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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 NY/T４９５—２００２«东北地区大豆生产技术规程»,与 NY/T４９５—２００２相比,除结构调整

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提高种子发芽率指标,更改专用品种品质指标(见５１);
———更改种子包衣技术(见５２１),增加根瘤菌剂接种技术(见５２２),删除微肥拌种技术(见２００２

版的４３２);
———更改轮作与耕整地,删除平播大豆(见２００２年版的５２１),更改垄播大豆(见６２),增加玉米茬、

小麦茬、马铃薯茬(见６２１、６２２、６２３、６２４);
———按照农事顺序将施肥融合到各技术环节中(见６３、７６、８２);更改叶面追肥方式(见６３２２),

删除秋施肥、根际追肥(见２００２年版的６３１、６３２１);
———更改播种,增加常规垄、大垄、小垄、免耕(见７２１、７２２、７２３、７２４),删除大比例间种、窄行

平播、等距穴播(见２００２版的７３１、７３２、７３３);更改播种地温指标、播期、公顷保苗株数、播
种质量(见７１、７３、７４);

———更改田间管理.删除间苗(见２００２年版的８２),增加中耕和一喷多促技术(见８１、８２);
———更改病虫草害防控,删除秋施药技术(见２００２年版的８５４),删除病虫害防控用药剂量、剂型与

对水量(见２００２年版的８６２),增加助剂、生物防治和农药喷雾机作业标准(见９３、９４);
———更改收获,删除人工收获(见２００２年版的９２),更改机械收割质量标准(见１０２、１０３);
———删除产品质量(见２００２年版的第１０章).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黑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站、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内蒙

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黑龙江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汤松、杨微、刘芳、张玉先、路战远、陈常兵、吴俊江、包立华、张向前、杨峰山、潘思

杨、李雨浓、金喜军.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２００２年首次发布为 NY/T４９５—２００２;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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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大豆生产技术规程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东北地区大豆生产的产地环境、品种选择及种子处理、轮作与耕整地、播种、田间管理、
病虫草害防控、收获及田间档案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四盟市的大豆生产.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１３５２　大豆

GB３０９５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４４０４２　粮食作物种子　第２部分:豆类

GB５０８４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８３２１(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１５６１８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１５６７１　农作物薄膜包衣种子技术条件

GB/T２４６７５６　保护性耕作机械　第６部分:秸秆粉碎还田机

GB/T２４６７７１　喷杆喷雾机　技术条件

NY/T４９６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１２７６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NY/T１８７６　喷杆式喷雾机安全施药技术规范

NY/T３２１３　植保无人机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４　产地环境

环境空气质量应符合 GB３０９５的要求,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 GB１５６１８的要求,农业灌溉水质符合

GB５０８４的要求.

５　品种选择及种子处理

５１　品种选择

因地制宜地选择熟期适宜、优质高产、抗逆性强的品种或专用品种.种子发芽率不低于９００％,含水

量不高于１３５％,其他质量指标应符合GB４４０４２要求.高蛋白品种,粗蛋白含量４３０％以上;高脂肪品

种粗脂肪含量２１５％以上.其他质量指标应符合 GB１３５２的要求.

５２　种子处理

５２１　种子包衣

宜选用含咯菌腈＋精甲霜灵和噻虫嗪成分的种衣剂防治大豆根部病虫害.种衣剂使用应符合

GB/T８３２１３、GB/T８３２１４、NY/T１２７６的要求,种子包衣应符合 GB/T１５６７１的要求.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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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　根瘤菌剂拌种

包衣处理后,在大豆播种前１２h以内使用根瘤菌剂拌种,阴干后立即播种.

６　轮作与耕整地

６１　选茬

宜选择玉米、小麦、马铃薯等茬口,实行３年及以上轮作,不重茬、不迎茬.

６２　耕整地

６２１　玉米茬

玉米收获后将秸秆及根茬粉碎,均匀抛撒地表.秸秆粉碎应达到 GB/T２４６７５６的要求.可采用翻

埋或碎混方式处理.

a)　翻埋:秋季将秸秆翻入耕层下方,翻深３０cm 以上,扣垡严密,不重不漏,翻后晾晒３d~５d耙地,
耙深１８cm;

b)　碎混:秋季通过深松、耙地进行碎混,深度３０cm 以上,耙深８cm~１８cm,耙碎耢平,不漏耙、不
拖堆.

６２２　小麦茬

小麦收获后选用具有秸秆粉碎装置的收获机完成作业,均匀抛撒地表.秸秆粉碎应符合GB/T２４６７５６
的要求.翻深２５cm~２８cm,耙深８cm~１８cm.

６２３　马铃薯茬

马铃薯收获后深松３０cm~３５cm,耙深１８cm,耙平耙细.

６２４　起垄与镇压

采用机械完成起垄、镇压连续作业.常规垄垄距６０cm~７０cm,垄高１５cm~２０cm;大垄垄距

１１０cm~１４０cm,垄高１５cm~２２cm;小垄垄距４５cm,垄高１５cm.垄距均匀一致,百米偏差不超过

５cm,起垄后及时镇压保墒,达到待播状态.

６３　施底肥

有条件的地区,每公顷施含有机质４５％、氮磷钾总养分５％以上的有机肥１５t,结合整地作底肥一次

性施入.

７　播种

７１　播期

５cm~１０cm 土层地温稳定通过８℃~１０℃时宜开始播种.一般辽宁省４月２０日至５月１０日;吉
林省东部地区５月５日—１５日,中部地区４月２５日至５月５日,西部地区５月１日—１０日;黑龙江省中

南部地区４月２５日至５月１０日,东部地区５月５日—１５日,西北部、北部地区５月５日—２０日;内蒙古

自治区东北部极早熟区５月１０日—２０日,东部早熟区５月７日—２０日,东部中早熟区５月１０日—２５日,
东部中熟区５月１０日—２０日.

７２　播法

７２１　常规垄

６０cm~７０cm 垄距,垄上种植２行,行距１０cm~１２cm.

７２２　大垄

１１０cm 垄距,垄上种植２行或３行,２行行距４０cm,３行均行种植,行距２２cm~２４cm,中间行密度

降低３０％~４０％;１３０cm~１４０cm 垄距,垄上种植３行或４行,３行均行种植,行距３５cm,４行宽窄行种

植,边行窄行距１０cm~１２cm,中间宽行距２５cm,中间行密度降低３０％~４０％.

７２３　小垄

４５cm 垄距,垄上种植２行,行距１０cm~１２cm.

７２４　免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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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宜地区,玉米机收后秸秆粉碎均匀抛洒地表,根据土质和墒情选择秋季深松保持原垄形,或原垄

不动待春季免耕机直接播种.

７３　播种量

根据品种特性、肥水条件及栽培技术要求确定播种量,按公式１计算.

Y＝
A×B

C×D×１０５ ×(１＋E) (１)

式中:

Y ———每公顷种子播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２);

A———每公顷保苗数,单位为万株每公顷(万株/hm２);

B———种子百粒重,单位为克(g);

C ———种子净度,单位为百分号(％);

D———种子发芽率,单位为百分号(％);

E———田间损失率,一般以１０％计算.

７４　保苗株数

辽宁省公顷保苗１５０万株~１８０万株;吉林省东部地区２４０万株~２６０万株,中部地区１８０万株~
２２０万株,西部地区２００万株~２４０万株;黑龙江省中南部地区２２０万株~２５０万株,东部地区

２５０万株~２８０万株,西北部、北部地区３３０万株~３８０万株;内蒙古东北部极早熟种植区３３０万株~
３７５万株,东部早熟区 ２７０ 万株 ~３３０ 万株,东部中早熟区 ２４０ 万株 ~２７０ 万株,东部中熟区

２１０万株~２４０万株.

７５　播种质量

播种均匀无断条,每５m 断条不超过一处,机械垄上播种时应对准垄顶中心,偏差±３cm,镇压后播

种深度２cm~３cm.

７６　施种肥

种肥使用符合 NY/T４９６的要求.根据土壤供肥能力和养分平衡状况,以及气候、栽培等因素,进行

测土配方施肥,做到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合理搭配.
每公顷施用量折合纯氮１５kg~３０kg、五氧化二磷４６kg~６９kg、氧化钾２０kg~３０kg.推广大型机

械种下分层、定量、定位侧深施肥.总施肥量１/３施在种床下５cm~６cm 处,２/３施在种床下１０cm~
１２cm处,积温较低地区,适当减少下层施肥比例.

８　田间管理

８１　中耕

一片复叶期进行第一次中耕,７d~１０d进行第二次中耕,封垄前进行第三次中耕.垄沟有秸秆地块

要选用带护苗器的中耕机作业,减少拖堆伤苗.

８２　一喷多促

依据大豆生育时期、营养需求选择叶面肥种类,喷施２次~３次.苗期喷施功能性叶面肥,开花结荚

期喷施含氨基酸、磷、钾、硼、锌、钼等大微量元素叶面肥,鼓粒期喷施含磷、钾、硼、钼等营养元素叶面肥.
追肥可与啶虫脒、吡虫啉、阿维菌素、嘧菌酯、甲维盐混配.

８３　喷灌

根据旱情和大豆生长发育规律喷灌.雾化水滴直径为１０mm~３５mm;喷灌均匀度≥８５％.水质

标准应符合GB５０８４的要求.喷水量:分枝期至开花期３０mm,开花期至结荚期３０mm~４０mm,结荚期

至鼓粒期３０mm~３５mm.喷灌强度应小于土壤入渗速度,地表不产生径流、不板结、不破坏土壤结构.

８４　拔大草

８月上旬草籽形成前拔净大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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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病虫草害防控

９１　防控原则

采用农业、化学、物理、理化诱控及生物防治相结合,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型化学药剂,在
病虫草害预测预报的基础上,对症选药、合理施药、科学轮换用药,提高农药利用率和防效.

９２　除草

９２１　除草原则

采取化学、机械和人工除草相结合.化学除草应根据杂草发生种类和程度,合理选择安全、高效、环境

友好型除草剂,并科学混配,适时适量规范施药.除草剂使用和施药作业应符合 GB/T８３２１、NY/T１２７６
的要求.

９２２　苗前土壤封闭化学除草

土壤墒情好、整地精细的地区宜用苗前化学除草.可选用乙草胺、异丙草胺、异丙甲草胺、精异丙甲草

胺、丙炔氟草胺、噻吩磺隆等除草剂进行混配,施药时可按喷液量０５％~１％的比例添加植物油型助剂.
喷杆喷雾机作业时,宜使用１１０Ｇ０３号、１１０Ｇ０４号标准扇形喷嘴或１１０Ｇ０３号、１１０Ｇ０４号低飘喷嘴,喷雾压力

选择在２×１０５Pa~３×１０５Pa,喷头高度距垄台５０cm 左右,喷液量１５０L/hm２~２００L/hm２ 为宜,机车行

走速度６km/h~８km/h,均匀喷雾于土壤表面.

９２３　苗后茎叶处理化学除草

在大豆１片~３片复叶期、杂草２叶~４叶期施药.防治阔叶杂草,选用氟磺胺草醚、灭草松、异 草

松等药剂混配使用.防治禾本科杂草,在杂草３叶~５叶期施药,选用烯草酮、精喹禾灵、高效氟吡甲禾

灵、精吡氟禾草灵、烯禾啶等除草剂进行混配,施药时按喷液量０５％~１％比例添加植物油型助剂.喷杆

喷雾机作业时,宜使用１１０Ｇ０２号、１１０Ｇ０３号标准扇形喷嘴或１１０Ｇ０２号、１１０Ｇ０３号低飘喷嘴,喷雾压力选择

在４×１０５Pa~５×１０５Pa,喷头高度距杂草５０cm 左右,喷液量１００L/hm２~１５０L/hm２ 为宜,机车行走速

度６km/h~８km/h,均匀喷雾.

９３　病虫害防治

９３１　防治策略和用药规范

优先采用农业、生态、生物、物理等综合治理和绿色防控措施.采用化学防控时,农药使用和施药作业

应符合 GB/T８３２１、NY/T１２７６的要求.虫害防治指标应符合附录 A的要求.

９３２　主要病虫害及防治方法

９３２１　蚜虫

可选用吡虫啉、啶虫脒、吡蚜酮、抗蚜威等药剂进行地面或航化喷雾.

９３２２　红蜘蛛

可选用螺螨酯、哒螨灵、炔螨特、阿维菌素等药剂进行地面或航化喷雾.

９３２３　大豆食心虫

优先采用成虫期性诱剂诱杀、产卵期赤眼蜂防控和设置频振式太阳能杀虫灯等进行生物、物理防控.
化学防控可在成虫始盛期施用甲维盐或菊酯类农药进行地面或航化喷雾.

９３２４　草地螟

可用杀虫灯或性诱剂诱杀成虫.田间卵盛期,结合中耕除草,铲除田间已落卵的杂草并带出田外销

毁.当大部分幼虫３龄期时,选用高效氯氟氰菊酯乳油、溴氰菊酯等药剂及时喷雾防治.

９３２５　大豆菌核病

及时拔除中心病株,带出田外销毁.可选用咪鲜胺、菌核净等药剂田间喷雾.

９４　农药喷洒器具

器械应符合 NY/T１８７６、GB/T２４６７７１、NY/T３２１３的要求.
４



NY/T４９５—２０２５

１０　收获

１０１　收获要求

实行分品种收获,单储、单运.

１０２　收获时期

在大豆叶片全部落净、豆粒归圆时进行机械收获.

１０３　收割质量

采取带低割装置收获机适时进行收获.割茬高度为５cm~６cm,以不留底荚为准.田间损失≤３％,
收割综合损失≤１５％,破碎率≤３％,泥花脸≤５％.

１１　田间档案

对大豆生产的全过程,要建立田间技术生产档案,全面记载各项农事操作.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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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虫害防治指标

　
虫害防治指标见表A１.

A１　虫害防治指标

虫害名称 防治指标

草地螟 　幼虫量平均１头/株,在多数幼虫３龄时进行防治

地下害虫
　蝼蛄、地老虎、蛴螬、金针虫平均虫量分别达到０３头/m２、１头/m２、１头/m２、１５头/m２ 以上时需

进行防治

大豆食心虫 　上年虫食率＞５％,或田间成虫出现打团,且每团蛾量大,成倍增长时

大豆蚜虫 　有蚜株率超过５０％,蚜量１５头/株以上;或植株卷叶率超过５％
大豆红蜘蛛 　植株卷叶株率达到１％以上

蓟马 　大豆２片~３片复叶期,每株有２０头以上或顶叶皱缩时

苜蓿夜蛾 　大豆田幼虫量１头/株以上

二条叶甲 　成虫密度３０头/m２ 以上

黑绒金龟子 　大豆每米垄长５头以上

大豆根潜蝇 　成虫高峰期５网捕蝇量２０头以上,连续３d~４d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