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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 涡阳县农业科学研究所一直承担安徽省夏大豆

区域试验, 该所以严谨的工作态度, 从播前准备、精细播种、

田间管理、调查记载、收获、考种计产到品种综述, 试验数据

准确可靠, 并总结出一整套技术操作规程。

1  播前准备

1 .1 认真了解试验方案  接到试验方案后, 课题组人员认

真详细地阅读方案内容。对每一个操作细节进行认真分析 ,

总结以往试验中存在的不足, 并提出改进措施。做到思想上

高度重视, 播前充分准备 , 使试验操作标准一致, 除不可抗拒

自然灾害外, 最大限度地降低试验误差, 确保试验质量。

1 .2  种子分装  种子分装前, 认真核对品种名称、编号、种

子数量, 核实无误, 按区组排列, 根据试验要求的行数、穴数

等进行种子分装。分装时剔除破碎粒、霉粒、小粒, 使种子均

匀一致。对发芽率低或供种不足的品种, 要用不同颜色注明

记号, 按每行1 包或每小区1 包分装好, 在包装袋上注明品

种名称、试验区组号、小区编号等, 按顺序编号排好装箱。

1 .3 绘制田间种植图  根据承担试验项目的多少, 对整个

试验地进行总体规划, 合理布局。按试验品种的多少, 随机

区组设计,3 次重复 , 每组品种排列走向一字排开 , 每重复内

品种小区不能拐弯 , 重复间设走道, 四周留5 m 左右保护行。

1 .4  土地准备  ①选地。选择地势平坦、四周无树木和建

筑物影响、排灌方便, 土质、肥力、前茬管理水平、种植制度等

一致的田块。②整地。前茬收获后及时整地, 做到地表要平

整, 土壤要细碎 , 耕层要上松下实, 无坷垃、无卧垄。达到深、

细、透、匀、平、实、足的质量要求。③施肥。施优质农家肥30

～45 t/ hm2 或饼肥600 ～750 kg/ hm2 、磷酸二铵450 kg/ hm2 、氯

化钾112 .5 kg/ hm2 。

1 .5  定制竹竿与拉绳  ①定制竹竿。根据试验要求行距 ,

用色彩鲜艳的胶带在竹竿上缠好 , 每小区种几行就缠几个胶

带。②标拉绳。根据试验密度, 按行长、每行定苗数算出株

距, 用较粗的绳, 红色油漆环状标出株距记号,1 根绳可标记

3 个重复, 种时1 次拉开, 绳两端缠在竹签上固定好, 缠好待

用。③试验地拉绳。先用皮尺纵向量好保护行、小区及走

道, 用竹签定好点 , 然后横向将绳对直用力拉紧, 行绳距地面

3 c m 左右。仔细检查拉绳是否无误, 插上标牌, 注明试验项

目、小区、重复编号、小区品种排列等, 使整个试验田种植布

局一目了然。

2  精细播种

播种的好坏直接影响试验的全局。播种前把每组每个

小区每个重复的种子袋根据田间种植图, 摆在各小区的地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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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号入座 , 反复检查核对无误后才能播种。播种时由人工拉

绳,1 次点播3 个重复, 每小区( 每个重复) 固定3 ～4 人点播 ,

两头由2 名专业人员负责监督、拉绳、移竹竿、每个小区换种

子等。播种时统一在拉绳的内侧或外侧点播, 使出苗后在同

一直线上。每穴点3 ～4 粒, 播种深度一般为4 ～5 c m, 播种

时土壤如果墒情好, 籽粒小可适当播浅些, 反之则要稍播深

些。种子播后一定要把土覆实, 播完1 个小区要把原种子放

在原来的地方, 播种完仍然按播种顺序把种子袋收好。以便

及时发现和更改播种时出现的差错, 每组试验播种要集中在

半天播完。

3  田间管理

3 .1 查苗补缺 大豆出苗后 , 及时检查出苗情况 , 发现缺苗

的小区要及时进行补种或移栽 , 缺1、2 株苗处可在相邻1 侧

留双株即可。

3 .2 适时间苗、定苗 一般在第1 片复叶全部展开前进行

间苗。间苗过晚, 植株互争养分和水分, 初生根生长不良, 影

响植株发育。间苗时要留大去小, 去弱、病苗, 留下生长整齐

的旺苗。当苗龄达到2 ～4 片复叶时 , 便可定苗 , 定苗时注意

不要伤根。

3 .3 中耕除草 苗期中耕除草2 ～3 次, 中耕既可促下控

上, 增根壮苗, 又可防止杂苗欺苗 , 疏松土壤。试验田苗期杂

草过多时, 可酌情使用除草剂, 但最好人工拔草, 要早拔勤

拔, 达到试验田无杂草。

3 .4  叶面喷肥 从初花期到结荚鼓粒期是大豆生长的关键

时期。用磷酸二氢钾200 g 加水50 kg , 或双效活力素25 ml 加

水40 kg , 喷2 ～3 次, 缺微量元素的地块要及时补充微肥。

3 .5 灌溉排涝  适时灌溉可保证大豆正常生育, 提高单产。

大豆不同的生育时期对土壤含水量的要求也不同 , 播前若土

壤墒情不好, 必须灌溉以确保苗全、苗齐、苗壮。开花结荚到

鼓粒期是大豆生长最旺盛时期, 耗水量已达最高阶段, 及时

浇水可增产10 % ～20 % 。遇涝要及时排水, 防止积水过多 ,

高温伤根, 大量落荚, 百粒重下降, 从而影响产量。

3 .6 防病治虫  区试对病虫害防治的原则是治虫不治病 ,

但及时治虫也可防病。苗期主要防治蚜虫、红蜘蛛等。一般

在6 月中下旬开始发生, 持续高温干旱少雨容易使蚜螨大量

发生, 越干旱为害越严重。可用40 % 乐果乳油1 500 ～2 000

倍液进行喷施, 或用750 ml/ hm2 左右的高效氯氰菊酯对水

375 kg/ hm2 喷施。注意防治蚜虫也是防治大豆花叶病的重要

措施。8 月20 日左右重点防治豆天蛾、大豆食心虫、豆荚螟

等, 用高效氯氰菊酯900 ml/ hm2 + 敌百虫原药600 g/ hm2 , 对

水375 kg/ hm2 喷施, 发生严重时酌情加喷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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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分区绿化  由于火电厂自身生产的需要, 火电厂的绿

化可分为厂前区、办公区、发电机组区、露天贮煤区、居住区

等区域形式。针对不同区域的污染程度, 可采用不同的绿化

形式。

2 .2 .1 厂前区绿化。厂前区是一个企业的形象所在地, 因

此该区植物配置除了表现一般的抗性和美化效果外, 还需达

到赏心悦目 , 具有识别性[ 8] 。因此, 在这些区域花灌木和时

令草花成为必须的品种 , 金叶女贞、龙柏等拼成的图案也可

适当采用, 草种上选用狗牙根、三叶草等。厂前区大片绿地

宜采用开放型空间布局 , 以石榴、月季和凤尾丝兰组成错落

有致的散植观花带, 同时对单一的草坪套种月季、合欢、海

桐, 增强绿化的立体感、层次感。这样就形成了互相交融, 担

负不同观赏功能和实用功能的综合性绿地。

2 .2 .2 办公区绿化。办公区在位置上靠近生产区, 在设计

中应尽量防止发电厂生产污染影响办公区。除了基础的美

化外, 考虑到该区域的使用情况, 在综合办公楼和楼前绿地

之间应创造较封闭的园林空间环境。所以楼前绿地应大量

绿化, 增强隔离效果, 配置构树、梧桐、悬铃木、女贞、海桐, 形

成树木葱茏、花团锦簇、清洁优美的环境。

2 .2 .3 发电机组区绿化。发电机组区周围的绿地以起到卫

生防护隔离效果为主, 尽量减少车间的噪音对附近环境的有

害影响。由于发电机组区地形平缓, 考虑到车间内部采光和

植物、车间的安全距离问题 , 在车间外宜多设置由整形木槿

花篱和桧柏组成的带状防护绿地。这样既满足了安全生产、

美化环境的需要, 同时又使规则式绿地与生产区特色相吻

合, 体现了该区域的特点。

2 .2 .4 露天贮煤区绿化。露天贮煤区是产生煤粉尘的重要

来源地。该区防护隔离绿带必须起到良好的隔离滞尘的作

用。种植方式多采用2 ～3 行密植的乔、灌木组成的防护林

带。绿化品种生长强健、滞尘能力强、防火隔离效果好。多

以梧桐、木槿、大叶黄杨、女贞构建双层立体防护隔离绿带 ,

增加绿量, 增强绿地防护效果。

2 .2 .5 生活区绿化。生活区在规划上应远离其他能够造成

污染的区域 , 并尽量防止发电厂生产污染生活区。相对而

言, 生活区栽植条件是较优越的。除了基础的美化外, 还需

给职工们创造各种园林空间环境 , 同时在居住区还应设有公

园、游乐园、街道绿地和游憩绿地。这些都可按园林植物的

配置理论进行配置。

3  小结

火电厂是公认的重污染企业。利用植物的生理、生化功

能对火电厂区环境进行改造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随着

人们对生态环境认识的加深, 以人为本 ,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

谐成为当今城市绿化的主题。豫西地区火电厂绿化经过多

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保证绿化面积不断增

加的同时, 提高厂区的绿量 , 根据不同区域的功能要求发挥

绿化的立体生态效应 , 是今后火电厂等重污染企业在绿化工

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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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查记载

认真掌握调查项目和记载标准 , 严格按照试验方案要

求, 严谨工作态度 , 专人负责, 详细调查 , 认真记载。关键调

查时期要每天下地 , 做到及时、准确、公平、公正, 切忌肆意

推断调查数据。

5  及时收获、晾晒脱粒

5 .1  收获  收获前要把每个小区各组、各重复品种名称写

在纸牌上挂好 , 每区写4 ～6 个纸牌。成熟1 个收获1 个 , 收

获前要先将考种样点随机连续11 株连根拔掉 , 单挂牌、单

存放 , 取点要1 人1 个重复或专人取点 , 以减少误差。

5 .2  晾晒脱粒 小区收获后及时晾晒脱粒, 尽可能当天收

获当天晾晒脱粒 , 小区脱粒时要把每小区挂的纸牌解下放

在纱袋内 , 系在袋口上 , 脱粒完将种子倒入纱袋 , 核对内外

标牌是否一致 , 将纱袋连同籽粒一起晾晒, 达到贮存水分标

准后入仓。

6  考种、计产

6 .1  考种 考种时要固定专人进行量、剥、数, 避免造成人

为误差。考种为10 株 , 留1 株补籽( 因炸荚或剥籽粒时不

小心掉籽) , 每小区样点剥完后, 每个重复由1 人点数 , 称

重, 计算百粒重。

6 .2  计产  计产是试验结果的最后一关 , 也是最关键的一

关, 要严格按试验要求 , 统一标准, 最后把考种部分产量加

到相应小区里 , 算出最后各品种的产量。

7  品种综述

品种综述由试验负责人或具体操作人来点评 , 一要抓

住气象因素对品种的影响 , 它可以反映不同品种对环境反

映的敏感程度 , 对不良环境的抵抗能力, 从而判断一个品种

适应性、稳定性。二要在整个生育期内勤观察记载 , 了解各

品种的主要特征特性、抗病性、抗逆性等。最后要结合各品

种产量性状的测定结果决定其产量的高低, 提出该品种是

否能通过区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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