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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同一生态区玉米品种 

引种备案分析探讨
曹改萍

（山西省农业种子总站，太原 030006）

摘要：为了更好地服务山西玉米生产实践，使玉米品种引种备案工作更有针对性与指导性，对近年来山西玉米引种的品种

构成、适宜区域、引育种主体等情况进行了重点分析。研究表明：中晚熟玉米品种引种数量多，市场竞争激烈，其次是夏播品种，

而中熟、极早熟与早熟品种相对较少；引种有利于提高当地品种选育水平，对山西种子企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玉米种业市场

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正在成为种子市场主体；并对引种者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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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种子法》对主要农作物引种管理做出了重大

修订，引种地域从相邻省同一适宜生态区变为其他省

同一适宜生态区 [1]。引种备案是已审定品种进入他

省同一生态区域的一种特殊品种管理方式，引种者、

引种品种、引种区域三位一体，不可或缺。品种的好

坏反映了一个地方品种应用和种业发展水平，研究引

种备案品种构成以及生态适宜区对玉米生产实践非

常有意义。根据多年工作实践，以山西省 2017-2019
年同一生态区引种备案玉米品种为样本，分析其构成

情况，旨在为引种者、育种者、用种者提供指导帮助。

1　山西省开展引种备案工作的基本情况
为了建立同一适宜生态区省际间试验数据共

享互认机制 [2]，促进主要农作物良种推广应用，2017
年山西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与《主要农

作物品种审定办法》开展了通过省级审定的品种同

一适宜生态区引种备案工作，山西区域内有玉米、小

麦、大豆、棉花 4 种主要农作物，通过其他省级审定

后可以引种到山西省同一适宜生态区。

引种品种的同一适宜生态区依据《国家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关于印发国家审定品种同一适宜生

态区的通知》。依据玉米种植区划和各种植区域的

气候类型、生态条件、耕作制度、品种特性及生产实

际等因素，山西玉米品种同一适宜生态区共有 6 个，

其中普通玉米、青贮玉米春播生态区 5 个，分别是北

方极早熟春玉米类型区（晋西北、晋北、山西省中部

及中南部高海拔地区）、北方早熟春玉米类型区（大

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上党盆地与高山的过

渡地带较高海拔丘陵地）、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类型

区（山西早熟与中熟之间的过渡区域）、东华北中熟

春玉米类型区（大同盆地桑干河沿岸，忻定盆地、太

原盆地、上党盆地周围丘陵地，忻州、吕梁两市的吕

梁山西麓丘陵地，临汾市的吕梁山东麓、西麓丘陵地

等）、东华北中晚熟春玉米类型区（忻定盆地、太原

盆地、上党盆地三大盆地及周边浅阶地，阳泉市部分

地区，临汾东部丘陵地区，忻州、吕梁、临汾 3 市西部

黄河沿岸，吕梁、晋中、太原等地汾河沿岸，晋城部分

出台相应的行业标准，同时应细化《非主要农作物

品种登记办法》，尽量使不同的受理机构审查材料时

可以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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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临汾市东、西丘陵及运城市部分丘陵地区）。

夏播生态区 1 个，为黄淮海夏玉米类型区（山西省

南部临汾盆地和运城市以及阳城县沁河下游沿岸）。

开展引种备案工作从 2017 年开始至今已有 3
年多，山西省的做法是每季度由山西省农业农村厅

公告 1 次，1 年公告 4 次。截至 2019 年底，山西省

共发布公告 12 次，引进包括玉米、小麦、大豆、棉花

4 种农作物共计 769 个品种，其中玉米品种 749 个，

占97.40%；小麦品种19个，占2.47%；大豆品种1个，

棉花品种 0 个（表 1）。
由表 1 可知，3 年来玉米每年的引种数量均远

远超过其他作物，在山西省 4 种主要农作物中居主

导地位，因为玉米是山西省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

另外，引种者大多集中在一、四季度提交引种备案材

料进行引种，二、三季度很少，这与玉米收获及种植

时间相关。

表 1　2017-2019 年山西省引进品种统计

时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合计
玉米 小麦 大豆 棉花 玉米 小麦 大豆 棉花 玉米 小麦 大豆 棉花

一季度 108 1 74 138 321

二季度 45 10 6 61

三季度 4 1 9 1 4 19

四季度 134 1 116 1 116 368

合计 287 5 1 201 10 261 4 769

2　山西省玉米引种备案品种构成分析
2.1　山西省玉米种植区域布局情况　根据《山西

省玉米区划与品种布局》中山西各区域的面积数 
据 [3] ：中晚熟区占全省面积的 24.1% ；夏播区占全

省面积的 7.7% ；中熟区占全省面积的 18.7% ；而极

早熟区占全省面积的 15.9% ；早熟玉米区占全省面

积的 18.2% ；中早熟区域在极早熟与早熟区的过渡

区域，面积包含在极早熟与早熟区域中。这样看来，

仅极早熟、早熟区相加起来占全省总面积的 34%。

另外，山西大约有 15.4% 的面积为无玉米种植区域。

2.2　从品种生态区域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山西

省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3 年引种备案普通

玉米（青贮玉米）品种分别是 287 个、201 个、261
个，共计 749 个。从表 2 可知，北方极早熟区品种分

别为 5 个、2 个、7 个，3 年共引种备案 14 个品种，

占全部引种备案玉米品种的 1.9% ；北方早熟区品

种分别为 9 个、10 个、8 个，3 年共引种备案 27 个

品种，占 3.6% ；东华北中早熟区品种分别为 17 个、

12 个、19 个，3 年共引种备案 48 个品种，占 6.4%，

其中有 1 个为青贮玉米品种；东华北中熟区品种分

别为 36 个、20 个、31 个，3 年共引种备案 87 个品种，

占 11.6%，其中有 2 个青贮玉米品种；东华北中晚熟

区品种分别为 158 个、129 个、155 个，3 年共引种

备案 442 个品种，占 59.0%，其中有 2 个青贮玉米品

种；黄淮海夏玉米类型区品种分别为 62 个、27 个、

42 个，3 年共引种备案 131 个品种，占 17.5% ；除此

之外，2019 年的引种备案玉米品种中包含了北方鲜

食甜玉米、鲜食糯玉米类型区的 2 个甜糯玉米品种。

表 2　2017-2019 年普通玉米不同生态区引种品种数

类型区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合计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北方极早熟春玉米 1 1 3 1 1 2 5 14

北方早熟春玉米 3 6 5 5 7 1 27

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 7 2 8 5 2 1 4 10 9 48

东华北中熟春玉米 21 7 8 6 1 13 18 1 12 87

东华北中晚熟春玉米 63 24 71 44 5 80 71 4 1 79 442

黄淮海夏玉米 16 8 38 14 1 12 31 1 10 131

合计 108 45 134 74 10 1 115 139 6 1 116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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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东华北中晚熟区引种品种最多，黄淮海

夏玉米区其次，东华北中熟区第三，北方极早熟区品

种占比极少，北方早熟区与东华北中早熟区品种占

比也较少。

2.3　从品种审定地区分析　2017-2019 年在山西引

种备案玉米品种 100 个以上的省（区）有 3 个，分别

为辽宁 247 个、吉林 145 个、内蒙古 130 个；引种备

案 10~100 个品种的省份有 6 个，分别为河北 60 个、

黑龙江 39 个、河南 36 个、陕西 27 个、安徽 17 个、山

东 13 个；引种备案 10 个以下品种的有天津、北京、

宁夏、新疆等地区。可以看出，辽宁、吉林、黑龙江这

3 个东北省份及内蒙古共在山西引种备案玉米品种

561 个，占山西玉米品种总引种备案数的 74.9% ；其

他省（市、区）引种备案品种仅占比 25.1%（表 3）。

表 3　2017-2019 年各省（市、区）普通玉米品种在山西的引种备案数

审定省份 辽宁 吉林 内蒙古 河北 黑龙江 河南 陕西 安微 山东 其他 合计

品种数 247 145 130 60 39 36 27 17 13 35 749

2.4　从引种者所在区域分析　玉米品种引种者大

部分来自山西省以外的种子企业，春播区品种的引

种者主要来自吉林、辽宁以及内蒙古，有少数是来自

黑龙江、新疆等地；夏播品种的引种者主要来自河

南、山东以及陕西。山西省本地企业也有引种，但占

比非常少。引种者所属区域以及所有品种审定省

份基本一致，说明大部分品种都在当地审定，通过

引种备案品种数量的增加，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和经

销商选择合法品种的空间，增加了品种选择的多样

性，这也充分说明引种备案工作的开展可以最大程

度地进行品种资源调剂，对市场供应起着非常大的 
作用。

2.5　从育种、引种主体分析　2017-2019 年山西引

种备案玉米品种引种者全部为种子企业；品种育种

者为种子企业（以第一育种者或引种者计）的引种

备案玉米品种每年分别为 232 个、163 个、202 个，

分别占当年引种备案玉米品种的 80.8%、81.1%、

77.4% ；育种者为科研单位或个人的玉米引种备案

品种分别为 55 个、38 个、59 个，分别占当年玉米

引种备案品种的 19.2%、18.9%、22.6%（表 4）。

表 4　所引品种育种者数量统计

育种者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合计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种子企业 87 38 107 61 10 0 92 98 5 0 99 597

科研单位或个人 21 7 27 13 0 1 24 40 1 1 17 152

3　山西省玉米品种引种备案分析
3.1　中晚熟品种、夏播品种引种数占比较大，市场

竞争激烈，容易引发多、乱、杂及恶性竞争　山西引

种备案品种中东华北中晚熟区品种 442 个，占 3 年

来全部引种备案品种的 59% ；东华北中熟区域品

种 87 个，占 11.6% ；黄淮海夏播区品种 131 个，占

17.5% ；而北方极早熟区、北方早熟区与东华北中早

熟区域品种加起来才 89 个，只占 11.9%。

由此可见，中晚熟区域以占 25% 的面积却引种

了近 60% 的品种。品种增多有利于促进品种更新，

增加农作物单产，提高品质，促进种业市场竞争，带

动种业科研育种整体水平提高；但是，品种数量增速

过快，给农民选择品种带来了难度，也极易引发种子

市场管理混乱。夏播品种以不到 10% 的面积引进

了近 20% 的品种，竞争程度也是比较激烈的。中熟、

极早熟与早熟品种三者相加引种品种只占 11.9%，

相对其面积来说引进品种比较少。

3.2　东北品种与内蒙古品种正在大规模进入山西

省市场　东北主要是辽宁省与吉林省，其次是内蒙

古审定的品种大举进入山西玉米种子市场。东北

3 个省在山西省引种备案品种占到了 57.5%，内蒙

古在山西省引种备案品种占 17.4%，东北 3 省与内

蒙古品种占到了总引种品种数的 74.9%，从引种者

企业的所属省级区域也印证了这一点。东北 3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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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内蒙古是我国玉米优势产区，玉米总产占到了全

国的 43%，而且东北地区已初步建立了现代化的

玉米育种、繁育、加工体系，在玉米育种方面均有实

力雄厚的省级玉米育种专业机构，还有许多市级科

研单位也把玉米育种作为突出重点，育种水平比较

强。外省品种进入山西市场，这对山西的种企来说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不仅有利于育种工作的交流，

提高育种水平和品种的区域适应性，也倒逼山西种

企选育出高市场竞争力的品种；不利的地方是可能

出现新的品种多、乱、杂现象，增加了市场监管的

难度，不利于规模化生产，也给农民选择品种带来 
难度。

3.3　饲草饲料玉米品种引种发展滞后　山西许多

市县把畜牧业作为乡村发展主导产业，奋力实施畜

牧振兴计划，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综合生产

能力稳步提高。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

比重保持在 23% 以上，特别是雁门关农牧交错带正

在大幅调减籽粒玉米发展饲草饲用玉米，增加牛羊

饲草饲料供应，发展草食畜牧业。然而，3 年来青贮

玉米品种只引种 5 个，与畜牧养殖业发展规模不相

匹配。

3.4　玉米种业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正在成为

种业市场的主体　从 3 年的数据看，引种者全部为

具有品种生产经营权的企业。企业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自担风险，根据所引品种的适宜生态区，自己

选择适宜区域内做适应性试验与抗病性试验，引种

备案品种信息均由引种者提供，引种者对引种品种

的真实性、安全性、适应性负责。所引品种中 80%
的育种者全为种业企业，仅有 20% 的育种者为科研

单位或个人。近年来，随着我国种业市场化和国际

化进程不断加快，种业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品种资源

不断丰富，技术不断完善，行业资源整合速度也在日

益加快，种子行业小、散、弱的格局正在逐步被打破，

育繁推一体化的思想深入人心，推动现代种业发展。

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种子企业的产业升级，

打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

已成为我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种业发展的重点。

这充分说明种子企业正在全方位深入地参与育、繁、

推各个环节，种子企业育繁推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

正在成为种业发展的市场主体。

4　建议
引种备案工作减少了行政审批，简化了引种程

序，扩大了引种地域，缩短了引种时间，有利于加快新

品种推广和种子企业做大做强，将对我国种业发展产

生重大、深远的影响。但是引种工作要彻底做成一件

利国、利民、利企业的好事，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4.1　引种者务必牢记引种必须先试验再推广的原

则与程序，认真选择品种的适宜生态区　农作物品

种有其生育特点，必须遵循其生长规律，不能超区或

越区种植，这样引种者要充分了解其所审定省份的

试验情况，认真研究所引种省份是否确为该品种的

同一适宜生态区，这样才能引种到真正适合其生长

特点的地区种植，并按照要求做适应性试验与抗病

性试验，确保安全引种 [4]。

4.2　关注引种目标省份的引种情况，做到有的放矢

　引种目的是为了占领一定的市场份额，提高自己

的竞争力。但是如果自己的品种竞争力不是特别突

出，而又盲目引种到品种特别多的区域，这样非但占

不到市场份额还将牵扯企业的精力，不能集中力量

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比如，山西的中晚熟区域引进

品种特别多，企业就应该考虑别的区域，避免无谓消

耗自己的精力。

总之，同一生态区玉米品种引种备案工作给山

西玉米生产和种子市场竞争带来了很大影响，在同

类地区也具有借鉴意义。作为育种者、引种者和种

子企业都需要紧跟玉米生产发展方向，掌握不同生

态区域特点、品种类型和品种数量，及时调整选育和

引种方向，从品种类型上（饲料玉米）、种植区域上

（中早熟区）加大选育引进力度，在促进现代种业主

体多元化、品种多样化、市场一体化发展的同时，更

好地满足玉米生产发展需要，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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