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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品种是在一定的生态条件下，经过长期

自然选择和人工定向培育的结果 [1]，每一品种都是

在一定的自然环境（温度、降水、日照、土壤质地、肥

力、地形等）和农业生产条件（耕作制度、水利、机

械、劳力、肥料和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等）的作用下选

育出来的。任何一个品种总有一定的适应范围，不

存在适应所有地区、所有年份的“万能”良种，因此

农作物品种只有种植在适应的区域内才能充分发

挥其优良的农艺性状和增产潜力，对品种的区域化

（品种布局）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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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作物品种区域化布局指导意见是农业生产中一项重要的科学技术手段，对种业和现代农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

意义。现试从齐齐哈尔市品种布局、优质农作物品种推广现状及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阐述，为齐齐哈尔地区农作物品种布局

及优良品种利用奠定理论基础，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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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齐齐哈尔市品种布局情况
1.1 农作物品种布局的依据　农作物品种布局的依

据有 3 条：（1）热量，一般用温度表示，即≥ 10℃活动

积温；（2）水分（降水、蒸发和土壤的持水量）；（3）土壤

的肥力和生产水平。黑龙江省种子管理局与省气象

部门联合，对全省各地区影响作物生长的因素进行分

析，采用三要素按点站（气象站）聚类方法，以三要素

为聚类因子，各因子权重系数分别为：热量条件占总数

0.5，水分占总数 0.3，土壤肥力和生产水平占总数 0.2。

1.2 品种生态区划情况　黑龙江省在 20 世纪 70

子真实及质量信息的承诺，企业要严格按照《农

作物种子标签通则》规定进行标注，标签标注的

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提倡诚信经营，树

立 讲 道 德、重 合 同、守 信 誉、公 平 竞 争 的 行 业 新 
风尚。

3.8 将唐山秋瓜申请地理标志产品，发挥本地品种

优势　唐山秋瓜肉质脆嫩，味道浓郁，深受消费者喜

爱。近年来不少外地企业生产的黄瓜也冠以“唐山

秋瓜”名进行销售，这些必然会影响到正宗唐山秋

瓜的市场地位。建议将唐山秋瓜申请地方标志性产

品，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标准技术规范，将本地品种

优势发扬光大，保障唐山种子生产经营企业的权益。

3.9 鼓励建立股份制种子企业　目前，唐山市蔬菜

种子生产经营企业许可证大多已到期，按照新规定

不符合申请办理许可证的条件。建议采取自愿原则，

将现有的种子企业按股份联合重组，并从规范生产

管理、严格质量控制、投入品管理制度、生产档案制

度、经营档案制度、产品检测制度、产品质量可追溯

制度等方面制定严格的制度。种子管理部门必要时

可组织协调，协助企业完成办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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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 80 年代初，根据热量资源情况区划了 6 个积

温带，为指导农业生产、品种布局推广起到巨大作

用。1995 年黑龙江省种子管理局与气象部门联合

又一次测定编制农作物品种生态区划，此次品种生

态区划，根据热量水分及土壤自然条件确定相应的

品种熟型及抗旱喜肥类型，并根据不同作物不同品

种的生态特性及自然条件的满足程度，进行品种生

态区划，从而为良种繁育、推广、引进提供更科学的

依据。根据这个基础共划分了 10 个农作物品种生

态区，齐齐哈尔市分布在第 2 区和第 7 区。第 2 区

是松嫩平原温暖风沙干旱区，包括齐齐哈尔市的泰

来县、龙江县、市效区及甘南县南部、富裕县南部，

土壤多为风沙土或盐碱土。这一区的积温较高，为

2850~2900℃（富裕县北部温度在 2600℃左右），

干燥指数 1.1~1.3，日照时数 14.4h，土壤肥力指数

400~450。第 7 区是松嫩平原中部温凉半温润地区，

包括讷河市、克山县、克东县、依安县、拜泉县。这一

区的积温为 2400~2550℃，干燥指数为 0.85~0.95，

日照时数 14.5h，土壤肥力指数 550~600，土壤以黑

土为主。

1.3 品种布局区划情况　齐齐哈尔市位于松嫩平原

北部，地处 45°53′~ 48°54′N，122°30′~ 126°41′E
之间，地形以平原为主，东北和西部高，向中、南方

向缓缓倾斜，海拔高度东北部平均为 270m，最高

430m，西部海拔 200~400m，南部海拔低于 200m，最

低不足 130m。全市地处高纬度，地域辽阔，南北跨

越 3 个纬度，各地气候差异较大，属寒温带大陆性季

风气候。冬季干燥，寒冷时间长；夏季温热、湿润，降

水集中；春季降水少，多大风，十年九春旱；秋季多晴

好天气，降温急剧，秋霜早。年平均气温 0.8~4.2℃，

年降水量 379~543mm，无霜期 115~144d，日照时数

平均为 2772h。日照时数达 15~17h，适合各种作物

生长。全市≥ 10℃的活动积温为 2380~2870℃，南

部泰来县平均活动积温为 2800℃，往北每增加 1 个

纬度，积温平均减少 150℃，讷河市北部最少积温的

年份只有 2100℃，但近 10 年温度有所上升，积温约

提高 50~100℃。

根据齐齐哈尔的自然条件，以热量条件为一级

区划指标。分为第一、二、三、四积温带和 4 个生态

区（干旱区、半干旱区、半湿润区、湿润区）。第一积

温带包括干旱区和半干旱区，土壤多为风沙土（轻

碱土），主要是齐齐哈尔市的南部、泰来县、龙江县的

头站、东华、白山、黑岗以南及市郊梅里斯区以南，这

一区的历年平均活动积温为 2750~2800℃，最高达

3180℃，无霜期 130~144d，降水量 374~398mm。第

二积温带属于半干旱区，土壤为黑钙土、风沙土和部

分轻碱土，此区包括富裕县的县城南部、甘南县的南

部、龙江县的北部及梅里斯区的哈力、共和、雅尔赛。

降水量 420~460mm，无霜期 125~135d，历年活动积

温为 2556~2713℃。第三积温带属于半干旱区、半湿

润区和湿润区，土壤为黑钙土和黑土，历年平均无霜

期 116~126d，降水量 450~498mm，历年活动积温为

2378~2508℃。这一区覆盖面积较大，县区较多，包括

讷河市、克山县、拜泉县、依安县、富裕县北部、甘南

县北部、龙江县雅鲁河、龙兴、碾子山区、克东县的南

部及卧牛吐、瑞廷、莽格吐。第四积温带属于半湿润

区和湿润区，此区面积小，讷河市少部分、克山县少

部分、克东县北部。活动积温 2190~2300℃，降水量

在 500mm 以上，最高年份降水量为 890mm，土壤主

要为黑土。

1.4 2020 年主要农作物种植区域化指导意见　选

用种植品种和品种布局是影响农作物生产的重要因

素。一个时期内主栽品种及其搭配品种的合理布局，

是在农作物生产稳定发展中具有其他措施所不可替

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发布农作物品种区域化布局

意见，对于合理利用现有品种，加快新优品种推广步

伐，提高优良品种覆盖率，促进农业保质增产有着重

要的指导意义 [2]。

齐齐哈尔市农业部门为保证农作物品种的适

种地区，以上一级农业部门制定的品种区域布局意

见为指导，结合本地不同生态类型和自然条件特点，

因地制宜实行合理搭配，严防品种越区种植，每年提

出各积温带农作物品种布局的建议（表 1）。除选用

一个适应大面积种植的品种做主导品种外，还种植

2~3 个搭配品种，再配套示范 1~2 个新的苗头品种，

即试验示范推广相结合。实现因地制宜发挥品种增

产效果，做到良种的应用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同

时强化市场监管，把好种子生产关、流通关、下地关，

坚决杜绝经营未经审定品种，确保农作物生产用种

安全 [3]。齐齐哈尔市农业部门每年发布农作物品种

区域布局建议，对防止越区种植、抵御低温冷害夺取

农业高产、稳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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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理利用优良品种
2.1 正确认识优良品种　优良品种一般是指通过国家

或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品种，同时在农业

生产中表现出优良性状的品种。包含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是品种本身性状优良；另一方面是种子质量符

合标准。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说是优良品种。

首先，品种具有一定的地区性和条件性。一个

优良品种只是具备了表现优良性状的潜在能力，即

含有优良的遗传基因，其性状能否表现出来，还要看

所处条件是否适宜，任何品种都有其最适应的环境

条件 [4]。将品种种植在对其有利的环境条件下，品

种就能正常地生长发育，表现出应有的优良性状；如

果所处的条件与其本身的要求相违背，则生长发育

不良，性状表现很一般或很差；所以品种类型不同，

就应给予不同的条件，没有万能的品种。

其次，优良品种性状表现与种子质量密切相关。

种子质量包括品种纯度、发芽率、饱满度及病虫感染情

况等，优质种子应为纯度高、清洁、发芽力强、充实饱满

无病虫的种子。因此，优良品种还必须有优质种子，以

保证苗全、苗壮、苗均，为高产、稳产打下良好的基础。

优良品种是生产优质农产品的基础和前提，是

调整农业结构的关键点。农产品的竞争很大程度上

是品种和质量的竞争，在农产品的竞争中，谁首先掌

握采用优良品种，谁就能掌握农业发展的主动权。

为了有效地适应国内外市场的要求，就必须要在品

种的优势、特色和多样性上下功夫，形成统一的认

识，加强加大农业优良品种的推广力度。

2.2 推广优良品种的基本原则

2.2.1 遵循适地适种的原则　即遵循自然规律，选

择品种生育日数应短于当地无霜期，保证在霜前安

全成熟，在生产上品种熟期要在正常年份霜前 5~7d
成熟，即选择品种积温比当地积温少 150℃以上，安

全系数达到 85% 以上，严禁越区种植。尤其是玉米

品种，要消灭“水玉米”才能在总体上提高品质。

表 1　齐齐哈尔市 2020 年主要农作物品种（玉米、水稻、大豆）种植区域化指导意见

积温带 第一积温带 第二积温带 第三积温带 第四积温带

普通玉米主导品种 先玉 335 绥玉 23（高淀粉） 禾田 4 号（高淀粉） 瑞福尔 1 号

嫰单 19 龙单 86（高淀粉） 克玉 19 德美亚 1 号

京科 728（高淀粉） 富尔 116 龙育 10（高淀粉） 先达 101
普通玉米搭配品种 嫩单 18 富单 12 合玉 27 克玉 17

先玉 696 龙单 83 东农 254（高淀粉） 东农 257
龙单 90（机收籽粒） 南北 5
敦玉 213（高淀粉） 龙幅玉 9 号

普通玉米苗头品种 龙单 96（高淀粉） 东农 264 益农玉 12
水稻主导品种 松粳 22 号（香稻、长粒） 绥粳 18（香稻、长粒） 龙庆稻 3 号（香稻、长粒） 龙庆稻 5 号（香稻、长粒）

龙洋 16（长粒） 龙粳 21（椭圆粒） 龙粳 31（椭圆粒） 龙粳 47（椭圆粒）

龙稻 18（长粒） 龙庆稻 21（长粒） 绥粳 27（香稻、长粒）

水稻搭配品种 松粳 16（长粒） 龙洋 11（香稻、长粒） 龙粳 46（椭圆粒） 龙庆稻 20（长粒）

松粳 18（长粒） 齐粳 10（香稻、长粒） 龙粳 39（椭圆粒） 绥稻 4 号（香稻、长粒）

龙稻 21（长粒） 绥稻 3 号（香稻、长粒） 龙粳 52（椭圆粒）

松粳 19（香稻、长粒） 绥粳 4 号（香稻） 龙粳 29（椭圆粒）

龙稻 22（香稻、长粒） 绥粳 19（长粒） 龙粳 57（糯稻）

绥粳 28（香稻）

水稻苗头品种 松粳 28（长粒） 齐粳 2（长粒） 莲育 124 龙粳 69（椭圆粒）

大豆主导品种 东农 55（高蛋白） 黑农 48（高蛋白） 东生 7 号（高油） 黑河 43
东农 52 东农 48（高蛋白） 合农 69（高油） 克山 1 号（高油）

绥农 36（高油） 北豆 40（高油） 合农 95（高产）

大豆搭配品种 润豆 1 号（高蛋白） 合农 75（高油） 绥农 38（高油） 黑河 52（高蛋白）

东农豆 251（豆浆豆） 垦农 30（高蛋白） 东生 7（高油） 昊疆 2 号（高蛋白）

黑农 52 龙豆 1 号（高蛋白） 东农 60（高蛋白小粒豆） 圣豆 15
东农豆 252（豆浆豆） 金源 55（高蛋白） 黑河 55

合农 77（高油） 合农 73（高产）

黑河 38
大豆苗头品种 齐农 3 号（高油） 东农 69（高油） 绥农 76（高蛋白） 贺豆 1（高产）

来源于齐齐哈尔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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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坚持“先试验、示范，再推广”的原则　新审

定或者新引种备案的品种，在生产实践中经常出现

“水土不服”的情况，不能盲目推广，一定要先试验、

示范，再进行推广。通过试验、示范了解品种栽培特

点，适应性、抗逆性和抗病性，从而提高品种使用的

安全度，避免由于品种原因而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失。

因此相关部门要做好每年的大秋农作物品种田间鉴

评工作，尤其要对品种安全性进行田间鉴定 [5]。

2.2.3 适应市场需求的原则　选择品种首先产量要

高，丰产稳定性要好，其次品种品质要好，因为好的

品种品质是社会发展需要，也是市场的需求。随着

市场需求格局的变化，对农产品品质要求更高，目前

市场上对高油、高蛋白大豆，适于加工的高淀粉、高

油及饲用玉米，高淀粉、适于加工专用或多用的马铃

薯的需求越来越大。

品种在推广之前都经过区域化鉴定，对各品种

在不同地区的表现都有了基础的了解，并划定了各

品种适宜种植的区域，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越区

推广，以保证品种能充分表现其优良的遗传性状。

因此在选用和销售品种之前，应该先了解一下该品

种宜推广种植的区域，选择适合本地种植的品种。

2.2.4 良种良法相配套原则　良种是农业生产中其

他生产资料都无法替代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良种

必须有良法作保证，才能获得丰产丰收。良种与良

法是内因和外因的辩证统一，良种是增产保持的内

因，良法是增产提高的外因。优良品种是高产、稳产

的内在因素，还要配合相适应的栽培管理技术。每

个品种的遗传性状不同，所要求的栽培技术也不同，

因此在选用和销售新品种的同时，要充分了解新品

种的栽培技术特点，采取最适宜的栽培管理措施，实

现良种良法相结合。

3　优质农作物品种推广现状
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农

作物品种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农作物的产量不再

是评价品种的唯一指标，稳产、优质、抗病、适宜机

械化收获的农作物品种更加具有推广前景 [6]。比

如，为适应粮食优质优价的市场导向，农民希望种

植稳产、优质、专用的粮食作物品种。齐齐哈尔市

近几年加大了优质农作物品种的推广力度，优质专

用品种的使用比例也在不断提高。总体上看，全市

农作物优质品种推广已有了一定基础，但不同作物

之间还有一定差距，部分专用品种仍是空白。具体

表现为大豆高油、高蛋白优质专用品种推广迅速，

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和良好基础；玉米常规品种品

质、产量相对较好，但专用型品种不足，高油品种还

是空白；小麦品种基本达到优质；水稻品种优质率

也较好，但品种存在多乱杂现象；谷糜品种表现较

好；杂粮品种品质有待提高。目前，影响和限制优

质品种推广面积扩大的核心问题是优质不优价，

同时还应进一步解决高产不优质、优质不抗病的 
问题。

4　优质专用品种种植发展方向
齐齐哈尔市主要农作物优质专用品种种植发

展方向：玉米种植南部以高产优质为主，北部以适

宜机械化籽粒收获为发展方向，加大特用型玉米品

种（甜糯、青贮）和加工型玉米品种（高淀粉、高赖氨

酸）的推广；大豆突出高产、高蛋白及食用型品种；

水稻重点推广符合市场需求，优质、适口性好、抗逆

性强的品种；小麦推广蛋白质、面筋含量高的优质家

庭用粉麦和面包型优质麦，向专用型小麦优质品种

发展；马铃薯发展高淀粉及加工型品种；杂粮杂豆以

优质高效品种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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