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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理轮作在改善和平衡作物生长发育及促进作物生长和高产上是一项长期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从高粱 - 大豆“双

密”轮作保护性耕作技术概念、解决的问题、增产机理以及技术要点等方面进行阐述，以期为黑龙江省高粱大豆持续发展提供

技术保障，为实现农民节本增效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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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区，同时拥有世界

上最珍贵的 3 大黑土带资源之一，为我国粮食安全

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近年来，由于自然因素制约

和人为过渡开发，耕种、耕作粗放，对农田实行掠夺

式经营，使得耕地黑土层变薄，造成土壤板结、有机

质含量下降，生态环境恶化以及连作导致的土壤养

分失衡，直接威胁到粮食生产安全，严重制约了我国

粮食产量的进一步提高。保护性耕作最早起源于美

国 [1]，国内有关保护性耕作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 [2-3]。保护性耕作技术在减少工作量、降低生

产成本的同时，可改善土壤孔隙度，增加土层水稳性

团聚体，有效减少水土流失，提高土壤抗侵蚀性，改

良和恢复土壤肥力，对提高地力，实现土壤养分的均

衡利用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黑龙江省的连作问题极为突出，当前的局面是

主栽作物产区玉米连作或大豆连作与一些地区各种

轮作共存，新的较合理的轮作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黑龙江省北部地区是本省大豆主产区，大豆连作现

象十分明显，连作造成减产，连作时间越长大豆减产

越显著 [4]。玉米是调剂茬口，在轮作制中占有重要

地位。由于近年来对其需求增多，玉米种植比例迅

速扩大，连作现象亦明显。虽然玉米具备一定耐连

作能力，但玉米过度集中种植时抗灾能力下降，加上

耕作管理不当，易引起土壤有机质快速消耗、土壤肥

力降低和加剧土壤侵蚀，最终导致病虫害严重，产量

降低。鉴于此，需要推广新的合理轮作种植模式。

而且，与传统垄三栽培技术相比，窄行密植技术增产

效果明显 [5-7]。本文将高粱 - 大豆“双密”轮作保护

性耕作技术进行总结，以期为黑龙江省轮作体系的

建立提供依据和参考，为黑龙江省高粱大豆持续发

展提供技术保障，最终为农业种植结构的合理实现，

农民节本增收提供技术支撑。

1　技术简介及解决的问题
高粱 - 大豆“双密”轮作保护性耕作技术（以下

简称技术）将高粱矮秆密植种植技术与大豆窄行密植

种植技术有机融合，在高粱、大豆秸秆全量还田条件

下，利用矮秆耐密植高粱品种和大豆品种，采用大垄

密植（130cm）种植技术，针对黑龙江省高粱和大豆单

产低、秸秆焚烧污染环境等问题，旨在实现秸秆全量

还田下窄行距、高密度种植高粱和大豆，进而形成绿

色、高产高效、可持续的轮作保护性耕作种植模式。

技术优点主要包括：解决高粱与大豆单产低、效

益差的问题。采用大垄密植种植技术，可有效提高高

粱和大豆单产，解决大豆连作问题。高粱、大豆秸秆

全量还田，实现了高粱大豆的合理轮作，有利于黑龙

江省旱田作物合理布局；实现土壤培肥地力和农业持

续发展；实现肥料减施，降低农资成本。大豆是高粱

的肥茬，高粱可充分利用前茬大豆固定的氮素营养，

降低肥料的投入；抗涝增温。采用 130cm 大垄密植可

有效缓解黑龙江温度低、降雨集中产生涝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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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增产原理
深松打破犁底层，可有效改善犁底层的板结状

态，扩大土壤生态容量；分层深施肥，提高肥料利用

率，促进大豆深扎根；大垄密植栽培有利于形成良好

的群体结构，充分利用光能。高粱是须根系作物，大

豆是直根系固氮作物，高粱大豆轮作有利于实现养

分均衡利用，进而实现高产。

3　技术要点
3.1　播前准备　此耕作技术适宜在黑龙江省土壤

排水良好、地势平坦的地块种植。

秸秆处理　高粱（或大豆）机械收获的同时要

充分粉碎秸秆，并且均匀抛洒，避免秸秆分布不均匀

影响下茬作物播种。大豆留茬高度不应低于 15cm，

秸秆长度不高于 20cm ；高粱留茬高度不应低于

30cm，秸秆长度不高于 20cm。适当提高残茬高度，

将会有更少的残茬经过联合收割机的处理，抛撒的

秸秆也会更少。此外，避免收割机工作时停车，当有

必要进行停车时，需将机器内部的残茬抛撒干净，以

防残茬成堆。收获高粱后，可适当施用氮肥，协调碳

氮比，加快秸秆腐解，或者使用秸秆腐解剂。

整地要求　秋季整地最佳，避免春整地。对于

没有深翻或深松基础的农田，每 2~3 年要深翻或深

松 1 次。黑土层深的地块翻深应在 25cm 以上，黑

土层浅的农田宜采用浅翻 + 深松整地方式，翻深为

20~25cm，深松深度 30~35cm，翻地之后需要及时

耙、耢。通过精细整地使土壤疏松、土地平整、土壤

细碎，为保证播种质量，苗全、苗齐、苗壮打下基础，

同时提高封闭除草的效果。起垄作业要求垄直。

品种选择　因地制宜选择成熟期适宜的高粱

或大豆种子。窄行耐密高产大豆品种可选择合丰

42、合农 60、佳密豆 6 号、佳密豆 8 号、垦丰 16、合农

76 等品种；高粱一般选用矮秆、耐密、适宜机械化收

获的品种，株高一般在 80~120cm，如克杂 15、绥杂

7、齐杂 722 等品种。高粱或大豆种子播前要进行人

工粒选，剔除病斑粒、不完整粒、虫食粒及杂质。精

选后的高粱或大豆种子质量达到良种水平以上，并

根据当地土壤条件及病虫害种类选用适宜种衣剂，

或者直接购买具有种衣剂的种子。

3.2　播种　播种方法　大豆在土壤 0~5cm 土层温

度稳定通过 7~8℃时播种，要求播深一致、均匀、无

断条，通常播种深度 3~4cm，干旱年份适当增加播种

深度。高粱在土壤 0~5cm 土层温度稳定高于 12℃
以上时方可进行播种，一般播种深度为 2.5~3.5cm，

高粱不能播种过深或过早，以免造成高粱粉种。

播种技术　大豆130cm大垄种植3~4行，每hm2 

种植密度由传统的 20 万 ~25 万株增加到 35 万 ~50
万株；高粱 130cm 大垄种植 2 行或 4 行，由传统的

8 万 ~12 万株增加到 20 万 ~25 万株，具体密度应根

据不同品种的耐密性来确定。

3.3　栽培管理　间苗在高粱 3~4 叶期进行，定苗在

5~6 叶期进行，定苗结束后进行 1 次浅耕松土，耕深

5~7cm，主要作用是松土增温以促进根苗生长。高

粱拔节期和封垄前分别进行 1 次浅耕和深耕，深度

分别为 6~8cm 和 10~15cm，主要作用是促进根系生

长及中耕除草。大豆苗期适时进行垄沟深松，放寒

增温。垄沟深松后 7~10d，进行第 1 次中耕培土，有

条件的地方可以进行第 2 次中耕培土灭草。

化学除草　采取预防为主，防控结合的方针。

播后苗前对土壤进行封闭处理和苗后茎叶处理。在

轮作体系下应充分考虑给下茬作物带来的影响，根

据地块杂草种类、土壤质地、土壤 pH 值、土壤墒情、

气象条件，选用适宜的除草剂，并按 GB4285、GB/
T8321 的标准执行具体的使用要求、用量、方法等。

合理施肥　种肥施肥部位应在种侧 5~7cm、

种下 5~7cm，防止烧苗。具体施肥量应按照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标准确定。一般地力条件下，大豆

每 hm2 施磷酸二铵 150~200kg、氯化钾 60~80kg、尿
素 30~50kg。大豆采用分层深施肥技术，第 1 层将

化肥总施用量的 30%~40% 施到种子侧下方 5~7cm
处，第 2 层将化肥总用量的 60%~70% 深施到种下

12~14cm 处。高粱每 hm2 施用磷酸二铵 150~180kg
作为底肥，在高粱 9~10 叶期结合趟地追施尿素

120~150kg、钾肥 60~80kg。
为避免农田压实，要求播种机械、喷药机械、中

耕机及收获机械作业主副配套（播幅整数倍），保证

机械轮（轨）在田间行走轨迹一致。

4　收获
联合收获在大豆黄熟期进行，此时豆叶全部

脱落，籽粒呈现本品种色泽，植株摆动豆粒有响声，

大豆在蜡熟末期至完熟初期收获为最佳，割茬高度

以不留底荚为准。综合损失率≤ 3%，收获损失率

≤ 1%，拾禾脱粒损失率≤ 2%，泥花豆≤ 5%。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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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阴湿区阴坡耕地当归育苗技术
漆琚涛 1　许彩荷 2　郎建军 3　包晓莹 2

（1 甘肃省漳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漳县 748300；2 甘肃省漳县园艺站，漳县 748300；3 甘肃省岷县中药材生产技术指导站，岷县 748400）

摘要：传统生荒地当归育苗方法育成的当归种苗质量较好，产量较高；但需毁林开荒，破坏草山和生态植被，易造成水土流

失和生态环境恶化，不利于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对当归育苗生产现状进行了介绍，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在高寒阴湿区利用

阴坡耕地进行当归熟地育苗生产的技术措施。

关键词：高寒阴湿区；阴坡耕地；当归；育苗；生产技术

当归 [Angelica sinensis（Oliv.）Diels] 主要分布

在甘肃和云南等地，是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

物，适宜在海拔 2200~3000m 的高寒阴湿区种植，属

低温长日照类型植物。其药用部位为干燥根，有“妇

科人参”或“妇科要药”之称，具有补血活血、润肠通

便、调经止痛等功效，用于治疗因血虚而引起的面色

萎黄、头晕、目眩、心悸、健忘、失眠和肢体无力等症。

甘肃岷县、漳县和宕昌等地所产当归习称“岷归”，

是上品地道当归药材。漳县与“中国当归之乡”岷

县接壤，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是“岷归”的主产区

和原产地。当地农民群众和农业技术人员在常年累

月的当归生产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再加上得天

独厚的产地生态环境条件，适宜生产人们药用放心

和食用安全的绿色当归产品。

1　当归育苗生产现状
1.1　当归栽培以育苗移栽法生产为主　当归成药

生产栽培方法有育苗移栽法和种子直播栽培法 2 
种 [1]。目前种子直播栽培法应用较少，多以育苗移

栽法生产当归。当归育苗俗称“秧苗子”或“秧栽

子”，传统当归栽培采用育苗移栽法，全生育期要越

2 冬跨 3 年，第 1 年为育苗期、第 2 年为成药生产期、

第 3 年为育籽期。栽培上可分为精选种籽、培育种

苗和当归成药生产 3 个阶段 [2]。

1.2　当归育苗以生荒地育苗为主　多年来传统生

荒地当归育苗方法在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

还在沿用。该方法即在林区边缘和草山进行开挖草

皮，用带土草皮烧成生灰后，将生灰撒在地里作为肥

料进行生荒地育苗，所育当归种苗质量较好，产量较

高。但需毁林开荒，破坏草山和生态植被，易造成水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11BAI05B0220）; 国家科技惠民计划
项目（2013GS620101）; 甘肃省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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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进行机械化收获时，需在下霜后茎秆水分含量

较低、籽粒含水率在 20% 以下进行，可使用凯斯或

约翰迪尔谷物联合收割机，收获后应及时清选、晾

晒。高粱或大豆收获完，应注意防止秸秆被烧，避免

秸秆焚烧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和人身财产安全问

题，在田间地头醒目地方插放警示牌。

建立轮作保护性耕作技术田间生产档案，详细

记载高粱大豆轮作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全过程，以备

查阅、总结经验。

参考文献

[1] 李其昀，贾晓东．保护性耕作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农机化研究，

2006（11）：224

[2] 宗锦耀．中国保护性耕作．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3] 崔向新，蒙仲举，张兴源，高永．秸秆覆盖保墒机理初步研究．内蒙

古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0（1）：14-19

[4] 郑慧，杨继峰，董汉文，王雪娇，张静媛，朱知运，苏二虎，李强．轮作

和连作对大豆农艺性状及产量的影响．大豆科技，2016（5）：14-

17

[5] 韩德贤，盖志佳，刘婧琦，赵桂范，王庆胜，郑海燕，张敬涛．密度对

半矮秆大豆合农 60 产量及构成因素的影响．中国种业，2014（2）：

51-52

[6] 赵桂范，张敬涛，申晓慧，刘婧婍，王谦玉．半矮秆大豆窄行密植高

产栽培技术．中国种业，2011（10）：76-77

[7] 盖志佳，蔡丽君，刘婧琦，杜佳兴，赵桂范，张敬涛．轮作体系下窄

行密植免耕对大豆农艺性状及产量的影响．中国种业，2017（6）：

63-65

（收稿日期：2019-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