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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作，是指在同一田块上，有顺序

地在季节间和年度间轮换种植不同作

物或复种组合的种植方式。

“简单来说，轮作就是在同一块农

田里，种完水稻种玉米，种完玉米种油

菜。”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穆春华

说，“作物轮作是一种用地养地结合的

生物学措施。精心设计的轮作模式，

可以在实现增产增收的同时，减少作

物对化肥、农药等外部投入的依赖。”

穆春华向记者详细介绍了作物轮

作的几大优点。

——均衡土壤养分。土壤中包含

氮、磷、钾等大量养分，也包含钙、镁、

铁、铝、硼、硅等中微量元素。而每种

作物对于土壤中养分的需求是不同

的。例如，鲜食玉米与油菜轮作时，玉

米偏爱氮元素，而油菜偏爱硼元素。

如果地里一直种植玉米，那么土壤中

的氮元素就会被快速消耗，导致土壤

中氮元素缺乏。因此两类作物轮换种

植，可保证土壤养分的均衡利用，避免

片面消耗。“当然，轮作只能减缓养分

的消耗速度，最终还得依靠施用对应

的肥料来补充。”穆春华说。

——防治土壤病害。作物的许多

病害，如辣椒立枯病、黄瓜枯萎病等都

是通过土壤侵染，这些病害也被称为

土传病害。土传病害的病原体会在土

壤中大量繁殖，等条件适宜时从作物

根部或茎部侵害作物。而通常这些病

原体具有特异性，只能感染单一作

物。因此将不同类的作物实行轮作，

便可减少这种病菌在土壤中的数量，

减轻病害。

——调节土壤肥力。谷类作物和

多年生牧草有庞大根群，可疏松土壤、

改善土壤结构；绿肥作物和油料作物，

可直接增加土壤有机质来源；花生、大

豆等豆科作物具有固氮的作用。此

外，轮作作物的秸秆打碎还田后，能够

增加透气、透水、保肥能力，从而提高

土壤肥力。

作物轮作方案有很多，如经济作

物与豆类作物轮作、经济作物与绿肥

作物轮作、小杂粮作物与玉米的轮作

等。“设计轮作方案时，大田一般以玉

米、小麦、水稻等主粮作物为中心，主

粮互相之间的轮作以及它们与其它作

物之间的轮作。因为，我们不管怎么

调整，都必须保证这三大主粮的种植

面积及产量。而在设施农业中，主要

以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为主选择轮作

作物。”穆春华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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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养地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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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春黄瓜前

茬多为秋菜或春小菜

及越冬小菜，后茬适

种多种秋菜。夏秋黄

瓜前茬适合各种春夏

菜，后茬适合越冬菜

或春小菜。黄瓜与番

茄相互抑制，不宜轮

作和套种。

番茄：不与茄科

作物连作，前茬为各

种叶菜和根菜，后茬

也可以是叶菜和根

菜，与短秆作物或蔬

菜间、套种，如毛豆、

甘蓝、球茎茴香、葱、

蒜等隔畦间作。

茄子：不宜与其

他茄科蔬菜如番茄、

辣椒、马铃薯进行轮

作，露地、日光温室和

塑料大棚栽培茄子可

与叶菜类、瓜类、豆类

蔬菜轮作。

辣椒：不宜与茄

科作物连作，可与叶

菜、根菜、花生等短秆

作物间作。

秋冬胡萝卜：前
茬作物多为小麦、春

白菜、春甘蓝、豆类

等，后茬作物可接种

麦、洋葱、春甘蓝、大

葱、马铃薯等。

马铃薯：前茬为

葱蒜类、黄瓜，其次为

禾谷类作物及大豆，

不宜与茄科作物和根

菜类作物相互轮作。

大 葱 ：最 忌 连

作。需3年以上轮作，

与粮食作物轮作，利

用葱茬栽培大白菜和

瓜类蔬菜。

洋葱：是秋作瓜果

类蔬菜的良好前茬作

物，与番茄、冬瓜等瓜

果类蔬菜隔畦间作，或

在畦埂上套种莴笋、四

季萝卜、矮生豇豆，球

茎茴香和茄子等蔬菜。

大蒜：最忌连作

或与其他葱属类植物

重茬。秋播大蒜的前

茬以早熟菜豆、瓜类、

茄果类和马铃薯的茬

口最好，春播大蒜以

秋菜豆、瓜类、南瓜、

茄果类最好。

大白菜：不宜连

作和与其他十字花科

作物轮作。大白菜种

在韭菜埂上或大蒜垄

间，病害明显减少。

结球甘蓝：前作

以瓜类、豆类为主，忌

连作。露地可与玉米

等高秆作物间作，可

与番茄、黄瓜、架豆等

高架蔬菜隔畦间作。

荠菜：秋播荠菜

最好前茬为番茄、黄

瓜，春荠菜前茬为大

蒜，忌连作。

莲藕：藕、稻轮

作，早藕收获后可种

植水芹、慈菇、荸荠、

豆瓣菜。莲藕常常与

慈菇、荸荠、茭白隔年

轮作，或与茭白间作。

连作

连作，即在一年

内或连续几年内，在

同一地块上种植同一

种作物的种植方式。

不同作物连作后

的反应各不相同。一

般禾本科、十字花科、

百合科的作物较耐连

作；豆科、菊科、葫芦

科作物不耐连作。连

作对深根作物的危害

大于浅根作物；对夏

季作物的危害大于冬

季作物。

轮作

轮作，即在同一

块土地上轮流种植不

同种类的作物，其循

环期短则一年，在这

一年内种几茬不同作

物；循环期长则 3-7

年或更长时间。蔬

菜、花卉生产上较普

遍采用轮作，轮作是

克服连作弊端的最好

方法。

间作

间作，是指在一

块土地上有次序地种

植两种或几种作物，

其中以一种作物为

主，其它为间作物。

间作可提高土地

利用率，由间作形成

的作物复合群体可增

加对阳光的截取与吸

收，减少光能的浪费；

同时，两种作物间作

还可产生互补作用，

如宽窄行间作或带状

间作中的高杆作物有

一定的边行优势、豆

科与禾本科间作有利

于补充土壤氮元素的

消耗等。

套作

又称套种，是指

在前季作物生长后期

的株、行或畦间或架

下，栽植后季作物的

一种种植方式。

套作的主要作用

是争取时间以提高光

能和土地的利用率，

多应用于一年可种2

季或3季作物，但总的

生长季节又嫌不足的

地区。

混作

两 种 或 多 种 对

生育季节要求相近

的作物在同一块园

地上按一定比例混

合种植的方式，即为

混作。

混作通过不同作

物的恰当组合，可提

高光能和土地的利

用 率 ，在 选 用 耐 旱

涝、耐瘠薄、抗性强

的作物组合时，还能

减轻自然灾害和病

虫害的影响，达到稳

产保收。

合理的轮作，可以

预防病虫害等看得见

的问题，从长期来看，

能使土壤条件变得更

好，作物质量和产量也

会得到提升。然而在作

物轮作时，应注意哪些

问题？对此，山东省农

业科学院研究员穆春华

指出了以下4点情况。

——作物管理难
度和生产成本。从种

植户的经济效益来看，

轮作作物主要是辅助

田间主要作物而种

植。因此在选择轮作

作物时，首先要确保该

作物的生育周期，不影

响种植下一茬主要作

物。且应尽可能选择

易管理、成本低、经济

效益较好的作物实行

轮作。例如在草莓大

棚中轮作生长周期较

短的鲜食玉米。

——作物营养需
求。不同作物的营养

需求是不一致的，即便

是同科的不同作物也

是有不同营养需求

的。作物吸收的营养，

一部分是由土壤直接

供给的。若一直连种

某一种作物，其对土壤

的伤害是最大的。

花生、大豆等豆

科作物具有固氮的

作用，也就是说豆科

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并

不需要太多的氮元

素。如果下茬进行玉

米轮作，在种植过程

中氮肥的施用量就可

以少些。

——作物生长方
式和根系特点。作物

生长过程中，种植户

会根据作物需求投入

化肥。而在浇水的过

程中，化肥会随之下

渗，聚集在土壤深处，

而像草莓等根系较浅

的作物难以吸收土壤

深处的养分。因此在

草莓轮作换茬时，可

选择鲜食玉米等根系

较深，且养分需求相

似的作物。

——作物病虫害
不同。某一种作物都

有一种或者几种病害

和虫害，当我们根据作

物易遭受病虫害种类

进行合理轮作的时候，

就会有效地避免或减

轻病虫害的发生。

作物轮作的
几大优点

轮作需要注意的问题

常见的农作物种植模式

蔬菜轮作 搭配有讲究

（本版稿件综合中国农网、农业农村部官网、《农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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