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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新巴镇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属

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干湿明显。由于纬度较低，许

多地区没有严寒季节，受季风气候影响，冷暖风气流交汇频繁，

年降水量在 1100-1300 毫米之间，雨量充沛。但由于贵州山地较

多，地形复杂，“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气候特点，可用耕地

稀少。农民为了增收总结出了玉米 - 大豆间套作的种植模式，由

于大豆作物较为喜阴，同时属于矮茎作物，对化肥的需求量较

少，同时自身有根瘤菌具有固氮的能力，有利于玉米这种需要大

量肥力农作物的生长发育。而玉米属于高茎喜光作物，对肥水的

要求很高，如此，大豆 - 玉米的间套作能充分的利用土地资源、

化肥和阳光，提升农作物的产量。

1 大豆 - 玉米间套作的模式

1.1 夏大豆 - 春玉米间的套作

传统的间套作模式多采用 167 厘米和 200 厘米的对开带，

由于大豆的前茬农作物多为冬小麦或者地膜马铃薯，所以种植

的行间距一般为窄行种植或者等距种植，在生产种植过程中，由

于种植户在进行选种、间套作种植、播种期播种、技术管理上的

随意性较大，导致种植的效益不高，产量偏低、种植户的收益不

大，失去了大豆与玉米间套作的意义。据此，经过调查和研究发

现，在通过引进推广带状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技术过程中，对大豆

和玉米的品种选择、种植模式的发展、大豆玉米主产区的调研很

有必要，进而，研究出一套适合春玉米与夏大豆间套作模式的发

展对策。通过扩大大豆玉米种植的行间距、缩短株距及宽窄行分

带种植，夏大豆与春玉米之间的宽带仍然采用 167 厘米和 200

厘米，并按照宽窄行的形式进行种植。春玉米则按照 40 厘米的

窄行行距 2 行播种，株距为 20 到 25 厘米，宽行为 1.27 到 1.6

米，同时种植 2 行大豆，株距为 15 到 18 厘米，行距为 30 到 40

厘米，春玉米与夏大豆之间的间距为 50 到 60 厘米。春玉米密度

为 4.5 到 5 万株每公顷，播种的深度控制在 4 到 6 厘米之间，夏

大豆每穴 2 粒种子，有效株数为 12.7 万到 14.2 万株每公顷，播

种深度控制在 3 到 5 厘米之间。其次，合理的播期关系到大豆的

产量，大豆播种过早，开花期容易受到高温影响，播种过晚则会

遭遇雨期，影响收获和下茬作物的种植，所以，要根据地区条件，

当地气候确定大豆的播种时间。玉米应在 4 月中下旬进行播种，

大豆可在 5 月下旬到 6 月上中旬进行播种，间套作模式选种关

一定要把好。

1.2 夏大豆 - 夏玉米间的套作

夏大豆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农作物，在古今大量文献中都有

记载，距今已有五千年的种植历史，古称菽，后广泛传播世界各

地。大豆的品种繁多，从颜色上就有六类，包括黑色、褐色、棕色、

红色、青色、黄色等。夏大豆是补充人体蛋白质的重要食品，也是

喂养牲畜的重要饲料，想要提高夏大豆的产量和质量，大豆选种

是关键。在夏大豆与夏玉米的间套作模式中，要按照宽窄行的方

式进行种植，具体操作方法如下：夏玉米的播种按照 0.4 米的行

距两行进行播种，植株间距为 20 到 25 厘米，宽行距为 1.8 米，种

植 3 行大豆，植株间距为 16 到 18 厘米，行距为 30 厘米，夏玉米

与夏大豆之间的间距为 60 厘米。玉米的种植密度为 4.8 万到 5

万株每公顷。播种深度控制在 4 到 6 厘米之间，大豆每穴 2 粒种

子，有效株数控制在 13.7 万到 14.2 万株每公顷之间，播种深度

控制在 3 到 5 厘米之间。另外，玉米的播种时期在每年的 5 月下

旬到 6 月上中旬之间，大豆也要同时播种，如果播种过晚，遭遇

的雨期，收获的雨量将会增多，播种前要精选种子保证出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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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大豆的播种量尽量控制在 55 到 75 千克每公顷，夏玉米的播

种量则控制在 18 到 22 千克每公顷。最后，还要控制好行的走

向，夏大豆与夏玉米间套作模式下，南北走向会使农作物光能吸

收效果最好，长势最强，产量最高。

2 大豆 - 玉米间套作的栽培技术

2.1 间套作大豆栽培技术

第一，选择优质的大豆品种。选择两高一优的特色品种，该

类品种具有高产、高效、优质的特点，另外，还具有抗倒伏、抗病

虫害、不炸豆荚、不落粒、抗风抗压、抗逆性等特点。同时，在大豆

品种的选择上，还需对株形有要求，不能影响间作地中玉米或者

其它农作物的生长发育，要有耐阴性，在遮光的环境中正常结荚

生长。第二，适时的进行播种种植，在大豆 - 玉米间套作时，可将

两种作物的种子同时播种，将大豆播种在玉米两株植物之间，采

用穴播的方式，在播种过程中，每个穴播种 3 或 4 粒种子，穴与

穴之间距约为 20 厘米，每种作物之间的行距约为 40 厘米。第

三，及时进行田间管理，田间管理主要包括玉米秸秆的还田处

理，在玉米成熟后及时的将玉米秸秆切断，与大豆株全部还田。

然后在大豆第一次播种后，根据情况对大豆进行及时的补苗、间

苗定苗的工作。大豆在生长到三叶期时还需对大豆进行查苗、补

苗和间苗，并在五叶期对大豆完成定苗。在每个穴出留下 2 到 3

株健壮的大豆苗，将剩余的弱苗淘汰去除。在间苗期间还要注意

施肥，尤其是间苗后要施专用的化肥，加快点大豆花和幼小豆荚

的生长速度。在大豆苗生长期间要施加氮肥增强土壤的肥力，提

升土壤的含氮量，并在下雨期间施加尿素，方便尿素随着雨水渗

入地下，有利于大豆吸收营养。大豆结豆荚时，在其叶面上喷洒

磷酸钙溶液，并加上磷酸二氢钾和尿素，每 7 天喷一次，喷 3 次

后可实现大豆的增产。第四，在大豆间套作期间，对于水分的管

理同样很重要，水分管理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为抗旱，在

农作物生长期间要保持土壤湿润，当出现干旱情况下，要及时给

土壤灌溉水分，防止大豆因缺水发育缓慢甚至死亡。另一方面为

排涝，尤其是南方地区，每年大量的降水，排涝现象较为普遍，当

降水过量时，要及时排除积水防止大豆苗缺氧窒息。第五，肥分

管理，大豆的苗期可以趁雨天进行施洒尿素，尿素一般 60 到 90

千克每公顷，碳酸钙则是 120 到 150 千克每公顷，大豆花期间视

苗情喷施多效唑，一般 600 到 900 千克每公顷，大豆豆荚鼓粒期

可用百分之零点三磷酸二氢钾 750 千克每公顷，视情况考虑是

否追加尿素，追加用量 7.5 千克每公顷。第六，病虫害防治，夏大

豆生长期间主要的虫害包括造桥虫、豆荚螟、豆天蛾等，可以采

用菊酯类、茚虫威、虫螨腈、甲维盐及其复配剂进行喷雾防治。第

七，适时收获，夏大豆收获的标志一般是叶片变黄脱落，豆粒饱

满脱水呈黄色，可以显示出农作物产品固有性状时即可收割，尽

快收割完成后脱粒、收仓。

2.2 间套作玉米栽培技术

玉米的间套作可以有效的提高玉米产量，使玉米达到稳产

高产。具体技术包括第一，选择合适的种植土地，尽管玉米的适

应性很强，对土壤的要求较低，但在选择种植区域时，仍然要选

择日照时间充足、湿度适宜、土壤肥力高的地区。第二进行玉米

的选种，要选择适应当地温度、湿度、土地肥力的高产种子，间套

作玉米的选种要注意选择耐阴性较强的种子，此品种属于直立、

早熟的低矮型品种，目前市面上适合间套作玉米品种的有正大

系列 615 号、616 号和北玉 10 号等品种。第三，在玉米播种前，要

充分准备整地工作，可以选择人工或者机械的方式进行整地，在

翻整土地时要注意使土地松软，不存在体积较大的土块和杂物，

另外，土地翻整的深度要控制在 20 到 25 厘米之间，在土地翻整

后要保持垄沟间距在 20 到 30 厘米之间，保证玉米生长发育有

足够的空间。第四，选择合理的播种时间，播种时间也影响着玉

米的生长发育，如果播种时间过早，可能会受到温度、湿度等影

响，造成玉米生长缓慢出现患病、倒伏等情况，通常玉米的种植

时间在每年的 4 月份左右，先将玉米种子放在育苗袋或者育苗

球中培育玉米幼苗，然后将育苗袋中放入腐水和土壤进行混合，

每个育苗袋放入 2 到 3 粒玉米种子，育苗袋内营养土的配置方

法是将两份细土和一份粪肥进行混合，均匀混合后制成营养土，

等玉米发芽时将玉米植株移栽，15 天后玉米长到 2 片真叶的时

候再向种植区域进行移栽。第五，肥分管理，在夏玉米和夏大豆

播种前，每公顷应施加 180 到 225 千克的尿素，600 千克的过磷

酸钙、90 到 120 千克的硫酸钾或者（15-15-15）675 千克的三元

复合肥，有条件的可施加 7500 千克的优质农家肥。而夏玉米对

拔节壮杆的化肥用量要求很大，不仅要在播种前重复施肥，在幼

苗生长到 5 片叶子时为加快玉米的生长，增大叶子的面积和干

物质的积累需要在夏玉米植株间和小行间施加 300 到 375 千克

每公顷的尿素，在夏玉米生长到 6 到 11 片叶子时，为保证茎秆

的粗壮、根系的发达，玉米植株的茎高合理，可采用乙烯利和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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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酯结合防治。对于夏玉米的后期管理，关键是防止玉米出现早

衰，颗粒不饱满的情况，另外还要注意保护叶片，提高光照强度，

增加粒重，一般土地肥力良好的情况下不采取追肥，防止玉米贪

青晚熟，但如果发现玉米植株有明显缺肥症状，例如植株发黄，

应及时追肥，一般追加尿素在 75 千克每公顷。第六，病虫害的防

治，在夏玉米苗期主要是对地下害虫进行防治可采用菊酯类、阿

维菌素、甲维盐等复配剂在傍晚或者早上进行喷雾防止。到玉米

发育的中期，病虫害主要有青枯病、玉米螟、基腐病等，可以采用

井冈霉素、戊唑醇、己唑醇等来防治病虫害。而夏玉米的后期主

要有锈病、小叶斑病、大叶斑病，可用三唑酮、嘧菌酯、代森锰锌

等及其复配剂进行喷雾防治。第七，适时收获，一般在玉米秸秆

与叶片开始变黄，果实颗粒饱满，果粒开始变黄变硬有光泽时即

可收获，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尽量迟收，可以让籽粒更

加饱满，充分灌浆成熟。

2.3 病虫害防治技术

大豆病虫的防治技术是保障大豆产量和品质的有效手段，

也是保障农民经济收益的有效措施。在大豆生长发育过程中，大

豆霜霉病是一种严重威胁大豆幼苗的病虫害。其主要病症包括

对大豆籽粒、幼苗、叶片的严重危害，当叶部感染时，大豆叶第一

片真叶展开，沿着叶脉两侧出现褪绿斑块，并且叶片表面呈现出

不规则性或者圆形，叶子背面生出灰白色的霉层，后变成褐色，

叶子边缘逐渐出现模糊的黄绿色斑点，叶片的病斑内含有大量

的病菌卵孢子，表面还粘附着灰白色的菌丝层，病斑中的病菌卵

孢子在病叶中过冬并在第二年年初对病叶继续侵染。此病的发

病期常在每年 6 月下旬，在多雨时节病情更严重。关于此病的防

治技术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药剂防治，在每年防治期间用 25%

的甲霜灵可湿性粉剂或者 40%的乙磷铝可湿性粉剂，按照种子

重量的 0.5%进行拌种配置。在发病期间则可用甲霜灵 800 倍的

溶液或者乙磷铝 300 倍的溶液进行喷洒。大约每 667 平方米的

土地面积用药液 40 千克。第二，通过选用抗病品种的种子实现

对大豆霜霉病的防治，使用农业防治需执行 2 到 3 年轮作模式

效果更佳。大豆根蛆病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大豆病虫害，几乎年年

出现，一般是蛹在土缝中或者大豆根皮内进行过冬，直到第二年

5 月中下旬开始化为虫啃食大豆根部，并且在大豆根皮处继续繁

殖寄生。其防治技术主要是药剂防治，在预防期间主要是用药剂

40%的乐果乳油按照种子量的 0.5%拌种，经过兑水进行喷雾式

打药。而在成虫发病期则使用 70%的敌敌畏乳油 1000 倍的溶液

进行喷雾式打药，同样在每 667 平方米的土壤中喷洒 40 千克药

液。例如 100 千克的大豆种子，需要兑水 4 千克，药剂 0.7 千克，

用喷雾器喷雾打药，边喷边搅拌，防止药剂沉淀。由大豆胞囊线

虫寄生引发的大豆胞囊线虫病通过对大豆根部造成破坏，导致

地上植株生长发育不良、茎叶发黄、植株矮小、花器丛生、豆荚

少、果实不饱满。此病的危害极大，时常使作物减产 10%到 50%

不等，甚至还会有绝收的可能。该病的防治措施包括药剂防治，

用 3%的甲基乙柳林颗粒剂进行施药防治，每亩用量 5 到 6 去千

克，施药后进行覆土处理，或者用 3%的呋喃丹颗粒剂在播种沟

内进行施药，每亩用量 2 到 4 千克，在施药后同样要进行覆土处

理，另一种方法是农业防治，通过增加磷肥的用量，适时灌水或

与玉米进行轮作，轮作时间 1 到 2 年。同时，玉米方面的病虫害

问题同样严重。由鞭毛菌亚门真菌、玉米腐霉病菌引发的玉米拔

节期整株青枯死亡，当剖开其茎部后发现髓部位有明显的变褐

色趋势，并在发病后期有镰刀菌伴生现象，该病的防治技术主要

包括用金磊多米尔 1000 倍、康正雷 1000 倍或者盖克 1000 倍等

药剂灌根。玉米腐茎病是甜玉米茎部处经常被真菌和细菌单独

或者复合侵染引起的，一般发生在甜玉米的后期生长中，症状分

为急性和慢性，急性一般是发生在暴风雨过后，或者大风期间，

经过 2 到 3 天的失水，叶片呈现出青色枯萎状，而慢性病的进展

则较为缓慢，叶片从上到下变色、腐烂，植株青枯，茎部中空易倒

伏，果实干瘪。主要是由于欧文氏杆菌细菌在土表面过冬，并经

过玉米植株的伤口或直接侵入导致玉米患病。该病的防治措施

包括选择培育抗病的新品种，与大豆进行轮作，合理进行密度化

种植，科学施肥，通过化学药剂进行防治，以施得乐 1000 倍的溶

液喷在茎基部位，或者青枯灵、青枯停 1000 倍灌根。

综上所述，通过大豆 - 玉米间套作技术的应用科学合理的

对选种、整地、播期进行阐释，并有效的对病虫害防治问题提出

对策，促进玉米大豆产量的提高，种植户经济效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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