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65.020

B 05

黑 龙 江 省 佳 木 斯 市 地 方 标 准

DB2308

DB2308/T XXX—2023

“两翻一少”轮作保护性耕作技术规程

（征求意见稿）

起草单位：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斯分院

联 系 人：盖志佳

联系电话：18804543088

电子邮箱：gaizhijia@163.com

2023-XX-XX 发布 2023-XX-XX 实施

佳木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2308/T XXX—202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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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佳木斯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佳木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盖志佳、张敬涛、刘婧琦、蔡丽君、张娜、杨旭。

本文件为 2023 年首次发布。



DB2308/T XXX—2023

1

“两翻一少”轮作保护性耕作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两翻一少”轮作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术语和定义、环境条件、技术应用前

准备、耕整地、播种、除草、施肥、病虫害防治、档案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黑龙江省三江平原佳木斯地区地势平坦、排水良好的农田(地块)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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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34379-2017 玉米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规范

NY/T 3662-2020 大豆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规范

NY/T 496-2010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1276-2007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DB23/T 3339-2022 早熟矮杆高粱大垄机械化栽培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两翻一少”轮作保护性耕作技术

在玉米（或高粱）-大豆-玉米（或高粱）轮作体系中，玉米、高粱收获时秸秆粉碎还田、

秋翻地、秋施肥、秋起垄；在大豆收获后采用条带耕作机械进行条带少耕作业的一种复合型

轮作保护性耕作技术。

4 环境条件

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 GB 15618 的规定。

5 技术应用前准备

在应用“两翻一少”轮作保护性耕作技术前1～2年,应确定好土地面积,确保土地使用权

至少在3年以上；做好深(超)松整地与土地平整,并制定包括品种、除草剂种类、配套农机具

等在内的详细实施方案。

6 耕整地

6.1 耕整地流程

玉米、高粱茬实施秋翻秋整地，作业流程为：秸秆粉碎抛撒→灭茬→翻地（旋耕）→耙

地→旋地→起垄（施肥）→镇压，达到播种状态。

6.2 秸秆处理标准

玉米、高粱在收获时收割机要安装碎禾、散禾器，秸秆粉碎后长度应小于 20 cm，粉碎

合格率在 90%以上，应匀速前进，禁止在地里停车，秸秆要均匀的抛撒在地表。收获机械没

有灭茬装置的需在收获后灭茬处理根茬。

6.3 翻地作业标准

翻地深度为 20cm～25 cm，没有深松基础的地块，每 3 年～4 年要深松 1 次，深松 30cm～

https://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2c6495a52e331cb93b642c7eed64a6893cc1e42303be14714492e37e5d26f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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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cm 以上。

6.4 耙地作业标准

耙地时实行对角耙，耙地深度应达到 16 cm～18 cm，不重耙，不漏耙，不拖堆。耙地

后耕层内无大土块及空隙，每平方米范围内直径 5 cm 以上土块不超过 3 个。

6.5 旋耕作业标准

旋耕深度应达到 12 cm～15 cm，旋耕后耕层内土壤细碎，地面平整，相邻作业幅重耕

小于 15 cm。

6.6 起垄作业标准

在 10 月上中旬秋起垄，起 65 cm～70 cm 垄，相邻垄台间高差不超过±10cm，100 米长

的直度误差不超±20cm。

6.7 镇压作业标准

秋起垄后及时镇压，达到待播状态。镇压应匀速作业，作业速度不超过 6 km/h，镇压

时不粘土、不拖堆。

6.8 条带耕作业标准

6.8.1 作业时间

大豆收获后封冻前或春季化冻后播种前作业。

6.8.2 作业标准

采用灭茬机，灭茬深度为 15cm ～20 cm，灭茬宽度为 30 cm～35 cm。

7 播种

7.1 品种选择

玉米、高粱和大豆品种应选择比当地有效积温少 150～200℃的品种, 玉米、高粱选用

秆强、抗倒、高产、脱水快的品种,以提高秸秆处理效果。

7.2 种子包衣

购买具有种衣剂的种子,或者自行种子包衣,防虫防病。

7.3 播期

玉米、大豆在0 cm～5 cm 土层温度稳定通过8℃时即可播种；高粱播种时 0 cm～5 cm
土层温度应稳定通过10℃。播种要均匀、无断条，深浅一致，玉米、大豆一般播种镇压后

深度为3 cm～4 cm，高粱一般播种镇压后深度为2.5 cm～3.5 cm。

7.4 播法

玉米、高粱、大豆种植均采用 65 cm 垄作种植方式，大豆和高粱种植小双行,玉米单行

播种。

7.5 播种机选择

玉米、高粱、大豆播种采用常规播种机即可。

8 除草

坚持化学除草和中耕除草有机结合的原则。中耕除草包括深松和趟地除草。化学除草包

括土壤封闭灭草和苗后茎叶除草。大豆化学除草符合NY/T 3662技术规范要求，玉米化学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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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符合GB/T 34379技术规范要求，高粱化学除草符合DB23/T 3339技术规范要求。除草

剂使用要求按NY/T 1276执行，严格按照除草剂说明书用法和用量使用。

9 施肥

具体施肥量应按照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标准确定，根据测土结果配施肥料种类和用量。秋

季施底肥、春播施种肥、生育期间追肥、合理施肥。同时，根据玉米、高粱、大豆生育中后

期长势,酌情喷施叶面肥及中微量元素，如磷酸二氢钾等。

大豆施肥符合NY/T 3662技术规范要求，玉米施肥符合GB/T 34379技术规范要求，高粱

施肥符合DB23/T 3339技术规范要求；肥料使用应符合NY/T 496的要求。

10 病虫害防治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总方针，以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

治为辅。通过选用抗病品种、适期播种、培育壮苗、中耕等农业措施综合防治。农药使用要

求按NY/T 1276执行，严格按照农药登记作物和登记用量使用。

11 档案管理

详细记载玉米（高粱）-大豆-高粱（玉米）轮作体系中的全过程,建立年度生产档案，

以备查阅、总结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