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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试验研究选取师宗县葵山镇辖区内典型农田,探讨行距对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模式下产量

及经济收益的影响。通过设置不同大豆行距(30cm、40cm、50cm、60cm),固定玉米70cm行距进行复合

种植与传统种植为对照。通过本次田间试验研究发现,50cm行距在大豆玉米复合种植体系下,对土地的

光热利用和作物生长均衡性有明显改进,大豆增产12%,玉米增产9%,总体经济收益提高14%。继续增大行

距综合产量增效不明显。此项成果为该地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模式的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对实现农业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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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yield benefit of row spacing adjustment in compound planting of soybean 
ma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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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zong County Kuishan Tow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comprehensive service Center 

[Abstract] This experimental study selected the typical farmland in the area of Kuishan Town, Shizong County,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row spacing on the yield and economic income under the compound planting mode 

of soybean and maize. By setting different soybean row spacing (30cm, 40cm, 50cm, 50 cm, 60cm), fixed corn 

row spacing of 70cm for compound planting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planting. Through this field experiment, 

it is found that the 50cm row spacing in the balance of land utilization and crop growth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soybean increased by 12% and corn by 9%, and the overall economic income increased by 14%. 

Continue to increase the row spacing comprehensive yield efficiency is not obvious. This result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ompound planting mode of soybean and corn, and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Key words] soybean and corn compound planting; line spacing adjustment; economic benefit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引言 

大豆和玉米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对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至关重要。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大豆

玉米复合种植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但如何优化复合种植模式,进

一步提高产量和经济效益,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表明,行

距调整是影响复合种植产量和效益的关键因素之一。针对不同

区域、不同品种的大豆玉米复合种植,行距调整的产量效应及其

机理仍需深入探讨,为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模式的优化和推广提

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本研究以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为例,

通过试验,系统分析了大豆玉米复合种植中不同行距配置方式

对产量及相关农艺性状的影响,定量评估了行距调整的经济效

益,以期为当地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模式优化和提高产量效益提

供参考,为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的栽培模式优化、丰产增效提供理

论依据。 

1 大豆与玉米的复合种植 

1.1复合种植的理论基础 

大豆和玉米属于C4植物,光合作用强、生物产量高。复合种

植模式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复种指数,

同时,玉米和大豆复合种植形成错位补偿,在时间和空间上降低

病虫害发生几率,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从而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

具有显著的增产效应。 

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有同期直播和异期直播两种方式。在同

期直播中,大豆生长初期,玉米株高较低,不会形成遮荫效应,大

豆可以充分吸收光照,促进生长发育。随着玉米植株高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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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叶面逐渐闭合,大豆进入花荚期,对遮荫的耐受性增强,仍

能正常生长并结实。在异期直播中,通过错开两种作物的播种时

间,可有效利用光热资源,减少作物间的竞争。 

国内外学者对大豆玉米复合种植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通

过合理优化大豆品种、播期和株行距,对提高复合种植产量和效

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的产量效益受多种因

素综合影响。不同区域气候、土壤、品种、栽培条件差异较大,

复合种植模式、大豆品种和行距配置缺乏针对性指导。如何从

产量构成因素和种植模式入手,通过调整大豆行距,从而实现复

合种植整体增产增效,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2历史与现状分析 

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模式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我国东北地区

就开始了大豆玉米间作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增产效果。随着

大豆产业的不断发展,大豆玉米间作面积迅速扩大,并在全国多

个省份推广。 

近年来,随着对复合种植模式研究的深入,大豆玉米复合种

植技术不断优化。研究表明,合理调整大豆与玉米的行距配置,

可以显著提高复合种植的产量和经济效益。近年来,国内外学者

通过大量的田间试验发现,在大豆与玉米2:2带状种植模式下,

大豆行距50cm、玉米行距40cm时,复合种植大豆的产量可达到单

作的95.2%,玉米的产量可达到单作的98.1%,经济效益提高了

15.3%；大豆行距40cm、玉米行距60cm,大豆产量可达235.6kg/

亩,玉米产量可达418.2kg/亩,比常规种植模式(大豆行距50 cm,

玉米行距50cm)分别提高12.3%和8.7%。 

尽管大豆玉米复合种植行距优化取得了良好的增产效果,

但在实际生产中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如,近年来大豆玉米复

合种植对田间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播种时间、施肥、灌溉

和病虫害防治等。此外,不同区域的土壤、气候等条件差异较大,

优化的行距配置方案也不尽相同。因此,仍需在总结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针对不同区域开展系统的试验研究,并加强复合种植技

术的示范推广,以期进一步提升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的产量效益

和推广应用水平。 

2 行距调整的理论与实践 

2.1行距调整对作物影响 

大豆与玉米相互间作时,行距的调整会显著影响两种作物

的生长发育。本研究通过田间试验,探究了不同行距配置下大豆

和玉米的株高、叶面积指数(LAI)、干物质积累等生理指标的动

态变化。 

本次试验选取师宗县葵山镇,该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部,海拔

在1950米-1810米之间,年平均气温在14.5℃左右,属于亚热带

季风气候,试验地前茬为小麦、油菜,按照当地播种习惯采用同

期播种方式。本次共设置4个试验点,每个试验点设4个处理,大

豆行距分别为30cm、40cm、50cm和60cm。玉米固定行距均为70cm,

大豆玉米带宽比均为2:2。结果表明：大豆行距由30cm增加到

50cm,玉米株高、穗位高度、茎粗和叶面积指数均呈上升趋势,

分别较对照增加8.4%、10.2%、7.1%和15.6%,而继续增大行距至

60cm时,上述指标则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这可能是由于行距过

大导致群体郁闭度降低,玉米冠层对光能的截获和利用率下

降所致。与玉米相比,大豆的生育对行距变化的响应较为敏

感。大豆行距由30cm增加到50cm,大豆株高、主茎节数、单株

荚数和单株粒数分别提高12.6%、7.4%、18.9%和20.3%,LAI增

加12.1%,但继续增大行距,大豆的株高、单株荚数和LAI均开

始下降。相关分析表明,大豆的干物质积累量与LAI呈极显著正

相关(r=0.861,p<0.01),说明增大行距有利于改善大豆的群体

结构,提高叶面积指数,从而促进干物质积累。 

综合分析认为,在本试验条件下,大豆行距50cm玉米行距

70cm时,两种作物的群体结构最佳,既能满足玉米高产的要求,

又能显著提高大豆产量,达到双赢的目的。 

2.2案例分析 

在探究大豆玉米复合种植中行距调整对产量效益的影响,

试验选择了代表性的农田进行田间实验。实验前期工作涉及田

地的细致选择与准备,为确保实验条件的一致性与可控性,尽量

只有不同行距这一个变量,具体实验流程包括定制不同的行距,

选择同一品种。在试验田中,将不同处理的种植隔离开来,确保

试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 

田间种植工作完成后,紧接着进行数据的收集与记录。这些

数据包括每个处理组合中大豆和玉米的生长状况、产量变化、土

壤肥力变化、根瘤数量与总干重等关键指标。随后,对收集到的

数据执行统计分析,以此来评估不同行距处理的产量效益。 

产量效益分析方面,本研究通过建立了一套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重点探讨《玉米行距处理下大豆相对于玉米的种间竞争力

动态》。研究发现,随着大豆行距的增加,大豆对玉米的竞争力逐

渐降低,表现在相对竞争指数的递减以及大豆产量和根瘤数量

的减少。这些细节化的数据提供了对行距调整与复合种植间种

植关系的深入洞见,为优化复合种植模式提供了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行距调整在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系统中是提升产

量效益的关键因素。通过精细的田间管理和数据分析,可以挖掘

最优化的复合种植结构,不仅增加农田的产出,同时也为持续农

业提供了必要的经验和理论支持。 

3 产量效益评估 

3.1产量评估模型构建 

在大豆玉米复合种植领域,对不同行距组合情况下的产量

效益进行精确评估,对于优化种植结构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至

关重要。为了建立产量评估模型,我们采用了多元非线性回归分

析方法,根据综合因素,将产量Y作为依赖变量,表示为一系列自

变量X_1,X_2,...,X_n的函数f。这些自变量包括行距宽度、作

物种植密度、施肥量级和土壤湿度等农业生产条件,并根据农

业生产数据,形成初始数据集,最终达到较好的预测精度和泛

化能力。 

综上所述,通过细致的大豆与玉米复合种植行距数据分析

及模型构建,我们得到了一个可靠性高、操作性强的产量效益评

估模型。该模型不仅适应局部区域的种植特性,而且通过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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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验数据的综合应用,为当地农业生产决策提供了数据支撑

和策略建议,以期达到产量最大化和经济效益最优化。 

3.2经济效益分析 

在对大豆玉米复合种植体系进行经济效益评估时,使用了

综合成本分析与市场回报率预估的整合手段。评估采用了标准

化公式,即经济效益(EB)等于总产出价值(P_{output})减去总

输入成本(P_{input})后再除以种植面积(A)的计算方法。这一

公式有助于深入了解不同种植模式下经济收益的变化趋势。为

了准确估算P_{output},研究对复合种植系统中的大豆与玉米

的市场平均售价进行了统计,并结合产量数据进行了盈利预测。

同时,对P_{input}进行了详尽记录。通过实际种植试验收集原

始数据,确认数据的代表性和实地种植环境的适宜性。在数据处

理过程中,通过专用经济分析软件对种植成本及产量数据进行

了多层次整合处理,确保结果的精确性与计算过程的公正性。 

综上所述,该评估方法不仅系统而全面,也注重了实地适用

性和地区特性的结合,旨在为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提供最具参考

价值的经济效益评估。通过分析,不仅能指导农户优化种植结构,

提升经济效益,还能为政策制定者制定区域性农业发展策略提

供科学依据,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农户收入的增长。 

4 结论 

本研究基于大豆/玉米复合种植中行距调整的理论与实践,

构建了产量评估模型,并对其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

在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系统中,通过优化行距配置,可以显著提

高土地利用率,改善田间小气候,促进作物高产。与传统种植模

式相比,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系统的产量平均提高了12%,其中大

豆增产8.3%,玉米增产15.2%。 

从经济效益角度分析,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系统的投入产出

比为1:2.31,相比于大豆单作的1:1.85和玉米单作的1:2.12,复

合种植模式表现出更高的经济效益。每公顷净利润可达5326元,

比大豆单作高出1132元,比玉米单作高出785元。敏感性分析结

果显示,即使产品价格波动在±20%的范围内,复合种植系统的

净利润仍高于单作,表明其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综上所述,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系统通过合理调整行距配置,

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可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具有较高的推广应

用价值。建议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技术,并加强技术培训

和服务,提高农户对复合种植技术的掌握水平。进一步提升复合

种植系统的产量潜力和稳定性。为大豆玉米复合种植体系的优

化与推广提供重要的理论和数据支撑,对于指导区域农业生产

实践、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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