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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间套种高产技术探讨

李朝红１，史崇英２

（１．汉中职业技术学院农林系，陕西 汉中　７２３０００；２．汉中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陕西 汉中　７２３０００）

摘　要：通过对陕西省汉中市大豆间套种多年研究和实践，从不同的大豆间套种模式及效益、田间管理、有害

生物综合治理等方面总结出一整套高产技术，为大面积种植和农民增收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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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中位于陕西省西南部，东经１０５°３０′－１０８°

１６′，北纬３２°０３′－３３°５３′，北倚秦岭、南屏巴山，全

市辖十县一区，总面积２．７万ｋｍ２，人口３８１．５５万。

属北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气候湿润，辖区内植物

种类繁多、生长繁茂。汉中市常年种植大豆１．７３

万ｈｍ２左右，总产１８００万ｋｇ，其中以纯种大豆为

主、少部分采用田坎豆方式种植。主要分布在几个

山区、丘陵县：略阳县（５３３３ｈｍ２左右），宁强县

（３３３３ｈｍ２左右），镇巴县（２０００ｈｍ２左右），洋县

（１３３３ｈｍ２左右）。种植品种主要有豫豆８号、秦

豆８号、豫豆１６、中黄１３、贡选一号等。播期分清

明后（４月上、中旬）春播（即大茬）、和夏至前后（６

月中、下旬）夏播（即回茬）两个播期，生产中一般以

夏播（回茬）种植为主。丘陵区９月底１０月初收

获，山区收获偏晚一些。为了提高大豆的产量，我

们课题组通过几年的研究和生产实践，在汉中采用

大豆间套种技术种植，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现

将大豆间套种高产技术总结如下 。

１　大豆间套种模式及效益

１．１　“小麦－玉米－大豆”模式
［１］及效益

小麦收获后种植玉米套作大豆，即５月下旬

至６月上旬，采用带宽２ｍ开厢模式，种植２行玉

米（两行之间距离４０ｃｍ或一行留双株），２行大

豆（两行之间距离４０ｃｍ），大豆与玉米间距６０

ｃｍ，玉米株距２５ｃｍ，６６７ｍ２株数２７００株左右，大

豆穴距２０ｃｍ，每穴２株，６６７ｍ２ 株数６７００株左

右。生产实践表明：６６７ｍ２ 产玉米３００ｋｇ左右、

大豆１５０ｋｇ左右，６６７ｍ
２收入达到１２６０元（大豆

４．４元／ｋｇ，玉米２．０元／ｋｇ）。

１．２　“马铃薯－玉米－大豆”模式及效益

采用１．５ｍ开厢模式，于１月下旬种植二行马

铃薯（可用地膜覆盖），４月上、中旬种二行玉米（或

种植一行每穴留２株），５月下旬到６月上旬马铃薯

收获后在玉米苗期种２行大豆。二行马铃薯和玉

米行距４０ｃｍ，玉米与玉米、马铃薯与马铃薯间距为

４０－６０ｃｍ。玉米株距２５ｃｍ，６６７ｍ２ 株数３５００株

左右，大豆穴距２０ｃｍ，每穴２株，６６７ｍ２株数８９００

株左右。生产实践表明：６６７ｍ２ 产玉米３２０ｋｇ左

右、大豆１６０ｋｇ左右，６６７ｍ
２ 收入达到１３４０元（大

豆４．４元／ｋｇ，玉米２．０元／ｋｇ）。

１．３　“林果－大豆”模式及效益

汉中的柑桔、梨发展较好，可在柑桔和梨的幼

年期园、或矮化园的行间，套种２－４行大豆，行距

４０ｃｍ，株距２０ｃｍ。这种模式在生产中应用较好。

２　田间管理
［２］

２．１　免耕直播，秸秆覆盖

小麦（或马铃薯）收获后，实行麦秆覆盖免耕

直播大豆；玉米收获后直接砍倒，原地覆盖于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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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确保基地建设用地，缓解劳动力紧张的

矛盾。

七是由葡萄酒厂根据企业发展生产规模和产

品要求尽快确定发展规模和葡萄品种，建立较为

稳定的葡萄基地，吸引一批农民工返乡就业，从事

葡萄生产。

八是建立３．３３ｈｍ２ 的良种采穗园，以保障丹

凤县建园所需种苗。

九是建立健全技术服务体系。包括调整人员

结构，增加业务技术干部，组建一支农民技术队伍，

为林农提供技术指导和生产服务，以及在资金扶持

上予以倾斜，以促进丹凤葡萄产业的顺利发展。

·２２１· 陕　西　农　业　科　学 ２０１１（３）



既能有效地节约人力、培肥地力，又能错开农忙季

节，实现节本增效。

２．２　肥水管理

玉米按常规施肥措施进行，每６６７ｍ２ 大豆种

肥８－１０ｋｇ钾肥，２０－３０ｋｇ磷肥，出苗后追氮肥

６－８ｋｇ，大喇叭口期再施一次氮肥１０－１５ｋｇ。

２．３　控旺防倒

大豆生长过旺时，用多效唑或烯效唑喷雾，控

制株高。

２．４　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玉米注意防治玉米螟及地老虎、蛞蝓和蜗牛等

地下害虫以及纹枯病、灰斑病等病害；大豆注意防

治根腐病、霜霉病、炭疽病、病毒病、以及蚜虫、红蜘

蛛、大豆食心虫等害虫。此外，还应注意防除杂草。

３　存在的问题

３．１　品种更新慢，急需更新换代

汉中市各县的大豆品种参差不齐，有的县注

重新品种引进推广；不少县只种多年沿用的品种，

品种存在退化、减产降质的问题。农民到处串换

品种，根本不知道自己种的是什么品种，对自己所

种大豆的特性、生育期、品质一无所知，在生产中

往往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农民急需引进优质高产

新品种，搞好品种更新换代。

３．２　农民的重视程度不高，投入不够

大豆间套能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合理有效地

利用光、热、水资源，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出，能有

效肥沃土壤，减少水土流失，具有良好的生态效

益，但是农民认识不够，重视度不高；同时，随着劳

动力和生产资料价格越来越高，青壮年劳动力外

出打工，农民投入到土地生产中去的人力、财力减

少很多。

另外，缺少专项经费支持，宣传培训少，技术

普及率降低。

４　下一步打算

４．１　积极争取大豆间套种技术方面的项目

多点建立高质量的示范片，组织农民去参观

学习，提高农民的认识，增强农民的重视度；广泛

开展大豆间套种技术方面的培训，使这一高效栽

培模式农民皆知。

４．２　引进优质、高产大豆新品种

进行试验、示范，筛选出适宜本地种植的优

质、高产新品种３－５个，以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

需求。

４．３　邀请大豆间套种技术方面的专家、教授到汉

中来进行技术指导、培训

　　通过这种途径，提高广大技术干部及农民朋

友的种植水平；引进更多科学合理的带型结构，使

这一高效种植模式不断推广、发展。综上所述，汉

中地处秦巴山区之间，绝大部分为丘陵及山区坡

地，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３０万ｈｍ２左右，都可以

实施大豆间套种技术，尤其是丘陵及山区坡地，增

产增效效果显著。通过推广大豆间套种高效种植

模式，可以达到 “单产、面积、效益”三突破，实现

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社会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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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气象信息发布体系逐步完善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０日，从中国气象局获悉，目前，我国气象信息员达３７．５万名，高音预警喇叭近８万

个，气象电子显示屏近６万余块，乡镇气象信息服务站１３９８０个，气象信息发布体系逐步完善。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陈振林表示，目前，气象部门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网页、微

博、电话、农村大喇叭等手段全方位传递气象信息，已经走在提速“最后一公里”的最前线。

电视天气预报节目收视率列各电视频道之首。我国于２００６年开通的气象频道已覆盖４０００多万

数字电视用户群。天气服务类网站中国天气网，日最高浏览量达１５８１万页；各地气象官方微博第一时

间更新，轻点鼠标便能随时获悉气象信息。

手机也是传播气象信息的主要媒介，传播方式包括短信、彩信、ＷＡＰ上网、小区广播和３Ｇ等，其

中，全国手机短信定制用户数达到１．２亿。陈振林介绍，广西率先开辟了预警信息传递“绿色通道”，气

象部门负责制作全网发布的预警信息，可在３０ｍｉｎ内向影响区网内全体用户发送预警信息。

此外，全国还建成沿海海洋气象广播电台７个，覆盖我国东海、南海、渤海和黄海海域；１２１２１、

９６１２１、９６２２１等声讯电话也是各级气象部门开通的、公众获取灾害预警信息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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