别是前茬小麦赤霉病发生严重地

区，选用合适的种衣剂包衣或拌种，以提高大豆出苗率。

二、抢墒早播，提高质量

麦收后土壤墒情适宜时抢墒播种；墒情不足时造墒播种

或播后喷灌补墒。小麦秸秆量大的田块，打捆部分秸秆离田，

防止播种时机器堵塞。可选择免耕覆秸精量播种机播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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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完成播种、侧深施肥、封闭除草、秸秆覆盖等作业；也

可小麦低茬收割、秸秆粉碎抛撒，趁墒免耕播种。播种深度

一般 3～5 厘米，土壤粘重地块适当浅播。根据品种特性及

生产条件等确定适宜种植密度。一般地块亩保苗 1.2万～1.5

万株，耐密品种或者晚播地块应适当增加密度。

三、精准施药，绿色防控

规范喷药时机、方法和用量，避免重喷、漏喷，降低药

害发生，提高防控效果。免耕覆秸精量播种可同时进行封闭

除草，也可在大豆 2～3 片复叶期进行苗后除草。重点加强

点蜂缘蝽等刺吸虫害动态监测和预报预警，虫口达到阈值地

块施用噻虫嗪或吡虫啉可湿性粉剂田间喷雾防控，防止“症

青”发生。药剂使用方法参考说明书，有条件地区开展统防

统治。

四、调控水肥，前控后促

大豆苗期适当控水，促进大豆根系下扎；黄淮南部地区

播种时应注意开好“三沟”，预防涝害、渍害发生。提倡结

合播种侧深施肥（10 厘米左右），可每亩施用复合肥 15 公斤。

对旺长田块，于初花期可每亩用缩节胺 20 毫升兑水 20 公斤

喷施或 15%多效唑 50 克兑水 40～50 公斤喷施，控制基部节

间伸长，防止倒伏。花荚期时如遇干旱天气，喷灌补水，促

进大豆结荚和鼓粒；结荚鼓粒期长势偏弱地块，结合害虫防

治喷施尿素或磷酸二氢钾，增加单株有效荚数、单株粒数和

百粒重，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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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适时收获，低损高质

大豆叶片基本脱落、摇动时有响铃声、籽粒含水量降为

18%以下时进行机械收获，要避开露水，防止籽粒粘附泥土，

影响外观品质。选用大豆专用收割机或者配备大豆专用收获

专用割台的收割机收获。使用稻麦收割机收获时注意调整拨

禾轮转速，减轻对植株的击打力度，减少落荚、落粒；正确

选择和调整脱粒滚筒的转速与间隙，降低大豆籽粒的破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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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地区大豆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部大豆专家指导组

针对南方地区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农业农村部大豆专

家指导组会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制定了南方地区

大豆生产技术指导意见，旨在助力南方地区大豆大面积单产

提升。

一、优选品种，拌种包衣

根据种植区域气候条件及种植模式，选择丰产性好、品

质优、抗逆性强、耐密植大豆品种，种子纯度≥98%，净度≥98%，

发芽率≥85%。根据种植区域病虫害发生情况进行种子包衣处

理，使用时注意剂量，避免出现药害。防治大豆根腐病，选

用含有咯菌腈+精甲霜灵成分的大豆种衣剂；若需防地下害

虫，增加噻虫嗪。

二、精量播种，合理密植

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和土壤墒情适墒播种，选用高性能播

种机，实行精量播种，提高播种质量。雨水较多和排灌不畅

地区，采用开沟播种施肥一体机，实现开沟、施肥、播种、

覆土一次完成。播种行距 30～40厘米，株距 10～12厘米，

播种深度 3～5厘米，亩保苗 1.8万株左右。

三、精准施肥，前控后促

根据不同区域土壤条件、产量水平进行精准施肥。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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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肥一体化播种，亩施大豆复合肥（N:P:K15～15～15）15～

20公斤作基肥，在初花期根据长势可追施 3-5公斤尿素。结

荚初期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硼砂+钼酸铵，促进大豆开花结

实，减少落花落荚。鼓粒初期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尿素，

促进鼓粒，增加粒重。

四、绿色防控，统防统治

播后因地制宜进行化学除草，播种后根据土壤墒情适宜

时进行苗前封闭除草，用 96%精异丙甲草胺乳油（金都尔）

+80%唑嘧磺草胺，无人机喷雾。大豆 3～4片复叶期用烯草

酮+精喹禾灵+氟磺胺草醚喷雾除草。苗期用甲维 虫螨腈或

甲维 甲虫肼+联苯 噻虫胺，无人机喷施，防治鳞翅目、刺

吸式、叶甲类害虫。开花期用蚨虫哒螨灵+氯虫苯甲酰胺+污

菌戊唑醇，无人机喷施，防治棉铃虫、甜菜夜蛾、斜纹夜蛾、

蓟马、烟粉虱等害虫，霜霉病、细南性斑疹病、叶斑病等病

害。结荚及鼓粒期用噻虫嗪+高效氯氟氰菊酯+氯虫苯甲酰胺

+污菌戊唑醇，无人机喷施，防治霜霉病、叶斑病、烟粉虱、

点蜂蝝蝽、叶甲等病虫害。

五、一喷多促，抗逆增产

综合田间大豆长势和病虫害防治，因地制宜喷施叶面肥、

生长调节剂等，增强大豆抗逆能力，提升产量水平。在大豆

花前或初花期可根据长势结合病虫害飞防用 5%烯效唑可湿

性粉剂 20～50克/亩，兑水 30～40公斤茎叶喷施，控制旺长，

调控株型，防止倒伏，减少落花落荚。结荚及鼓粒期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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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施芸苔素、胺鲜脂等调节剂，提高大豆抗逆性，减少落荚，

提高产量，达到一喷多促，抗逆增产的效果。

六、适时收获，高质减损

大豆完熟后（叶片脱落、茎杆变黄，豆荚表现出品种特

有的颜色，手摇植株籽粒发响）适期进行机械收获。利用大

豆专用收割机进行收获，根据大豆植株含水率、喂入量、破

碎率、脱净率等情况，调整机器转速和脱粒间隙，降低脱粒

破损率。充分利用晴天地干时机，突击抢收，防止泥花脸，

提高清洁度，实现高质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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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春大豆垄三栽培技术

一、技术概述

为充分适应东北地区土壤和气候条件，挖掘大豆品种产

量潜力，实现大豆高产、稳产，优化并集成以土壤深松、分

层深施肥、精量播种为主的单项技术而形成的技术模式。该

技术协调大豆高产需求与环境供给之间的关系，通过土壤深

松技术打破犁底层，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提高地温和抗旱防

涝能力；通过化肥分层深施减少施肥量，延长供肥时间，提

高肥料利用率；通过精量播种技术构建合理群体结构，提高

群体光能利用率。和常规技术相比，大豆增产幅度达 10%以

上，肥料利用率提高 10%～15%，每亩增效 30元以上。

该技术自上世纪 90年代开始大面积示范推广以来，逐

渐成为北方春大豆种植区主要栽培技术。应用范围涵盖黑龙

江、内蒙古和辽宁各大豆主产区，屡创小面积实收亩产 300

千克以上、大面积实收亩产 200千克以上的高产典型，增产

和稳产效果显著。

二、技术要点

（一）秋整地。上茬作物收获后，在土壤宜耕期翻耙整

地、垄底深松、起垄夹施底肥（垄距 65厘米），达待播种状

态，翌年春季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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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垄底、垄沟分期间隔深松。秋整地时进行垄底深

松，深度为耕层下 8~12厘米；垄沟深松与 3 次中耕结合，

分别在大豆出苗显行时、3~4片复叶期、封垄前进行，第 1、

2次深松深度达到 25厘米以上，第 3次深松结合苗情进行深

松培土。

（三）垄体内分层深施肥。施肥量以测土施肥为依据，

秋季起垄夹施底肥，施肥量占总施肥量的 2/3，施肥深度

10~16厘米，施肥位置位于垄中央；翌年春季播种时施用种

肥，施肥量占总施肥量的 1/3，施肥位置位于双条种子之间、

种下 4~7厘米。东北北部无霜期短的区域，底肥和种肥施用

量各占总施肥量的 1/2。

（四）垄上双条精密点播。选用高产、耐肥、抗倒伏、

抗病虫害、适合机械化作业的中早熟品种；精选种子，种衣

剂包衣，保证种子出苗率；垄上双条点播，间距 10~12厘米，

播种深度 3~5 厘米，覆土严密；中早熟品种播种密度为

2.5~3.0万株/亩，中晚熟品种为 1.9~2.2万株/亩。

（五）病虫草害综合防治。胞囊线虫和根腐病发生较重

的地区，可结合轮作和种衣剂拌种进行防治；食心虫结合测

报，采用 10%高效氯氟氰菊酯水乳剂进行防治；播后苗前封

闭除草，杂草 2~4叶叶面喷雾除草。

（六）收获。人工收获，落叶达 90%时进行；机械联合

收割，叶片全部落净、豆粒归圆时进行。

三、适宜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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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春大豆种植区。

四、注意事项

秋季未进行起垄深松，可在翌年春季一次完成垄三栽培

所有措施，但应注意保墒；春季深松应注意气候条件，春旱

不宜进行深松作业，深松深度应比秋季浅。

五、技术联系人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张玉先，1383696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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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宽台大垄匀密高产栽培技术

一、技术概述

针对东北春大豆生产中的旱涝灾害频发、肥料利用率低、

群体抗逆能力弱、生产效益低等问题，研究形成的大豆高产

稳产新模式。通过该技术，实现了以“宽台大垄”为载体，

提高了抵御春季低温、夏季旱涝灾害能力，提升土壤蓄水保

墒能力，推动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续；筛选与培育适宜“宽

台大垄”密植的秆强抗倒伏、优质高效大豆品种资源，构建

合理群体，增强密植大豆抗倒伏能力，提高保苗株数；基于

大豆全生育期化学调控技术，提高大豆抗旱能力，降低密植

后大豆株高，协调群体形态建成，提高抗倒伏能力、坐荚率

和有效节数；基于营养诊断与立体施肥技术，改善植株营养

状况，提高植株综合抗逆能力和大豆群体质量，构建了优质

大豆立体诊断高效集约安全施肥技术，防止后期倒伏和落花

落荚；增强生物防治（赤眼蜂等）作用，降低农药残留，保

证大豆品质。集成与创新实现了东北春大豆产量提升，化肥

和农药施用量降低，恢复了土壤生态保育能力。平均单产较

对照增加 10公斤/亩以上，水分、肥料利用率提高 10%以上，

降低化肥、农药用量 5%以上，种植成本降低 10%，增收 36

元/亩以上。

该技术自 2010 年以来在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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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进行推广和应用，2020年被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推介为

黑龙江省主推技术，推广面积逐年递增，2010年至 2020年

累计推广 3129.0万亩，累计新增经济效益超 50亿元，获得

良好效果。

二、技术要点

（一）整地。秋起垄，垄距 110厘米，垄向直、无大坷

垃，百米弯曲度不大于 5 厘米，结合垄偏差小于±3厘米，

垄高达到 20厘米以上，垄面宽度在 60～70厘米。

（二）品种选择及种子处理。选择高产、优质、综合抗

性强的大豆品种，品种的纯度应高于 96％，发芽率高于 95％，

含水量低于 13％。挑选种子时，应剔除病斑粒、虫食粒、杂

质，使种子净度达到 97％以上。采用符合绿色标准的化学种

衣剂或生物种衣剂包衣。留种田要注意做好田间去杂工作。

（三）施肥。总施肥量每亩 15～20 千克，氮、磷、钾

比例 1:1.1～1.5:0.5～0.8。分种肥、底肥和追肥三种方式。种

肥：播种时，施种肥每亩地 2～3 千克磷酸二铵，切忌种肥

同位，以免烧种；底肥：总施肥量中扣除种肥作为底肥。底

肥要做到分层侧深施，上层施于种下 5～7 厘米处，施肥量

占底肥量的 1/3。下层施于种下 10～12厘米处，施肥量占底

肥量的 2/3（积温较低冷凉地区，适当减少下层施肥比例）。

追肥：开花始期、结荚始期可喷施尿素，结荚始期和鼓粒始

期可喷施磷酸二氢钾，每亩用尿素 0.2～0.5千克、磷酸二氢

钾 0.1～0.2千克。

（四）播种。一般 5厘米地温稳定通过 8℃时开始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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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上三行的，行距在 22.5～25 厘米，中间一行比边行降密

1/4～1/3；垄上四行，1-2、3-4行间距 10～12 厘米，2-3行

间距 24厘米。保苗株数 30～35万株，具体播量依据品种的

耐密性、土壤肥力、施肥量、降雨及灌溉情况适当调整。

（五）田间管理。大豆生育期间进行 2～3 遍中耕，应

在土壤墒情适宜时进行。第一遍中耕（深松垄沟）带双杆尺，

在大豆 1～2 片复叶时第一遍中耕进行，第二、三遍中耕选

择双杆尺、起垄铧、挡土板，起到散土、灭草、培土作用；

以苗前封闭除草配合机械除草为主，必要时选择符合绿色标

准的化学除草剂进行苗后茎叶除草；生长过于旺盛农田，采

取化控防止倒伏，常用大豆化控剂有三碘苯甲酸、增产灵、

多效唑等。

（六）病虫害防治。以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

为主，化学防治为辅，必要时选择符合绿色标准的杀虫剂和

杀菌剂。

（七）收获。割茬低，不留荚，割茬高度以不留底荚为

准，一般为 5～6厘米。

三、适宜区域

北方春大豆一年一熟区。

四、注意事项

秋季起垄，保证垄台平整。

五、技术联系人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张玉先，1383696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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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春大豆大垄密植浅埋滴灌栽培技术

一、技术概述

针对东北大豆产区春播期干旱，坐水困难，播后出苗不

齐不全，关键生育时期遇旱灌溉难，严重影响大豆单产的问

题，研究形成的提高水肥利用效率的技术模式。该技术将大

豆传统模式的 65 厘米小垄种改为 110 厘米的大垄，将原来

的垄上 2 行改为垄上 4 行；宽窄行种植，小行距 20 厘米、

大行距 30厘米，株距 13～14厘米，亩保苗 1.7～1.9万株；

4行中间铺设滴灌管带，确保适时播种出苗，达到苗全、苗

齐、苗匀、苗壮。通过缩垄增行、水肥一体，保证生育期间

水肥合理供应，提高大豆产量和效益。应用该项技术平均节

水率达到 40%以上、节肥 20%以上，平均节种 1.0 公斤/亩。

2018-2020年小面积亩产分别达到 291.1、309.3、310.5公斤，

连续刷新内蒙古自治区大豆单产最高记录。目前，该项技术

累计推广面积达到 10万亩。

二、技术要点

（一）选择地块。选择地势平坦、保水保肥较好、具有

滴灌条件、不重茬、迎茬的地块。

（二）选用良种。根据当地有效积温条件选用增产潜力

大，高产、耐密植、抗倒伏、脂肪含量 21%以上或蛋白质含



19

量 40%以上的品种。所选品种成熟期适当，杜绝越区种植。

播前进行种子精选和包衣。

（三）精细整地。前茬是玉米茬的地块，秋收后结合秸

秆还田进行秋翻整地达 30 厘米以上，并及时耙地镇压。第

二年播种前进行旋耕整地，达到土碎无坷垃，结合旋耕亩施

有机肥 2～3立方米，达到待播状态。

（四）精播密植。采用大垄密植浅埋滴灌专用播种机播

种，垄宽 110厘米，垄上 4行，宽窄行种植模式，小行距 20

厘米、大行距 30厘米，株距 13～14厘米，亩保苗 1.7～1.9

万株，实现缩垄增行。

（五）铺埋滴灌带。4行中间铺设滴灌管，将滴灌带埋

入土壤 1～2 厘米。播后及时将毛管、支管、主管和首部连

通，第一次滴水需滴透，确保出齐苗、匀苗、壮苗。

（六）田间管理。水肥一体化管理，绿色防控，提高大

豆产量和效益。

三、适宜区域

适用于耕地土层深厚、具有滴灌条件的东北春大豆产区。

四、注意事项

（一）滴灌管带上面必须盖土，防止春季大风刮走滴灌

管。

（二）播种覆土要浅，镇压后厚度 3厘米左右。

五、技术联系人

内蒙古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包立华，1369471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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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麦茬大豆免耕覆秸精量播种技术

一、技术概述

针对黄淮海地区大豆播种时麦秸麦茬处理困难，大豆播

种质量差，雨后土壤板结严重影响大豆出苗，土壤有机质含

量持续下降，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研究形成的技术模

式。通过该技术，实现了小麦秸秆的全量还田，解决了播种

时秸秆堵塞播种机，麦秸混入土壤后造成散墒、影响种子发

芽，土壤有机质下降等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通过覆盖秸秆，

提高了土壤水分利用效率，避免了播种苗带土壤板结；在小

麦原茬地上，一次性完成“种床清理、侧深施肥（药）、精

量播种、封闭除草、秸秆覆盖”等 5项作业，提高播种出苗

质量，降低生产成本；通过侧深施肥，提高了肥料利用效率；

通过化肥农药减施保证了大豆品质。实现了黄淮海麦茬夏大

豆生产农机农艺融合、良种良法配套、生产生态协调。和常

规技术相比，可增产大豆 10%以上，水分、肥料利用率提高

10%以上，降低化肥、农药用量 5%以上，亩增收节支 60元

以上。

该技术自 2012年以来单独或作为其他技术的核心内容，

连续8年被遴选为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2013年以来在安徽、

江苏、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北京、陕西等省市多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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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示范、推广，获得良好效果。屡创小面积亩产 300千克以

上、大面积 250千克以上实打实收高产典型。

二、技术要点

（一）优质高产大豆新品种选择。蛋白质、豆浆产率和

豆腐产率较高；高产田块大面积种植可达到 200千克/亩；抗

大豆花叶病毒、疫霉根腐病，抗旱、耐涝，稳产性好；抗倒

性好，底荚高度适中，成熟时落叶性好，不裂荚。

（二）种子处理。精选种子，保证种子发芽率。按照每

粒大豆种子粘附根瘤菌 105～106个的用量接种根瘤菌剂，直

接拌种或采用高分子复合材料包膜根瘤菌包衣技术。根瘤菌

直接拌种后要尽快播种（12小时内）；采用高分子复合材料

包膜技术，可以在播前 1-2个月将根瘤菌包衣到种子上，适

合大面积机械化播种。防治病害用 7.4%苯醚甲环唑·吡唑醚

菌酯 FS拌种。每亩播种量在 3～4千克之间，保苗 1.5万株。

（三）小麦秸秆处理。综合考虑小麦收获成本及籽粒损

失，建议小麦收获茬高 30 厘米，不对小麦秸秆进行粉碎、

抛撒。

（四）麦茬免耕覆秸精量播种。麦收后趁墒播种，宜早

不宜晚，底墒不足时造墒播种。采用麦茬地大豆免耕覆秸播

种机播种，横向抛秸、侧深施肥（药）、精量播种、封闭除

草、秸秆覆盖一次完成，行距 40厘米，播种深度 3～5厘米。

结合播种亩施复合肥（N:P:K=15:15:15）10千克，施肥位置

在种子侧面 3～5厘米，种子下面 5～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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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病虫害综合防治。蛴螬发生较重的地区或田块，

可结合侧深施肥亩施 30%毒死蜱微囊悬浮剂 0.5 千克加 200

亿孢子/克卵孢白僵菌粉剂 0.5千克，或者 200亿孢子/克卵孢

绿僵菌 0.5 千克防治蛴螬。可结合播种实施田间封闭除草，

亩施用精甲·嗪·阔复合除草剂 135 克，机械喷雾每亩用量

15～20升，防治黄淮海地区大豆田常见的杂草。

三、适宜区域

黄淮海麦、豆一年两熟区。

四、注意事项

如果因为天气原因造成封闭除草效果不佳，应及时采取

茎叶处理。

五、技术联系人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吴存祥，1351105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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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夏大豆病害种衣剂拌种防控技术

一、技术概述

针对黄淮海夏大豆苗期深受疫霉根腐病、镰孢根腐病、

猝倒病、立枯病和拟茎点种腐病等多种土传与种传病害侵袭，

引致的出苗率低、幼苗死亡、植株（中后期）早衰、大豆严

重减产等问题，研究形成的防控技术。该技术采用悬浮种衣

剂不加水的直接、快速拌种方法，操作简单，适宜各种播种

方式，不影响种子出芽率和出芽时间，安全性高；选用靶向

大豆苗期乃至中后期不同类型（卵菌和真菌）主要病原菌的

种衣剂，有效预防控制了病害的发生，降低了农药及肥料的

施用量与施用次数。与大豆“白子下地”的常规栽培方式相

比，每亩有效株数提高 30%以上，根腐病发生率下降 60%以

上，农药施用量降低 20%以上，增产 10%以上。该技术近三

年在安徽、江苏、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市多地进行示范、

推广，取得连续性的良好效果。

二、技术要点

（一）种子筛选。选择抗根腐病、拟茎点种腐病等病害

的大豆品种；做好种子调运中的带菌检疫，选用未带病斑和

霉腐的优质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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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衣剂选择。选用 6.25%精甲霜灵·咯菌腈等悬

浮种衣剂防治大豆苗期的卵菌（疫霉根腐病、猝倒病等）和

真菌（镰孢根腐病、立枯病和拟茎点种腐病等）病害；地下

害虫或刺吸式害虫的高发区，宜添加噻虫嗪、吡虫啉等内吸

性杀虫剂进行拌种；选择取得国家农药登记的大豆种衣剂产

品。

（三）拌种方法。以 6.25%精甲霜灵·咯菌腈悬浮种衣

剂为例，每公斤大豆种子拌 3～4 毫升种衣剂，不必加水稀

释；根据播种量使用拌种机、干净容器或塑料袋进行拌种，

拌种过程控制在 1分钟以内，避免种子膨胀、受损；可按需

随拌随播，一般可不用专门做晾干处理。

（四）播种方式。拌种后的大豆种子可使用麦茬免耕覆

秸播种机等各种播种方式进行播种。

三、适宜区域

黄淮海麦、豆一年两熟区。

四、注意事项

做好农田轮作；生长期田间注意排水防涝。

五、技术联系人

南京农业大学，王源超，13815882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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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夏大豆症青防控技术

一、技术概况

“症青”为大豆正常成熟时期，植株仍然叶绿、枝青，

有荚但豆荚空瘪或者籽粒瘪烂的现象。近年来，大豆症青现

象在黄淮海地区大面积发生，且有向周边地区扩散的趋势，

严重的影响了大豆产量和品质。针对上述生产突出问题，在

明确刺吸式害虫点蜂缘蝽为害是造成大豆幼胚死亡、导致大

豆症青发生的基础上，研发了以化学防控为主，物理防控、

生物防空和农业防控为辅的黄淮海夏大豆症青防控技术。通

过该技术的实施，大豆花荚期田间点蜂缘蝽数量得到有效遏

制，减少了点蜂缘蝽对大豆植株的为害，杜绝了大豆症青的

发生，防治效果显著。2018年是黄淮海地区大豆症青高发，

多地因大豆症青而发生绝收，山东禹城 5万亩大豆田应用本

防治方案对点蜂缘蝽进行了防控，最终大豆平均亩产达到

250公斤以上，且未发现“症青”田块，防治效果显著。

二、技术要点

（一）化学防控。依据对大豆田间点蜂缘蝽虫情监测结

果，确定防治时期及防治次数。一般从大豆开花期开始防治，

隔 7～10天喷 1次，连喷 2～3次。可用 25％噻虫嗪，建议

用量为每亩 3～4克；可用 25％吡虫啉可湿性粉剂，建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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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每亩 10～15克。两种药剂可间隔轮换使用。

（二）物理防控。大豆花荚期在田间均匀悬挂适量的粘

虫板诱杀点蜂缘蝽，粘虫板应高于大豆植株 10～15 厘米。

可结合防控，监测田间点蜂缘蝽发生情况。

（三）生物防控。以虫治虫，可利用球腹蛛、长螳螂和

蜻蜓等捕食性天敌防控点蜂缘蝽；寄生性天敌黑卵蜂等对控

制点蜂缘蝽的发生也具有一定作用。

（四）农业防控。及时清理田间及周边杂草，压低越冬

虫源基数。

三、适宜区域

黄淮海麦、豆一年两熟区或其它症青高发区域。

四、注意事项

加强路边树下、灌丛附近大豆田点蜂缘蝽防控；点蜂缘

蝽运动能力强，有条件地区建议进行大规模统防统治。

五、技术联系人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吴存祥，1351105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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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夏大豆低损高质机械化收获技术

一、技术概述

针对黄淮海夏大豆产区大豆品种多样、收获损失大、收

获质量差、专用收获技术缺乏等现状，研究形成了黄淮海夏

大豆低损高质机械化收获技术。该技术从大豆收获易破易碎

特性出发，集成适收品种特性、适收期选择方法、大豆专用

机械化收获作业部件、关键作业参数调节规程等，形成了大

豆低损高质机械化收获解决方案，解决大豆机收损失率大、

破碎率高的问题，提高大豆机收质量。近年来在江苏、安徽、

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开展示范、推广，与现有其它收获机

相比，利用该技术收获大豆损失降低了 3%左右，以大豆平

均单产 275斤/亩、大豆平均单价 2.8元/斤为例，275斤/亩×

0.03×2.8元/斤×1亩=23.1元，即每亩可增收 23.1元。大面

积田间试验表明，该技术显著提高了大豆收获作业质量。

该技术自 2016年以来单独或作为其它技术的核心内容，

连续 4年被遴选为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山东、河北、安

徽、河南、新疆、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区进行

了大规模的示范推广和应用，合计面积达 150万亩，增收效

果显著，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二、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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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种选择。选择抗倒伏，株型收敛、株高适中，

底荚高度 10 厘米以上，籽粒大小均匀，成熟度一致，不易

破碎，植株落黄性好，适合机械化作业的品种。

（二）收获时期。大豆联合收获最佳时期在完熟初期，

此时大豆叶片全部脱落，植株呈现原有品种色泽，籽粒含水

量降为 18%左右。

（三）收获机具。首选专用大豆联合收获机，也可选用

多用联合收获机或借用稻麦联合收割机。

（四）部件调整。若选用多用联合收获机或借用稻麦联

合收割机，建议更换大豆收获专用挠性割台、大豆脱粒专用

脱粒部件、大豆清选专用筛、大豆籽粒输送部件等。

（五）作业参数。不同机型作业参数选择和设置略有差

别。一般调整脱粒滚筒线速度至 470~490米/分（即滚筒转速

为 500~650转/分），脱粒段脱粒间隙 25~30 毫米、分离段脱

粒间隙 20~25毫米、导流板角度 25度左右、风机转速 1260

转/分左右、分风板角度 11.5 度左右。若采用鱼鳞筛，上筛

前部开度约 19毫米、上筛后部开度约 11毫米；若采用编制

筛，上筛筛孔大小 14毫米×14毫米，下筛筛孔大小 12毫米

×12毫米。调整割刀间隙，保证割刀锋利。依据大豆植株状

况，适当调整拨禾轮转速和位置。

（六）收获质量。割茬不留底荚，不丢枝，总损失率≤

3%、破碎率≤3%、含杂率≤3%、泥花脸≤5%。

三、适宜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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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麦、豆一年两熟区。

四、注意事项

（一）在收获时期，一天之内大豆植株和籽粒含水量变

化较大，应根据含水量和实际脱粒情况及时调整滚筒的转速

和脱粒间隙，降低脱粒破损率。

（二）根据当地大豆种植情况适时收获，割茬适当，充

分利用晴天地干时机，突击抢收，防止泥花脸，提高清洁度。

五、技术联系人

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金诚谦，1536609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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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一、技术概述

针对南方间套作大豆种植中存在的田间配置不合理、大

豆倒伏严重、施肥技术不匹配和病虫草防控技术缺乏等四大

瓶颈问题，导致产量低而不稳、难以高产出，机具通过性差、

难以机械化，轮作倒茬困难、难以可持续，研究形成了该技

术模式。通过研究出的“选配品种、扩间增光、缩株保密”

核心技术和“减量一体化施肥、化控抗倒、绿色防控”配套

技术，实现了“作物协同高产、机具通过、分带轮作”三融

合，破解了间套作高低位作物不能协调高产与绿色稳产的世

界难题；利用研制出的密植分控播种施肥机、双系统分带喷

雾机、窄幅履带式收获机，实现了农机农艺高度融合和单、

双子叶作物同步化学除草；形成了“适于机械化作业、作物

高产高效和分带轮作”同步融合的技术体系，为保证国家玉

米安全、大幅度提高大豆自给率提供了有效途径。和南方净

作玉米相比，应用该技术后的玉米产量与原净作产量水平相

当，新增套作大豆 130～150公斤/亩，间作大豆 100～130公

斤/亩；带状复合种植系统光能利用率达到 3%以上，带状复

合种植化肥农药施用量减少 25%以上，每亩实现增收节本

400～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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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要点

（一）选配品种。玉米选用株型紧凑、适宜密植和机械

化收获的高产品种，大豆选用耐荫抗倒、宜机收高产品种。

（二）扩间增光。2行玉米带与 2～4行大豆带复合种植，

玉米带宽≤40 厘米，相邻玉米带间距 1.8～2.2 米，种 2～4

行大豆，大豆行距 30～40厘米，玉米带与大豆带间距 60厘

米。

（三）缩株保密。根据土壤肥力适当缩小玉米、大豆株

距，达到净作的种植密度，玉米株距 12～14厘米，密度 4500

粒/亩；大豆株距 10～12厘米，密度 9100粒/亩。

（四）调肥控旺。按当地净作玉米施肥标准施肥，或施

用等氮量的玉米专用复合肥或控释肥，播种时每亩施 40 千

克玉米专用复合肥，大喇叭口期亩追施尿素 20～25 千克。

大豆不施氮肥或大豆专用复合肥，折合纯氮 2～2.5千克/亩。

播种前利用大豆专用种衣剂进行包衣，并在分枝期与初花期

根据长势用 5%的烯效唑可湿性粉剂 25～50克/亩，对水 40～

50公斤喷施茎叶实施控旺。

（五）机播匀苗。带状套作选择 2BYFSF-2（3）型玉米、

大豆施肥播种机，带状间作选择 2BYFSF-5（6）型玉米-大

豆带状复合种植施肥播种机，或利用当地的 2-3行净作播种

机一前一后组合播种。播前严格按照株行距调试播种档位与

施肥量，播种深度玉米 3～5厘米、大豆 2～3厘米；播种时

间，玉米 3月下旬至 4月上旬，大豆为 6月上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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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机收提效。先收玉米后收大豆，用 4YZ-2A型自

走式联合收获机收获玉米果穗，玉米收获后用当地大豆收获

机实施收获大豆；先收大豆后收玉米，用克 Y4D-2型联合收

获机收获大豆脱粒、秸秆还田，收获大豆后用当地玉米收获

机收获玉米；或利用当地本土机型一前一后错位分带收获玉

米大豆。

（七）防除杂草。播后芽前用 96%精异丙甲草胺乳油

（100毫升/亩）混加草胺磷（80～120克/亩）进行封闭除草；

苗后用玉米、大豆专用除草剂，采用克 Y3WP-600双系统分

带喷雾机茎叶定向除草。

（八）防病控虫。理化诱抗技术与化学防治相结合，安

装智能 LED集成波段太阳能杀虫灯+性诱剂诱芯装置诱杀斜

纹夜蛾、桃柱螟、金龟科害虫等；玉米大喇叭口或大豆花荚

期病虫害发生较集中时，根据暴发性害虫利用高效低毒农药

与增效剂并配合植保无人机统一飞防。

三、适宜区域

南方多熟制大豆区。

四、注意事项

播种前需调试播种机的开沟深度、用种量、用肥量，确

保一播全苗；如果封闭除草效果不佳，应及时采取茎叶除草，

注意使用物理隔帘定向喷雾。

五、联系人

四川农业大学，雍太文，1398017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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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豆根瘤菌施用技术

一、技术概述

根瘤菌与大豆形成的根瘤通过生物固氮，可为大豆生长

提供所需氮素营养的 60%以上，因此接种根瘤菌成为美国、

巴西、阿根廷等世界主要大豆生产国的必备配套技术，且在

大豆种植中可不施化学氮肥或仅施少量氮肥。根瘤菌应用能

实现氮肥少施、节本增效和绿色发展的多重目标。但这一技

术在我国仍未得到广泛应用，目前我国大豆接种根瘤菌的面

积仅是其种植面积的 5%，其主要原因是缺少根瘤菌施用的

轻简化应用技术，根瘤菌新型包衣技术的研发应用是一条可

行的途径。

近几年国家大豆产业体系联合研发并形成了根瘤菌新

型包衣技术。该技术以具有耐干燥性能的高效根瘤菌为核心，

采用新型高分子形态化合物为根瘤菌保护膜，能够实现大豆

种子包衣根瘤菌的存活达 2～4 个月。该技术的研发应用转

变了大豆根瘤菌的接种方式，由播前即时拌种改为售前包衣

拌种，解决了根瘤菌播前拌种操作费时、增加大豆播前作业

量等制约大豆根瘤推广应用的瓶颈。该技术可以减少目前氮

肥用量 30%，且能增产稳产，并能与机械化播种配套，实现

根瘤菌的轻简化应用，为推动根瘤菌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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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应用结果表明，在减氮 30%条件下，每亩大豆产量

比常规施肥平均增产 8.0%，增收约 60元，增产增效明显。

二、技术要点

（一）选好根瘤菌菌剂产品。选择获得农业农村部登记

（有肥料登记证号）的合格根瘤菌菌剂产品；产品所用的大

豆根瘤菌菌株应与大豆品种高效结瘤、具有耐酸和耐铝特性、

能适应南方土壤环境条件（如选用生产菌株 B. japonicum

5136、5119、5038的根瘤菌产品）；且该产品在当地进行了

试验并表现出稳定增产效果。

（二）采用适宜的根瘤菌施用方式。拌种，按每亩 15～

20毫升大豆根瘤菌菌剂的比例量取菌剂，将菌剂倒入大豆种

子中，对种子轻轻搅拌，直至所有种子的表面都附着根瘤菌

菌剂，待种子阴干后播种，拌有根瘤菌的种子应在 12 小时

内播种。播种面积大的地区可使用中小型滚筒搅拌机拌种。

种子包衣，大面积种植的农户或大豆种子销售企业，可在播

前 1～2个月进行包衣。按 1:1的比例将包衣剂溶液与根瘤菌

菌剂振荡、混均，按照每公斤大豆种子用 6 毫升混合液的比

例量取混合液，将其倒入大豆种子中，对种子进行搅拌，直

至所有种子的表面都附着混合液，待种子阴干后方可装袋。

当种子量大时，建议使用包衣机进行包衣，并适当增加混合

液的用量。包衣种子在通风干燥环境条件下储存，在 4℃下

存放包衣种子的根瘤菌能存活更长时间。有条件的，还可以

进行根瘤菌与促生菌的复合包衣技术，以实现新型包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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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拓展。机械喷施，将根瘤菌液喷撒在大豆种子下方 3～

5厘米处，利于种子幼根形成时即可接触到根瘤菌体，提高

接种根瘤菌的占瘤率，增加固氮量。也可将根瘤菌精量喷施

设备安装在播种机上，实现机械播种、施肥和根瘤菌接种一

体化作业。

三、适宜区域

南方大豆一年两、三熟区。

四、注意事项

（一）根瘤菌菌剂应包装完好，并且在保质期内；菌剂

开袋后立即使用，一次用完。

（二）如包衣所用的容器有杀菌剂或农药残留时，用干

净水将其清洗三遍以上。

五、技术联系人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李俊，

13910068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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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豆植保无人机高效施药技术

一、技术概述

针对南方山区丘陵大豆种植区地面植保机械下地难，雾

滴穿透性差，作业效率较低等问题，研究形成此技术模式。

植保无人机相较于人工和地面植保机械，作业效率高、地形

适应性更强，由于无人机下洗风场对雾滴的辅助输送作用，

喷施均匀性和穿透性好于地面植保机械。通过该技术，实现

了省药 30%,省水 90%,农药利用率达到 45～48%，大幅提高

作业效率，解决了复杂地形下大豆植保机械化作业难题。

二、技术要点

（一）无人机配置。植保无人机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同时

还应具备自主飞行、断点续喷、随速（变量）喷雾、高精度

定位、数据可视化等必备功能。山区丘陵植保作业的无人机

推荐安装仿地雷达。

（二）操作人员。飞控手应经过有关航空喷洒技术的培

训，并取得作业资质。进行飞防作业时，飞控手必须严格遵

守农药安全使用规程，要穿戴好专用防护服并佩戴口罩；必

须与植保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严禁无关人员靠近；有风

时应站在上风口方向施药；完成作业时应及时更换服装。

（三）作业时间。选择作物感病生育期和杂草敏感期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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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如花期和杂草盛发初期，避免在天敌敏感期施药。

（四）药剂配制。根据作物病虫害发生情况，可选择 1～

3种药剂混配。药液配制过程中按施药液量的 0.3%～0.5%添

加植保无人机专用助剂。农药应现混现用。

（五）作业参数。雾滴直径为 50～200微米，亩施药液

量≥1.0升。飞行速度 3～6米/秒，高度宜在作物冠层上方 1～

3米。对于雾滴分布均匀性要求较高的作业，应优先选择离

心式喷头，对穿透性要求较高的作业，应优先选择压力式喷

头。

（六）施药作业。起飞时，操作人员视线应高于作物高

度，观察飞行器是否稳定可控。根据设定好的作业路线进行

手动喷雾作业，或者设定自动航线进行自主飞行喷雾作业。

对于地块开阔、田间无影响无人机飞行的障碍物的情况下，

应使用自主飞行模式以减少重喷漏喷。手动操作时应注意保

持稳定的飞行速度、高度，航线偏离最宽距离不应超过 10

厘米。先与田块边界保持 1～2 个喷幅进行匀速平行的喷洒

作业，喷施全部完成后，再对未施药的 1～2 个喷幅进行匀

速闭环喷洒。在丘陵或山丘等复杂地形作业时，应沿着地形

坡度由上向下沿同一方向飞行喷洒。针对玉米大豆复合种植

模式下施药时，无人机航线应为南北方向，并适当降低飞行

高度。

（七）效果检查。无人机施药时可在大豆田间放置水敏

纸以检测农药雾滴的沉积特性。作业后应及时查看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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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水敏纸雾滴个数不得低于 20 个平方厘米。若发现明显

漏喷区域，应及时补喷；若发现明显重喷区域，应定期观察，

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三、适宜区域

南方平原及丘陵山地大豆种植区。

四、注意事项

（一）施药作业区块边际 50 米范围内无鱼塘、河流、

湖泊等水源。飞防结束后若药箱内还有剩余药液，应妥善处

理，严禁随地泼洒。

（二）无人机植保作业时，适宜环境温度为 5～35摄氏

度，当气温超过 35摄氏度时应暂停作业；相对湿度宜在 50%

以上；作业时风速不可大于三级风，大于二级风时，建议适

当降低作业高度，并在作业结束后适当补喷。

（三）大豆生长前期，可适当提高作业飞行速度，但提

高幅度不超过 1米/秒。

（四）使用离心式喷头的无人机，飞行高度可适当下移

0.2～0.5米。

（五）病虫害严重时药量增至 1.2～2 升/亩，同时可酌

情添加 0.5%～1%植物油型助剂。

五、技术联系人

河南农业大学，李赫，1551554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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