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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麦品种登记现状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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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对我国 2024 年 7 月 31 日前（最后一批公告号：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807 号）中国大麦品

种登记情况、用途、育种单位等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结果表明：全国共登记大麦品种 306 个，占全国非主要农作物的 0.93%，主

要集中在云南、江苏、甘肃、黑龙江、浙江、四川、湖北和青海等大麦育种科研力量雄厚的省份；云南登记 101 个品种，是全国大

麦登记品种数量最多的省份；江苏有育种单位 12 家，是全国大麦育种单位数量最多的省份；啤酒大麦是类型最多的品种，占比

44.44%；科研院所是大麦育种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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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是禾本科大麦属一年生草本植物，是皮大

麦和裸大麦的总称 [1]，是世界上仅次于水稻、小麦和

玉米的第四大粮食作物 [2]，种植在藏区的裸大麦又

被称为青稞 [3]。在中国，大麦主要分布于云南、西藏、

甘肃、内蒙古和江苏等地区 [4]，约 2/3 分布于西部相

对落后的农牧结合区 [5]，具有抗逆性强、生育期短等

特点，主要用作饲料、啤酒原料和粮食 [6-7]。

2017 年我国实施了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制 
度 [8]，《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和《第一批非主

要农作物登记目录》明确将大麦列入该批次的 29 个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范畴之中 [9]。此前，众多学者

针对谷子 [10]、高粱 [11]、油菜 [12]、花生 [8]、甘薯 [13] 等作物

的品种登记进行了相关研究和分析。尽管已有学者

对大麦的品种权进行了总结和剖析 [14-15]，但截至当前，

针对大麦品种登记的具体统计与综合分析尚属空白。

本研究将 2017-2024 年 7 月中国大麦品种登记相关情

况进行整理和分析，以期为我国大麦育种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大麦品种数据来源于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数

据截止到 2024 年 7 月 31 日（最后一批公告号：农

业农村部公告第 807 号）。用 Excel 进行数据整理

及分析；品种类型划分以系统登记为准；选育单位仅

以第 1 育种单位进行计算，涉及单位合并或名称变

更的按现申请单位名称进行整理。

2　全国大麦品种登记现状
2.1　全国大麦品种登记情况　对通过国家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登记的品种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

全国共有 32853 个品种通过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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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禾谷类作物有 2105 个品种通过登记，其中大麦

品种 306 个，占全国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数量的

0.93%，占禾谷类作物品种登记数量的 14.54%。

从大麦品种各年份登记数量分析可知（表 1），
自 2017 年开始实行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以来，每

年都有大麦品种通过登记，其中 2018 年登记品种数

量最多，为 65 个，占比 21.24%，2021 年仅有 14 个

品种通过登记，占比 4.58%。2020 年及以前主要以

各省已经登记、鉴定或销售的品种重新进行国家登

记为主，2021 年以后主要为新选育的品种。

表 1　全国大麦品种各年份登记数量及类型

年份 数量 占比（%）
类型

啤酒 饲用 粮用 粮草兼用 制曲 青贮

2017 34 11.11 16 12 6

2018 65 21.24 41 19 5

2019 22 7.19 7 8 6 1

2020 57 18.63 36 12 9

2021 14 4.58 5 2 6 1

2022 35 11.44 10 14 10 1

2023 41 13.40 8 16 16 1

2024 38 12.42 13 11 11 3

合计 306 - 136 94 69 1 2 4

表 2　各省（区、市）大麦（青稞）育种单位和品种数量

省（区、市）
品种 育种单位

品种系列
数量 排名 占比（%） 数量 排名

云南 101 1 33.01 10 2 云大麦、云饲麦、云啤麦、云贮麦、云青、保大麦、保饲麦、

保啤麦、凤大麦、凤饲麦、凤啤麦、迪青、云稞、矮思等

江苏 44 2 14.38 12 1 港啤、连饲麦、扬农啤、扬饲麦、苏啤、鑫盐农啤、盐麦等

甘肃 32 3 10.46 6 3 甘啤、甘饲麦、甘垦糯、甘垦啤、甘青、陇啤、陇青、陇饲麦等

黑龙江 28 4 9.15 4 4 龙稞、龙饲麦、龙啤麦、垦啤麦、克啤麦、科合啤麦等

浙江 24 5 7.84 3 5 米麦、浙啤、浙皮、浙大、秀麦等

四川 18 6 5.88 4 4 川大麦、阿青、康青、康青糯、成农糯等

湖北 18 6 5.88 2 6 华大麦、鄂大麦、鄂单等

青海 14 7 4.58 2 6 北青、昆仑等

安徽 6 8 1.96 1 7 皖饲麦、皖啤麦等

西藏 5 9 1.63 2 6 藏青、喜马拉等

内蒙古 4 10 1.31 1 7 蒙啤麦等

上海 3 11 0.98 2 6 海花、花等

河南 3 11 0.98 1 7 驻啤麦、驻饲麦等

山西 2 12 0.65 1 7 汾麦、神科麦等

新疆 2 12 0.65 1 7 新啤等

北京 1 13 0.33 1 7 中啤麦等

贵州 1 13 0.33 1 7 先入黔麦等

上海海丰大丰种业有限公司在上海和江苏分别有品种通过登记，单位按属地归为上海，品种按照实际登记省份进行划分

按照品种用途分类进行分析，啤酒大麦品种数

量最多，有 136 个品种，占比 44.44%；其次是饲用大

麦，有 94 个品种，占比 30.72%；粮用大麦有 69 个品

种，占比 22.55%；专用大麦品种数量仅有 7 个，2019
年登记 1 个粮草兼用品种，2022 年和 2023 年共登

记 2 个制曲专用品种，2021 年和 2024 年共登记 4
个青贮专用大麦品种。

2.2　各省（区、市）大麦品种登记情况　全国共有

17 个省（区、市）的 54 家单位有大麦品种通过国家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表 2）。从品种数量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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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市）间品种登记数量差别较大，登记品种数

量较多的省（区、市）主要集中在云南、江苏、甘肃、

黑龙江、浙江、四川和湖北等，其中云南省登记 101
个品种，是品种登记数量最多的省份，占全国品种登

记数量的 33.01%。江苏省登记 44个品种，居第 2位。

其余登记 10 个以上品种的省（区、市）依次为甘肃

（32个）、黑龙江（28个）、浙江（24个）、四川（18个）、

湖北（18 个）和青海（14 个），其余省（区、市）品种

登记数量不足 10 个，以北京和贵州最少，均只有 1
个品种通过登记。

从各省（区、市）大麦育种单位数量上进行分

析，江苏拥有 12 家育种单位，是全国大麦育种单位

最多的省份；云南有 10 家大麦育种单位，居第 2 位；

其余省（区、市）从事大麦育种的单位均不足 10 家，

安徽、内蒙古、河南、山西、新疆、北京和贵州等 7 个

省（区、市）仅有1家育种单位有大麦品种通过登记。

2.3　大麦育种单位类型及育成品种情况　从育种

单位类型上分析（表 3），全国共有 54 家单位有大麦

品种通过国家登记，其中科研院所有 34 家，共登记

了 250 个品种，占全国品种登记比例 81.70%，是大

麦育种中的优势单位类型，平均每家单位登记 7.35

个品种；有 14 家企业共登记了 24 个品种，占全国品

种登记比例 7.84%，平均每家单位登记 1.71 个品种；

6 家高校共登记了 32 个品种，占全国品种登记比例

10.46%，平均每家单位登记品种数量为 5.33 个。

2.4　全国育种单位年度间品种登记情况　从各育

种单位通过国家登记大麦品种数量进行分析，云南

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和云南省农业科学

院生物技术与种质资源研究所登记品种数量均为

29 个，是全国大麦品种登记数量最多的单位。保山

市农业科学研究所（24 个）、浙江省农业科学院（18
个）、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与啤酒原料研究所

（14 个）、扬州大学（12 个）、华中农业大学（12 个）、

江苏沿海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10 个）、黑龙江省农

业科学院作物资源研究所（10 个）全国大麦品种登

记数量在 10 个及以上。江苏如东县种子有限公司、

甘肃金陇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江苏江淮种子公

司、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江苏中禾种业有

限公司、盐城金瑞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临沧市农

业技术推广站、曲靖市农业科学院、腾冲市农业技术

推广所、浙江大学、贵州力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兰

州宏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南通中江农业发展有限

表 3　全国育种单位类型及育成品种数量

单位类型 单位数量
单位数量

占比（%）
品种数量

品种数量

占比（%）
育种单位

科研院所 34 62.96 250 81.70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保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大理白族自治州

农业科学推广研究院、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曲靖市农业科学院、云南省农业

科学院生物技术与种质资源研究所、腾冲市农业技术推广所、迪庆州农业科学

研究院、弥渡县种子管理站、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与

啤酒原料研究所、江苏沿海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江苏沿

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农牧科学研究所、黑龙江省农

垦科学院、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资源研究所、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对俄农

业技术合作中心、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湖北省

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青海省农林科学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

所、甘南藏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甘肃省农业工程技术研究院、安徽省农业

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阿坝州藏族羌族自治州

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嘉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研

究所、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新疆农业科学院奇台麦类试验站、日喀则市

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企业 14 25.93 24 7.84 盐城金瑞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江苏如东县种子有限公司、江苏中禾种业有

限公司、江苏江淮种子公司、盐城市育新种业有限公司、南通中江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江苏民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光明种业有限公司、上海海丰大丰种业

有限公司、昆明田康科技有限公司、甘肃科隆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甘肃金陇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兰州宏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力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高校   6 11.11 32 10.46 扬州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浙江大学、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山西农业大学、盐

城师范学院

合计 54 100 306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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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全国大麦育种单位各年份育种数量情况

育种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合计 排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15 1 9 1 3 29 1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与种质资源研究所 22 2 5 29 1
保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9 3 3 1 2 3 3 24 2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1 2 4 1 4 3 3 18 3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与啤酒原料研究所 4 4 6 14 4
扬州大学 9 3 12 5
华中农业大学 5 3 2 2 12 5
江苏沿海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4 1 4 1 10 6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资源研究所 2 5 1 2 10 6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农牧科学研究所 2 2 1 3 1 9 7
大理白族自治州农业科学推广研究院 9 9 7
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 2 4 2 8 8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 6 1 7 9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3 1 1 1 6 10
甘南藏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2 2 2 6 10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2 1 2 1 6 10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2 2 2 6 10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4 1 5 11
甘肃科隆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5 5 11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对俄农业技术合作中心 5 5 11
甘孜藏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3 1 1 5 11
甘肃省农业工程技术研究院 2 2 1 5 11
嘉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3 2 5 11
盐城市育新种业有限公司 4 4 12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 2 2 4 12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1 3 4 12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 4 4 12
阿坝州藏族羌族自治州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 3 3 13
弥渡县种子管理站 3 3 13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研究所 3 3 13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 3 3 13
上海光明种业有限公司 2 2 14
上海海丰大丰种业有限公司 2 2 14
昆明田康科技有限公司 2 2 14
迪庆州农业科学研究院 2 2 14
山西农业大学 1 1 2 14
新疆农业科学院奇台麦类试验站 1 1 2 14
日喀则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2 2 14
江苏如东县种子有限公司 1 1 15
甘肃金陇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 1 15
江苏江淮种子公司 1 1 15
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1 1 15
江苏中禾种业有限公司 1 1 15
盐城金瑞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1 1 15
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1 1 15
曲靖市农业科学院 1 1 15
腾冲市农业技术推广所 1 1 15
浙江大学 1 1 15
贵州力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 1 15
兰州宏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 1 15
南通中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 1 15
江苏民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 1 15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1 1 15
盐城师范学院 1 1 15
合计 34 65 22 57 14 35 41 38 3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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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江苏民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科学

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盐城师范学院等 16 家单位仅

有 1 个品种通过大麦品种登记，同时，黑龙江省农业

科学院克山分院、驻马店市农业科学院、盐城师范学

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等 4 家单位在

2024 年第 1 次作为第一育种单位进行了大麦品种

登记，特别是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和驻马

店市农业科学院分别有 4 个和 3 个大麦品种通过登

记，为全国大麦育种注入了新的力量。

3　总结与分析
大麦品种登记数量排前 5 位的省份为云南、江

苏、甘肃、黑龙江和浙江，主要集中在大麦种植面积

较大和育种科研力量较强的省份，西藏作为全国青

稞主产区，年种植面积 14 万 hm2[16]，产量 84.36 万 t，
但因政策、资金和育种家积极性不足等原因 [17]，进

行国家登记的品种数量较少。全国育成大麦品种数

量在 10 个及以上的单位分别为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粮食作物研究所、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与种

质资源研究所、保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浙江省农业

科学院、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与啤酒原料研

究所、扬州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江苏沿海地区农业

科学研究所、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资源研究所，

查询发现除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外，

其余单位均是国家大麦青稞产业体系岗站单位，说

明国家大麦青稞产业体系在大麦育种领域内占据绝

对领先地位和重要贡献。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

物研究所是云南省麦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和

育种繁育岗位依托单位，选育出一大批优良大麦品

种，推广种植面积逐年增加，缓解了云南省啤酒原料

和畜牧业发展饲料短缺等问题，也对我国大麦育种

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品种使用类型划分上，啤酒大麦共 136 个品

种，占比 44.44%，是品种数量最多的类型，但是，据

报道，国内啤酒原料约 90% 以上需要进口 [18]，进口

依赖度大，严重影响粮食安全，需要加强国内啤酒大

麦的标准化种植示范推广与生产关键技术研究，进

一步提高优质啤酒大麦品质的稳定性，推动中国大

麦啤酒原料国产化。大麦籽粒中含有更高水平的蛋

白质和可消化能量 [19]，可以作为质优价廉的玉米替

代原料 [20]，研究表明，添加大麦可显著提高仔猪的

日增重，降低料重比等 [21]，全国育成饲用大麦品种

94 个，主要集中在云南、湖北、浙江等省份。青稞作

为藏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其秸秆可以作为动物

饲草饲料 [22]，一直是西藏、青海等地重要的粮食作

物，登记的青稞品种主要集中在甘肃、青海、西藏、四

川、云南等有藏族居住的省（区、市）。

多年来，大麦品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针对种质

资源评价 [23-24]、高产 [25-26]、优质 [27-28]、抗病 [25，29-30]

等方面，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产业多元化发展和结

构的调整，专用大麦需求越来越大，然而，目前专用

大麦品种选育的相关研究较少，除啤酒、饲用和粮

用 3 种类型外，仅有制曲、青贮和粮草兼用 3 种类型

共 7 个专用大麦，占大麦品种的 2.29%。大麦作为

制曲中最常用的原料之一，具有较高的酒精产量和

发酵效率，在 2022 年登记的汾麦 30 是全国第 1 个

制曲类大麦品种 [31]。针对快速发展的养殖业，很多

学者已开展大麦青贮相关研究及青贮专用品种筛 
选 [32-33]，在 2021 年首次出现可作青饲用的大麦品

种甘饲麦 1 号 [34]，但在区域试验中仍以籽粒产量为

评价标准，后续学者陆续从啤饲大麦中筛选出了适

宜青贮的系列大麦品种 [35]，直至 2024 年开始出现

以鲜草产量为评价指标的青贮专用新品种通过登

记，共有云贮麦 1 号、保饲麦 32 号、保饲麦 33 号等

3 个云南省品种，其中云贮麦 1 号 2 年区域试验平

均鲜草产量 50700kg/hm2，具有较高的产量和生产

性能，有望在青贮饲料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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