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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北荞麦产业现状与发展建议
曹丽霞　赵世锋　周海涛　张新军　刘君馨　李天亮　李云霞　石碧红

（河北省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张家口 075000）

摘要：荞麦是我国冀北地区的特色作物，其经济价值、保健功能、生态效益显著，市场开发前景广阔。但是，在当地由于受

多种因素制约，产业发展一直缓慢。通过分析当地荞麦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从而提出了一些促进荞麦产业发展的建议，引导

当地荞麦产业积极发展壮大。

关键词：冀北；坝上地区；荞麦；产业

冀北坝上地区属生态脆弱的旱作农业区，气

候冷凉，年平均气温 -0.6~3.5℃，海拔 800~1600m，

气候干旱多风，年均降雨量 350mL 左右，无霜期

80~110d，在此生态和气候条件下，可种植的作物

受到很大限制。荞麦由于其生育期短，耐旱、耐凉、

耐瘠薄，在冀北冷凉区种植仍能获得一定的效益，

所以，在过去是河北北部的主要粮食作物，同时也

是救灾备荒作物，种植面积较大。20 世纪 80 年代

以后，由于燕麦和谷子等技术的进步，种植荞麦的

相对效益逐年降低，后被燕麦和其他经济作物取 
代 [1-2]。之后，又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逐渐增强及对

荞麦保健功能的逐步挖掘利用，荞麦的需求量逐年

增加，冀北地区的荞麦种植面积也在急剧扩大，尤其

是一些大的农场和公司开始成规模地种植荞麦，因

此，无论从生态保护还是经济效益方面，在该地区

发展荞麦产业，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 [3]。

冀北地区荞麦种植主要分布在张家口、承德和

秦皇岛地区，荞麦以甜荞为主，常年种植面积 1.33
万 hm2，单产 1125kg/hm2，总产量 1.5 万 t[1]。苦荞作

为新开发的出口商品，深受消费者青睐，商品价值得

到肯定，运用前景广阔 [4]。近年来，随着荞麦在农业

生产中地位提升，各级政府对荞麦产业的发展也高

度重视，荞麦产业已成功纳入到国家“十二五”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规划当中 [5]。2011 年加入到国

家燕麦产业技术体系中，成立了国家燕麦荞麦产业

技术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全国的荞麦资源均实现

了共享，为冀北地区苦荞品种的引入和栽培技术的

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经验，体系也对南荞北引

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全方位的支持。

1　冀北坝上地区荞麦研究现状
1.1　研究基础　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是张家口市

领导下的集农、林、牧、工程等为一体的公益性综合

科研机构，入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4 位岗

位专家和 7 位综合试验站站长，其中拥有国家燕麦

荞麦产业技术体系 2 个岗位和 1 个综合试验站。张

家口市农业科学院自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了荞麦

的资源引进工作，但是由于种植面积越来越小，研究

工作没有深入地持续下去，只是做了些资源的搜集

和常规种的繁育工作，随着体系的成立，荞麦的科研

工作又重新提上日程，陆续开始加大育种、栽培、植

保、加工等方面的工作，为当地燕麦产业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1.2　研究成果　2018 年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选育

的苦荞新品种冀苦荞 1 号和冀苦荞 2 号通过河北省

评价委员会专家组评价，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

果登记号分别是 20180072 和 20180073；“荞麦新品

种选育及高产配套栽培技术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成果登记号为 20180074。
高产试验　2011-2018 年进行了 2 轮荞麦高产

试验，首轮试验品种 6 个，分别是 2 个甜荞品种日本

大粒、北早生，4 个苦荞品种川荞 1 号、苦荞 7-2、黔
苦 4 号、黑丰 1 号；第 2 轮试验品种 8 个，分别为 2
个甜荞品种赤荞 1 号、定甜 2 号，6 个苦荞品种冀苦

荞 1 号、冀苦荞 2 号、云荞 1 号、六苦 04 号、晋苦荞

6 号、黔苦荞 6 号。其中冀苦荞 1 号和冀苦荞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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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开始注重保健食品的摄入，但往往都是在生病

以后才开始注重饮食结构的调整，“轻预防、重治疗”

的现象普遍存在。所以应该加大对荞麦食疗保健功

能的宣传力度，可以通过主流媒体或在发行量高的

报刊中经常宣传荞麦产品，通过大量的集中宣传来

刺激对荞麦的消费，从而加大对荞麦的需求量，提高

荞麦的种植地位。

3.2　加强优质专用荞麦新品种选育及规范化种植　

选育高产、优质、抗逆性强、加工性能优异的专用型

荞麦新品种，可以从 4 个方面入手：一是多方收集资

源，深入研究各个性状的遗传规律，为优质基因的挖

掘奠定重要的基础；二是积极从国内外引进优质荞

麦品种资源，组织力量进行多点试验示范，逐渐扩大

推广面积；三是传统育种与分子育种相结合，培育出

适宜加工利用且品质优良的荞麦新品种；四是制定

出与之相配套的栽培技术规程进行规范化种植，确

保荞麦优质原料。

3.3　依托区域优势，走绿色、有机路线　冀北地区

工业少，环境污染少，海拔高，干燥多风少雨，气候凉

爽，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无需施用农药化肥，具有

有利的地理和气候优势。当地蒙牛、伊利、旗帜乳业

等入驻，为当地的有机肥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

进行绿色、有机种植模式，提升荞麦自身价值。

3.4　培养龙头企业，树立品牌意识　据中国燕麦荞

麦产业“十二五”发展报告（2011-2015 年）数据统

计，冀北地区无荞麦加工企业，足以显示冀北地区荞

麦产业的薄弱，加工只是小型加工厂和小作坊，依旧

是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模式，并没有认识到荞麦的

价值。这就更需要在对荞麦做宣传的同时，利用政

府职能，鼓励民营企业入驻冀北，享受相关优惠政

策，扶持企业步入正轨，并通过招贤纳士，建立健全

现代企业管理机制，通过引资、融资和筹资等途径扩

大生产规模。同时加强企业与荞农的紧密联系，从

企业利润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反哺于农业，保

证种植户经济收入的稳定增长，稳固“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保证原粮的供应。并树

立自己的品牌，将产品优势转化成品牌优势。组

建营销队伍，设立销售网点或网络电商，做好宣

传，把生产出的产品快速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当中。

3.5　加大产品开发力度，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荞麦

的经济价值很高，全身都是宝，茎、叶、花、果，米、面、

皮、壳各有用处，而且还是很好的蜜源植物。除了加

强对籽粒的开发利用，还可以对根、茎、叶、花进行全

方位的开发利用，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积极引导和扶

持有深加工能力的企业，加大投入，带动荞麦产业的

发展 [11]。

3.6　加强科企合作，形成产供销一条龙　逐步建立

荞麦的“种质引进 - 种质创新 - 品种选育 - 良种繁

育 - 原料基地 - 标准制定 - 科企联合 - 订单服务

- 产品研发 - 特色产品 - 满足市场 - 构建产业”的

科企联合模式，来引领燕麦加工产业发展方向；通过

“政 - 产 - 学 - 研，科 - 产 - 加 - 销”密切合作，使

更多的荞麦研究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通过科企

合作，企业解决了技术需求、产品研究和人才不足等

问题；科研与教学单位能够面向企业选题，面向市场

定题，面向消费解题，急消费所需，解企业所难，定科

研所向；通过科企合作不仅促进了荞麦企业的发展，

也推动了燕麦科研的进展，使燕麦企业有了很大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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