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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农业大国与人口大国，对粮食作物的需求量

较高。大豆与玉米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能够有效满

足人们的营养需求。大豆与玉米种植规模较大，分布范

围较广，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传统的大豆与玉米种

植技术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相关技术人员应积极优化

种植措施，切实提高大豆与玉米的产量，采用先进的带

状复合种植技术，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种植

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概述

大豆和玉米在我国粮食作物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人

们餐桌上的必备美食，大豆与玉米的产量及质量严重

影响着人们的正常生活。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是

新型种植技术，能保障玉米基本不减产，同时提升大豆

产量。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采用了先进的宽窄行田

间分布方式，能有效形成带状结构，适用于现代机械

化作业，能进行机械化生产，实现现代化农村建设的目

标，切实提高种植大豆与玉米的经济效益。但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在不断优化和升级的同时，我国大豆

和玉米的种植规模逐渐缩小，许多地区的大豆与玉米产

量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部分地区仍采用传统的种植方

式，玉米与大豆的种植密度较小，没有结合当地的土地

资源采取针对性的种植措施，导致土地资源闲置浪费，

土地肥力下降。

因此，种植户可从整体出发，结合当地的土地资

源，采取双行宽窄玉米大豆种植方式，提高大豆与玉米

的产量，实现现代机械化的种植目标。科学合理地调整

大豆和玉米之间的距离，在种植玉米的间隙中种植大

豆，让玉米和大豆形成镶嵌式结构。

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优势

（一）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

大豆、玉米带复合种植技术可以统筹考虑，合理利

用未利用的土壤资源，按照作物交叉种植的形式，充分

提高田间网络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土壤资源的运转，

提高农牧业的经济效益。间歇种植玉米时，完美的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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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可以起到遮盖作用，防止大豆幼苗直接暴露在阳光

下，促进大豆的健康生长。大豆和玉米带复合种植技

术可以保护大豆幼苗免受疾病损害，显著提高大豆的产

量，使大豆生长节奏感符合实际生产模式，并提高大豆

的营养含量。同时，它可以进一步提高大农户的经济效

益，在同一块土地上获得玉米和大豆作物，提高土地资

源利用效率，为农民创造双倍利润，促进现代农业的快

速发展。

（二）实现玉米和大豆互补增效

大豆和玉米带复合种植技术可以有效实现双赢目

标，并根据玉米和大豆的互补性提高产量。大豆在生长

过程中固氮，可以有效提高土层的养分含量，减少有机

肥的施用量，减少大农户的经济投入。大豆是最典型的

生物固氮作物之一。它可以利用根部合理消化和吸收土

壤中的有害元素，降低发病率，为玉米提供充足的养

分。玉米在生长过程中，根茎会分泌碱性物质，能有效

溶解土壤中的固体微粒，将不易被作物吸收的矿物质转

化为微量元素，并被大豆完全吸收，填充土壤中的营养

物质，促进玉米和大豆的健康生长，提高其营养含量。

（三）提高光热资源利用率

大豆玉米带复合种植技术可以有效提高种植空间，

更加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土地资源的产量。在

使用该方法的过程中，两种作物之间相对较小的行距可

以减少旧模式下作物遮阴的不利影响，确保作物能够获

得充足的太阳能，提高复杂种群的相对密度，促进作物

的健康生长。同时，大豆和玉米带复合种植技术可以合

理调整玉米和大豆的种植面积，建立完善的种植管理体

系，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

（四）降低人力物力成本

提高种植全过程的机械化水平可以减少控制的多样

性。大豆和玉米带复合种植技术可以进一步扩大带宽，

与农业机械和卡车农业紧密结合，提高机械作业的成功

率。种植人员可以配合种植和施肥，并使用单独的采集

方法，合理减少不必要的实际操作阶段。与传统的管理

机制相比，大豆和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在节约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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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业标准

化生产和制造。此外，大豆和玉米条带复合种植技术可

以改善土壤层中的营养元素，最大限度地提高作物的质

量和产量，提高农民的经济效益。

三、大豆玉米带状复合高产种植技术的应用

方式

（一）选种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高产种植技术属于典型的复合型

种植技术。要想发挥该技术的最佳种植作用，种植人

员要有机结合各种植环节，为大豆、玉米创造良好的生

长环境。在应用带状复合高产种植技术前，种植人员需

结合种植地的实际情况科学选种。本地区玉米主要推广

好玉 4号、金玉 932、金玉 579、金玉 908 和真玉 1617

等植株高度在 2.6m左右且耐密植、半紧凑或紧凑型、

宜机收、抗逆性强的高产品种。大豆主要推广黔豆 10

号、黔豆 11号、安豆 10号等优良品种。

种植人员在选种前需实地考察种植地。考察内容主

要有种植地的气候环境以及土质情况。综合考察后，种

植人员应结合具体情况，选择既符合当地环境又能有效

应用带状复合高产种植技术的种子。

实践证明，适应高密度种植的品种能够有效发挥大

豆玉米复合高产种植技术的作用。种植人员应优选耐荫

抗倒、株型收敛、耐高密种植、抗病害能力强、宜机收

的种子。

应用带状复合高产种植技术时，黔豆 10号是最为

常见的大豆品种，具有生长效率高、熟期早的特点。选

种后，种植人员需科学处理种子，清除部分干瘪、粒小

以及存在病害的种子。

（二）土地整理

丘陵山区土地面积小，可耕作的土地十分有限，加

上配套基础设施不完善，使得后续作业十分困难，作业

成本较高，投产比低。基于此，应优先选择土质松软、

地势较平坦的地块。播种前用旋耕机将地块中的秸秆旋

碎，并进行封闭除草，适期播种。

（三）种子处理

大豆种子使用拌种剂按照相应比例要求与种子充分

搅拌，直到药液均匀分布到种子表面，阴干后播种，

用于防治根腐病、拟茎点种腐病等种传土传病害和地下

害虫；玉米可以购买优良杂交品种，使用拌种剂按照相

应比例要求与种子充分搅拌，晾干后播种，用于防治土

传病害和地下害虫等。也可直接购买商家已处理过后的

种子。

（四）播种技术

在种植过程中，玉米种子大多经过包衣处理，但大

多数大豆种子没有包衣。种植户要在正式播种前，根据

实际情况拌种处理，选择大豆专用种衣剂拌种，提高大

豆种子的抗虫害能力。

播种过程中，种植户要根据地理条件科学选择合理

的机械设备，保证机械设备能匀速直线运动，在田地转

弯过程中，应有效操作播种机，防止播种机堵塞，碾压

周围土地，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影响大豆与玉米健康生

长。驾驶播种机时，严禁拖拉机急转弯或带入土的开沟

器倒退工作，避免机械化作业对播种施肥造成不必要的

损害，影响大豆与玉米的实际产量。人工播种严格控制

行距、株距，控制种植密度，播种深度。

技术人员需定期开展田间管理工作，从整体出发，

定期检查实际播种效果，随机抽选 3 ～ 5个点位检测

补播或重播情况，对播种情况进行深度检查，检测大豆

玉米的播种情况是否符合实际要求。同时，检测播种间

距、行距是否符合具体规范，相邻作业单元之间的间隔

是否在误差范围内，是否满足规定的标准和要求。检查

播种的直线程度，防止播种机在运转过程中出现异常，

导致种子和肥料少于实际容积，造成播种机空转，出现

漏播现象。

（五）田间管理

玉米的生长阶段可分为苗期、拔节期、大喇叭口

期、开花期、灌浆期、成熟期，每个生长阶段对肥料的

需求不同。在大喇叭口期，玉米对氮肥的需求量最大，

磷元素因转移速度慢，所以最好以基肥或种肥的形式施

入，钾元素在玉米抽雄期吸收量达到最高。带状套作玉

米播种时，可施玉米专用复合肥（N、P2O5、K2O配比

为 15-15-15）45kg/亩左右；大喇叭口期在距离玉米带

20cm处追施复合肥（N、P2O5、K2O配比为 14-15-14）

40 ～ 50kg/亩；带状间作玉米播种时，可施用高氮缓控

释肥（N、P2O5、K2O配比为 28-8-6）55kg/亩左右；大

豆播种时施用低氮缓控释肥（N、P2O5、K2O配比为 14-

15-14）15 ～ 20kg/亩。大豆根系中有根瘤菌，能够将空

气中的氮固定下来供根系吸收。因此，大豆在生长初期

对氮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在大豆的结荚期和结荚鼓粒期

可通过追肥增加氮的摄入量。

（六）病虫防控

以种子处理为主，以理化诱抗与科学用药相结合

为辅。

理化诱控。使用太阳能杀虫灯和性诱剂相结合，诱

杀玉米螟、棉铃虫、甜菜夜蛾、金龟科等害虫。在害虫

成虫羽化期，每公顷安装 2台杀虫灯、15 ～ 30 个性诱

捕器，降低害虫发生基数，减轻后期防治压力。在性诱

捕器内同时放置固体诱食剂，提高诱杀效果。

科学用药。玉米在苗期使用 5%氯虫苯甲酰胺

悬 浮 剂 450 ～ 800mL·hm-2 或 16%甲 维· 茚 虫 威 悬

浮剂 300 ～ 400mL·hm-2 兑水喷施，防治玉米螟、

甜菜夜蛾等害虫；在大喇叭口期使用 10%四氯虫酰



12 农家科技

种 植天地
ZHONGZHITIANDI

胺 600mL·hm-2 或 16000IU·mg-1 苏 云 金 杆 菌 粉 剂

3000g·hm-2 兑水喷施，防治玉米螟等害虫，做到一次

施药同时防治大豆玉米病虫。开花期至成熟期作为病虫

害高发期和防治关键时期，要根据大豆锈病、炭疽病和

玉米锈病、小斑病等主要病害发生情况，以及甜菜夜

蛾、棉铃虫、桃蛀螟等主要害虫发生情况，在大豆、玉

米开花期，明确主攻对象和兼治对象，掌握在主要病虫

防治关键时期，选对药剂进行病虫防治。玉米后期植株

高大，可用植保无人机进行防治。

（七）杂草防除

大豆与玉米生长过程中，如果种植户没有定期开展

田间管理工作，就会导致田间出现大量杂草，与大豆和

玉米争夺阳光和养分，影响大豆与玉米健康生长。种植

户要因地制宜，根据实际种植情况和生产情况，采取芽

前封闭除草措施。种植大豆时，玉米行间的杂草较多，

种植户可以利用微耕机灭茬，然后采用相应的化学试

剂定向喷射。需要注意的是，在喷射过程中，不能将药

液喷洒到玉米叶表面，以免发生药害，影响玉米正常生

长。如果种植大豆前，玉米行间的间距较小，种植户可

以采用微耕机灭茬，然后开展大豆播种工作。

大豆生长过程中，如果出现大量杂草，种植户可以

通过喷洒化学试剂的方式清除，并加大田间的用水量。

也可以采取定向除草的方式，避免植株出现病害或死

亡。如果玉米植株病害症状较轻，可以积极开展肥水管

理，延长化学药剂的喷雾时间，增加喷洒次数，实现快

速清除田间杂草的目标。种植户在选择喷药器械时，要

考虑性价比，可以选择自走式双系统分带喷雾机，也可

以选择常用的自走式喷雾机，并在喷雾装置上安装塑料

薄膜等分离装置，实现快速除草的目标。

（八）促壮防倒

玉米在 8～9叶期喷施康普 6号 2.1kg·hm-2，控制

株高、增加茎粗、防止倒伏，并达到减弱遮荫的效果。

根据大豆长势，在分枝期与初花期用康普施豆宝 2.1kg

兑水 600～750kg·hm-2 喷施茎叶，实施控旺增粒增重。

（九）防灾减灾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坚持以防为主、防灾减灾相结

合，抓好田间管理，分类指导，科学抗灾。

高温干旱。墒情条件不好的，造熵适时播种。播种

后第二天 16:00 后进行灌溉，推荐喷灌滴灌，切忌大水

漫灌。面对中后期持续高温干旱，在 16:00 至次日 9:00

进行喷水，降低田间温度、增加田间湿度，增强玉米和

大豆抗高温和干旱能力，同时可以喷施叶面肥，增强作

物抗逆能力。玉米抽雄吐丝后如遇持续高温干旱，可以

采取人工辅助授粉，如拉绳法、赶粉法和无人机吹动法

等，减轻高温干旱对玉米传粉受精的影响，从一定程度

上提高结实率。

大风降雨。雨后及时清理内外三沟淤堵杂物，保证

沟系顺畅、不堵不塞、田间无可见积水。地势低洼、沟

系不畅、积水较多的地块应及时进行人工排水，减少灾

害影响。倒伏的植株应及时扶正并适当培土，折断的植

株应及时清理。

（十）适期收获

因丘陵地区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所以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收获时应当根据耕作条件和栽培模式选

择适宜的农用机具。大豆成熟后，可在地里晾干水分，

再进行收获。

四、加大推广力度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我国农业种植技术推广工

作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农业部门可以借助信息化技术，

加大对玉米大豆新型种植技术的推广力度。农业部门可

建立大豆玉米带状复合高产技术推广平台，将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高产种植技术的使用方式、操作流程以及深远

意义通过网络进行宣传。

同时，可以在网站中呈现使用该项技术的优秀案

例，提升推广效率。这种信息化的推广模式推广力度较

大，能够有效提升推广效率，推动农业种植技术推广工

作现代化发展。农业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应深入田间

地头、走进农民身边大力宣传、指导玉米大豆新型种植

技术，同时参与种植时间，提升自身业务能力，储备专

业技术实践知识。

五、结束语

在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高产种植技术的过程中，

应实地考察该项技术的使用情况，将该项技术所具备的

优势精准无误地传达给广大农民群体，不断创新推广机

制，利用信息化技术扩大推广范围，促使更多农民能更

积极应用该项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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