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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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草业研究所、

东北农业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甄善继、任洪雷、王家军、申忠宝、李永刚、张丰屹、李进荣、高

明杰、周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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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耐盐碱性田间鉴定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豆耐盐碱性田间鉴定技术的术语和定义、试验设计、盐碱池和对照

池、鉴定材料要求、播种要求、田间管理、田间评价和生产档案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大豆耐盐碱性田间鉴定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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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粮食作物种子 第2部分：豆类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5618—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NY/T 2159 大豆主要病害防治技术规程

DB22/T 2433 大豆食心虫性诱剂使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耐盐碱性（Saline-alkaline tolerance）
指植物在盐碱胁迫环境中，通过代谢反应，阻止、降低或修复由盐碱造成的损伤，使其

保持正常的生物活动和基本生长能力。

3.2

耐盐碱性等级（Saline-alkaline tolerance levels）
大豆对盐碱胁迫耐受能力的等级。

4 试验设计

试验选择在预先建好的盐碱池和正常对照池分别同步进行，两组试验方案、鉴定方法和

操作步骤完全一致。

将池内划分若干试验小区，小区内采用 65 cm 垄作栽培方式，每个材料播种 4 垄，垄

上单行播种，行长 200 cm，区道 50 cm，3 次重复，将待鉴定材料按照熟期组顺序编号，

不同熟期设置耐盐碱材料和敏感材料对照。池内鉴定小区四周设 100 cm 以上的保护行。

https://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f1b03cc3dedb9a38f8b52796e0d7d4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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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盐碱池和对照池

盐碱池和对照池应地势平整、肥力均匀、排灌方便、前茬一致、盐碱池内土壤 pH 值应

该在 8.5 ～ 9.0 之间；正常对照池内土壤 pH 值应该在 6.5 ～ 7.5 之间。并且每年在

开始鉴定试验前，要采用五点取样法对两个池子进行酸碱度检测。其中池内土壤环境质量应

符合GB 15618 的相关要求，环境空气质量应符合GB 3095 的相关要求，农田灌溉用水水质

应符合GB 5084 的相关要求。

6 鉴定材料要求

待鉴定的大豆材料，盐碱池和正常对照池各需 240 粒，种子播前要进行精选，剔除病斑

粒、虫食粒及杂质，籽粒均匀饱满、粒型均匀一致，种子质量应符合 GB 4404.2 的规定。

7 播种要求

7.1 播种时期

当土壤表层 5 cm 深度地温稳定通过 7 ～ 8 ℃ 时开始进行播种。

7.2 播种方式

采用人工播种或者田间小区精量播种机播种，垄上单行，株距 10 cm,一次完成开沟、

精量播种、覆土、镇压等作业。

7.3 播种质量

播深一致，播种均匀无断条（20 cm 内无籽为断条）。根据土壤墒情及质地，播种镇压

后播深为 3 cm ～ 5 cm。

8 田间管理

8.1 除草

根据生产田杂草种类、土壤质地、土壤 pH 值、土壤墒情、气象条件等选用适宜的除草

剂，药剂使用按 NY/T 1276-2007 执行。用量、方法按照说明书进行。

8.2 中耕管理

在大豆 2 片 ～ 3 片复叶期进行垄沟深松，深松深度 25 cm ～ 30 cm。苗期垄沟深松

后间隔 7 天 ～ 10 天进行中耕培土 1 次，培土深度 10 cm ～ 12 cm。根据大豆长势后期

可再进行一次中耕培土。

8.3 病虫害防治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优先使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必须

使用化学防治时药剂使用应符合 NY/T 1276 和 NY/T 1276-2007 的规定。

大豆根腐病，大豆灰斑病等病害防治技术可按照 NY/T 2159 执行。

大豆食心虫防治可以利用性诱剂进行大豆食心虫监测和防治，方法参照 DB22/T

2433-2016 大豆食心虫性诱剂使用技术规程。在食心虫发生高峰期，可使用菊酯类化学药剂

https://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f1b03cc3dedb9a38f8b52796e0d7d4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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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无人机飞防的方式结合喷施叶面肥进行防虫补肥。

9 田间评价

9.1 成熟期性状调查

成熟期取中间两行中的 1 行连续 10 株进行性状调查，分别调查每个材料单株的株高、

单株分枝数、单株荚数、单株粒数、百粒重等产量性状指标。并选取中间两行中的另一行进

行整行收获计算产量。

9.2 平均耐盐碱系数

按公式（1）计算平均耐盐碱系数：




 
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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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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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I——平均耐盐碱系数；

Xi——盐碱地性状值；

CKi——对照性状值；

n——指标性状的数量；

9.3 耐盐碱性评价

大豆耐盐碱性判定见表1。

表 1 大豆耐盐碱性判定

平均耐盐碱系数 耐盐碱性等级

平均耐盐碱系数>0.65 耐

0.50<平均耐盐碱系数≦0.65 较耐

0.35<平均耐盐碱系数≦0.50 中耐

平均耐盐碱系数≦0.35 较敏感

植株枯死或不开花结荚 敏感

10 档案管理

应建立生产档案，内容包括试验设计、盐碱池和对照池、鉴定材料要求、播种要求、

田间管理、田间鉴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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