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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地区玉米生产现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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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 2008-2016 年 9 年间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地区玉米播种面积、单产和总产的变化情况，阐述黑龙江省西部

半干旱地区玉米增产潜力和高产技术，明确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地区玉米生产现状，提出玉米生产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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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区玉米种植主要分布在

齐齐哈尔市、龙江县、依安县、泰来县、甘南县、富

裕县、拜泉县、大庆市、肇州县、肇源县、林甸县、杜

尔伯特县、兰西县、青冈县、明水县、安达市、肇东

市等 17 县市，横跨第一、二、三积温带，有效积温在

2300~2700℃。该地区是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

80% 的年份降水量不足 500mm，全年 70% 的降水

集中在 7-8 月份，是黑龙江省的少雨区，年降雨量

分布不均，属春旱、伏旱和春旱连旱类型，对粮食产

量影响严重。

玉米是黑龙江省第一大粮食作物，2016 年播种

面积已达 772.3 万 hm2，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区玉

米播种面积 254.4 万 hm2，占全省玉米播种面积的

32.9%，因此，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区玉米生产形势

的好坏、效益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全省农民增收和农

业可持续发展。通过分析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区玉

米生产状况，对明确我国玉米供求关系及价格趋势

具有重要的作用。

1　玉米生产概况
2016 年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区玉米播种面积

254.4 万 hm2，占全省玉米播种面积的 32.9% ；单产

7176.5kg/hm2，较全省产量平均水平高出 56.37% ；

总产 1779.2 万 t，占全省玉米总产的 38.8%。

1.1　玉米播种面积变化　由图 1 可以看出，2008-

2016 年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区玉米播种面积呈现

递增趋势，2008-2016 年玉米播种面积在 164.9 万 ~ 
254.4 万 hm2 之 间。2010 年 玉 米 播 种 面 积 呈 快

速上升趋势，播种面积由 2009 年的 164.9 万 hm2

增 至 2010 年 的 207.7 万 hm2，增 幅 为 25.96% ；

2015 年玉米种植面积由于受国家种植面积调

整影响，降至 230.6 万 hm2；2016 年播种面积达

到最高，为 254.4 万 hm2，较最低的 2009 年增长 
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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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区地区玉米播种面积

1.2　玉米单产变化　由图 2 可以看出，2008-2016
年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区玉米单产总体呈现先

增后降的趋势，2009 年玉米单产达 7038.5kg/hm2，

较 2008 年 增 加 1978.8kg/hm2，增 幅 为 39.11% ；

2010-2013 年玉米单产呈上升趋势，由 2010 年的

6094.5kg/hm2 增至 2013 年的 8772.1kg/hm2，增幅为

43.93%；从 2014 年开始玉米单产下降，2015 年有所

上升，至 2016 年又降至 7176.5kg/hm2，总体较 2008
年增长 41.84%。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资助（2017YFD0300501-0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资助（2017YFD0300303）；齐齐
哈尔市科技局农业攻关资助项目（NYGG-20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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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区玉米单产

1.3　玉米总产量变化　由图 3 可见，2008-2016
年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区玉米总产在 791.7 万 ~ 
2092.0 万 t 之间，平均为 1539.9 万 t。其中，2013 年

总产最高为 2092.0 万 t，比 2008 年的最低总产增加

1300.3 万 t，增长 1.64 倍；2016 年玉米总产比 2008
年增加 987.5 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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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区玉米总产

2　玉米生产优势分析
2.1　有利的气候资源　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区位

于松嫩平原的西南部，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

候。生长季节光照充足，雨热同季，年均≥ 10℃活

动积温 2511~2883℃，能达到中晚熟品种的积温要

求；昼夜温差大，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很好的光热条

件。年均降水量为 250~500mm，80% 以上集中于夏

季，冬春两季不足全年降水量的 15%。常年平均蒸

发量在 1400~1600mm 之间，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区。

该区属全省热量高而降雨量相对少的地区，形成了

别具特色的农作制体系，是全省粮食主产区之一 [1]。

2.2　具有较强的品种、技术储备优势　黑龙江省

西部半干旱地区自四单 19、兴垦 3 号之后，多家科

研育种单位又相继育成了高抗优质玉米品种嫩单

18、绥玉 23、龙育 10、龙单 76、龙单 59、东农 254、众
单 3、鑫鑫 1 号、嫩单 19、绥玉 20 等，高淀粉品种龙

单 86、益农玉 16 号等，优质蛋白品种利民 33（相

邻省份引种）等，青贮品种龙育 13，甜糯品种京科糯

2000E、垦粘 8 号、花糯 3 等，为全省的玉米生产提

供了品种储备。

2.3　有利的政策扶持，加工能力不断增强　在政府

利好政策的支持下，全省玉米龙头企业数量增多，

规模不断扩大，玉米产业开始由原粮向精深加工转

化，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生产效率快速提升 [2]。根据

2015 年粮油加工业年度报告可以得出，本年度全省

4 个玉米主产区（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及绥化）加

工消耗玉米量达到 420 万 t，占全省深加工总消耗量

的 75% 以上 [3]。2017 年，投资规模 68 亿元，年加工

能力达到 180 万 t 的玉米深加工项目，落户大庆市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同年，齐齐哈尔龙江阜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一期项目正式投产，年加工玉米达

300 万 t，是目前全省最大的玉米深加工项目。

2.4　外向型产业经济区发展优势明显　黑龙江省

具有独特的区域优势，毗邻的俄罗斯、朝鲜等国家都

存在很大的玉米缺口，特别是日、韩两国是世界玉米

进口大国，全世界排名前两位，这些都为黑龙江省开

拓邻国玉米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4]。

3　玉米生产中存在限制因素
3.1　自然灾害频繁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

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地区频繁发生灾害，其中干旱、

洪涝、冰雹和高温高湿等自然灾害对玉米生产影响

很大。2016 年正值玉米授粉时期，长达 42d 无有效

降雨，干旱、高温严重影响了玉米的授粉和籽粒灌

浆，从而出现大量空秆、秃尖和畸形穗等现象。2018
年玉米灌浆期，绥化中部遭受特大暴雨，玉米大面积

被水淹，致使很多农户遭受损失。7 月下旬齐齐哈

尔市西部遭遇大风，造成大面积玉米倒伏。由于诸

多不利因素，致使玉米单产年份间波动，灾害多发是

造成玉米品种田间实际产量与遗传产量潜力相差的

主要因素。

3.2　病虫害逐年加重　近些年来，黑龙江省西部半

干旱地区玉米生长季节频发高温、干旱、多湿等恶劣

天气，玉米大斑病、小斑病、丝黑穗病、瘤黑粉病、青

枯病，玉米螟虫、蚜虫等病虫害时有发生。目前，由

于玉米连作年限增加和秸秆还田栽培技术的推广，

导致青枯病和玉米螟虫等病虫害有加重的趋势。赵

秀梅等 [5] 研究表明，应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挽回

玉米损失率为 6.47%，投入产出比达 1∶20.5，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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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十分显著。

3.3　玉米品种繁多，布局混乱　近些年来，黑龙江

省每年通过省审的玉米品种在 40 个以上，横跨第一

至第五积温带，玉米种子市场经营混乱，多而杂的玉

米品种存在大量套包现象，造成真正的优良品种得

不到应有的推广。同时，玉米跨区种植致使很多种

植户受损。目前，虽然市场生产用种较多，但主栽品

种还是先玉 335（晚熟）和德美亚 1 号（早熟）。单

一的品种布局，一旦某一病虫害大面积发生，造成的

损失将难以估计。

3.4　农田基础设施落后　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地

区农田基础设施落后，玉米主产区大部分地区仍然

靠天吃饭，面对自然灾害抵御能力较差。虽然该地

人均土地占有量较大，但分散种植且面积小，生产规

模不大，不利于大批量机械化作业，导致种植成本

高、效益低，无法形成规模效益。

3.5　土壤耕性退化，养分不平衡　近年来，黑龙江

省西部地区种植玉米大幅增加化肥投入量，有机肥

料的投入逐渐减少。玉米秸秆的大量焚烧，破坏了

土壤营养结构。多年浅耕的耕作方式，导致耕作层

蓄水保墒能力下降，土壤养分失衡，土壤微生物种

类、数量和酶活性降低等因素，也是限制玉米产量提

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3.6　种植密度偏低　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农户由于

受传统种植观念影响，部分农民种植稀植大穗品种，

出现种植密度偏低，播种量和留苗密度不够，导致减

产。有些种植者种植密度过大，播种后不间苗，导致

病虫害加重和大面积倒伏，该地区最佳种植密度在

6 万 ~8.25 万株 /hm2。

3.7　播种质量不高　据统计，黑龙江省西部地区机

械化播种面积逐年提高，已达到 99.3% 左右 [6]。春

播时间短，秸秆处理不及时及整地不够精细等因素，

易出现漏播及播种深度不一致等影响播种质量现

象。由于本省西部春季土壤旱情较重、降雨不及时、

播种质量不高、苗后管理较差等原因，导致玉米出苗

率降低且苗弱，缺苗断垄现象严重。

3.8　田间管理粗放，肥水运用不当　黑龙江省西部

地域辽阔，各地区农民玉米施肥技术发展不均衡，施

肥中存在过量施用氮肥，磷、钾肥及其他中、微量元

素施用不足的现象，从而导致玉米品质下降，产量不

高 [7]。肥料的施用上，该地区玉米种植者在起垄时

采用“一炮轰”施肥法，其弊端易造成作物生长后期

出现脱肥现象。另外，施肥农机具不配套，导致漏施、

浅施等现象突出，从而出现施肥效果差，养分大量流

失，肥料利用率降低。

4　发展对策
4.1　政府加大投入，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针对

黑龙江省西部半干旱地区，政府应大力兴修农田水

利，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合理利用地下水；通过实施

黑土肥力长期保护工程，大力推广全量秸秆粉碎覆

盖还田模式；采用增施有机肥等方法培养与提高土

壤肥力。

4.2　加强优良种质的改良与创新　以地方和国内

外优异种质群体作为育种材料，通过基因累加效应，

采用分子育种、回交转育、轮回选择和选育二环系等

方法，针对地方种质优良性状与国外血缘群体加以

改良再利用，从而提高本地区玉米杂交种的综合抗

性、品质、产量等特性；同时加强热带与亚热带种质

基因的导入研究，改良当地种质资源，丰富基因序

列，可能是今后拓宽温带玉米种质基础、丰富遗传多

样性、提高综合抗性的有效途径之一。

4.3　优化品种布局，发挥品种优势　应根据黑龙江

省西部不同类型生态区域与自然条件特点，培育适

合当地种植的高产、稳产、优质、多抗、耐密、产量潜

力大的玉米新品种，并加强其在生产上的推广应用，

加快品种更新速度 [8]，还要预防生产上单一品种种

植面积过大，生产品种在遗传上的均一性越强，越容

易遭受特殊年份的干旱、涝灾或病虫害的侵袭，危及

玉米产业生产。合理规划品种布局，适应不同生态

区的品种合理搭配，避免大面积单一化品种种植，提

高玉米群体应对恶劣气候条件的能力，降低种植者

生产风险，提升玉米稳产能力 [9]。

4.4　良种与良法相配套　其核心是玉米生产全程

实现机械化，选育具有高产、耐密、高抗、适于机械化

作业的品种，集成简约、高效的综合配套栽培技术与

标准化的种植模式，研制并生产能满足不同作业条

件的配套农机具、尤其是收获机械，全面实现玉米生

产全程机械化的总体目标 [10]。

4.5　综合防治病虫草害　综合防治玉米病虫草害

是保障玉米高产稳产重要措施。要坚持“以防为主、

统防统治”原则，转变防治观念，改变防控方式。选

用优良抗病品种，建立合理轮作制度，加强病虫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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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水稻亲本异交性能及制繁方法研究进展
钟光跃 1，2　陈辉志 1　于小军 2　吕建群 3

（1 贵州山至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遵义 563000；2 四川华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 610100； 
3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成都 610066）

摘要：现有的水稻三系配套制种技术体系虽然已经很完整了，但随着水稻育种资源的不断更新、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进

步，一些新型的水稻三系不育系层出不穷，而对三系不育系异交性能的研究也并未止步。通过对三系不育系异交性能、繁殖研

究方法及试验结果的推陈出新，为农业技术人员研究新品种制繁技术提供科学参考。

关键词：三系水稻；异交性能；繁殖方法

种子是农业最基本、最特殊、不可替代的生产

资料。水稻（Oryza sativa）是典型的自花授粉作物，

而杂交水稻的育成，打破了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

优势的传统看法，改变了水稻授粉方式，由典型的自

花授粉变为完全异花授粉 [1]。杂交水稻种子的生产

是一项特殊的生产，在 40 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中，我

国科学家深度了解水稻亲本的异交特性，创造和积

累了极其丰富的制种理论与经验，形成了一套较为

完整的三系配套制种技术体系。然而随着水稻育种

资源的不断更新、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一些新

型的水稻三系不育系层出不穷，而对三系不育系异

交性能的研究也并未止步。农业设施的完善、机械

化程度的提高，不育系的繁殖和杂交稻的制种方法

也在改变。本文旨在通过对不育系异交性能、繁殖

研究方法及试验结果上的推陈出新，为农业技术人

员研究新品种制繁技术提供科学参考。

1　三系不育系异交性能研究进展
1.1　不育系育性鉴定　根据花粉败育程度和败育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YFD0100200）；2016 年度中
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 黔科中引地（2016）
4010]；省市科技合作专项资金项目 [省市科合（2015）23号 ]

通信作者： 吕建群

预报，强化使用农药者的技术培训，完善植保专业化

服务队伍建设，大力发展绿色防控与生物防控技术，

减少农药使用量，提高防治效率，增加农民收入 [11]。

4.6　适时晚收，实现增产增收　黑龙江省西部半干

旱地区秋霜较晚，应提倡适时晚收，促进玉米籽粒灌

浆和后熟，有利于干物质及养分从茎秆和叶片向籽

粒中转移，进而增加玉米产量，降低籽粒水分，提高

商品品质。玉米植株生理成熟时，一是籽粒与穗轴

相接的断面处出现黑色层；二是籽粒乳线消失，显出

籽粒成熟特有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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