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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在大豆种植方面具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并且受到部分地区自然环境的影响，在种植大豆

过程中应用较为先进的种植技术，能够有效提高大豆产量及品质。本文首先从选种、选地、整地、播

种、田间管理等方面深度分析了大豆高产种植技术的优势和特点，然后针对当前大豆种植中频发的病

虫害疾病提出了几点防控策略，旨在为提高大豆产量及品质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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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rich experience in soybean planting, and is affected by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some 

regions. Applying more advanced planting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soybean plant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soybean.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oybean 

high-yield planting technology from the aspects of seed selection, land selection, land preparation, sowing and 

field management, and then puts forward sever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for the frequen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soybean planting, aiming at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 opinions for improving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soyb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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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蕴含着十分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不仅具有

较高的食用价值，同时还能够用于制药和食品加工
[1]
。例如，

大豆可以用于榨油，而榨油之后的豆饼是畜牧养殖中常见的饲

料。由于大豆用于较为广泛，因此也被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作

物。当前，市场中常见的大豆种类就高达 1200 多种，在我国

粮食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而研究大豆高产种植技术与病虫害

防治技术，能够有效减少大豆生长中病虫害疾病的发生，保障

大豆茁长生长，对于提升大豆产量及品质、提升农户种植收益

具有重要意义。 

1 大豆高产种植技术分析 
1.1 科学选种 

大豆种子的品质直接决定着大豆的生长情况以及最终产

量和品质。选好大豆品种就意味着大豆种植工作成功了三分之

一。首先，种植户应该结合根据自然条件进行科学选种。例如，

在东北三省进行大豆种植，由于其昼夜温差加大，在选种时应

该选择耐寒性较强的大豆种子
[2]
。而两广、云南南部地区进行

大豆种植，由于该区域雨水较勤，应该选择耐涝性较强的大豆

种子；其次，大豆种植户还应该按质量对大豆种子进行筛选。

根据调查显示，重量较重的大豆种子发芽率较高，并且能够有

较高的产量。因此，在大豆选种过程中，为保障大豆发芽率和

最终产量，大豆种植户可以利用人工或者机器进行种子挑选；

最后，大豆种植户还应该做好种子晾晒工作。大豆种子一般经

由收集、包装、运输等过程达到种植户手中，经过这一过程，

大豆种子携带着不少潜在细菌。因此，种植户应该在大豆种植

之前对种子进行高温晾晒，进而有效避免后期大豆生长过程中

的病害疾病发生。晾晒工作一般在播种前两至三天进行，需要

将大豆种子平铺在地面上进行晾晒，并在晾晒结束后放在阴凉

处等其凉透在进行装袋。这一过程能够充分激发大豆种子的活

性，进而提高大豆成活率。 

1.2 择优选地 

适宜的土壤环境能够有效促进大豆的健康生长，对于提高

大豆最终产量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大豆具有生长周

期性等特点，在生长过程中极其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病虫害疾

病的影响，适宜的土壤环境能够有效巩固大豆植株的茁壮生

长，进而有效提高大豆植株的防风能力
[3]
。因此，在大豆种植

之前，种植户应该进行实地考察，秉持着因地制宜原则，择优

选择土地，进而为大豆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保障大豆健康生

长。首先，大豆种植户应该在大豆种植前对种植区域地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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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品质进行分析。例如要想种植出高品质、高产量的大豆，种

植土壤的 PH 值必须要保持在 6.0 至 7.5 左右。其次，在土壤

选择上尽量避免重复种植。如果在一片土壤上进行重复种植将

会降低土壤肥力，使大豆在幼苗时期出现死苗、烂苗的情况。

综上，在大豆种植之前，农户应该对种植地的上茬种植情况进

行了解，避免出现重茬问题。 

1.3 深翻土壤，清理土壤垃圾 

深翻土壤，清理土壤垃圾能够提升种植土壤的肥力和蓄水

能力，进而为大豆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因此，大豆种植户应

该在大豆种植之前对种植土壤进行深层清理，进而提高大豆最

终质量和产量。整体土地工作一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种植

前的土地整理，一种是秋收后的土地整理
[4]
。首先，在大豆种

植之前，种植户应该对种植地的土壤类型进行分析和具体考

察，在避免重茬的基础上，利用农业机械进行土壤深翻，进而

提高土质松软度，提升土壤的蓄水能力和排水能力。此外，土

壤中还会残留上茬种植垃圾以及塑料垃圾等，深翻土壤能够有

效清理土壤中的垃圾，进而增强土壤肥力，避免细菌滋生。其

次，在秋整地过程中，大豆种植户应该对土壤进行及时翻耕，

进而保障土壤熟化，起到保护土壤肥力的作用。种植后的土地

清理中，土壤翻耕深度应该保持在 30 厘米左右，提高土壤温

度，保障土壤活性和肥力。 

1.4 科学播种 

科学播种是决定大豆最终产量和质量的关键因素，大豆种

子之间密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豆植株的生长高度，对于大

豆的防风能力、大豆授粉程度等具有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我

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所呈现的气候温度不同。因此，大豆种

植户应该进行实地考察，充分分析当地的气候类型，选择适宜

的时间进行播种。首先，在播种之前，大豆种植户应该根据当

地的气候条件、土壤情况以及大豆种子的生长特性进行种植密

度的制定，种植密度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大豆种植密度

较大将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土地资源浪费，同时大豆植株稀疏

将会降低其防风能力。大豆种植密度较小将会阻碍大豆植株的

茁长生长、分散土壤肥力，同时还会出现农药喷洒不均匀，排

水能力较差等问题。因此，大豆种植户应该结合当地的气候条

件和土壤环境进行科学种植
[5]
。其次，大豆种植户还应该科学

选择种植时间，进而为大豆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提高大豆的

最终产量和质量。例如在我国东北地区由于气候条件的影响，

一般大豆会选择种植在春天。 

1.5 加强田间管理 

在大豆种植及生长过程中，农户还应该做好施肥管理，根

据土壤肥力情况以及大豆生长需求，及时进行施肥，进而为大

豆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农户应该尽可能避免

使用化学含量较高的肥料，多使用农家肥，进而降低农业污染，

提升大豆品质；在大豆种植及生长过程中，杂草也是影响大豆

茁壮生长的制约因素。因此，农户可以通过人工除草、喷洒除

草剂等方式对田间杂草进行及时清理，避免细菌滋生；农户还

应该加强科学灌溉，严格控制灌溉量及频率，不免出现水分过

量现象。 

2 大豆病虫害疾病防控策略 
在大豆种植过程中，开展有效的病虫害防治工作能够提高

大豆产量及品质。也因此，农户必须要制定切实可行的病虫害

防控方案，加强对先进农业技术的应用，逐步完善当前病虫害

防治中存在的不足，进而实现大豆高质增产的目标。具体可以

从农业防治、化学防治、生物防治三方面对病虫害防治加以分

析
[6]
。 

2.1 农业防治技术 

首先，在大豆种植过程中较为容易出现的病害有灰斑病、

褐纹病、根腐病，常见的虫害为蚜虫、食心虫、卷叶螟等。为

了切实降低大豆种植中病虫害疾病的发生概率，在大豆种植之

前农户应该做好种子检验工作，对大豆品种对病虫害的抵御能

力进行分析，尽可能选择生长适应性较强、高产量、抗病性能

强的大豆品种；其次，种植户对于种植土地也需要进行科学处

理，例如利用技术手段测量土壤肥力程度等
[7]
。面对贫瘠土壤，

农户在大豆种植之前还应该通过施加基地肥料、喷洒营养液等

方式提高土壤中的养分含量，进而为大豆营造良好的生长环

境。对于上茬出现过病虫害疾病的土壤，农户还需要对土壤进

行消毒，避免越冬虫害以及土壤中细菌的扩散，进而保障大豆

茁壮生长。 

2.2 化学防治技术 

病虫害化学防治技术能够通过化学农药在极短的时间范

围内使大豆病虫害得到有效防治，进而有效避免病虫害的蔓延

扩大。但是，大豆种植户在采用化学技术防治农作物病虫害过

程中，应该坚持科学规范用药的治理原则，根据大豆病虫害的

类型进行科学选择。除此之外，大豆种植户在化学药剂的选取

上应该坚持绿色植保理念，选择低毒或者无毒的化学药剂，并

严格控制化学药剂用量，进而减少环境污染和对农作物以及土

壤的危害。此外，大豆种植户采取化学技术防治病虫害过程中，

应该尽量减少频繁使用同一种化学药剂，进而避免病虫害出现

抗药性的情况。大豆种植户应该在病虫害防治过程中使用多种

化学药剂交替使用，避免产生抗药性，加强大豆病虫害的防治

效果，保证大豆的健康生长，进而在最大限度上提高大豆的最

终质量和产量
[8]
。例如针对大豆植株的锈病，大豆种植户就可

以选择三唑酮粉剂以三比一的比例勾兑，并将其喷洒在大豆叶

片上。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喷洒完农药之后，大豆种植户还应

该对大豆的状况进行密切关注，进而确保药效发生。 

2.3 生物防治技术 

大豆病虫害的生物防治技术是上述几种病虫害防治技术

中最环保的技术，主要通过天敌治理方法消灭大豆种植中的虫

害问题。在实际的大豆病虫害防治过程中，种植户通过观察大

豆病虫害的类型，选择适当的天敌进行治理，引入病虫害天敌

不仅不会对大豆生长状况造成影响，也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其

治理效果也较为明显。例如在大豆生长过程中出现蝗虫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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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时，大豆种植户就可以引进燕鸻、白翅浮鸥、田鹩等鸟类。

这些鸟类无需大豆种植户进行专业训练，它们会因为自身食物

需求而自主去捕捉蝗虫。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不会对大豆生长

产生不良影响，还会能够在最大限度上保护生态环境，对于大

豆种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结束语： 
根据文章全部论述不难看出，大豆在我国农作物种植领域

中占据直观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实际种植过程中，农户应该

保障种植区域大豆品种的均衡性，并在此基础上做好种植前准

备工作以及后续田间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减少

大豆病虫害疾病的发生概率，保障大豆茁壮生长，进而为大豆

提质增产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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