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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是一种新型的农业耕作方式，它通过在相同区域内同时种植两种作物的方式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

农作物产量。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减少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问题，在降低农药使用量和保护环境等方面的优势也得到了广泛认可。由于

其特殊的生长模式和特殊需求，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更好地应用于实际生产中。本文围绕玉米大豆带

状复合种植技术展开探讨，为相关工作者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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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近年开始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

合种植技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该地区气候适宜，土

地肥沃，适合多种农作物的生长。

1  技术概述和优势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是基于传统间套作创新发

展而来的一种新的农艺技术，主要特点是在同一地块

上同时种植不同种类的作物 [1]。这种技术具有以下几

个方面的优点：一是能充分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二

是有 利 于 改 善 农 田 生 态 环 境。 三 是 可 以 增 加 农 民 收

入。 该技术具有高产出、可持续、机械化、低风险等

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挑战和困难。例如，需要对

土地进行精细化管理和科学规划，需要针对不同的品

种选择合适的种植密度和时间节点，还需要考虑不同

季节的气象条件以及灌溉系统等因素的影响。采用这

项 技术种植的玉米比传统单作方式的产量更加可观，

而且可以获得 130～150 kg/667 m2 的大豆，同时，肥

料的利用率也可以提升 20%～30%，从而使得收入可

以达到 400～600 元 /667 m2 的增加。此外，通过对大

豆的根瘤固氮，可以减少 4 kg/667 m2 的纯氮。利用生

物多样性、分带轮作、合理施肥、合理的灌溉和防旱

措施等多种手段，使玉米、大豆之间的相互关系得以

优化。

2  选好搭配良种

2.1  玉米良种

选用紧凑株型、生育期株高适中，抗逆性强的优质

玉米种子作为主粮，配合早熟、耐热、抗病虫害的优良

杂交品种作为辅助品种。适宜密植和机械化收获的玉米

品种登海 605、登海 W365、金阳光 9 号等。

2.2  大豆良种

选用耐荫抗倒、株型收敛、抗病虫害能力强、适应

性广的优质大豆种子作为主粮，并结合早熟、丰产、抗

病虫害的优良杂交品种作为辅助品种。另外，对于玉米

大豆混播地，应选用抗杂草、抗病虫害的优良杂交品种

作为辅助品种。当地多选齐黄 34、菏豆 12、菏豆 29 等。

3  种植模式

一般大豆带播种以 2～6 行为宜，玉米带播种以 3～8
行为佳。在两种作物之间，行距应在 60～70 cm 之间。在

种植玉米时，最好在 2～4 行之间进行，行距为 40 cm，

株距为 10～14 cm。另外，为了防止玉米与大豆发生混播，

建议两类作物之间间隔 20～30 cm。

4  机械播种

优先推荐同机播种施肥一体化作业，这样既节省了

人力成本，又保证了灌浆均匀性和准确度。如果遇到地

形复杂或土壤黏重的情况，则可以考虑采用拖拉式播种

机。异机播种的，也可通过更换播种器具，将玉米播种

器换成大豆播种器或者大豆播种器换成玉米播种器 [2]。

带状套作需先播玉米，在玉米大喇叭口期后再播种大豆。

具体操作如下：在玉米大喇叭口期前，将大豆播种器装

入玉米播种机上。播种过程中应注意保持适当距离，避

免造成混播现象。在播种时，应确保机械式排种器以 3～ 
5 km/h 的速度稳定向前移动，以确保其正常运转。气力

式排种器行进速度为 6～8 km/h，以确保排种效果最佳。

5  科学施肥

统筹考虑玉米大豆施肥种类、数量及时机，以满足

作物不同生长阶段的需求。一般情况下，玉米和大豆都

需要适量的钾肥和磷肥。其中，钾肥主要用于促进幼苗

快速成长和成熟结实，磷肥则用于促进植株的光合作用

和果实发育。从施肥量看，带状复合种植亩施氮量比单作者简介：张峰（1984—），男，研究方向：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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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玉米、单作大豆的总施氮量可降低 3～4 kg/hm2。磷、

钾、镁、锌、铜、锰等元素的总量相比单一种植物要增

加 10%。

带 状 间 作 玉 米 选 用 高 氮 缓 控 释 肥， 施 用 50～ 
65 kg/667 m2，以满足玉米生长所需的氮素。大豆选用速

效肥，施用 15～25 kg/667 m2。在玉米的生长过程中，

采用带状套作的方式，施用 20～ 25 kg/667 m2 的高氮

专用配方肥。在玉米的大喇叭口期，可以使用机播的方

式播种大豆，在玉米的行间距 20～25 cm 处，可以追加

40～50 kg/667 m2 的配方肥，以达到玉米和大豆肥料的

共用。使用单独的肥料，在播种时将肥料均匀地撒布到

土壤中，特别是针对玉米和大豆，应使用高氮专用配方

肥，用量 50 ～ 70 kg/667 m2，低氮专用配方肥，用量 15～  
20 kg/667 m2。

6  化学调控

6.1  玉米化控

适用于风大、易倒伏的地区和水肥条件较好、光照

充足的地区。在玉米化控期间，应该注意掌握好喷药的

时间和用药量的比例。一般来说，在玉米长势前期（即

孕穗至拔铃），应采取预防性的防治措施。在玉米长势后

期（即拔铃至成熟），应采取针对性的防治措施。在最适

药剂化控期喷施，均匀喷洒于上部叶片，以达到最佳防

治效果。

6.2  大豆控旺防倒

带 状 间 作 自 播 种 后 40～50 d 开 始 控 旺， 主 要 目

的是防止大豆的倒伏和病害的侵染。在大豆长势初期

（20～28 d），应使用 50% 的嘧菌酯 +25% 的硫酸链霉素

混合液。可用生长调节剂烯效唑控旺，但要注意控制浓

度和次数 [3]。在大豆长势中期（30～35 d），应使用 25%
的辛硫磷 +15% 的溴氰菊酯混合液。在大豆分枝期、初

花 期 用 5% 的 烯 效 唑 可 湿 性 粉 剂 20～50 g/667 m2 兑 水

30～40 kg，喷雾给叶面及茎秆，以抑制病虫害的侵袭。

在大豆抽穗期应用 15% 的噻吩酮 +40% 的甲基托布津混

合液，以防止蚜虫的侵害。

7  杂草防除

采取“封定结合”的杂草防除策略，即在田间的沟

渠内铺设膜材料，同时在沟渠两侧沿途划出隔离线，并

在隔离线上设置毒饵点。在沟渠内覆盖薄膜的同时，需

要定期浇灌水，以保持薄膜湿润状态。带状间作区在播

后苗前进行杂草防除，对于以禾本科杂草为主的田块，

可以选择农杆菌克隆剂、氨基苯丙酸钠、二嗪酰胺等高

效杀灭禾本科杂草的农药。对于以莎草科杂草为主的田

块，可以选择三唑醇、氯氟西泮等高效杀灭莎草科杂草

的农药。带状套作区如果玉米行间杂草较多，在大豆播

种前 4～7 d 内，对玉米行间区域进行除草处理。如果大

豆行间杂草较少，可在大豆拔铃前 1～2 周内进行除草处理。

8  病虫害防控

8.1  玉米茎腐病

玉米茎腐病是指玉米根系部分或全部被真菌感染，

导致根部腐烂的一种常见病害。该病害的主要危害是引

起玉米植株死亡、减产以及减少商品率。这些病原菌

通常包括腐霉菌、炭疽菌和镰刀菌。它们对温度的敏感

性各不相同，腐霉菌对温度的敏感性最强，可以在 23～ 
25 ℃的环境中生长，而镰刀菌则更喜欢湿润的环境。

玉米茎腐病的防治方法主要包括：（1）加强栽培管

理，改善生态环境。（2）合理安排农作物布局，避免交叉

感染源污染。（3）选择抗病品种，增强耐受性。（4）合

理施肥，提高抗病能力。（5）合理使用化学治疗，例如

70% 多菌灵可有效防治玉米茎腐病。

8.2  大豆细菌性叶斑病

大豆细菌性叶斑病是由细菌引起的一种重要病害，

主要发生在大豆生育期早期。这种病害会导致叶片褪色、

枯黄并最终脱落，从而严重影响大豆的产量和品质。大

豆细菌性叶斑病的发生与气候有关，一般在高温潮湿的

条件下容易发病。

大豆细菌性叶斑病防治措施：（1）采取 3 年以上

的轮作模式，特别是水旱轮作，在收获后立即清理病残

体，将其集中处理，并进行深层耕翻。（2）在田间如果

发现有疾病，应立即采取措施进行防治。在疾病初期，

可以使用 50% 多菌灵和 800 倍的福美双混合物，再加

500 倍的百菌清和 800 倍的腐霉利。此外，还可以使用

1 000～2 000 倍的咪鲜胺锰络化合物，根据疾病的严重程

度，每天喷洒 1 次，连续进行 2～3 次。

9  结束语

综上所述，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具有诸多优点，在实

践操作的过程中，应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还需要

进一步深入研究，不断完善相关理论和技术手段，为农

业生产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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