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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广的配套措施支持
余白梅

（宾阳县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广西 南宁 530400）

1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概况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就是充分结合玉米、

大豆两种农作物的生长特点，将玉米和大豆按照播种

时间的不同，按一定距离间隔种植。玉米是喜阳植物，

对光照的要求比较高，位于上层，以吸收充足的阳光；

大豆是典型的短日照作物，即大豆喜较长的黑暗和较

短的光照交替进行，因而位于下层。因此，结合播种期

选用抗倒伏性强、紧凑型的玉米品种，待玉米长高后可

为大豆遮住部分阳光，而处于下层的大豆根部的根瘤

菌可以利用空气中游离的氮素供给大豆生长，从而减

少了化肥的施用，使得玉米与大豆实现增产增收[1]。

2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广存在的问题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高产高效、技术基本成熟，

是当下促进农民增收、实现中国大豆振兴、调节农业生

产结构和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该技术适用区域

广泛，但在全国大规模应用推广过程中仍需克服 6个
方面问题。

2.1 技术模式应用推广与当地农业经营方式不够兼容
（1）2021年黄淮海地区种植模式的机械作业效率

还待改进。该区域土地平坦、集中连片，规模户动辄承

包上千亩土地，较为适合大型机械化种植。运用 3:2模
式或 4:2模式，每次播种的生产单元宽度为 2.2~2.7m，
在分别收割情况下，玉米每次仅收获两行（0.4m）、大豆
仅收 3~4行（0.6~1.2m），增加了农机作业次数和作业辅
助时间，单从此方面来看相较单作费时费工。尽管带状

复合种植植株密度高，作业效果与单作无异，但在规模

化经营水平较高的黄淮海地区，机械作业效率仍有改

进空间。

（2）山东部分耕地每 3m有田垄，采用 4:2 模式时
2.7m的生产单元宽度会使种子播于田垄，造成田间管

理困难或土地浪费。

（3）对于西北地区，依靠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
高产高效优势吸引农户采纳该模式较为困难。一方面，

西北地区玉米、大豆植株高，行比和行距较大，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的玉米株数低于当地的 4500株，“玉
米不减产”无法保证。另一方面，正如成本收益分析，种

植补贴无法弥补高投入高收入的经济作物带来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尽管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

术增产增效，但与当地农业发展情况不够兼容将阻碍

其大规模推广[2]。
2.2 专门的种植补贴和保险体系尚未构建，缺乏足够的
支持

一方面，大豆玉米带状复合补贴体系尚未建立。通

过对补贴和保险政策的调查分析发现，2021年缺乏农
机补贴，补贴来源缺乏稳定性、长远性保障，形式未达

到大部分农户预期，并不足以激励农户采用。2022年
起，各地对实际种植户进行补贴，也开始制定专业农机

的补贴方案，四川、河南、河北、山东、陕西、云南、安徽

等省份开始启动关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具购置

补贴试点。但是，现阶段补贴体系尚未形成，也需考虑

农资、地租、工价普遍上涨而增加的种植成本，仍需加

大补贴力度以促进农户采纳技术。另一方面，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无专门保险，虽部分地区进行了探索，但

因无明确方案，农户索赔困难，未能起实际保障作用。

因此，专门补贴和保险体系的不完备影响了农户种植

意愿。

2.3 配套农机供给不足，专业农机手缺乏
农机方面，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播种机和收割

机与单作有差异，需改装或重新订做。由于目前市场需

求不旺，且因区域技术模式不稳定而农机更新换代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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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研发内部收益率不高，农机生产公司与研发机构合

作积极性不高，生产动力不足，导致农机供应偏少且价

格较高。加之，农机补贴的缺乏降低了购机者需求，致

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农机配备不足。操作人员方

面，虽一般农机手都可以操作专业农机，但效果参差不

齐。播种时，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尺寸、行距精确，对

机械运作速度与规范程度要求高，播种不当会造成缺

苗断垄现象。田间管理时，带状间作模式中对玉米喷洒

农药时易误喷于大豆叶面，如操作不精准极易造成大

豆减产。在农业生产中，农机手工价通常最高，且只在

收割和播种阶段发挥最大价值，因而新型经营主体养

不起专业农机手。农机手仍需重新学习或及时更新操

作知识，目前鲜有人愿意主动投入额外时间成本。所

以，适配农机供给不足与专业农机手缺乏常导致自有

农机的种植户在收获、播种环节自顾不暇，而依靠机械

服务的农户更可能因此耽误农时，影响种植效益。

2.4 农田基础设施缺乏，制度保障还待完善
（1）现阶段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械基础设施

薄弱。西南地区地势起伏大，多地地块小而不规则，且

大部分耕地没有农机进入和转移通道，需借助跳板，增

加了机械作业辅助时间。尽管黄淮海地区地形平坦，但

对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平整度仍不够。特别是大

豆，播种深度需精确在 3~4cm，播种深浅不一易影响出
苗率。水肥一体化是节本增效、精细管理的配套技术，

在西北地区成效尤为显著。但目前设施配备不足，易因

大水漫灌造成土壤板结进而影响出苗，或农户无法精

确控肥造成旺长进而减产。

（2）机械化要求土地集中连片，但土地流转受阻。
自古以来，农民对土地有着深厚情感。加之，受新冠疫

情的不确定影响，农民更将土地视为兜底保障。土地流

转中常出现“一块地不转，大片受影响”的现象，增加了

生产成本。同时，签订规范化的合同至关重要。例如，西

南地区土地转入户未与转出户签订土地承包书面合

同，因利润增加，次年部分转出户违约或大幅提高地

金，致使经营者利益受损。再者，部分村集体与新型经

营主体签订的承包合同期限较短，土地租金不固定，以

致经营者不愿采用可持续方式种植。这些规模化经营

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成为制约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技术大规模推广的因素。

2.5 农户认识存在偏差，观念仍需转变
现阶段，农户主要存在 3方面认知误区。
（1）部分农户认为带状复合种植工序繁多、管理复

杂，但忽视了增产增收必要增加相应投入，而且间作模

式中大豆玉米双系统可同时作业，能实现全程机械化

生产，农作次数较单作相差不多。

（2）部分农户仍视大豆玉米带复合种植技术为“劳
动密集型”的传统间套作模式，担心增加人工作业成

本。事实上，部分农户在 20世纪末采用过传统间套作
模式，但当时中国中小型农机具研发能力薄弱，间套作

机械无力配备，随着劳动力成本上涨，农户逐渐放弃采

用。为此，农户形成间套作仅能人工作业的陈旧观念，

对该技术望而却步。

（3）大豆比较收益较低，农户不重视大豆生产。玉
米产量为大豆的 3~4倍，经济效益高。在技术应用中，
农户视大豆为配角，疏于管理，以致大豆亩产长时间徘

徊在 50~80kg。因此，观念局限导致大豆玉米带复合种
植技术在应用推广中出现技术到位率不高、种植效率

低等问题，短期内推广面积与单产突破困难。

2.6 适配种子供应不足，大豆销售渠道单一
种子配备方面，前期研发者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品种选育的重视程度不足，缺乏不同区域大豆玉

米搭配品种的选育研究，缺少优势种子配备。种子投入

市场前需至少两年的实验数据支撑才可审定备案，适

配种子短期投放不足。另外，玉米种子受散粉期高温天

气影响供给量少、生产成本增加、制种亩保产增高、库

存量少等因素，导致价格高涨、热门种子供应不足。而

播种在即，各地随意调用，出现熟制不匹配、作物间不

适配等问题，直接影响技术效果。甚至农户不慎选用未

经审定的假冒品种，损失惨重。农产品销售方面，大豆

销售渠道较为单一，“豆难买，豆难卖”并存。黄淮海夏

大豆主产区大户的主要销售渠道仍为商贩上门收购，

在国产大豆“量少价高”情况下仍较为被动。尤其玉米

受灾倒伏，易导致大豆籽粒不纯，进而造成售卖困难。

而对于非大豆主产区更是缺乏销路，大豆有价难卖且

存在价格歧视[3]。

3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广的配套措施政策
建议

为促进技术大规模应用推广，本文针对目前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推广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

政策建议。

3.1 集成创新区域技术模式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要

避免“一刀切”，各地需因地制宜，加快研发适合当地的

技术模式。例如，黄淮海地区加快适合规模化种植的 4:
3、4:4、6:4等模式的研究试验，适当放弃玉米行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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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行优势，以提升机械化效率，实现更省时省工。在西

北地区，为提高综合效益，加强大豆与经济作物的间作

模式研发，例如，大豆与孜然、特种玉米、马铃薯、胡麻

等作物间作。在“粮改饲”区域应着力研发推广青贮大

豆与青贮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或混合青贮技术，推动农

牧结合、种养一体。在林果区，发展大豆与幼龄果树、茶

树等间套作，充分挖掘区域大豆扩种潜力。

3.2 完善补贴与农业保险体系
补贴方面，在技术推广前期，各地应统筹谋划，制

定省级层面补贴标准，加大补贴力度。潜在补贴方式主

要有：关于种植补贴，在中央补贴资金基础上，各地整

合新型经营主体、绿色高效创建、轮作、秸秆还田等项

目资金支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关于农机购置补

贴，加快专业农机审定，制定改装农机补贴条例，优化

购机或改装补助申领手续，及时发放补贴资金；关于农

机操作，开展公益性农机操作培训，对农机作业面积

大、效果好的服务团队进行资金鼓励。农业保险方面，

各地政府部门与保险机构积极磋商，尽快制定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保险条例，确定合理的赔付标准，及时

保证农户正常参保。

3.3 优先提供基础设施与制度保障
为实现粮油稳产保供的紧迫任务，建议优先为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创造机械化条件。具体来说，推进

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耕地地力提升等项目建设向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区倾斜。对于适宜种植区，加快土

地整合，培育和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引导农户规范手

续，稳定经营年限，适当延长流转期限。在土地流转阻

力大的地区，强化土地托管服务，避免土地撂荒。同时，

建立与土地制度相匹配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和社会保障

体系，切实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西北地区应深化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摸清未承包到产的集体耕地底数，

推进集体土地积极承担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4]。
3.4 开展多元化推广与多主体示范技术
切不可强制推广，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农户主动接受。

（1）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对项目承担全部主体
开展座谈或培训指导，强化技术认知。各级领导开展座

谈，明确技术重要性，提高推广工作重视度。邀请专家

对农技人员、种植主体培训和巡回指导，纠正认知误

区，提高技术认可度。

（2）组织农户现场观摩学习，在过程中强化认识，
切实消除农户认知误区，并提高技术应用水平。

（3）挖掘高产典型，发挥高产农户的带动作用，激

发农户技术采纳积极性。各地应根据实际，选取粮食公

司、种植合作社、种植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多

元示范主体，带动不同类型农户的种植积极性。

3.5 打通种子供给与产品销售渠道
种子供给方面：①建立专门的育种体系和种质资

源库，加大对高校和科研机构公益性、基础性研究的支

持力度，鼓励商业性育种，以加快玉米与大豆优势组合

品种的试验筛选与入库，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适配品种。

②开通品种审定绿色通道，推进优势种子及时进入市
场。③开展种子保供工作，打通调种渠道，切勿“病急乱
投医”。④严厉打击种子虚假宣传、假冒伪劣、套牌侵
权、未审先推等行为，搭建农户与适配种子公司信息对

接平台，维护购种者权益。农产品销售方面，建立多元

化销售平台，引导专业市场、公司、小商贩等多元主体

有序参与采购，增强农户市场化销售意识，鼓励开展订

单生产，降低销售成本[5]。

4 结语
综上所述，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实现了玉

米大豆兼容发展，符合“玉米不减产、多收一茬豆”的要

求。对于推广种植，应该提早谋划，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进行合理布局，科学指导应对

极端天气，进一步探索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农业保

险制度，转移和分散极端天气下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风险。同时，推广先进的适合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的播种、植保、收获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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