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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大豆栽培技术

演变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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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 林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大 豆 研 究 中 心 ，吉 林 公 主 岭 136100；2. 桦 甸 市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中 心 ；3. 双 辽 市 农 药 管 理 站)

摘 要 :通 过 对 吉 林 省 大 豆 栽 培 技 术 演 变 过 程 的 剖 析 ，在 归 纳 总 结 前 人 研 究 成 果 基 础 上 ，探 索 吉 林 省 大

豆 栽 培 技 术 研 究 的 新 途 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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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是我国优质大豆的主要产区，2000 年以来吉林省大豆平均种植面积 57.9 万 hm2， 近 两 年

维持在 66.7 万 hm2；平均产量 2 428.5 kg/hm2，居全国春大豆产区第 2 位，略低于有灌溉条件新疆产区

(2 700 kg/hm2)。吉林省大豆生产随着大豆栽培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发展。建国 50 多年来，除在大豆

育种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外，在大豆栽培技术，包括大豆施肥技术、共生 固 氮 和 逆 境 生 理 等 方 面 的 研

究工作也开展的比较广泛和深入，在很多方面成绩斐然。现从 6 个方面加以归纳和展望。

1 大豆高产稳产栽培技术与规范化

50 年代，大豆栽培水平比较低，研究资料也比较少。人们关注和研究比较多的是大豆种植密度问

题。通过试验，基本上明确了不同肥力水平条件下大豆的合理种植密度。60 年代，大豆栽培技术研究

水平有所提高，研究领域也有所扩展。张泉清对大豆丰产的土壤环境条件进行了研究；吕明山等试验

总结了大豆与小麦间作的增产经验；榆树县农林局调查总结了大豆混种玉米增产技术；吉林农业大学

分析了大豆样板田增产技术等。这些研究和调查总结对当时的大豆生产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70 年 代 初 期 ，吉 林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在 调 查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总 结 了 大 豆 增 产 技 术 经 验 ：一 是 增 施 农

肥，合理施用化肥；二是选用和推广良种；三是合理密植，大力采用等距点播(机具点播、扎眼种和摆粒

种等)；四是合理间作和串带，主要是大豆与玉米间作和串带、大豆与小麦间作等。中后期对大豆合理

间、混、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吕景良等对油菜复种大豆及其栽培技术进 行 了 研 究 ；为 了 适 应 大 豆 机

械化栽培，王彦丰等提出了“早矮密”和“早晚密”栽培法，并获得大面积高产。

80 年代，大豆栽培技术研究水平比较高。围绕大豆栽培主要开展了四方面研究：一是围绕大豆高

产稳产低成本展开了综合研究。从高产稳产基础和生理指标、关键技术、区域化技术措施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使高产稳产低成本技术达到规范化。二是围绕大豆高产稳产展开的单项技术研究：

!种植方式研究。沈文学等大豆小行距栽培法研究，将 60!70cm 大垄改为 35!40cm 小垄，获得显著增

产效果。王彦丰研究了大豆不同生态类型搭配种植，并提出双品种栽培技术，即早熟品种和中熟或中

晚熟品种间种，间种比例 1:1。王秉衡等的研究明确了地膜覆盖栽培对大豆生育及产量影响。"围绕大

豆节水灌溉展开的研究。丁希泉和王延宇等对大豆丰产节水灌溉技术、喷灌技术和滴灌技术进行定量

化研究。三是大面积高产攻关研究。如高寒山区大豆丰产技术、中部地区大豆增产途径等。四是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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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可根据田间试验测得参数，通过计算机模拟 ，建 立 不 同 产 量 指 标 的 函 数

模型。如王彦丰等建立了以密度、氮肥、磷肥和钾肥为决策变量的大豆产 量 函 数 模 型 ；丁 希 泉 等 进 行

了大豆干物质重量与水分、肥料、密度等栽培因素间关系的数学模型研究。此时期吉林省大豆的单产

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90 年代，围绕大豆高产高效配套栽培技术展开研究。!种植方式和种植密度研究。大豆多以清种

为 主 ，吕 景 良 、闫 晓 艳 等 引 进 、改 造 和 示 范 窄 行 密 植 栽 培 技 术 ，在 耕 翻 、整 地 和 播 种 方 面 机 械 化 程 度

明显提高；赵爱莉等研究种植密度对不同类型大豆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配套高产栽培技术研究

与示范，如东部半山区大豆高产栽培技术示范，产量达到 3 163.5 kg/hm2；大豆稀植高产栽培研究，产量

达到 3 181.0 kg/hm2。此阶段吉林省大豆的单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进入 2000 年以来，吉林省大豆的生产水平明显提高，大豆生产主要以传统垄作清种为主，目前三

垄栽培和小垄双行栽培模式，生产上已经开始推广应用。

2 大豆高产栽培机理的研究

2.1 建立高产的群体结构

早在 60 年代，郭午等对大豆合理群体结构进行了探讨。从植株性状的变化、植株生长发育、开花

结荚和根系等进行了分析，并从密度、小气候与植株生育的关系和群体结构对大豆生理机能的影响进

行了研究。80 年代，李昌权、张恒善和安昌范等深入研究了大豆叶面积、净光合生产率与产量的关系，

并从不同群体结构经济系数、光合强度、净光合生产率、叶面积系数的变化研究大豆高产的群体结

构；刘金印通过对不同密度的叶面积指数及群体规模的变化、密度与干物 质 积 累 分 配 的 关 系 、密 度 对

生理机能的影响等探索分析，研究提出了高产栽培大豆的种植密度及群体结构指标。

2.2 节水灌溉机理的研究

1974!1982 年，丁希泉等研究了大豆喷溉和滴溉条件下需水规律。大豆各生育期耗水量和日耗水

量均以开花—结荚期最大，其次是结 荚—鼓 粒 期 和 鼓 粒—成 熟 期 ，出 苗—分 枝 期 最 小 ，其 次 是 分 枝—

开花期。并依据此规律来确定节水灌溉时期和数量。1976!1980 年，何献君等利用 5 年时间完成了对

大豆灌溉土壤水分标准测试和研究。通过土壤持水量对大豆的营养生长、生殖生长及产量构成因素影

响的综合评价提出大豆灌溉的土壤水分标准。

2.3 理想株型的探讨

90 年代，苗以农等开始探讨大豆低产的生理原因，以此寻求提高产量的措施，并从大豆株型结构

和生理生化特点确定选育超高产品种的各项指标。

3 大豆营养与施肥的研究

60 年代初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共同研究了施肥与大豆增花保荚的关系。结果表明，磷肥

对大豆增花保荚作用显著，钼、硼对增花保荚有促进作用，而锰和铜对保荚也有良好效果。80 年代，从3

个方面研究了大豆高产施肥技术：!大量元素研究。董玉芹和李森等通过对大豆高产氮、磷肥用量及施

用技术研究，明确了此时期我省不同地区氮、磷化肥的用量和比例。"微量元素研究。董玉芹和姜文斌

等对大豆锰、硼、锌、钼和稀土进行了大量研究，明确了其营养特点和施用范围及效果。#植物生长调

节剂研究。张文玲和祝世惠等进行了三十烷醇、丰产素和增产菌混施对大豆增产效果等研究。90 年代

初，王彦丰等研究了多效唑对大豆生长发育调控，明确了大豆喷洒多效唑的生理效应及增产效果。90

年代中后期，人们开始研究氮、磷、钾肥配合施用问题。程光华等通过研 究 主 要 营 养 元 素 配 施 对 大 豆

产量的影响，明确了氮、磷、钾肥配合施用的增产效果。并且大豆专用肥也相继问世，并应用于生产。

4 大豆逆境生理的研究

4.1 低温冷害的研究

80 年代中期，张德荣等围绕大豆低温冷害展开研究，研究低温对大豆生长发育及产量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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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低温处理使大豆植株生长缓慢，生育时期延迟，产量下降。大 豆 花 芽 分 化 期 是 大 豆 生 理 上

的低温冷害关键期。

4.2 倒伏及重、迎茬问题的研究

80 年 代 中 期 ，田 佩 占 探 讨 了 大 豆 品 种 的 抗 倒 伏 性 问 题 ，指 出 抗 倒 伏 性 是 一 个 多 种 性 状 构 成 的 综

合性状，其中茎秆的强韧度占有最重要地位。90 年代中期，富健和殷勤燕等对大豆重迎茬问题开始了

探索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株高可以作为鉴定大豆品种(系)耐重迎茬性的筛选指标，完全可以 通 过

选育具有耐重茬性的基因达到减少或预防重茬危害的目的；正茬的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花期显著高

于重茬及迎茬，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可作为大豆重迎茬早期营养诊断的指标。90 年代后期，阎飞等进

行的大豆连作土壤中化感物质浸提剂的生物筛选研究，提出纯水是行之有效的土壤提取剂。韩丽梅等

对含有沸石、腐殖酸、稀土的大豆专用复混肥对轮作、连作大豆的增产机 理 进 行 了 研 究 。 王 树 起 等 对

大豆连作障碍调控剂的筛选结果表明，促根剂对抑制连作大豆减产有较好的效果。

5 大豆根瘤菌共生固氮体系的研究

1950!1955 年我省进行了人工接种根瘤菌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大豆产量平均提高 10%左右。

1986 年 张 宏 等 对 黑 土 中 土 著 根 瘤 菌 固 氮(C2H2)活 性 、结 瘤 性 状 进 行 了 研 究 ，并 对 固 氮 量 进 行 了 估 测 。

针 对 大 豆 根 瘤 菌 共 生 固 氮 量 报 道 数 值 差 异 大 的 事 实 ，高 金 方 等 (1987）应 用 15N 对 大 豆 共 生 固 氮 进 行

了研究，查明大豆从空气中固定的氮量占植株全氮产量的 50%!70%，以 黑 土 为 最 高 ，淡 黑 钙 土 最 低 ，

说明土壤基础肥力与理化状态对固氮起重要作用。宋海星等(1998)研究了不同配比 NO3
- -N 和 NH4

+-N

下大豆根瘤的生长及根瘤固氮酶活性和叶片全氮含量的变化。结果表明，两者均能提高大豆植株叶片

全氮含量，而叶片全氮含量与根瘤鲜重、根瘤固氮酶活性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6 吉林省大豆栽培技术发展趋势

6.1 大豆栽培技术应该向集约式规范化方向发展

由于现有的生产体制限制了大豆栽培技术发展，因此需要研究相应的机制，在一定范围内相对集

约 土 地 和 农 机 具 ，由 种 田 大 户 强 化 管 理 ，提 高 种 地 水 平 和 机 械 化 水 平 ，使 栽 培 技 术 达 到 规 范 化 、标 准

化，进而提高栽培水平。

6.2 小垄双行栽培将成为大豆生产的主要种植模式

小垄双行栽培能改善常规栽培大豆的群体结构，提高其光能利用率，通常小垄双行栽培比常规栽

培增产 15%，特别适合于现有生产体制一家一户小面积地块的应用。

6.3 研究超高产栽培技术，充分挖掘大豆增产潜力

大 豆 品 种 增 产 潜 力 能 否 充 分 发 挥 ，要 靠 相 应 配 套 栽 培 技 术 来 实 现 ，因 此 ,应 该 根 据 品 种 的 生 育 特

性、营养特性、土壤环境条件和生态条件研制出相应配套的超高产栽培技术。

6.4 研究高产稳产综合栽培技术稳定提高大豆生产水平

找出大豆稳定均衡增产的主要限制因子，挖掘其产生的原因和机理，研究出最佳解决途径和技术

措施，形成综合配套栽培模式，获取稳定的最佳增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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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加强基础材料研究

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玉米种质材料是玉米育种的重要基础。应广泛引进自交系、杂交种和改良

群体等。对优异种质进行鉴定，把鉴定出的优异种质与地方种质组合，组成基础群体，创新玉米种质，

使之既有适于东部半山区的种质材料，也有适于西部旱地生态区的玉米种质资源，选育出适应不同生

态条件的玉米自交系。

加强玉米自交系耐密性的选择，借鉴国外的做法，在高密度公顷 6!7 万株条件下进行耐密性鉴定，

以期达到减少空秆，增加群体产量的目的。

5.3 采用有效的育种方法

研究和实践证明，我区玉米育种的有效方法是从现有材料着手，有效地提高优良基因利用的频率，

使新选育的自交系聚集更多的优良性状。同时保持其遗传基础的多样性，采取轮回选择与二环选系 法 相

结 合 ，在 姊 妹 系 的 选 育 过 程 中 ，除 考 虑 到 自 交 系 本 身 的 综 合 抗 性 、发 芽 性 、适 应 性 外 ，还 应 加 强 对 穗

长、行粒数的选择，新自交系要有特点，要么长一些，要么粗一些。子粒要大、长，穗轴要细，出子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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