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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大豆，又称菜用大豆、毛豆 [1]，以营养丰富，

味道鲜美受到消费者的喜爱。近年来，随着鲜食大

豆消费需求的增加和加工产业的发展，种植鲜食大

豆的产值和效益不断提高 [2]。宝鸡地区在积极引进

鲜食大豆品种的同时不断探索优质高产栽培技术，

现将其主要技术措施介绍如下。

1　播前准备
1.1　选地　鲜食大豆喜温、喜光、喜水，土壤条件要

求较高，一般土壤酸碱度 6.5~7 为宜。地势要求高

燥，通风透光条件好，排灌方便，土层深厚，土壤肥

沃。一般采用旋耕机进行整地，整地深度 20cm。

1.2　整地与施肥　鲜食大豆喜肥，施肥以氮、磷、钾

配合为主，并配施有机肥。一般每 667m2 需要腐熟

的有机肥 2000kg、磷酸二铵 20kg、硫酸钾 5kg，结合

旋耕机整地一次性施入，整地深度 20cm。

2　播种
2.1　品种选择　宝鸡地区一般可选用晋豆 39、晋科

4 号、晋科 2 号和奎鲜系列的鲜食大豆品种。播种

前进行晒种，去除病粒、残粒及杂粒，也可采用钼酸

铵拌种（1kg∶0.5g），将钼酸铵溶于水后洒在种子上

混拌均匀，阴干后播种，保障苗齐、苗壮。

2.2　播种　为了使鲜食大豆提早上市，一般早春（3
月中旬至 4 月中旬）在温室大棚、小型拱棚和地膜

覆盖进行播种，大田种植一般在 4 月下旬到 5 月上

旬。播量根据不同鲜食大豆的种子大小进行调控，

一般每 667m2 播量 4kg 左右，子粒较大的 6kg 左右。

播种方式一般利用单筒播种器进行穴播，一般行距

50cm，株距 20cm，每穴留 2~3 株，播种深度 2~3cm。

3　田间管理
3.1　间定苗　播种后 10d 左右开始出苗，一般在

2~3 片真叶时进行间苗和定苗，如有地膜覆盖需要

及时放苗，防止温度过高灼伤幼苗。间苗应注意去

除弱苗、病苗和小苗，保留壮苗。为确保全苗，对缺

苗穴进行苗期移栽并浇足定根水，缩短缓苗期。苗

期进行第 1 次控苗，促进根系发育，并进行 1 次中耕

松土，可使土温升高，以利生长。若遇低温寒潮，应

加强防寒保暖措施。

3.2　化学除草　播种后出苗前用禾耐斯类除草

剂进行土壤封闭 [3]，控制杂草种子发芽。出苗后

如遇杂草较多田块，每 667m2 可用 10.8% 盖草能

25~30mL 兑水 50kg 进行除草，如杂草较少可人工 
去除。

3.3　浇水追肥　鲜食大豆苗期需水较少，主要是蹲

苗扎根，促进根系发育。设施栽培应在开花前进行

1 次灌水，保障土壤湿度，促进营养体快速发育。开

花结荚期鲜食大豆需水量较大，如土壤水分下降较

快，此时期应及时进行第 2 次补灌。同时，用 0.2%
的磷酸二氢钾液 40kg/667m2 于晴天 17：00 以后或

阴天喷施，保证正常开花结荚，防止落花落荚。

鼓粒期是鲜食大豆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必须

保障土壤水分充足，促进鼓粒和营养品质形成，此期

应结合土壤水分状况进行第 3 次灌水并配和追肥

（尿素 5kg/667m2，硫酸钾 5kg/667m2），保证鲜食大豆

子粒正常膨大，形成产量。

3.4　化控　鲜食大豆发育后期如遇到营养体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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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鲜食大豆营养价值丰富、口感好、用途广泛、鲜荚产量和种植收益高，受到种植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青睐。为促

进宝鸡地区鲜食大豆生产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总结集播前准备、播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控和收获等关键环节的核心技术，为

宝鸡地区鲜食大豆生产技术提供参考。

关键词：鲜食大豆；栽培技术；宝鸡地区



实用技术 792017年第８期

随着种植业结构的调整，湖南省棉区棉花种植

已呈现分散、零星状分布。一直以来，湖南省棉区多

采用以适当早播促进棉花早发，营养钵育苗移栽，稀

植大棵塑造小群体大个体，精细整枝，人工多次收

花等为主要内容的棉花高产栽培技术模式。该技术

模式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个体成铃负担重，棉花烂铃

或容易早衰，棉花结铃分散，不能有效地进行集中采

收。针对这些问题，在长期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

建立了以适当迟播、直播、免移栽、高密植、轻简化

管理、集中成铃、化学催熟、提早成熟为核心内容的

“直、密、早”棉花栽培技术，不仅解决了传统栽培技

术模式存在的生产周期长、烂铃、早衰等问题，也实

现了集中成熟、集中吐絮，为机械化集中采收棉花奠

定了坚实基础 [1]。

1　栽培技术存在的弊端
长期以来，湖南棉区一直采取营养钵育苗移栽，

适于机械收获的棉花“直密早”栽培技术

管　锋　李智谋　郭文高　管恩相　姚仁祥　方　杰　刘立新　李建彬
（湖南省贺家山原种场，常德 415123）

摘要：洞庭湖地区目前推行的棉花高产栽培技术模式是“适时早播，营养钵育苗，稀植大棵，大肥大水，精细整枝，多次采

收”。建立以“迟播直播、高密种植、轻简管理、集中成铃、化学催熟、集中采收”的棉花“直密早”栽培技术，不仅较好地解决了

传统栽培技术存在的费工、费时、烂铃和早衰等问题，也促进了集中成铃、提早成熟、集中采收，缩短了生产周期，为棉花全程机

械化采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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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及时进行第 2 次调控。一般用多效唑、缩节胺

60g/667m2，稀释 1000 倍及时喷施，防止倒伏。

4　病虫害防控
4.1　虫害防控　鲜食大豆地下害虫主要有蝼蛄、小地

老虎、蛴螬、金针虫、根结线虫等，可结合整地施入黑金

刚、克多丹等土壤处理剂有效杀灭各种地下害虫。

生长期虫害主要包括豆蚜、豆荚螟、造桥虫、食

心虫等害虫，一般防治豆蚜采用吡虫啉和溴氰菊酯

复配进行防治 [4]，豆荚螟、造桥虫、食心虫和豆青虫

可采用农药进行防治。生长期间要防治兔害和鼠害，

一般可采用鼠夹子、铁丝环套进行物理防治，也可采

用熏蒸型药剂进行驱离，例如利用甲胺磷乳油进行

药剂熏蒸，每 667m2 用量为 6~8 袋，每 7d 左右加入

1 次药剂，连续 5 次左右。

4.2　病害防控　鲜食大豆主要病害有病毒病、霜

霉病、白粉病、锈病等。一般霜霉病、白粉病可采用

80% 代森锌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进行防治，每 7d
用药 1 次；锈病、褐斑病可采用 75% 百菌清可湿性

粉剂 800 倍液喷雾 1 次。炭疽病可采用 70% 甲基

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进行防治。

5　适时收获
采收前 15d 停止用药 [5]，一般鲜荚要达到豆荚

饱满、子粒鲜嫩、豆荚色泽由青绿转浅绿时即可进行

采收。宝鸡地区鲜食大豆花后 30~40d 就可陆续采

收，为了尽早上市提高经济产出，采收时先采收植株

底部饱满的鲜荚，并依据从植株下部到上部子粒鼓

粒程度进行 2~3 次分期采收。采收后将鲜荚放在

阴凉处或者冷藏室内，保持新鲜，待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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