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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水改旱田种植大豆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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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水田改早 田
，

整地是关键 �排水通畅是保障 �科学施肥
、

加强 田间管理
、

防治病

虫害和适时收获是获得高产和优质的有效途径
。

早豆晚播是一种有针对性的有效提高产量

的种植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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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吉林省连年干旱
，

水资源极度紧张
，

水 田面积以每年 �
�

�万 一�
�

�万 ���
的

速度递减
，

至 ����年吉林省水田面积已由 ���� 年的 ��
�

�万 �扩 降至 ��
�

�万 �扩
，

减少

的这部分水田大都改为旱田
。

一般来说
，

水改旱后地势低洼易涝
，

土质相对冷凉
、

板结
、

透气性差
、

肥力低
，

所以
，

种植喜湿又具改土培肥作用的大豆应成为农民的首选
。

由于农

民缺乏水改旱的栽培技术经验
，

几年来
，

水改旱的效果差
，

产量低
，

更有一部分受灾绝

产
。

下面结合多年的大豆科研和生产经验
，

介绍一套相对完整的水改旱种植大豆的栽培

技术
，

希望能对农业生产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

� 主要技术措施

，
�

� 播前的土壤准备

于当年春季 �月间翻地�如能于前一年决定改旱
，

秋翻更好�
，

要实行深翻
，

打破犁底

层
，

刚翻起的土块比较湿
，

不易打碎
，

要待其风干到一定程度再用旋耕机
、

碎土机和灭茬

机等将土块充分打碎
，

经镇压器和重耙反复耙压后起垄
。

经此作业后
，

土壤的通透性和

团粒结构都得到改善
，

有利于播种作业和幼苗拱土及生长
。

这一过程非常重要
，

它是决

定水改旱成败的最关键环节
。

�
�

� 保持排水通畅

几年来
，

水田改旱田被水浸
、

水淹而造成减产
、

绝产的的例子很多
，

面积也不小
，

损

失严重
。

原因在于水田改旱田一般地势比较低洼
，

易受水害 �而且在改旱田时已将原灌

排设施破坏
，

在雨季
，

对于水淹束手无策
。

因此
，

水田改早田时一定要保持顺畅的排水
，

这一措施是保证收成的前提
。

�
�

� 施肥

根据大豆生长过程的需肥规律
，

要做到平衡施肥
，

每公顷施磷酸二氨 ���
一��� ��

，

氯化钾 �� ���或生物钾肥 ��� ���
，

农家肥 ����� 耐
。

提倡深施肥
，

有条件的分层深施更

好
，

上层施在种子下 �一� ��
，

施量占总量的 �乃 �下层施在种子下 �� 一巧 ��
，

施量占总

量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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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子准备及播种

选择适宜本地的新品种
。

由于水改旱田的原因
，

选择的品种生育期要比本地的正常

生育期早 ��一巧 �
，

尽量做到购买 良种或异地换种
，

播前种子要用大豆种衣剂进行包

衣处理
。

实践证明
，

早豆晚播是提高晚熟区早熟大豆产量和品质的成功经验
。

早豆晚播在生

育期相对较长的地区
，

推迟播种期
，

种植生育期较短的品种
，

利用大豆特殊的生长规律

及对光
、

温
、

水
、

肥的特殊需求
，

达到相对增产及提高品质的 目的
。

采用这种方法可以缓

解播种和收获时的用工等矛盾
，

使大豆提前上市同时保证品质
，

可比按正常播期播种的

同一品种增产 ���一巧�
。

播期可 比正常播期晚 �� �左右
，

一般可在 �月 ���
�� 日播

种
。

�
�

� 田间管理

播后需用豆乙合剂���
�������豆黄隆加 �

�

�一�
�

�����乙草胺对水 ��� ���或广

乙合剂�广灭灵 、 乙草胺�等进行土壤封闭
。

当幼苗长到真叶已经展开
，

第 �片复叶尚未

展开时进行人工间苗
。

要根据品种和地力确定密度
，

本着肥地宜稀
，

薄地宜密 �分枝型品

种宜稀
，

主茎型品种宜密 �晚熟品种宜稀
，

早熟品种宜密的原则
。

总的来说
，

吉林省农民

种植大豆多数密度偏大
，

造成中后期的徒长
、

倒伏
，

致使落花落荚严重
。

为此建议间苗时

不要惜苗
，

一般中部平原区适宜密度为每公顷 �� 万一�� 万株
，

西部半干旱区适宜密度

为每公顷 加 万
一
�� 万株

，

东部山区
、

半山区适宜密度为每公顷 �� 万
一
�� 万株

，

水田改旱

田进行早豆晚播时
，

密度还需相应的增加
。

及时铲趟
，

由于水田改旱田土壤通透性差
，

要适当增加铲趟次数
，

注意作业质量
，

尤

其要注意根据农时和土壤持水量两方面来确定作业时间
。

，
�

� 病虫害防治

主要是大豆蚜虫和大豆食心虫
。

前者一般在 �月中旬至 �月上旬
，

发现蚜虫点片危

害
，

卷叶率达 ��或百株蚜量超过 ���� 头以上时
，

每公顷用 ���速克毙水剂 �
�

�一 �
�

�

��
，

对水 ������� ��进行叶面喷雾
，

也可用敌杀死防治
。

后者于 �月上中旬用林秆浸敌

敌畏乳油 田间熏蒸
，

或用有吸附性的载体拌敌敌畏等扬撒熏蒸防治
，

也可用敌敌畏
、

杀

灭菊醋等喷雾防治
。

�
�

� 收获

水田改旱田收获时要注意土壤持水量高时
，

不要将植株连根拔起
。

否则会影响码垛

后的脱水
，

脱粒时容易使子粒表面形成一层泥膜
，

影响品质 �还会使一部分泥土混进子

粒中
，

不利于清选
、

分级
。

� 小 结

水田改早田种植大豆
，

要根据水田改旱田的具体情况
，

有针对性的掌握好几个主要

的技术环节和一种特殊的种植方法
。

主要的技术环节包括
�
整地 �排水防涝设施的建立 �科学施肥 �田间管理及病虫草害

防治 �适时收获
。

特殊的种植方法为早豆晚播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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