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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豆高产栽培技术，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合理配套应用，可以为大豆高产奠定坚实基础，希望能对我场广大职

工群众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使大豆产量再上一个台阶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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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合理轮作

合理轮作是大豆高产的基础。大豆最好的前茬玉米，施

肥较多，管理精细，杂草较少。小麦茬也是大豆的良好前作，

这是因为小麦根浅，大豆根深，所以利用根系深浅部位各自

吸收土壤不同层次中的养分和水分。同时，麦茬一般多实行

秋翻整地，耕作时间较早，造成了很好的生育条件，有利于

大豆的生长和发育。

1.2 深耕整地

尽量秸秆还田，以培肥地力。整地以深松为原则，采用

深松旋耕机进行深松耙茬、增加土壤通透性与抗旱耐涝能

力，一般耕翻深度 20cm。垄作大都整地要与起垄相结合，做

到垄体、垄沟深松。 主深松杆尺间距 70cm，主副深松杆尺

距 35cm，误差不超过±1cm。主杆尺深度不低于 35cm，副杆

尺深度不低于 20cm，同种杆尺深度一致，误差不超过±

2cm。

往复结合堑为 35cm，误差不大于±2cm。

2 因地制宜选用良种

2.1 选择适宜的优良品种是大豆生产的前提、是内因。

要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包括气候、土壤肥力等)、生产水平

和品种的生态类型选择生育期适宜、抗逆性强、高产的优质

大豆品种。各地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做到因地

制宜种植。

2.2 精选种子用粒选机剔除杂物、病斑子、虫食粒、秕粒

或破碎粒，选用粒大饱满的种子。豆种精选之后，还要测定

粒重和进行发芽试验，以此作为计算播种量的依据。由于大

豆种子不耐贮藏，比较容易丧失发芽力，所以播前一定要做

发芽试验，种子发芽率应达 95％以上。

2.3 药物和钼酸铵拌种在脐螬等地下害虫为害严重的

情况下，播种前应进行药剂拌种。为了增产可用钼酸铵

40g，溶解在 1.4～2.0kg 水中，用喷雾器喷在 10kg 种子上，

边喷边拌，务求均匀，拌后阴干即可播种。如种子既拌药又

拌钼酸铵，应先拌钼酸铵，阴干后再拌药粉。

3 合理密植

所谓合理密植是指在当地、当时的具体条件下，正确处

理好个体和群体的关系，使群体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个体

也得到充分发育；使单位面积上的光能和地力得到充分利

用；在同样的栽培条件下，能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

3.1 品种：品种的繁茂程度，如植株高度、分枝多少、叶

片大小等与密度的关系密切。凡植株高大，分枝较多，株型

开展，大叶型品种，种植密度宜小；植株矮小，繁茂性差的品

种，或植株虽较高，但分枝少，株型收敛的品种，宜采用较大

的密度。 我场主栽品种为黑河 43，公顷保苗 40 万株。

3.2 肥水条件：同一品种在肥水条件较好时，植株生长

繁茂，密度宜小；反之，肥水条件差，密度应较大。试验表明：

土壤肥力和施肥水平与种植密度有密切关系。

3.3 种植方式

采用大垄双行播种，有利于中耕培土，且大垄封行较晚，有

利于通风透光，防止倒伏和增加产量。

3.4 增施有机肥料，科学施肥

增施有机肥：大豆施用有机肥做底肥，可增产 10％～

20％。一般地块每亩施有机肥 1500～2000 公斤，瘠薄岗地

可施 2000～5000 公斤。秋起垄地块，播种前可破垄夹肥；没

有秋翻地原茬的，可于春季结合顶浆扣垄，将有机肥摅入垄

沟深施。

4 合理施用化肥

根据作物的需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和肥料效应，提出

氮磷钾和微肥的适宜比例，确定的肥料品种。根据我场大部

分地块长期施用二铵，土壤磷元素积累较多的特点，大豆施

肥要适应增加氮肥，补充钾肥。 我场施肥水平为N8P9K4.

5 实施精细播种

5.1 播种方式

采用垄上双行精量点播。

5.2 精播条件

5.2.1 合理轮作：最好选正茬，不重、迎茬种植。

5.2.2 细致整地：根据前茬作物进行伏秋翻，深度 22-25

厘米，作业时不起大土块，不出明条、垡块，要扣严、不重、

漏。耕堑直，垄向笔直，百米弯曲度不大于 10cm，各垄偏

差±1cm，结合垄偏差±2cm。肥料单口流量误差不超过±

2%，深施肥分两层（垄下 10—12cm；垄下 6—8cm）种子播

深为镇压后 3—4cm，口肥与种子同床，播后及时镇压。

6 田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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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垄沟深松：在大豆刚拱土时进行铲前垄沟深松。

6.2 锄地与中耕：

6.2.1 第一次中耕深松深度要不低于 15cm（特殊自然

条件除外），采用双杆尺，入土深浅一致，误差小于 2 cm，前

浅后深，防止起块压苗。

6.2.2 二次中耕深度在 10-12 cm，培土不超过 10 cm，

并不超过第一复叶节，各铧深度误差小于±2cm。

6.2.3 中耕作业时要保证不偏墒、不漏耕、不弃耕、不铲

苗、不压苗、不损伤根系，地头整齐，伤苗率小于 2%。

7 搞好化学除草、化控以及叶面肥施用

为防治大豆田间杂草，可在播后苗前，用乙草胺乳油按

说明兑水进行土壤封闭处理。杂草出土后进行茎叶处理，防

除单子叶杂草，用拿捕净或精稳杀得按说明兑水喷洒，于大

豆 2～4 片复叶期，杂草 3～4 叶期均匀施药。在 8月份，对

于长势过旺的大豆，特别是降雨后，及时用多效唑等适当控

制营养生长，防止落花落荚。一般亩用多效唑 10～15 克兑

水 40～50 公斤喷雾，以降高增粗，增加单株结荚量，从而达

到抗倒、增产的目的。公顷用磷酸二氢钾 2.5kg+ 钼酸铵

150g+ 硼砂 375g+2.5%高效氯氰菊酯 400ml+40%多菌灵胶

悬剂 1.5kg 液面喷施，在盛花期喷施。

8 病虫害防治

大豆食心虫是大豆生育后期的主要害虫。结荚期，当食

心虫高峰出现时喷洒 2.5％敌杀死，亩用量 20～40ml。大豆

灰斑病，用 70％甲基托布津，亩用量 60～100g，或用多菌

灵，亩用量 100g 进行防治。蚜虫：公顷用 40％氧化乐果乳

油。

9 适时收获

大豆成熟后及时收获，采用联合收割机收获，最好以品

种、品质的种类进行单打单收，防止机器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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