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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大豆与玉米进行套种种植，让高秆系的玉米与矮杆

系的大豆进行合理搭配能够实现光源、水源、空间、时间的合理

利用，加强玉米、大豆对养分的吸收，增强土地利用率以及农民

的经济收益。与此同时，由于玉米和大豆之间存在的差异性能，

在吸收养分的过程中有差异，就可以将土地利用和养地进行高

效结合，实现复合群的互补关系，使这两个作物达到优势互补的

状态，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和质量。

1玉米套种大豆的必要性

当前，在玉米作物开展种植的过程中，推广玉米套种大豆种

植技术具有关键的作用。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贵州省受

复杂地形的影响当地可供农业生产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因此

在玉米种植的过程中将玉米套种大豆这样一种农业种植方式对

于提高土地的整体利用率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与此同时，通过

这样一种方式也可以更好地实现农业生产效益的最大化，使得

农业生产变得科学合理[1]。其次，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食

用油的生产、食品加工还是饲料加工都需要使用到大豆和玉米，

也就表明这两种农作物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2玉米套种大豆栽培技术的增产优势与经济效益

在玉米种植开展的过程中，通过将玉米套种大豆实现田间

管理让玉米与大豆合理轮作。在种植时需要将玉米种植在垄沟

间、垄台种大豆，充分利用垄沟的节水功效为玉米提供适宜的水

分。与此同时，同样的降雨量将玉米种植在垄沟之内所接纳的雨

水量相当于年降雨量的两倍，对于玉米的生长来说是十分有利

的，可以更好地实现玉米保墒[2]。与此同时，在玉米套种大豆的过

程中每株玉米都可以很好地享受边行优势开展充分的授粉，促

进个体更好地发育，让果实变得更为饱满。在大豆生长的过程中

由于其不需要强烈的光照，因此玉米就可以发挥高秆的作用，为

大豆遮荫。通过这样一种玉米套种大豆的栽培模式能够更好地

促进增产增收，提高效果。

3大豆玉米套种高产高效技术优势

3.1 光能利用率高

在农作物种植开展的过程中，农作物对于光能的利用率取

决于叶片面积大小、叶绿素含量、叶片面积指数、叶片倾斜角度

以及植株总数等。为了能够更好地提高植物的光能利用效率，就

需要在种植开展的过程中利用科学合理的管理方式。通过将大

豆、玉米进行结合开展套种种植可以有效提高太阳的综合利用

比率，相对于传统单一种植大豆或玉米的方式能够提高太阳的

利用率至 15%-20%[3]。玉米和大豆在同一面积内种植可以产生

高差比，构建出透气的“走廊“，这一方法可以有效增加二氧化碳

的供应。与此同时，太阳光也可以直接照射在高科作物上。由于

大豆比较矮小，因此田间的漫反射光也会得到全方位的增强。在

农作物光合作用开展的过程中，早上和晚上的光相对于中午来

说长光波较多。因此，通过玉米套种大豆的栽培方式能够显著增

强光照，为农作物的增产增收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不断优

化光能的综合利用率。

3.2 边行优势明显，田间小气候优越

在实际开展农作物种植的过程中，玉米套种大豆的方式能

够合理利用玉米种植的大面积区域，将传统单一种植的方式改

变为地头边垄种植，增强二氧化碳的供给量，同时提高了透光

性、通风性，使得光照的比例显著提升，让玉米和大豆的总量得

到提高，实现增产的目的[4]。与此同时，在开展种植的过程中也需

要进一步提高玉米的增产潜力，让单位面积内的玉米经济效益

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在实际玉米套种大豆种植过程中由于玉米

的植株较高，因此通过种植玉米可以有效建立大豆的田间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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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防止出现水分蒸发问题，提高其光照辐射能力。在大豆生产

的过程中也可以有效保障光能利用率的提高，为其提供更为完

善的光合作用。

3.3 增产效果显著

一般来说，在玉米套种大豆进行田间管理的过程中需要不

断提高其增产效果。通过对玉米大豆套种的生产效益进行高效

的分析可以发现通过实现玉米套种大豆可以有效提高大豆的产

量。一般来说，产量提升可达 1500kg/hm2，使玉米的产量提升达

到 75000kg/hm2。结合大豆 \ 玉米的市场价可以将总体种植效益

提升至 1.2 万元 /hm2。也就表明,玉米套种大豆的田间管理方式

具有较好的增产增收效果，应当值得被广泛推广[5]。

4 玉米 -大豆间作栽培模式的种类

4.1 自然条件较好、水肥充足的地块

在现阶段田间种植开展的过程中对于水分充足、自然条件

较好的地块就可以将套种栽培模式分成两种，一种是将栽培带

设置在 1.6m，大豆、玉米以各自栽种的方式栽种两行，让玉米之

间的距离设置在 33cm，大豆之间的距离设置在 66cm。其次，在种

植过程中将栽培带设置为 2.6m，大豆栽种两行，玉米栽种四行。

通过这样一种行距的设置使得栽种变得更为复杂，因此玉米就

需要使用二垄靠的方式进行栽种，将其行距设置为大的 66cm，小

的 33cm。大豆与玉米间的距离设置在 50cm，大豆间的距离设置

在 33cm，这样一种栽培模式能够更好地保障玉米套种大豆的种

植效益[6]。

4.2 自然条件比较差且土壤肥水不那么充足的地块

一般来说，在玉米地套种大豆进行田间管理的过程中若是

土壤的自然条件比较差，水肥不充足，那么就需要充分发挥因地

制宜的原则，在提高农作物产量同时改善土壤肥力。因此，在实

际种植开展的过程中就需要有效降低单位面积土壤的种植量，

降低土壤的种植。在开展种植的过程中应当合理设置栽培带的

宽度，将其设置为 2.2m，并将大豆栽种四行、玉米栽种两行。玉米

和大豆的行距都应当设置在 33cm。其次，在栽培带设置的过程中

若是将其设置为 2.6cm 就需要结合玉米和大豆的栽种行数确保

自身间距与方法一致，将行距设置为 66cm。最后，若是将栽培设

置为 3m，那么栽种行数可以分为两行，大豆的栽种行数应当设

置为 6行[7]。

5 大豆玉米套种高产高效技术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贵州地区玉米种植模式主要是将玉米套种大豆，其

具有较高的种植潜力。种植模式包括小麦—玉米—大豆套种、马

铃薯—玉米—大豆套种以及小麦—玉米—大豆 + 甘薯套种这几

种套装模式。大豆都是套种在植株较高的作物上且共同生长时

间为两个月左右，保障玉米大豆种植有效性。要想真正意义上实

现增产增收就需要开展科学合理的搭配，保障其配置的合理，确

保其播种期的协调。因此，就需要对群体配置技术进行进一步的

探究。近几年来当地对于玉米套种大豆的种植模式进行了配套

技术的研究，陆续开发出了玉米大豆套种模式以及相关技术，推

进该模式的高效运用，实现了全方位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在实

际套种的过程中也需要明确认识到玉米套种大豆仍然存在着一

些问题需要改进。如果管理方式不当则会导致发展潜力、生产效

益和生产总量受到严重的影响。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玉米套种大豆的田间管理技术适合的耐

荫高产良种较少,其中所应用的品种涉及到混杂退化的情况。与

此同时，在种植的过程中由于其成熟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容易出

现各种患病问题，导致产量低下，生产过程不平稳。此外，在种植

开展的过程中，很多模式没有进行规范，窄行带宽种植模式占据

主体地位，使得大豆的生产量不断下降。此外，在玉米种植的过

程中玉米对大豆的荫蔽问题较严重。通常来说，玉米选用的植株

较为高大，且成熟期较晚，在生产的过程中大豆受荫庇时间较长

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倒伏的情况，减少大豆的产量。此外，在生长

的过程中还容易出现各种病虫害，如根腐病。就需要从根源上解

决这些问题，推进玉米套种大豆生产的高效开展。

6玉米和大豆间作套种栽培技术

6.1 科学处理种子

在玉米套种大豆管理开展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对播种前的

种子进行科学合理的处理，这样才可以有效保障其品质和产量

的提升。通过使用合理的筛选方式，挑选出脂肪，蛋白质含量较

高的种子，将病种、换种、残缺种去除，这样可以有效保障种子的

出苗率。与此同时，在实际管理的过程中也需要对种子进行活化

处理，选择抗性较好的种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提高种子

的抗性。对于大豆种子还需要使用钼酸铵对其进行拌种处理，这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提高种子的活性，防止出现病虫害的

威胁，加快根部根瘤菌的生长速度。与此同时，在管理的过程中

也可以使用各种药物和种衣剂进行包种和拌种处理，这在一定

程度上也可以更好地提高种子的抗病虫害能力。

6.2 精细化处理田地

在实际进行玉米套种大豆种植的过程中还需要在种植开展

之前就做好精细整地工作，结合旋耕灭茬、翻犁深耕等各种措施

使得土壤层得到活化，以此增强土壤的肥力。例如，在实际田间

管理开展的过程中就可以在整地灭茬之前在土壤中施撒 2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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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肥，以便改善土壤结构。与此同时，在管理的过程中还需要

做好耕地的底墒，使得玉米和大豆在生长苗期和出苗所需要的

水分都能够满足要求。对于没有浇底墒水的地区还需要做好引

水、储水工作，防止出现干旱情况，以此为植物的作物中后期生

长提供有利条件。

6.3 优化种植方式

就现阶段的田间管理来说，使用玉米套种大豆的方式尤为

关键，应当做好播期的选择。大豆、玉米的生育期较为相近，应当

使用同轴同收的方式开展管理，统一时间。一般来说，应当尽量

提早播期，在六月中旬前结束播种。在对耕地进行选择的过程中

还应当选择水肥条件比较好的地区，设置栽培地带为 1.6m。玉

米、大豆各自栽种两行，将大豆行距设置在 66cm，行距设置在

33cm 或者在对栽培地带进行设置的过程中应当靠沟一边种两行

玉米，且保持大豆的行距在 35-40cm，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

保障大豆的出苗率。对于水肥贫瘠地区，在种植的过程中可以将

栽培地带设置在 2.2m。玉米和大豆的行距设置在 33cm，在播种

完成之后还需要保障土壤和种子之间的紧密性。在种子上覆盖

薄膜或薄土，对于确保种子的出苗率，为大豆、玉米提供适宜的

生长温度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6.4 开展田间管理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障玉米套种大豆的种植效率就需要开展

高效的田间管理。首先，应当完善田间除草工作的开展，除草工

作应当使用适宜的物理方式，如中耕。必要情况下应当使用化学

药剂进行除草，如丁草胺、莠去津、草甘膦等。在使用化学药剂之

后为了能为了有效减少化学药品的伤害，就需要在耕地上利用

反光地膜进行覆盖，这也可以有效防止杂草的生长。与此同时，

在种植的过程中还需要及时排除积水，防止其对植株造成伤害。

对于耕地间的作物苗应当及时进行检查并做好查苗、补苗、间苗

工作。为了能够有效保障出苗率，就需要进行大豆、玉米的均匀

播种。一般来说，播种 2-3 粒即可，待玉米生长出 2 叶 1 心时就

需要做好及时的定苗工作。在玉米套种大豆时还需要做好玉米

和大豆苗生长态势的观察，选择长势精神、生长力旺盛的幼苗。

在每个玉米穴中种植 1 株，每个大豆穴中种植 2 株，这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更好地保障大豆、玉米的生长密度，确保其植株密度以

最优化的形式呈现，保障植株生长养分的同时提高产量。在田间

管理的过程中还需要对生长状况进行实时的观察，对于人为和

自然因素等造成的缺苗少苗的情况应当做好及时补种，防止出

现减产问题。此外，在耕地内还应当开展高效的水肥管理，由于

玉米和大豆在生长过程中所需要的营养元素有较大的差异。一

般来说，玉米在初期生长过程中所需要的氮元素较多，因此可以

为其施加尿素。而大豆由于本身的根瘤菌固氮能力较强，因此需

要利用尿素施肥。对于大豆需要在其叶片上喷撒磷肥和钼肥，这

样也可以更好地保障大豆的健康生长。

6.5 做好病虫害防治

对于玉米套种大豆的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是其中十分关

键的一个部分应当引起关注和重视。就现阶段的玉米套种大豆

的过程中，常见的病虫害如纹枯病、地老虎、大小叶斑病、等，在

防治的过程中就需要在出苗期就进行病虫害的监控，防止出现

缺苗问题。对于病虫害的防治应当使用化学方法，每 667m2 喷洒

50%的辛硫磷乳油。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应当在大喇叭口时期利用

敌毒粉兑水喷洒以此防治玉米螟。对于在大豆种植过程中的常

见病虫害，如立枯病、根腐病、炭疽病、粘虫、红蜘蛛等就需要使

用三氯杀螨醇乳油进行防治，在选择化学农药时应当确保农药

对这两种作物都无害。对生态环境的侵害作用较小，这样可以有

效保障作物的高产高质。

7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现阶段玉米套种大豆开展的过程中就需要进

行合理的分析探究，了解现阶段在种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

选择优质品种、科学处理种子、精细化处理田地、优化种植方式、

开展田间管理、做好病虫害防治等各种措施来更好地推进田间

管理的开展，让玉米和大豆都能够在种植的过程中更好地生长，

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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