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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吉林省为例，通过对大豆特性和选种，土壤及耕种方式选择，施肥管理，播种时间、方法和密植管理，除草及病

害防治等5方面的分析，以期为该地区的大豆种植生产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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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Taking Jili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election of soybean, the selection of soil

and farming methods, fertilization management, sowing time, method and close planting management, weeding and disease preven‐

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e of soybean planting and production in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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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地整地

1.1 土壤选择

大豆的根系较为发达，对土壤要求并不严苛。不过为获

得高产，应当选择土层深厚、排灌条件优良的地块，选择生态

环境良好、无污染的地区，地块应集中连片、地势平坦、排灌

方便、耕层深厚、土壤肥沃、理化性状良好，宜与玉米等高秆

作物间作或实行3年以上轮作，避免重迎茬。

1.2 整地处理

种植前需整地，宜秋翻，深度在20~25 cm，翻后及时耙

地。翻后未耙地的田块，在春季土壤耕层化冻5 cm时，进行

耙、压；未及时秋翻地块，在春季机械灭茬，顶浆打垄，整平整

细土地，保住墒情[3]。

2 播种管理

2.1 选种

欲实现大豆的高质高产，进行科学的选种是首要前提。

要结合土壤特点选择对应的大豆品种，土地肥力好且灌溉条

件较为优良的地块，可以选择白农6号、8号高产大豆品种；

若种植区域土质贫瘠，灌溉条件不佳，或是孢囊线虫容易爆

发，选择白农9号、10号品种，这些品种植株较为茂盛，结荚

多，同时抗性与耐性表现均较为优异，对恶劣气候环境的适

应性较强[2]。

2.2 播种时间

当土壤8~10 cm地温稳定超过8℃开始播种，吉林省通

常选择4月进行播种。对于阳坡地形以及较为晚熟的大豆品

种，可以提前播种；洼地以及中早熟大豆品种应推迟播种期。

2.3 播种方法

采用60~65 cm垄上双行，或采用45 cm窄行密植机械精

量播种，覆土3~5 cm，春涝浅播、春旱深播，播后及时镇压。

2.4 种植密度

种植密度需要结合所在地地块以及大豆品种决定，温度

较低且地块情况不理想的区域，如洼地、涝地、凉地等，则应

稀植；温度较高且地块优良的区域，则应择密植。另外，选在

春季种植的大豆应以晚熟品种为主，种植密度10 000~20 000

棵/0.067 hm2；夏播种的大豆应以中早熟品种为主，种植密度

15 000~20 000颗/0.067 hm2。

3 施肥管理

基肥多为农家肥。基肥用量需要根据土壤及农家肥的

实际情况来决定，对于具备较高营养价值的基肥，1 000~

1 500 kg/0.067 hm2的施肥量较为适宜；而营养成分相对较少

的基肥，3 000 kg/0.067 hm2较为合宜。

播种同时施入种肥，每0.067 hm2施入纯氮1.33~2.33 kg、

纯磷3.33~5 kg、纯钾4~5.33 kg，或等养分量的有机-无机复混

肥料，配合使用微生物肥料。另外，注意确保种肥与大豆种

子之间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防止肥料在土壤中分解所产生

的大量热量灼伤大豆幼苗。当大豆生育后期发现脱肥现象

时，每0.067 hm2用尿素0.3~0.4 kg、磷酸二氢钾0.1~0.13 kg，

兑水0.43~0.5 kg叶面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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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合理追肥

（1）苗肥。早施、勤施苗期，及时供应油菜所需养分。每

0.067 hm2施5~6 kg尿素，如土壤中缺少磷钾，应补施磷钾肥。

（2）薹肥。油菜薹期是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期，植

株迅速抽薹、长枝，叶面积增大，花芽大量分化，是增枝增荚

的关键时期。根据底肥、苗肥的施用情况和长势酌情稳施

薹肥。

（3）花肥。油菜抽薹后同时开花结荚，种子的粒数和粒

质量与开花后的营养条件关系密切。花期追肥可以叶面喷

施0.1%~0.2%的尿素或0.2%磷酸二氢钾。另外，可在苗后

期、抽薹期各喷施1次0.2%硼砂水溶液，防止出现“花而不

实”的现象，提高产量。

2.5 科学排灌

除了要注重施肥、间苗与除草工作外，还需做好灌溉、排

水。当油菜出苗时，对土壤中的水含量以及空气湿度进行勘

测，根据测量结果，合理灌溉，确保植株健康发育。当植株生

长至拔节期时，对营养的需求量较大，要做好施肥、灌溉工

作，需控制田间水量。很多农户为了促进其生长，施用大量

的化肥与水分，不仅无法使其健康发育，还会因田间积水未

及时排出致使植株根部腐烂。

在植株的结荚期以及拔节期进行灌溉时，避免提供的水

分过大，同时也需保证水分足够充沛，促使油菜植株在优良

的土壤环境中得以健康生长。此外，也需注重田间的排水工

作，完成浇灌后，将田间未被吸收或未渗入土壤中的水尽可

能排出。为了达到排水效果，可以事先在田间开挖一条排水

沟，并通过人工的方式，将田间积水引入沟渠中，以此使植株

免受洪涝影响，保证油菜产量。

2.6 病虫害防治

油菜生长期间最为常见的病害有菌核病与霜霉病，为了

达到防治病害的目的可以在种植前，使用48%乐斯本乳油

800倍液均匀的喷洒至土壤表面，起到预防病害发生的效果，

也可以使用多灵菌进行治理。常见的虫害有跳甲虫、蚜虫

等，在对其进行防治时，应用溴氰菊酯达到治理的目的，喷洒

药物的最佳时期为出苗期及花蕾期。当油菜生长至花蕾期

时，极易遭受露尾甲虫害的侵扰，为了起到预防、治理的作

用，保证油菜健康生长至结荚期，需应用4.5%氯氰菊酯800~

1 000倍液喷洒至植株叶面进行治疗。

3 结语

高原地区较为寒冷且干旱，因此，油菜种植便成了当地

农户重要的经济来源。为了提高油菜的总产量，进一步增加

农户的经济效益，需重视科学种植技术的应用，做好油菜生

长的管理工作，实现高产的同时，提高油菜的质量。此外，还

需针对常见的病虫害制定防治对策，促使高原地区的油菜能

够健康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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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花期管理

为了有效地避免倒伏现象的发生，需要在开花之前中耕

培土，增加大豆植株侧根数量，促进大豆植株根系的健康发

育；花期大豆植株生长速度加快，对养分的需求量骤增，一旦

土壤肥力与养分不足，后续的结荚数量会受到极大影响，应

按照4~5 kg/0.067 hm2的标准向长势较弱的土地中追施尿素，

以切实提高产量；防干旱管理。花期大豆植株代谢非常旺

盛，耗水量巨大，需要进行补水，防止落花。如若遇到暴雨或

是连续阴雨情况出现，需要及时做好排水防涝工作。

5 除草及病害防治

5.1 除草管理

杂草的大量生长会侵占土壤中的养分，同时吸收肥料，

使得大豆在后期的生长缺乏养分。一般而言，大豆开始结荚

时，杂草幼苗以及草籽会进入到旺盛生长的阶段，此时是除

草的绝佳时期。

5.2 病虫害防治

食心虫防治：治幼虫一般采用菊酯类药剂兑水喷雾。成

虫发生盛期，每0.067 hm2用80%敌敌畏乳油100~150 mL，将

玉米穗轴或向日葵秆瓤截成约5 cm长段，浸足敌敌畏药液，按

每隔4垄前进5 m一个药棍的密度，将药棍夹在大豆枝叉上。

灰斑病防治：合理选育和利用抗病品种是防治大豆灰斑

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合理轮作避免重迎茬，有条件可

以进行2年以上轮作，减少灰斑病危害，如轮作有困难，应在

秋后翻耕豆田，减少越冬菌量。发病初期喷洒70%甲基托布

津可湿性粉剂1 0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700~800

倍液，花荚期再喷1次。

6 收获

人工收获应在黄熟期进行，即90%豆叶基本脱落，豆荚

由绿变黄，豆粒归圆；机械收获应在完熟期进行，即大豆叶片

基本脱落，豆粒变硬，用手摇动植株豆荚有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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