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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蛋白夏大豆高产栽培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

做的工作等；

为了满足江苏省优质大豆生产的关键技术需求，研制高蛋白夏大豆高产栽培

技术规程，填补标准空白，在江苏省实施《高蛋白夏大豆高产栽培技术规程》标

准的制订，有利于全面推进江苏省优质大豆生产的规范化进程，为江苏优质大豆

标准化生产和产业提质增效提供科技支撑。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提出并起草《高蛋

白夏大豆高产栽培技术规程》，同时协作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江

苏徐淮地区淮阴农业科学研究所、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及南京农业大学

等机构开展标准的制定和完善。江苏省农学会根据 2021年 48号文立项，批准了

《高蛋白夏大豆高产栽培技术规程》在我省开展农业团体标准制订工作。标准主

要起草人有陈华涛、张红梅、崔晓艳、刘晓庆、陈新、王幸、徐海风、汪凯华、

李凯、顾和平、张威、王琼等，其中陈华涛起草了该标准的草案，并协同其他人

员参与修订完善标准。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1.标准化对象的特征

大豆（Glycine max）是豆科大豆属的一年生草本。茎粗壮，直立。叶通常具

3小叶；花紫色或白色。荚果肥大，稍弯，下垂；单荚种子 1～4颗，椭圆形、

近球形，种皮光滑，有淡绿、黄、褐和黑色等多样。大豆原产中国，中国各地均

有栽培，亦广泛栽培于世界各地。大豆是中国重要粮食作物之一，已有五千年栽

培历史，古称菽，是一种其种子含有丰富植物蛋白质的作物。大豆最常用来做各

种豆制品、榨取豆油、酿造酱油和提取蛋白质。

2.标准化对象的基本情况

江苏省大豆在栽培上主要存在重茬迎茬、肥料施用不合理、病虫害防治不及

时、田间管理不规范、农药使用不科学、栽培模式老旧等一系列问题。大豆重茬

迎茬不仅造成大豆生长缓慢，产量下降，质量降低，还会增加病虫害的发生率，

这对大豆的栽培是非常不利的。农药化肥使用不当主要是农民在营养供给上存在



2

重化肥轻农肥的施肥误区，在施肥过程中，不根据肥料比例科学施用；在农药使

用上不能合理根据实际情况正确施用除草剂。种植人员在注重提高大豆产量时，

往往对种植区域发生的病虫害没有利用先进的防治技术进行治理导致失去控制。

同时，没有合理规划种植密度、播期过早过晚、新型栽培技术推广缓慢也是江苏

省优质大豆高效生产中存在的关键技术问题。本标准通过研制集成江苏省高蛋白

夏大豆高产栽培技术的术语和定义、产地环境、选地与整地、品种选择与种子处

理、播种、田间管理、收获及生产管理等关键技术，对实现江苏优质大豆的标准

化生产将起到非常显著的推动作用。

3.目前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目前，江苏优质大豆生产受到两个关键技术环节的制约，一是高蛋白优质大

豆品种及推广的缺乏；二是优质大豆品种配套高产栽培技术体系的应用。据统计

近年来我省大豆种植面积在 300万亩以上，干籽粒大豆亩产量为 165公斤，我省

大豆单产水平与国内黄淮海中北片地区存在差距，与美国等大豆主产国单产水平

差距更大，2018 年以来美国大豆亩产 240公斤左右。因此，开展高蛋白夏大豆

高产栽培技术规程的研制，并在全省推广应用，是实现江苏优质大豆的标准化生

产和大豆产业的提质增效的关键。

4.上级标准的有关情况，尤其是由于没有标准引发的相关问题，如果国内尚

无相关标准也可简要介绍国内外的情况

在优质蛋白专用大豆产业方面，目前栽培的品种较为混杂，蛋白含量均未超

过 45%，且高低不一，不能形成品牌优势。因此，选用熟期适宜、高产兼抗病毒

病的高蛋白大豆品种显得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形成江苏优质高蛋白大豆产业品

牌的品种基础。传统的大豆生产技术急需提档升级，主要表现在缺乏针对高蛋白

大豆品种的适宜密度和播期高产栽培技术；在肥料运用方面较为粗放；大豆病虫

草防控还是主要依赖化学农药，缺乏绿色/无公害防控技术。

当前，江苏省高蛋白优质大豆产业的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是缺乏标准化的技

术规范。因此，通过《高蛋白夏大豆高产栽培技术规程》标准的制定，可以有效

解决江苏优质大豆产业中的关键技术需求。

5.本标准能解决哪些问题，有什么作用和意义

大豆是我国重要的传统粮油兼用作物，是人们生活的重要食物蛋白来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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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自产大豆远远不能满足自身加工需求，高蛋白优质大豆缺口更大，供需矛盾极

为突出。本标准规定了江苏省高蛋白夏大豆高产栽培技术的术语和定义、产地环

境、选地与整地、品种选择与种子处理、播种、田间管理、收获及生产管理。本

标准适用于江苏省高蛋白夏大豆高产栽培。江苏省作为优质大豆产业的优势区，

推广标准化的高蛋白大豆高产栽培技术措施，对提高我省优质大豆总产量和江苏

大豆产业振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主要起草过程

本标准按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编制。

本标准由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提出并起草，协同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科所、江

苏徐淮地区淮阴农科所、江苏沿江农科所及南京农业大学等单位进行修改完善。

本标准初稿完成后，请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有关专家进行了审阅，对他们提出

的问题作了具体的修订。第一次修改完成后，又请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及协同单位

有关专家进一步进行了审阅，并进一步作了修改，对“播种量”等技术参数进行

了修订完善。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中的主要技术指标由标准制定团队通过以下几种方法获取相关试验

数据。（1）通过大豆中间试验，获取高蛋白大豆品种的特征特性等数据。（2）

通过大豆栽培试验，获取栽培密度、播期、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参数。（3）

通过大豆高产创建试验，获取高产栽培的关键技术参数。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和依据

在本标准预研、征求意见环节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六、采标情况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制定和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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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352-2009 大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 4404.2 粮食作物种子 第二部分：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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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9.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T 15671 农作物薄膜包衣种子技术条件

GB/T 17318 大豆原种生产技术操作规程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850-2004 大豆产地环境技术条件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2159 大豆主要病害防治技术规程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则 总则

七、贯彻标准的措施和建议

（1）通过入选江苏省主推技术，在全省进行本标准的实施应用。

（2）通过江苏省协同推广项目，在大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示范基地进行

本标准的实施应用，进行辐射带动周边大豆种植技术的提升。

（3）通过产业联盟等平台，衔接优质大豆生产和加工产业链，引领大豆专

业合作社及种植大户实施应用本标准，向优质大豆生产基地转变。

八、预期效益分析

大豆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性、战略性物资，又是最具经济效益的作物，

其延长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具有很大发展潜力，在农产品贸易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近年来，省农科院协同省内大豆科研团队结合品种特性和配套栽培技术

研发，实现了优质品种和配套高产栽培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高蛋白大豆品种苏豆

13连续两年在灌云县高产田的亩产量超过 280公斤，单产超过我省目前平均产

量的 70%以上。表明通过良种与良法配套，充分挖掘高蛋白大豆品种的增产潜力，

可以有效提高大豆的综合产能和效益。

通过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显著增加大豆的种植效益，提升豆农的种植大豆

的积极性，可以有效发挥大豆的生态效益。近年来，过度施用氮肥对农业生态环

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大豆的高效生物固氮能力对减少氮肥投入和增加大豆产量贡

献突出。因此，充分发挥大豆的生物固氮作用，对减肥增效及发展环境友好型可

持续生态农业意义重大。

九、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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