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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模式
一个生产单元大豆4行，玉米3行。大豆

窄行行距0.35米，玉米大豆间距0.7米，玉米窄

行等距0.6米，一个生产单元宽度3.65米，玉米

平均行距1.22米，大豆平均行距0.91米，按照

亩播种玉米4500粒、大豆8000粒计算，玉米粒

距0.12米，大豆粒距0.09米。

●5∶3模式
一个生产单元大豆5行，玉米3行。大豆

窄行行距0.35米，玉米大豆间距0.7米，玉米

窄行等距0.6米，一个生产单元宽度4米，玉米

平均行距1.33米，大豆平均行距0.8米，按照亩

播种玉米4500粒、大豆8000粒计算，玉米粒

距0.11米，大豆粒距0.1米。

●6∶3模式
一个生产单元大豆6行，玉米3行。大豆

窄行行距0.35米，玉米大豆间距0.7米，玉米窄

行等距0.6米，一个生产单元宽度4.35米，玉米

平均行距1.45米，大豆平均行距0.73米，按照

亩播种玉米4500粒、大豆8000粒计算，玉米粒

距0.1米，大豆粒距0.11米。

本报讯 2 月 22

日，省农业农村厅在新

郑市瑞博农机专业合

作社召开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机具现场

演示和座谈会。

会上，郑州市、新

郑市汇报了去年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试

验的开展情况；解读了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有关政策；讲解了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对品种、农艺和配套机

具的要求；演示了用于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的播种、植保和收获

等配套机具。

省农业农村厅党

组成员、省农机技术中

心主任凌中南在会上

强调：要整合力量，协

调推进，确保高质量完

成 100万亩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任务；

要尽快探讨出一批因

地制宜、稳产高效的优

化种植模式；要突出良

种良法融合、农机农艺

融合、示范推广融合、

技术人员和种植者（新

型合作组织、种粮大

户）融合，全力解决棘

手问题，确保技术服务

到位。

与会的种粮大户、

农机农艺专家和基层

农技推广人员就相关

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报记者）

□本报记者魏静敏

早春时节，乍暖还寒。

2月23日，荥阳市广武镇南城

村草莓大棚里暖意融融，一颗颗草

莓从绿叶中探出头来，娇艳欲滴，

让人眼馋。

草莓是早春第一果，产量和效

益较为稳定，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重

点产业之一。

在河南凤彩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王智豪的带领下，记者与

草莓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王智豪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

从事草莓生产10余年，种植经验丰

富，曾荣获河南省2021年高素质农

民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在我省草

莓圈里小有名气。

“这个棚种的是红颜，不仅好

看、个大，吃起来还有一股淡淡的

清香。春节前后，一斤能卖到70

元。”王智豪说。

评价草莓好吃与否，糖度是第

一标准。目前，我省种植的红颜、

圣诞红、章姬等品种，糖度在15以

上；宁玉、天仙醉、甘露等品种，糖

度为10~14；超市常见的甜查理等

品种，糖度只有7~8。

“来，你摘个尝尝。”介绍完品

种，王智豪热情地邀请记者。

“不洗也能吃？”记者有点疑问。

“放心吃吧，绝对绿色生态无

污染。”

记者随手摘了一颗，送进嘴

里，清香的气味、甜甜的味道顿时

让大脑皮层兴奋不已。

“口感超棒，还真没有吃过这

么好吃的草莓！”记者不禁竖起了

大拇指。

大棚草莓采用覆膜栽培技术，

不打药、不除草、不治虫，浇水是膜

下滴灌，一周一次，水中添加有机

肥。王智豪解释说：“冬季阴雨天

气多，如果喷施农药，棚内湿度加

大，可能会诱发灰霉病。大棚里配

有空气消毒剂、烟熏剂，用来杀菌

防病，这些药剂非常安全，不会产

生污染。”

种植大棚草莓，控温很重要。

白天棚内温度28℃以上时要排风

降温，夜间温度控制在5℃左右。

“保持适当温差，可增加果实糖分

积累。”王智豪说。

一株草莓能产多少果实？

“草莓也要计划生育。”王智豪

说，在种植管理过程中，要进行疏

花疏果，开花后先把多余的小花、

弱花掐掉，坐果后再掐掉畸形果，

每株保留6~8颗。这样营养就会

集中供应，长出的果子就好吃。一

个完整的草莓生长季，可以采摘3~

4茬，每茬按6~8颗计算，一株草莓

能产出20~30颗商品果。以每颗

商品果重约20克计算，亩产4000~

5000斤，收入6万余元。

如此可观的“钱”景，让草莓成

为休闲观光农业的优选作物。目

前，我省草莓种植面积逐年增加，

已达18万亩左右，主要集中在商丘

市梁园区、信阳市浉河区、孟津县、

中牟县等地。

草莓喜欢弱酸、低盐的水土环

境，pH值5.8~6.5最适宜，土壤有

机质含量也十分重要。“适量多施

生物肥、有机肥，有助于提高草莓

的产量和品质。”王智豪说，在后期

管理中，还要运用多种技术手段改

善草莓品质，比如在草莓转色期适

当控水、提高有机营养液浓度、补

光、加大温差等。

打响河南草莓品牌，要从种苗

做起。“目前我省草莓品种退化严

重，脱毒种苗推广面积不足10%。

这一点，希望能引起种植户的重

视。”走出大棚，王智豪向广大农民

发出提醒。

看来，一颗高品质草莓的诞

生，从种苗培育到栽培管理，再到

果实成熟，任何环节都离不开科技

的加持。

新春伊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迎来政策红利。2015年以来，国家

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下设创投子

基金近40只，规模将近700亿元。

科技成果转化是高度复杂的系统工

程，界面多、跨度大、难度高。建设

科技成果转化的生态体系，需要从

不同链条多管齐下，才能打通堵点。

成果转化的资金供给改革，有助

于打通金融链堵点。多年来，我国科

技成果转化存在金融支持力度不足

和手段单一等问题，尤其是中小企业

在科技成果转化早期获得投融资的

难度较高，影响了科技成果转化率。

转化引导基金不同于以往的政

府拨款，它选择符合条件的投资机

构共同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子基金，

为转化科技成果的企业提供股权投

资。这意味着政府对科技成果转化

的支持，从无偿的直接资助转为间

接的股权投资，是科技成果转化领

域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截至目

前，我国共有6只子基金，规模达

43.1亿元的转化基金成功退出。

多只子基金顺利“毕业”后，再

次布局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这意味着科技成果转化

引导基金走向成熟期和收获期，建立

起成果转化金融链的良性循环。

成果转化的利益分配改革，有

助于打通创新链堵点。人才是科技

创新的第一要素。我国高校院所等

事业单位集聚着大量的科研人才，

但由于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管

理机制的欠缺，科研人员获得报酬

较少，影响了其投入成果转化工作

的积极性。从经费管理、现金奖励、

股权激励、税收减免等各方向开启

和完善的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利益分

配机制改革，引导了更多科研人员

主动开展科研成果转化。

成果转化的评价机制改革，有

助于打通产业链堵点。我国的科

技成果转化工作，还存在着科研

成果与企业需求错位、无法完全

匹配的问题。这种现象的出现，

与传统的评价机制息息相关。科

技成果评价机制一向是科研工作

的“指挥棒”。要打通科技成果转

化的产业链堵点，就必须改革评

价机制，让科研成果水平的高低

不只靠文章和专利说话，也需要

通过市场检验。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必须推动

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去年，我国在

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分配机制和基

金管理等方面出台了新政策，作出

了有针对性的改革部署。今年是落

实兑现政策的关键一年，期待这些

政策能有效融通产学研结合的创新

链、产业链和金融链，真正打通科技

成果转化堵点。 （金观平）

2月28日，义马市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实验室实验员在使用核酸提

取仪提取生猪核酸，检测是否有非洲猪瘟病毒。去年9月，该市投资140余

万元，完成了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升级改造，实现了非洲猪瘟病毒检

测本地化，为进一步做好动物疫源疫病防控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苏浩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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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选型
根据地块大小、种植行距、作业

要求选择适宜的收获机，并根据作业

条件调整各项作业参数。

玉米收获机应选择与玉米带行

数和行距相匹配的割台配置，行距偏

差不应超过5厘米，否则将增加落穗

损失。

大豆收获机一般采用谷物联合

收获机适当调整即可。大面积作业

前，应进行试收，及时查验收获作业

质量、调整机具参数。

●机械收获
玉米先成熟的，先收获地头玉

米，方便机具掉头转弯，选用机具宽

度小于大豆带间距离的玉米联合收

割机，收获玉米籽粒或果穗；大豆成

熟后，选用谷物联合收割机改装的

大豆收获机或大豆专用收获机进行

收获。

大豆先成熟的，先收获地头大

豆，方便机具掉头转弯，选用机具宽

度小于玉米带间距离的谷物联合收

割机改装的大豆收获机或大豆专用

收获机进行收获；玉米成熟后，使用

当地主流玉米收获机收获玉米籽粒

或果穗。

同时成熟的，可选用当地常用的

收获机械一前一后同步收获。青贮

收获要与当地养殖企业结合，在大豆

鼓粒末期、玉米乳熟末至蜡熟中期利

用现有青贮机械同时粉碎收获。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一颗草莓的科技含量

实打实兑现科技成果转化政策

技 术 模 式技 术 模 式

●品种选择
根据当地生态条件，大豆选用耐

荫、抗倒、底荚高度适中的中早熟高产

宜机收品种，如郑1307、中黄301、齐黄

34、郑1440、周豆25等；玉米选用株形

紧凑、中矮秆（株高≤280厘米）、耐密

植、抗倒、生育期适中的高产宜机收品

种，如郑单958、豫单9953、德单5号、

郑单1002、伟科702等。

●种子处理
玉米和大豆种子选用高效、低毒的

杀虫杀菌药剂进行拌种或包衣，或选

用包衣种子，以防治苗期病虫害和地下

害虫。

玉米防治苗枯病、茎腐病、黑穗病

可用4.23%甲霜·种菌唑微乳剂等拌种

或包衣；防治灰飞虱、蚜虫、蓟马可用

70%噻虫嗪水分散剂等拌种或包衣；防

治蚜虫、茎腐病可用10%噻虫·咯·霜灵

悬浮剂等拌种或包衣；防治地下害虫、

苗枯病可用3.5%甲柳·三唑酮种衣剂

等拌种或包衣。

大豆防治立枯病、根腐病可用

2.5%咯菌腈悬浮种衣剂等拌种或包

衣 ；防 治 孢 囊 线 虫、根 腐 病 可 用

20.5%多·福·甲维盐悬浮种衣剂等拌

种或包衣；防治蚜虫、根腐病可用35%

噻虫·福·萎锈悬浮种衣剂等拌种或

包衣。

●前茬处理
为提高播种质量和实施苗前封闭

化学除草，小麦收获后应进行机械灭茬

处理，灭茬时要尽量不扰动表层土壤。

有条件的可将麦秸打捆移出田间。

●播期
麦收后，应及时适墒播种，最迟不

超过6月25日。播种时注意小麦收获

后的水分管理，墒情较好地块（土壤相

对含水量65%左右）可抢墒播种；土壤

较干旱或较湿润时，根据天气预报等墒

播种或结合滴灌适时播种；旱情较重

时，应造墒播种，先漫灌表层土壤，再晾

晒至适宜墒情（以3~5天为宜）后播种，

有条件的播后及时喷灌。

●播种方式
根据不同行比配置模式，选用适宜

的种肥一体化播种机进行种肥异位单

粒播种。建议播种机加装秸秆处理装

置，提高播种质量，提升出苗整齐度。

优先推荐同机播种施肥一体化作业。

异机播种的，也可通过更换播种盘、增

减播种单体，实现玉米大豆播种用同一

款机型。

●作业速度
为保证高密度、小穴距情况下的

播种质量，播种过程中要保证机具匀

速直线前行，建议机械式排种器行进

速度每小时3~5公里，气力式排种器

每小时6~8公里。播种时提倡使用北

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以提高作业精

度及衔接行行距的均匀性，利于田间

管理及收获作业，降低药害风险和机

收损失。

●播种深度
因单子叶植物、双子叶植物顶土能

力不同，播种深度玉米稍深、大豆稍

浅。一般玉米播深4~5厘米，大豆播深

3~4厘米，要提前将玉米播种单体和大

豆播种单体播种深度调整到位，以免影

响出苗。

●施肥
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提高肥料利用

效率。全生育期一次性施肥，大豆可适

当减少氮肥使用量，尤其是前茬小麦后

期追肥较多的地块。大豆亩施低氮配

方肥或专用肥8千克左右，玉米亩施配

方肥或专用肥50千克左右。质地偏轻

的土壤可选用氮素缓释的配方肥或专

用缓控释肥。玉米播种施肥应通过加

大肥箱容量、增设排肥器和施肥管，

提高排肥能力，增大单位面积施肥

量，确保单株施肥量与单作相当。

●化学除草
采用播后芽前封闭除草和苗后茎

叶处理除草相结合的方式防除杂草，优

先选用封闭除草，减轻苗后除草压力。

在播后芽前土壤墒情适宜的条件

下，可用96%精异丙甲草胺乳油（金都

尔）+80%唑嘧磺草胺水分散粒剂兑水

喷雾，进行封闭除草。

苗前封闭除草效果不佳时，可在玉

米3~5叶期、大豆2~3复叶期、杂草2~

5叶期，选择玉米、大豆专用除草剂进行

杂草茎叶定向施药。

玉米带可选用5%硝磺草酮+20%

莠去津，大豆带可选用10%精喹禾灵乳

油+25%氟磺胺草醚。

施药时采用分带式喷杆喷雾机同

步或独立喷施，玉米大豆带间设置隔离

装置，防止药液漂移造成药害。

●合理排灌
如遇强降水或持续降水，要及时

疏通沟渠，迅速排出田间积水，降低土

壤湿度，防范渍涝。在玉米拔节期、抽

雄前后、灌浆中后期，大豆开花结荚期

要保证水分充足供应，遇干旱应及时

灌溉。

●科学化控
若玉米和大豆出现旺长趋势时，可

在玉米7~10片展叶时喷施矮壮素、玉

黄金等控制株高，提高抗倒能力；在大

豆初花期，可选用5%烯效唑可湿性粉

剂20~50克/亩，兑水30~40公斤茎叶

喷施，控制旺长。

控旺调节剂不得重喷、漏喷和随意

加大药量，过了适宜施药期也不得喷

施。如喷后6小时内遇雨，可在雨后酌

情减量重喷。大豆结荚鼓粒期应避免

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

●治虫防病
加强虫情病情测报，尽可能采用农

艺、物理、生物、化学综合防控措施进行

治虫防病。

物理防治设备可利用智能LED集

成波段杀虫灯和性诱器诱杀害虫，化学

防治根据病虫害发生时期不同和已有

植保机械，采用植保无人机统一飞防或

定向分带植保机具独立喷施。

化学防治药剂可选用高效氯氰菊

酯、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阿维菌素等

杀虫剂和醚菌酯、丙环唑、戊唑醇等杀

菌剂进行治虫防病。

●喷施叶面肥
结合病虫害防治，大豆可在开花

初期和结荚初期叶面各喷施一次

0.3%磷酸二氢钾+0.1%硼砂+0.05%~

0.1%钼酸铵，可促进大豆开花结实，

增加粒重，减少秕籽；在鼓粒初期叶

面喷施0.3%磷酸二氢钾+1%尿素，增

加粒重。

适宜我省的带状结构为大豆4～6行、玉

米2～4行，可保证每亩大豆有效株数不低于

所用品种单作适宜密度的70%，玉米有效株数

与清种相当，一般为4000～5000株。

各地可参考以下9种模式，根据实际生

产条件和机具配套情况确定合理带状结构，

推荐选用4∶2、4∶4、6∶4三种模式。

●4∶2模式
一个生产单元4行大豆，2行玉米。大豆

窄行行距0.35米，玉米大豆间距0.7米，玉米

窄行0.4米，一个生产单元宽度2.85米，玉米

平均行距1.43米，大豆平均行距0.71米，按

照亩播种玉米4500粒、大豆8000粒计算，玉

米粒距0.1米，大豆粒距0.12米。

●5∶2模式
一个生产单元5行大豆，2行玉米。大豆

窄行行距0.35米，玉米大豆间距0.7米，玉米

窄行0.4米，一个生产单元宽度3.2米，玉米平

均行距1.6米，大豆平均行距0.64米，按照亩

播种玉米4500粒、大豆8000粒计算，玉米粒

距0.09米，大豆粒距0.13米。

●6∶2模式
一个生产单元6行大豆，2行玉米。大豆

窄行行距0.35米，玉米大豆间距0.7米，玉米

窄行0.4米，一个生产单元宽度3.55米，玉米

平均行距1.78米，大豆平均行距0.59米，按照

亩播种玉米4500粒、大豆8000粒计算，玉米

粒距0.08米，大豆粒距0.1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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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是在传统间作套种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而来的适合机械化生产的一田双收种植模式。该模式能充分发
挥玉米的边行效应和大豆的固氮养地作用，在玉米基本不减产的基础上实现大豆增收。为做好我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
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调查研究，结合我省生产实际，制定如下技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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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模式
一个生产单元大豆4行，玉米4行。大豆

窄行行距0.35米，玉米大豆间距0.7米，4行

玉米实行等距0.6米，一个生产单元宽度4.25

米，玉米平均行距1.06米，大豆平均行距1.06

米，按照亩播种玉米4500粒、大豆8000粒计

算，玉米粒距0.14米，大豆粒距0.08米。

●5∶4模式
一个生产单元大豆5行，玉米4行。大豆

窄行行距0.35米，玉米大豆间距0.7米，4行

玉米实行等距0.6米，一个生产单元宽度4.6

米，玉米平均行距1.15米，大豆平均行距0.92

米，按照亩播种玉米4500粒、大豆8000粒计

算，玉米粒距0.13米，大豆粒距0.09米。

●6∶4模式
一个生产单元大豆6行，玉米4行。大豆

窄行行距0.35米，玉米大豆间距0.7米，4行

玉米实行等距0.6米，一个生产单元宽度4.95

米，玉米平均行距1.24米，大豆平均行距0.83

米，按照亩播种玉米4500粒、大豆8000粒计

算，玉米粒距0.12米，大豆粒距0.1米。

大豆4~6行，玉米2行模式

大豆4~6行，玉米3行模式

大豆4~6行，玉米4行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