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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玉米、大豆是非常重要的粮食、饲料、食品原料及

工业原料。我国每年消耗大豆约 1.1 亿吨，消耗玉米，

饲用玉米消耗约 1.8 亿吨，而全国每年大豆和玉米产量

分别为 1.6亿吨和 2.6～2.7亿吨，国内大豆产量远不能

满足国内大豆市场消耗量，每年大约有 80% ～ 90%市

场缺口需要依靠进口补足。近几年，随着国内畜牧业的

产业化发展，饲用玉米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上升，饲用

玉米市场供应出现不稳定的局面，影响市场价格波动。

为应对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趋向于多元化、生态化、资源节约化发展。

在农业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下，各类粮食作物种植规

模和面积受到不同限度的影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结

构将趋向于多元化、平衡化发展。随着各类作物类型多

样化、经济作物种植规模扩大化发展，玉米、大豆等粮

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将会减少。但饲用玉米、大豆的市场

需求却在不断地扩大化，导致国内可能面临着更加严峻

的玉米、大豆市场供需矛盾。中国作物学会会员、四川

农业大学杨文钰教授及其团队连续 22a专注研究玉米、

大豆增产技术，研发出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2017 年，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获得中国作物学

会作物科技将，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写入玉米大

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提出要大力推广玉米、大豆间作

新农艺，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及配套体系。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写入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

术，明确提出“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为 2022

年国家重点示范推广的稳粮扩油项目，要在全国扩大玉

米大豆复合种植模式及种植技术推广面积，在西北、黄

淮海、西南和长江中下游等适宜地区推广玉米大豆带状

复合种植。为保障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推广，

国家还加大了对采用该模式经营主体的补贴，按照 3000

元公顷的补贴标准进行补贴。西南地区温度高，农作物

一年可收成两至三季，大豆春夏均可作，可因地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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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玉米大豆间作和套作两种模式。广西地区贯彻落实

中央一号文件会议精神，在全区内开展玉米大豆带状复

合种植模式，仅上半年全区完成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3000hm2，在各县建立多个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试验

示范点，有效地保证了全省 14457hm2 的种植任务，并

取得了良好的推广效益。研究该课题的目的在于为确保

后期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高效推广提供保证。

研究该课题对于分析广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限制因

素和因地制宜地开展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及提高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推广综合效益有着重要的

意义。

二、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一）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区概况

苍梧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区建立与 2022

年 1月，示范地位于沙头镇思艾村和京南镇高稳村，总

示范面积 14hm2。其中沙头镇思艾村种植 7.3hm2，京南

镇高稳村种植 6.7hm2。以上两个示范地选择的玉米品种

为玉米南甜 6号和桂甜糯 525，大豆品种为大豆华春 6

号，设计玉米平均每公顷产＞ 4800kg，大豆平均每公顷

产＞ 2250kg，要求通过示范地试验辐射性的推广玉米大

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带动全县粮食稳定持续增长。为

确定更加适应当地的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行间距，在

沙头镇思艾村示范地尾组大田垌以南甜 6号和华春 6号

开展了 4个不同处理的田间试验，通过 3次重复对比试

验确定最佳的玉米大豆种植行间距。玉米大豆带状复合

种植行间距对比试验示范面积＞ 30m2，采用了“2+3”

模式，三次重复试验处理依次如下表所示。

表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行间距对比试验方案处理表

处理 备注

1
以 2.4m为一单元，玉米行距 40cm，大豆与玉来行间距 70cm，

大豆行距 30cm

2
以 2.6m为一单元，玉米行距 40cm，大豆与玉米行问距 80cm，

大豆行距 30cm

3
以 2.8m为一单元，玉米行距 40cm，大豆与玉来行间距 80cm，

大豆行距 40cm

4
以 3.0m为一单元，玉米行距 40cm，大豆与玉米行间距 80cm，

大豆行距 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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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种植模式。

“2+3”模式。2行玉米+3行大豆带，每个生产单

元为 2.4m，玉米带含沟 1.2m，大豆带沟 1.2m。

“3+4”模式。3行玉米+4行大豆带，每个生产单

元为 3.2m，玉米带含沟 1.6m，大豆带沟 1.6m。

2.田 间 设 置。 玉 米 行 距 为 40cm， 株 距 为

16 ～ 18cm，大豆行距为 30cm，穴距为 12 ～ 15cm，玉

米大豆间距为 70～ 75cm。

3.种植密度。玉米每公顷种植 46200 ～ 52050 株，

大豆每公顷种植 62400 ～ 69450 株，每公顷种植密度为

124800 ～ 138900 株。

4.肥料施用。

① 玉 米。 玉 米 亩 施： 配 方 施 肥

N ∶ P205 ∶ K2=15 ∶ 5 ∶ 12 ；基肥:有机肥和磷肥以及

30%的氮肥、40%的钾肥作基肥施用；攻秆肥（8 ～ 9

叶）∶ 40%的氮肥、30%的钾肥；攻苞肥（抽雄前

10～ 15d，大喇叭口期）∶ 30%的氨肥、30%的钾肥。

②大豆。大豆亩施：低氮（15-15-15）平衡复合肥

15 ～ 20kg，整地时左底肥提前撒施或播种时作种肥施

用，后期视长势补施或叶面追施少量氨钾和微肥。

5.试验结果。专家随机抽取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植示范地 3个生产单元进行产量测试，结果显示：鲜

甜玉米每公顷产量达 11025kg，鲜大豆每公顷产量达

6285kg，每公顷产值达 64500 ～ 67500 元。同时，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在 5月 5日至 18日开始春播，面积

达 14hm2，种植大豆品种有华春 6号，玉米品种有桂甜

糯 525，南甜 6号等。验证了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

术具有显著的增效优势，作为一种高效种植模式值得

推广。

（二）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要点

1.优选品种。优选品种是保证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植模式推广玉米稳产和大豆增产的关键。选择品种时应

该选择增产潜力高、综合抗逆性强、地方适应性强的优

良品种。苍梧县选择了玉米南甜 6号、桂甜糯 525 和大

豆华春 6号作为示范推广品种。示范地试验结果表明玉

米南甜 6号和大豆华春 6号带状复合种植增效优势最为

突出。

2.选地整地。示范地设在沙头镇思艾村和京南镇高

稳村的家庭农场，农场土壤肥力为中偏下水平，水源方

便，土壤无污染，前茬作物为小麦。为了提高土壤肥

力，对示范地推广测土配方新技术和秸秆还田技术，使

用配方肥、绿肥等进行土壤改良。在播种前土壤施足底

肥，采用翻耕机械按照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规范

要求的作业深度进行翻耕耙平。底肥以有机肥为主，遵

循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辅助以复合肥。

3.种子处理。玉米种子用种子包衣剂做包衣处理，

大豆种子在播前用 40%噻虫嗪·溴氰虫酰胺悬浮种衣剂

做拌种处理。

4.种肥同播。播种采用玉米大豆免耕施肥播种

机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等

多项作业，采取种肥异位同播的方法完成种肥同

播。玉米行距为 40cm，株距为 16 ～ 18cm，大豆行

距 为 30cm， 穴 距 为 12 ～ 15cm， 玉 米 大 豆 间 距 为

70 ～ 75cm。玉米每公顷种植 46200 ～ 52050 株，大

豆每公顷种植 62400 ～ 69450 株，每公顷种植密度为

124800 ～ 138900 株。

5.田间管理。

①除草。玉米大豆播种后、出苗前采用 50%乙草

胺 乳 油 3000 ～ 4500mL/hm2 加 330g/L二 甲 戊 灵 乳 油

2250 ～ 3000mL/hm2，兑水 450 ～ 600kg/hm2 做封闭除

草处理。出苗后人工中耕除草或采用中耕除草机械中耕

除草，同时完成中耕松土作业。对杂草单一的情况，

可选用适用性效果好的除草剂采用带物理隔离功能的

定向蓬头做定向除草处理。玉米 3 ～ 5叶期，用 28．

8%焑 嘧· 莠 去 津 油 悬 剂 1200 ～ 1500mL/hm2， 兑 水

450 ～ 600kg/hm2 做定向除草处理。大豆生长出 2 ～ 3

片复叶期时，用 10.8%高效氟吡甲禾灵乳油 525mL/

hm2 加 20%乙 羧 氟 草 醚 乳 油 450 ～ 600mL/hm2， 兑 水

450 ～ 600kg/hm2 做定向除草处理。

② 水 肥 管 理。 在 播 种 时 施 入 有 机 肥、30%氮

肥、40%钾肥作为底肥。在土壤改良和施足底肥的

基础上，玉米按照生长阶段施肥。在播种期，按照

N∶P205∶ K2=15∶ 5∶12 的比例施入配方肥。在 8～9

叶期施攻秆肥，施入 40%的氮肥+30%的钾肥。在抽雄

前 10 ～ 15d，大喇叭口期施攻苞肥，施入 30%的氨肥

加 30%的钾肥。大豆播种是施入低氮（15-15-15）平衡

复合肥 15 ～ 20kg，后期视长势补施或叶面追施少量氨

钾和微肥。

③病虫害防治。玉米大喇叭口期或大豆花荚期，

用甲维盐乳油 150mL兑水 450 ～ 600kg/hm2 喷雾防治 2

次，每次用药间隔时间为 10d，用于防治草地贪夜蛾、

豆荚螟、点蜂缘蝽等害虫和常见杂草。大豆霜霉病在

用氟吡菌胺·霜霉威悬浮剂 900 ～ 1125mL/hm2，兑水

450 ～ 600kg/hm2 喷雾防治 2 ～ 3次，每天用药间隔时

间为 8d。

6.适时收获。玉米籽粒乳线消失、籽粒腊熟、苞叶

变黄后采用自走式收获机收获；大豆叶片变黄且开始脱

落，豆荚呈现褐色，籽粒变硬，采用自走式联合收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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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

三、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在广西的发展前景

及制约因素

（一）广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条件分析

广西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热量丰

富，年平均气温为 16 ～ 23℃，年累积最低气温为﹣

8.4～2.9℃，年累积最高气温为 33.7～42.5℃，日平均

气温≥ 10℃，各地年降水量保持在 1070mm以上，大部

分地区维持在 1500 ～ 2000mm，雨量丰沛。气候非常适

合种植玉米和大豆。广西地区多山地丘陵，地形地貌复

杂，不易开展大面积连片作业，可耕种土地相对有限，

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有利于提高耕地利用

率，在保证玉米产量的同时，促进大豆种植面积的扩大

和产量的提升。

（二）发展前景分析

广西地区面向东南有北部湾口岸，向东、东北有广

东、深圳、上海等大城市，玉米、大豆市场广阔。广西

地区气候、降雨条件适合推广玉米、大豆的种植，而玉

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复合全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扩大大豆

种植面积、种植规模的现状，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每

公顷效益可达 47887.5 元，仅大豆增产可达 4800 元，有

利于农民增效。广西地区在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技术的同时，还培土推广土壤改良技术、机械化技术、

病虫害绿色化防治技术等，由农业农村局及广西农科院

等科研教学合作单位为农民提供优质玉米、大豆新品种

及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服务指导，有利于全面提

高广西地区农业生产技术，保证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增产增效。在苍梧县示范地试验结果表明玉米大豆带状

复合种植技术在广西地区推广发展前景广阔。

（三）制约因素分析

因地形地貌限制，广西地区不便开展推广大中型机

械作业。山地、丘陵坡度相对平原地区土壤流失严重，

特别是在雨季，雨水冲刷带走了大量上表土，导致山

地、丘陵土壤肥力偏低。广西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

区，部分村落分布分散，村落之间距离较远，少数民族

语言差异较大，不便开展实地技术指导和频繁的现场技

术交流。

（四）广西地区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推广建议

广西地区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有着较

好的气候条件，且拥有对外出口的贸易优势，推广玉

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市场前景广阔。但广西地区受地形

地貌、土壤肥力、技术推广等限制，一定限度上制约着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的推广效率。根据对广西地

区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条件及制约因素的分

析，笔者建议广西地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好玉米大豆

带状复合种植的推广准备：因地制宜的选配品种；重视

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开展多样化的技术宣传服务；建

立示范样板点；病虫害绿色防控。在推玉米大豆带状

复合种植技术推广过程中，农业农村局应该重视配套技

术的推广，将技术培训作为重点，选择线上+线下培训

相结合的方式，借助新媒体加强技术推广宣传及服务指

导，因地制宜地开展土壤改良，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制约

因素，从而加快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在全身的快

速发展，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对于稳定

玉米产量和扩大大豆种植面积、提高大豆种植产量有

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针对苍梧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植的“2+3”模式和“3+4”模式进行了研究，探讨了

“2+3”模式和“3+4”技术模式的关键要点，对南甜 6

号和华春 6号的符合种植行间距进行对比试验，试验结

果表明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在土壤改良、合理密

植、科学施用药肥及病虫害绿色化防控的基础上，甜玉

米取得了 11025kg的每公顷产量，鲜大豆每公顷产量达

6285kg，玉米大豆每公顷效益可达 64500 ～ 67500 元，

成效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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