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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剑、葛维德、丰明、薛仁风、赵艳艳、李韬、赵阳、王贺、王英杰、庄艳、

黄宇宁、王志龙、张志涛、姜河、王晓东。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号），联系电话：024-23447862。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沈阳市沈河区东陵路84号），联系电话：

024-310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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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小豆绿色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红小豆[Vigna angularis （Willd）Ohwi & Ohashi]绿色生产技术的选地与整地、品

种选择、播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收获、脱粒清选与贮藏和生产档案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红小豆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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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4404.2  粮食作物种子 第2部分：豆类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8321 （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525  有机肥 

NY/T 599  红小豆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选地与整地 

4.1  产地环境 

产地环境空气质量、农田灌溉水质、土壤环境质量应分别符合 GB 3095、GB 5084、GB 15618 的规

定。 

4.2  地块选择 

宜选择土层疏松、透气性好、排灌方便、中性或弱酸性的地块，避免与豆科、白菜、向日葵等作物

重迎茬，且上茬施用除草剂不能含莠去津成分。 

4.3  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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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在上一年秋耕深翻，耕翻深度 20 cm～25 cm，耕后及时进行耙、耢、拖平；播前浅耕细耙，做

到疏松适度，地表平整，耕层上松下实，无土块，播前起垄镇压、保墒。结合播前整地，每 667 m
2
施

腐熟的农家肥 2000 kg～3000 kg 或有机肥 300 kg～500 kg。有机肥质量应符合 NY/T 525的规定。 

5  品种选择 

选用通过国家或省级登记（鉴定、备案）适宜当地种植的高产、优质、抗病性强的品种。 

6  播种 

6.1  种子质量与处理 

6.1.1  种子质量 

种子质量应符合 GB 4404.2 的规定。 

6.1.2  种子处理 

播前 7 d 内，选择晴朗的天气将种子摊放在阳光下晾晒 1 d～2 d，每 667 m
2 种子可用根瘤菌剂50 

g～100 g 拌种。 

6.2  播种时间 

在地表 5 cm土层持续稳定在 14 ℃以上时播种。播种期一般在 5 月中旬至 6 月上旬。 

6.3  播种量 

应根据土壤肥力和品种特性合理调整播种量，一般播种量为每 667 m
2
 2 kg～3 kg。 

6.4  播种方法 

适墒采用机械播种或人工播种，行距 50 cm～60 cm，株距 15 cm～20 cm，播深 3 cm～4 cm，播

后及时镇压。种肥隔离 1 cm～3 cm 。 

6.5  种肥 

播种时施入磷酸二铵每 667 m
2
 10 kg～16.7 kg，硫酸钾每 667 m

2  
3.3 kg～5.3 kg，尿素每 667 m

2 

2 kg～3.3 kg。肥料使用应符合 NY/T 496 的规定。 

7  田间管理 

7.1  补苗、间苗、定苗 

出苗后及时查苗，缺苗少苗时应及时补种。在第     1 片复叶展开后间苗，在第   2 片复叶展开后定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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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667 m
2 
留苗 0.6 万株～1.0 万株。结合间苗拔除病苗、弱苗、杂苗。 

7.2  中耕 

在第 1 片复叶展开后，进行第一次中耕；分枝期，进行第二次中耕；开花封垄前，进行第三次中

耕并封根培土。 

7.3  追肥 

一般在中等肥力以上的地块无需施肥。瘠薄地上，可结合中耕培土，在开花初期开沟深施，追施尿

素每 667 m
2 10 kg。分枝期至开花前期，根据田间长势可喷施 0.4% 磷酸二氢钾和含有镁、铁、锌、

钼、硼等元素的微肥水溶液每 667 m
2 33.3 kg

 
～ 66.7 kg，1 次～ 2 次。 

7.4  浇水与排涝 

现蕾期和花荚期遇干旱各浇 1 次透水，汛期应及时排涝。 

8  病虫害防治 

8.1  病虫害种类 

   叶斑病、锈病、根腐病、白粉病、炭疽病、蚜虫、豆荚螟、红蜘蛛等。 

8.2  防治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科学合理使用化学

防治，农药使用应遵守 GB/T 8321 和 NY/T 1276 的规定。 

8.3  防治方法 

8.3.1  农业防治 

因地制宜采取选用抗（耐）病虫品种、与禾本科作物实行 3 年以上轮作、清洁田园等措施。 

8.3.2  物理防治 

根据害虫生物学特性，宜采用灯光、色板、糖醋液、性诱剂等方法，诱杀害虫。 

8.3.3  生物防治 

宜采用阿维菌素、白僵菌、枯草芽孢杆菌、农抗 120 等生物制剂防治蚜虫、豆荚螟、白粉病、炭疽

病等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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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化学防治 

当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不足以控制病虫危害时，可采取化学防治措施。化学防治应选用

在红小豆及相应病虫害上登记的农药。农药的选择和使用应符合 GB/T 8321 和 NY/T 1276 的规定。 

9  收获 

当田间植株 2/3 以上的荚果变黄时，即可收获。根据当地生产条件，可采用人工收获或机械收获。 

10  脱粒清选与贮藏 

按照 NY/T 599 的要求，脱粒后使用筛选等方法进行清选，晾晒至含水量低于 13.0 % 时入库保存。

注意防治绿豆象。 

11  生产档案 

应建立生产档案，详细记录选地与整地、品种选择、播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收获、脱粒清

选与贮藏等各环节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生产档案保存 2 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