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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德州市武城县农户济麦 22 种植行为的因素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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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技术推广是提高作物产量与品质，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研究农户种植行为的影响因素对于农业技术推

广具有重要意义。济麦22品种特性优良，稳定性突出，为农业增产增效作出了重要贡献。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位于鲁西北平原，

是德州市“吨半粮”建设核心产区之一，济麦 22 种植面积在全县推广的小麦品种中居于前列。基于武城县 522 个农户的调查

数据，运用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济麦 22 种植行为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农户未来种植行为（扩

大种植面积、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保持现有种植面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文化程度、年龄、种植年限、市场价格、产量等因素

在农户未来种植行为中存在显著差异。（2）文化程度高、种植年限长、市场价格高、产量高等因素会使农户倾向于种植济麦 22；

年龄对农户未来种植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随年龄增长农户会降低种植济麦 22 的积极性；抗病虫性能对农户扩大种植面

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依据上述结果，为济麦 22 在本地区的持续推广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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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武城县重要粮食作物之一。武城县位于

鲁西北平原，地势平坦广阔，地处海河水系卫运河流

域，雨热同期，光照充足，四季分明，适宜小麦的种植

和生长 [1]。作为德州市“吨半粮”建设的核心产区

和“古贝春酒业”发祥地，武城县拥有多元化的小麦

种植品种，其中，济麦 22 因品质优良、口感醇厚、稳

产抗病，成为白板、国蕴、纯粮窖藏等古贝春酿酒系

列的重要供应原料和农户种植的主要小麦品种。本

文通过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武城县农户

济麦 22 种植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找

出影响农户种植行为的因素，为济麦 22 在当地持续

稳定推广和农业政策制定奠定理论基础，并在一定

程度上为作物新品种的推广提供参考。

1　调查问卷基本情况 
按照品种推广理论基础和武城县实际，充分考

虑数据的可靠性和农户答题的便利性，关于影响济

麦 22 品种推广因素的调查问卷设置类型见表 1，具
体包含济麦 22 品种推广因素（农户个人因素、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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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因素、农业经济因素三类）和被解释变量（未来

农户的济麦 22 种植行为）。本研究共收集到有效问

卷 522 份，覆盖 8 个乡镇，每个乡镇样本量均不低于

40 例，样本乡镇分布合理，具有代表性，可作进一步

分析。

表 1　影响济麦 22 品种推广因素的调查问卷题目设置类型

类别 因素

农户个人因素 性别

年龄

家庭人口数

家庭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数

家庭月收入

文化程度

种植主体类型

耕地面积

农业种植因素 种植面积

种植年限

购买渠道

是否专门接受过技术培训

技术支持来源

农业经济因素 市场价格

产量

销售渠道

稳产性能

抗病虫性能

抗倒伏性能

品质性能

被解释变量 未来农户的济麦 22 种植行为

2　农户特征描述
2.1　农户个人因素　参与本次调研的 522 名农户

中女性有204名，男性有318名，男性占比高于女性。

40~50 岁年龄阶段的农户人数最多，占比 75.48%，

其次为 40 岁以下的农户，占比 16.48%。家庭人口

数在 3 人及以上的占比为 94.83%，家庭中从事农

业的人口数在 3 人以下的占比为 78.74%。家庭月

收入为 3000~7000 元的占比为 58.62%，3000 元以

下的占比为 31.8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

户人数最多，占比 77.20%，其次为高中学历农户，

占比 18.58%。种植主体类型为个人的人数最多，

占比 78.93%，其次为家庭农场，占比 13.03%。耕

地面积在 3hm2 以下的最多，占比 58.24%，其次为

3~20hm2，占比 28.35%。农户个人基本情况分布结

构合理，样本收集符合预期（表 2）。

表 2　农户个人因素描述

因素 类别 人数 占比（%）

性别 女 204 39.08

男 318 60.92

年龄 40 岁以下 86 16.48

40~50 岁 394 75.48

50 岁以上 42 8.05

家庭人口数 3 人以下 27 5.17

3 人及以上 495 94.83

家庭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数 3 人以下 411 78.74

3 人及以上 111 21.26

家庭月收入 3000 元以下 166 31.80

3000~7000 元 306 58.62

7000 元以上 50 9.58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403 77.20

高中 97 18.58

大学及以上 22 4.21

种植主体类型 农业合作社 42 8.05

家庭农场 68 13.03

个人 412 78.93

耕地面积 3hm2 以下 304 58.24

3~20hm2 148 28.35

20hm2 以上 70 13.41

2.2　农业种植因素　济麦 22 种植面积在 3hm2 以

下的人数最多，占比 68.58%，其次为种植面积在

3~20hm2 的人数，占比 25.29%。济麦 22 种植年限

以 5~10 年的人数最多，占比 64.56%，其次为种植 5
年以下的人数，占比 26.05%。购买济麦 22 的渠道

主要是政府推广，占比 62.84%，其次为自主购买，

占比 28.54%。专门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户占比

为 67.82%，技术支持来源主要来自政府部门，占比

81.42%（表 3）。
2.3　农业经济因素　对济麦 22 的市场价格认为

一般的人数最多，占比 86.02%，认为产量一般的人

数最多，占比 74.71%。济麦 22 销售渠道主要是企

业、商贩收购，占比 71.65%，其次为线下自销，占比

25.48%。认为济麦 22 稳产性能高、抗病虫性能高、

抗倒伏性能高、品质性能高的人数最多，占比分别为

78.35%、54.60%、40.42%、66.48%（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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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农业种植因素描述

因素 类别 人数 占比（%）

种植面积 3hm2 以下 358 68.58

3~20hm2 132 25.29

20hm2 以上 32 6.13

种植年限 5 年以下 136 26.05

5~10 年 337 64.56

10 年以上 49 9.39

购买渠道 自主购买 149 28.54

其他农户推荐 45 8.62

政府推广 328 62.84

是否专门接受过技术培训 否 168 32.18

是 354 67.82

技术支持来源 政府部门 425 81.42

公司企业 40 7.66

高校、科研院所 57 10.92

表 4　农业经济因素描述

因素 类别 人数 占比（%）

市场价格 低 31 5.94

一般 449 86.02

高 42 8.05

产量 低 11 2.11

一般 390 74.71

高 121 23.18

销售渠道 线下自销 133 25.48

企业、商贩收购 374 71.65

网络销售 15 2.87

稳产性能 低 47 9.00

一般 66 12.64

高 409 78.35

抗病虫性能 低 6 1.15

一般 231 44.25

高 285 54.60

抗倒伏性能 低 104 19.92

一般 207 39.66

高 211 40.42

品质性能 低 45 8.62

一般 130 24.90

高 347 66.48

2.4　农户种植行为　农户未来的济麦 22 种植行为

中保持现有种植面积的人数最多，有 335 例，占比为

64.18%，其次为扩大种植面积的人数，有 136 例，占

比26.05%，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人数最少，有51例，

占比 9.77%。因此，近三成农户选择扩大种植面积，

六成以上农户选择保持现有种植面积。

3　农户种植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3.1　模型假设　（1）假设 H1：个人因素对农户种植

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农户性别、年龄、家庭人口数、

家庭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数、家庭月收入、文化程度、

种植主体类型、耕地面积等对农户种植行为有影响。

男性、低年龄、家庭人口数多、家庭中从事农业的人

口数多、家庭月收入多、文化程度高、种植主体为农

业合作社、耕地面积多的农户倾向于扩大济麦 22 的

种植面积。

（2）假设 H2：农业种植因素对农户种植行为具

有显著影响。济麦 22 种植面积、种植年限、购买渠

道、是否专门接受过技术培训、技术支持来源对农户

种植行为有影响。济麦 22种植面积大、种植年限长、

专门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户倾向于未来扩大济麦

22 的种植面积。

（3）假设 H3：农业经济因素对农户种植行为具

有显著影响。市场价格、产量、销售渠道、稳产性能、

抗病虫性能、抗倒伏性能、品质性能对农户种植行为

有影响。认为市场价格高、产量高、稳产性能高、抗

病虫性能高、抗倒伏性能高、品质性能高的农户倾向

于未来扩大济麦 22 的种植面积。

3.2　模型构建　本研究中，因变量有 3 个取值，分

别为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保持现有种植面积、扩

大种植面积，为无序多分类变量，因此，使用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以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为参考

类别，保持现有种植面积和扩大种植面积发生概率

表示如下。

ln =α1+ β1iXi∑
P2

P1

n

i=1

ln =α2+ β2iXi∑
P3

P1

n

i=1

式中，P1 为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的概率，P2 为

保持现有种植面积的概率，P3 为扩大种植面积的概

率，α1、α2 为常数项，β1i、β2i 为回归模型系数，Xi 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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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n 为影响因素个数。

3.3　农户特征在种植行为上的差异性分析

3.3.1　农户个人因素在种植行为上的差异性分析　

采用卡方检验方法，对农户个人因素在种植行为上

的差异性进行分析，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下同）。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龄、家庭中从事

农业人口数、家庭月收入、文化程度、种植主体类型、

耕地面积的农户在未来济麦 22 种植行为上具有显

著差异（P<0.05）；不同家庭人口数的农户在未来济

麦 22 的种植行为上无显著差异（P>0.05）（表 5）。
3.3.2　农业种植因素在农户种植行为上的差异性分

析　结果显示，不同种植面积、种植年限、是否专门

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户在未来济麦 22 的种植行为

上具有显著差异（P<0.05）；不同购买渠道和技术支

持来源的农户在未来济麦 22 的种植行为上无显著

差异（P>0.05）（表 6）。
3.3.3　农业经济因素在农户种植行为上的差异性分

析　结果显示，不同市场价格、产量、稳产性能、抗

病虫性能、抗倒伏性能、品质性能的农户在未来济麦

22 的种植行为上具有显著差异（P<0.05）；不同销售

渠道的农户在未来济麦 22 的种植行为上无显著差

异（P>0.05）（表 7）。
3.4　农户种植行为影响因素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

分析　对不同农户特征在种植行为上具有显著差

异的变量，纳入多因素分析。以未来农户的济麦 22
种植行为（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为参考组）为因变

量，以个人因素（性别、年龄、家庭中从事农业的人

口数、家庭月收入、文化程度、种植主体类型、耕地面

积）、农业种植因素（种植面积、种植年限、是否专门

接受过技术培训）、农业经济因素（市场价格、产量、

表 5　农户个人因素在种植行为上的差异性分析

因素 类别 人数
未来农户的济麦 22 种植行为

χ2 值 P 值
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 保持现有种植面积 扩大种植面积

性别 女 204 34（16.67） 130（63.73） 40（19.61） 21.653 <0.001

男 318 17（5.35） 205（64.47） 96（30.19）

年龄 40 岁以下 86 1（1.16） 48（55.81） 37（43.02） 28.205 <0.001

40~50 岁 394 41（10.41） 258（65.48） 95（24.11）

50 岁以上 42 9（21.43） 29（69.05） 4（9.52）

家庭人口数 3 人以下 27 3（11.11） 15（55.56） 9（33.33） 0.961 0.618

3 人及以上 495 48（9.70） 320（64.65） 127（25.66）

家庭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数 3 人以下 411 45（10.95） 276（67.15） 90（21.90） 18.231 <0.001

3 人及以上 111 6（5.41） 59（53.15） 46（41.44）

家庭月收入 3000 元以下 166 24（14.46） 115（69.28） 27（16.27） 77.609 <0.001

3000~7000 元 306 26（8.50） 209（68.30） 71（23.20）

7000 元以上 50 1（2.00） 11（22.00） 38（76.00）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403 40（9.93） 275（68.24） 88（21.84） 24.346 <0.001

高中 97 10（10.31） 53（54.64） 34（35.05）

大学及以上 22 1（4.55） 7（31.82） 14（63.64）

种植主体类型 农业合作社 42 4（9.52） 18（42.86） 20（47.62） 30.585 <0.001

家庭农场 68 6（8.82） 31（45.59） 31（45.59）

个人 412 41（9.95） 286（69.42） 85（20.63）

耕地面积 3hm2 以下 304 21（6.91） 229（75.33） 54（17.76） 40.009 <0.001

3~20hm2 148 20（13.51） 70（47.30） 58（39.19）

20hm2 以上 70 10（14.29） 36（51.43） 24（34.29）

未来农户的济麦 22 种植行为各列数值代表人数（占比），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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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农业种植因素在农户种植行为上的差异性分析结果

因素 类别 人数
未来农户的济麦 22 种植行为

χ2 值 P 值
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 保持现有种植面积 扩大种植面积

种植面积 3hm2 以下 358 34（9.50） 257（71.79） 67（18.72） 34.246 <0.001

3~20hm2 132 13（9.85） 64（48.48） 55（41.67）

20hm2 以上 32 4（12.50） 14（43.75） 14（43.75）

种植年限 5 年以下 136 36（26.47） 72（52.94） 28（20.59） 68.729 <0.001

5~10 年 337 14（4.15） 238（70.62） 85（25.22）

10 年以上 49 1（2.04） 25（51.02） 23（46.94）

购买渠道 自主购买 149 12（8.05） 95（63.76） 42（28.19） 4.132 0.388

其他农户推荐 45 8（17.78） 27（60.00） 10（22.22）

政府推广 328 31（9.45） 213（64.94） 84（25.61）

是否专门接受过技

术培训

否 168 32（19.05） 112（66.67） 24（14.29） 35.231 <0.001

是 354 19（5.37） 223（62.99） 112（31.64）

技术支持来源 政府部门 425 40（9.41） 269（63.29） 116（27.29） 2.519 0.641

公司企业 40 4（10.00） 29（72.50） 7（17.50）

高校、科研院所 57 7（12.28） 37（64.91） 13（22.81）

表 7　农业经济因素在农户种植行为上的差异性分析结果

因素 类别 人数
未来农户的济麦 22 种植行为

χ2 值 P 值
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 保持现有种植面积 扩大种植面积

市场价格 低 31 13（41.94） 17（54.84） 1（3.23） 66.465 <0.001

一般 449 37（8.24） 302（67.26） 110（24.50）

高 42 1（2.38） 16（38.10） 25（59.52）

产量 低 11 4（36.36） 6（54.55） 1（9.09） 58.300 <0.001

一般 390 43（11.03） 273（70.00） 74（18.97）

高 121 4（3.31） 56（46.28） 61（50.41）

销售渠道 线下自销 133 13（9.77） 81（60.90） 39（29.32） 2.981 0.561

企业、商贩收购 374 38（10.16） 244（65.24） 92（24.60）

网络销售 15 0（0） 10（66.67） 5（33.33）

稳产性能 低 47 4（8.51） 35（74.47） 8（17.02） 33.723 <0.001

一般 66 19（28.79） 34（51.52） 13（19.70）

高 409 28（6.85） 266（65.04） 115（28.12）

抗病虫性能 低 6 3（50.00） 3（50.00） 0（0） 19.094 0.001

一般 231 19（8.23） 163（70.56） 49（21.21）

高 285 29（10.18） 169（59.30） 87（30.53）

抗倒伏性能 低 104 19（18.27） 70（67.31） 15（14.42） 20.035 <0.001

一般 207 21（10.14） 131（63.29） 55（26.57）

高 211 11（5.21） 134（63.51） 66（31.28）

品质性能 低 45 21（46.67） 18（40.00） 6（13.33） 94.996 <0.001

一般 130 20（15.38） 84（64.62） 26（29.97）

高 347 10（2.88） 233（67.15） 104（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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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产性能、抗病虫性能、抗倒伏性能、品质性能）为

自变量，建立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变量赋值情

况如表 8 所示。

使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对该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求解，结果显著（表 9、表 10），该模型似

然比检验卡方值为 328.059，显著性 P<0.05，说明

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整体上具有统计学 
意义。

表 8　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变量赋值情况

变量 变量指标 赋值

因变量 未来农户的济麦 22 种植行为 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 =1，保持现有种植面积 =2，扩大种植面积 =3

个人因素 性别 女 =0，男 =1

年龄 40 岁以下 =1，40~50 岁 =2，50 岁以上 =3

家庭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数 3 人以下 =0，3 人及以上 =1

家庭月收入 3000 元以下 =1，3000~7000 元 =2，7000 元以上 =3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1，高中 =2，大学及以上 =3

种植主体类型 农业合作社 =1，家庭农场 =2，个人 =3

耕地面积 3hm2 以下 =1，3~20hm2=2，20hm2 以上 =3

农业种植因素 种植面积 3hm2 以下 =1，3~20hm2=2，20hm2 以上 =3

种植年限 5 年以下 =1，5~10 年 =2，10 年以上 =3

是否专门接受过技术培训  否 =0，是 =1

农业经济因素 市场价格 低 =1，一般 =2，高 =3

产量 低 =1，一般 =2，高 =3

稳产性能 低 =1，一般 =2，高 =3

抗病虫性能 低 =1，一般 =2，高 =3

抗倒伏性能 低 =1，一般 =2，高 =3

品质性能 低 =1，一般 =2，高 =3

表 9　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拟合结果

模型
模型拟合条件 似然比检验

-2 对数似然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仅截距 886.962

最终 558.903 328.059 34 <0.001

通过回归分析表可以看出，以减少或更换其他

品种为参考，在个人因素中，性别、家庭中从事农业

的人口数对未来农户的济麦 22 种植行为（扩大种

植面积、保持现有种植面积，下同）具有显著影响；

年龄、文化程度对未来农户扩大济麦 22 的种植面积

具有显著影响。在农业种植因素中，种植年限对未

来农户的济麦 22 种植行为具有显著影响；是否专门

接受过技术培训对未来农户扩大济麦 22 的种植面

积具有显著影响。在农业经济因素中，市场价格、产

量、稳产性能、抗倒伏性能、品质性能对未来农户的

济麦 22 种植行为（扩大种植面积、保持现有种植面

积）具有显著影响；抗病虫性能对未来农户扩大济

麦 22 的种植面积具有显著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3.4.1　个人因素　农户性别对保持现有种植面积有

显著影响（P<0.05），对扩大种植面积有极显著影响

（P<0.01），且回归系数 B>0，为正向影响。说明男性

倾向于保持现有种植面积和扩大种植面积，女性则

倾向于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种植。农户年龄对保持

现有种植面积无显著影响（P>0.05），对扩大种植面

积有极显著影响（P<0.01），且回归系数 B<0，为负向

影响。说明年龄小的农户倾向于扩大种植面积，年

龄大的农户则倾向于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种植。家

庭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数对保持现有种植面积和扩

大种植面积均有极显著影响（P<0.01），且回归系数

B>0，为正向影响。说明家庭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数

在 3 人及以上倾向于保持现有种植面积和扩大种植

面积，家庭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数在 3 人以下则倾向

于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种植。家庭月收入对保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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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植面积和扩大种植面积无显著影响（P>0.05）。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农户的家庭收入除了农

业生产种植收入外，还有外出务工收入，且外出务工

收入占主要部分，因此推测家庭月收入的高低对农

户种植行为无显著影响。文化程度对保持现有种植

面积无显著影响（P>0.05）；对扩大种植面积有显著

影响（P<0.05），且回归系数 B>0，为正向影响。说明

文化程度高的农户倾向于扩大种植面积，文化程度

低的农户则倾向于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种植。在分

析种植主体类型对农户种植行为的影响时，以个人

种植户为参考，发现家庭农场对农户种植行为无显

著影响（P>0.05）；但农业合作社相对于个人种植户

更倾向于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耕地面积对保持现

有种植面积和扩大种植面积无显著影响（P>0.05）。
通过以上分析可看出，个人因素中性别、家庭

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数对未来农户的济麦 22 种植行

为具有显著影响，年龄、文化程度对未来农户扩大济

麦 22 的种植面积具有显著影响，假设 H1 成立。

3.4.2　农业种植因素　济麦 22 种植面积对保持现

有种植面积和扩大种植面积无显著影响（P>0.05）。

种植年限对保持现有种植面积和扩大种植面积均

有极显著影响（P<0.01），且回归系数 B>0，为正向影

响。说明种植年限越长的农户更倾向于保持现有种

植面积和扩大种植面积，种植年限短的农户倾向于

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农户是否专门接受过技术培

训对扩大种植面积有显著影响（P<0.05），且回归系

数 B>0，为正向影响；对保持现有种植面积无显著影

响（P>0.05）。说明专门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户更

倾向于扩大种植面积，未专门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农

户则倾向于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

通过以上分析可看出，农业种植因素中种植年

限对未来农户的济麦 22 种植行为具有显著影响，是

否专门接受过技术培训对未来农户扩大济麦 22 的

种植面积具有显著影响，假设 H2 成立。

3.4.3　农业经济因素　市场价格对保持现有种植

面积有显著影响（P<0.05），且回归系数 B>0，为正

向影响；对扩大种植面积有极显著影响（P<0.01），
且回归系数 B>0，为正向影响。说明认为市场价格

高的农户倾向于保持现有种植面积和扩大种植面

积，且扩大种植面积的意愿更强烈，认为市场价格

表 10　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系数结果

因素 变量
保持现有种植面积 扩大种植面积

回归系数 B P 值 优势比 Exp（B） 回归系数 B P 值 优势比 Exp（B）

截距 -16.158 <0.001 -27.724 <0.001

个人因素 性别 1.175 0.014 3.238 1.581 0.003 4.859

年龄 -0.969 0.098 0.379 -1.693 0.008 0.184

家庭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数 2.144 0.006 8.531 3.013 <0.001 20.355

家庭月收入 0.160 0.718 1.174 0.882 0.069 2.415

文化程度 0.680 0.200 1.974 1.159 0.042 3.187

种植主体类型 个人为参考组

农业合作社 -1.972 0.048 0.139 -1.329 0.214 0.265

家庭农场 -0.558 0.482 0.572 -0.047 0.956 0.954

耕地面积 -0.148 0.748 0.862 -0.167 0.755 0.846

农业种植因素 种植面积 -0.239 0.697 0.788 -0.338 0.628 0.713

种植年限 2.283 <0.001 9.806 2.725 <0.001 15.260

是否专门接受过技术培训 0.858 0.083 2.359 1.788 0.002 5.977

农业经济因素 市场价格 1.546 0.025 4.693 2.381 0.002 10.814

产量 1.318 0.041 3.736 2.212 0.001 9.132

稳产性能 0.886 0.011 2.425 1.181 0.004 3.258

抗病虫性能 0.284 0.503 1.328 0.970 0.045 2.637

抗倒伏性能 0.653 0.038 1.922 1.138 0.002 3.120

品质性能 2.181 <0.001 8.856 2.401 <0.001 11.035



2025年第４期 专题论述 25

低的农户倾向于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产量对保

持现有种植面积有显著影响（P<0.05），且回归系数

B>0，为正向影响；对扩大种植面积有极显著影响

（P<0.01），且回归系数 B>0，为正向影响。说明认为

产量高的农户倾向于保持现有种植面积和扩大种植

面积，且扩大种植面积的意愿更强烈，认为产量低的

农户则倾向于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稳产性能对

保持现有种植面积有显著影响（P<0.05），且回归系

数 B>0，为正向影响；对扩大种植面积有极显著影响

（P<0.01），且回归系数 B>0，为正向影响。说明认为

稳产性能好的农户倾向于保持现有种植面积和扩大

种植面积，且扩大种植面积的意愿更强烈，认为稳产

性能差的农户则倾向于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抗病

虫性能对保持现有种植面积无显著影响（P>0.05）；
对扩大种植面积有显著影响（P<0.05），且回归系数

B>0，为正向影响。说明认为抗病虫性能越好的农

户越倾向于扩大种植面积，相反则倾向于减少或更

换其他品种。抗倒伏性能对保持现有种植面积有显

著影响（P<0.05），且回归系数 B>0，为正向影响；对

扩大种植面积有极显著影响（P<0.01），且回归系数

B>0，为正向影响。说明认为抗倒伏性能好的农户

倾向于保持现有种植面积和扩大种植面积，且扩大

种植面积的意愿更强烈，认为抗倒伏性能差的农户

则倾向于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品质性能对保持和

扩大种植面积均有极显著影响（P<0.01），且回归系

数 B>0，为正向影响。说明认为品质性能越好的农

户越倾向于保持现有种植面积和扩大种植面积，相

反倾向于减少或更换其他品种。

通过以上分析可看出，农业经济因素中市场价

格、产量、稳产性能、抗倒伏性能、品质性能对未来农

户的济麦 22 种植行为具有显著影响，抗病虫性能对

农户扩大济麦 22 的种植面积具有显著影响，假设

H3 成立。

4　结论
通过差异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农户个人因

素方面，性别、年龄、家庭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数、家庭

月收入、文化程度、种植主体类型、耕地面积 7 种因

素在未来农户的济麦 22 种植行为中存在显著差异。

在农业种植因素方面，济麦 22 种植面积、种植年限、

是否专门接受过技术培训 3 种因素在未来农户的济

麦 22 种植行为中存在显著差异。在农业经济因素

方面，市场价格、产量、稳产性能、抗病虫性能、抗倒

伏性能、品质性能 6 种因素在农户未来种植行为中

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农户个人因素

方面，性别、家庭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数对农户未来种

植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程度对农户扩大

种植面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对农户扩大种

植面积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农业种植因素方面，

种植年限对农户未来种植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是否专门接受过技术培训对农户扩大种植面积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农业经济因素方面，市场

价格、产量、稳产性能、抗倒伏性能、品质性能对农户

未来种植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抗病虫性能对

农户扩大种植面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5　建议
5.1　加强宣传和培训力度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农

业自动化的普及，对农户逐渐适应现代化农业种植

形势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强农户技术培训是提高农

业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通过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

出，是否专门接受过技术培训对农户扩大济麦 22 种

植面积具有显著影响，并且接受来自于政府部门技

术培训的农户占比达到 81.42%，因此政府是培训的

重要“窗口”，要通过农技员包村指导、定期举办培

训班、邀请科研单位专家授课等方式增强农户的种

植本领。要以乡镇管区或者村为单位分别建立农业

人才培训站，明确专人管理并及时更新，同时，将其

作为农产品直播销售定点场所，引导农户借助抖音、

快手等线上直播平台销售农产品。由政府出资、联

合程序开发公司研发线上农业生产指导平台，邀请

高校、科研院所和地方专家入驻平台，开设线上讲

堂、农户交流、政策直达等专栏，让农户动动手指就

能享受农技指导服务。

5.2　规范济麦 22 种子市场　数据分析显示，认为

济麦 22 抗病虫性能、抗倒伏性能好和一般的农户人

数基本一致，说明这两项性能仍然需要提升，要完善

济麦 22 种子溯源机制和奖补制度，设立举报专线和

农户意愿收集平台，对于不合格的种子产品强制召

回、退市，并对相应的农资门店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形成有力震慑 [2]；对于农户反映较好的种子产品，给

予一定的奖励并在官媒宣传，吸引更多农户购买优

质种子产品。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完善种子备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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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玉米品种利用现状及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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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河南省玉米品种利用历史进行系统回顾，从首个综合品种洛阳混选 1 号到首个单交种新

单 1 号的选育成功，直至 1982 年品种审定制度的建立。在此期间，郑单 2 号、豫农 704、豫玉 18 等审定品种在生产中得到广泛

应用。研究重点分析了 2014-2024 年河南省审定玉米品种在数量、审定类型及选育单位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并对 2024 年河南

省玉米品种利用现状进行了深入剖析。基于历史数据和现状分析，对未来河南省玉米品种布局利用的特点进行探讨，以期为

河南省玉米新品种的选育及利用提供科学参考。

关键词：河南省；玉米；品种；审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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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夏玉米区是我国玉米主产区之一，而河

南省位于黄淮海玉米优势产业带的中心区域，拥有

丰富的光热资源，常年的耕作习惯形成了冬小麦—

夏玉米的种植模式。玉米作为河南省的第二大作物，

2011-2020 年河南省种植面积在 330 万 hm2 以上，

产量达 200 亿 kg[1]，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对我国的玉通信作者：刘桂珍

记制度，严格审查种子企业的申报资质，不符合要求

的种子企业和个人禁止发证 [3]；逐一检查种子经营

门市的种子档案等相关信息，发现销售假冒伪劣种

子产品的加大处罚力度，确保农户用种安全。

5.3　健全完善小麦保险机制　要建立“政府 + 保险

机构”联合宣传机制，政府主要聚焦协调保障及政

策传达工作，保险机构主要聚焦保险内容讲解答疑

工作，通过现实案例讲解农户关注的保障范围、理赔

流程、保险费率等问题，简化小麦保险条款内容，使

农户更容易理解 [4]。同时，要重点关注低保户、五保

户、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的需求，通过上门讲解、政

府财政补贴等方式提高投保积极性。保险机构要强

化科技支撑，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GPS 定位等

现代科技手段提高承保报案、查勘定损等环节的精

准度和效率，降低理赔成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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