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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玉米是黑龙江省第一大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产量以及商品率位居全国首位。本文从生产布局、种植面积、总产

量和单产分析了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现状，并对黑龙江省玉米单产增长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进一步提高玉米单产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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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ize is the largest grain crop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its planting area, yield and commodity rate
rank first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aize produc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from the
aspects of production layout, planting area, total yield and yield per unit area, analyzes the restricting factors of
maize yield growth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to further improve maize unit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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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现状

黑龙江省位于亚欧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为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玉米是黑龙江省第一大粮

食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位居全国首位。近年

来，随着德美亚等早熟品种的推广种植，黑龙江

省玉米产区向北拓展到北安市、黑河市等第四、

五积温带，玉米面积逐年增加，其种植范围几乎

遍布全省 [1-3]。目前，黑龙江省是我国最大的玉米

主产区和生产基地，种植面积约占全国种植面积

的 17%，产量约占全国玉米总产量的 15%。
近二十年黑龙江省玉米种植面积、产量增长迅

速，面积从 1998年的 248.72万 hm2增加到 2018年的

631.78万 hm2，增加了 1.54倍（图 1），总产量从 1998
年的 1 199.7万 t增加到 2018年的 3 982.16万 t，增加

了 2.32倍（图 2）。2006年，黑龙江省玉米种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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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跃居全国第一，种植面积达到 330.51万 hm2，占

全国玉米种植面积的 11.6%；2010年黑龙江省玉米

总产跃居全国第一[4-6]，玉米总产量达 2 324.4万 t，占
全国玉米总产量的 13.2%。

黑龙江省玉米单产呈波动性增加态势（图

3），二十年来的平均单产 5 097.92 kg/hm2，最低单

产出现在 2007年，仅有 3 713.17 kg/hm2，出现单产

急剧下滑的主要原因是黑龙江省发生超百年一遇的

严重干旱；最高单产年份是 2017年，达到 6 3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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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8～2018年黑龙江省玉米种植面积

孙善文：黑龙江省玉米单产提高的制约因素及应对策略

东北农业科学 2021，46（2）：23-25，36
Journal of Northeast Agricultural Sciences DOI: 10.16423/j.cnki.1003-8701.2021.02.007



24 东 北 农 业 科 学 46卷

kg/hm2，比 2007年增加了 70.10%。与全国玉米单

产比较，黑龙江省玉米单产低于全国水平

6.03%。2014～2018年，黑龙江省玉米单产略高

于全国水平。黑龙江省在玉米单产逐年增长的同

时，玉米总产也在逐年增长。

以上分析可见，黑龙江省玉米产量增加的主

要因素是种植面积增加。近两年来，随着农业种

植结构的不断优化，黑龙江省玉米种植面积在逐

渐调减，如何做到减面积不减产量，进一步提高

玉米单产水平至关重要。

2 制约黑龙江省玉米单产增长的因素

2.1 玉米种植规模小，机械化水平低

传统的以户为单位的种植模式，生产规模小，

种植分散，农户购置的农机具多以小型、低档农

机具居多，农业机械动力过小，性能老化，导致整

地质量差、耕层浅、播种不均匀和深松不到位等

问题也一直存在 [7]。随着国家对购置大型农机具

补贴的增加，农机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生产者的

农机具有了很大改进，但机械作业的精细化和精

准化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从全省范围来看，

除垦区和三江平原部分地区机械化水平较高外，

大部分地区机械化水平远远滞后于玉米种植面积

的快速增长，无法满足玉米产业化发展需求。

2.2 种植区域广，单产差异大

黑龙江省玉米种植区主要集中在第一、二、三

积温带，第二、三积温带玉米种植面积占黑龙江

省玉米种植面积的一半以上。由于受经济效益的

影响，自 2005年以来，玉米种植面积逐年增加，黑

龙江省玉米产区已拓展到第四、第五积温带，除

北部少数地区，全省均有种植。黑龙江省生态气

候复杂，玉米种植南北跨越 10个纬度，东西跨越

10余个经度，≥ 10℃积温在 1 600～2 800 ℃·d之
间，玉米生长期在 90～130 d之间。由于受生态区

域的影响，各地区玉米单产南北差距较大，导致

黑龙江玉米平均单产低于全国和相邻省份。

黑龙江省土壤类型多，产量差异很大，同一地

区不同地块间产量会有很大差异。受经济基础、

自然条件、生产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全省还有中

产田 100多万 hm2，产量在 4 600 kg/hm2以下，低产

田约 30万 hm2，产量在 3 500 kg/hm2以下。大面积

中低产田投入不足，管理粗放，玉米单产偏低，拉

低了黑龙江省玉米单产水平。

2.3 耕层变浅，肥力下降

良好的耕层构造是玉米高产的土壤基础。由

于缺乏大型农机具，整地多数以旋耕为主，且旋

耕深度不够，不能进行深翻深松作业，长此以往，

形成了坚硬的犁底层。据调查，黑龙江省土壤耕

层仅有 15.1 cm，坚硬的犁底层阻碍了玉米根系的

垂直生长，玉米植株不能有效吸收深层土壤的水

分和养分，致使植株抗旱、耐涝、抗倒伏能力下

降。另一方面，长年采用小型动力机械作业，作

业规模小，一年多次机械碾压，使土壤表层土容

重增加，造成了土壤板结，耕地质量退化，土壤失

墒严重，抗御旱涝灾害能力持续下降，土壤肥力

下降，严重影响了玉米的正常生长 [8]。

黑龙江省约有 30%的耕地种植玉米，尚有

25%耕地种植水稻，能用于玉米轮作倒茬的只有

大豆。大豆种植多集中在东北部，所以“轮作倒

茬”措施难以推行，玉米主产区绝大多数地块已

经连续十几年种植玉米，导致土壤养分失衡，耕

地质量逐年下降。有机肥的施用量极小或不施

用，为追求高产，生产者几乎完全依靠化肥来支

撑，且施肥量大，利用率低，耕地有机质含量逐年

减少，土壤养分失衡，土壤基础地力不断下降。

2.4 种植密度小，群体产量低

在玉米生产中，决定玉米单产的关键因素是

群体而非单株生产力，在一定范围内，玉米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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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8～2018年黑龙江省玉米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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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密度的增加而提高。由于受传统种植习惯的影

响，稀植大穗一直被作为玉米增产的因素之一，

为满足生产需求，玉米育种工作者也将稀植大穗

作为育种目标之一。因此，生产上还有部分稀植

大穗的玉米品种仍在种植。本世纪初，黑龙江省

玉米种植密度约 45 000株/hm2，玉米单产约 4 300
kg/hm2。近十年来，随着玉米机械化程度的提高

和种植观念的转变，黑龙江省玉米种植密度有所

增加。目前，玉米种植密度约 60 000株/hm2，玉米

单产约 6 000 kg/hm2，玉米种植密度和单产均增加

30%左右，但与种植水平较高的美国相比尚有很

大差距，Stine Seeds公司通过分析美国历年来玉

米产量的增产因素得出：美国玉米单产从上世纪

60年代的 4 426.5 kg/hm2增加到本世纪 10年代的

9 750 kg/hm2，单产提高了 2.2倍，密度从上世纪 60
年代的 40 000株/hm2增加到本世纪 10年代的 97 500
株/hm2，密度提高了 2.2倍。而其高产田的种植密度

则高达 85 500～109 500株/hm2，产量达到 15 000
kg/hm2以上。由此可见，随着高产耐密型品种的

进一步推广应用及各项配套技术措施的改进和提

高，合理密植将进一步提高单产。

2.5 种植成本高，生产者老龄化

目前黑龙江省玉米生产已步入高投入阶段。

据统计，黑龙江省玉米生产成本已超过美国玉米

成本的 1.5倍。2015年以前，在国家保护价格的

支持下，黑龙江玉米价格稳中有升，农资价格增

幅相对较小，除去成本，玉米收益相对较乐观。

2016年以后，玉米价格不升反降，而农资价格依

旧维持上升势头，加之土地租赁成本、机械成本、

人工成本等持续上涨，玉米生产投入产出持平，

甚至入不敷出，几乎无利润可言，青壮劳力认为

种粮无望，纷纷外出打工，生产者多以老弱妇孺

为主，管理粗放，新技术难以推广应用，栽培水平

停滞不前，严重影响玉米单产进一步提高。

3 提高黑龙江省玉米单产策略

3.1 区域化种植，专业化生产

根据各地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科学规

划、合理布局，进一步优化玉米优势产区 [9-11]，加大

优势地区生产投入，建立设施配套、抗灾能力强

的区域性玉米生产基地。同时，对家庭农场、农

机合作社等大规模种植户给予必要的资金补贴和

信贷支持，集中生产资金，大力扶持精准、智能大

型农机具的购置，提高规模化的作业水平和农机

装备的结构优化等，提高玉米生产机械化、智能

化的程度，实现玉米规模化种植、专业化生产和

集约化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5]。

3.2 保护种植，培肥地力

多年连作土壤肥力逐年下降是黑龙江省玉米

持续高产、稳产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保持耕地

土壤肥力和培肥地力的主要措施有秸秆还田与合

理轮作，采用玉米-大豆轮作方式，用地与养地相

结合、前茬与后茬相促进。因地制宜地实行保护

性耕作，土层深厚地区可采用深翻与碎混结合的

秸秆还田方式培肥地力；土层较薄、不宜深翻地

区可采用秸秆覆盖与免耕播种相结合的方式种

植 [12-13]，减少机耕作业对土壤结构的破坏。

3.3 因地制宜选品种，合理增加种植密度

玉米产量是一个群体效应，只有保证足够的

群体数量，才能获得高产，适当增加种植密度是

提高玉米单产的重要措施之一 [14]。因地制宜地选

择耐密、抗倒伏的玉米品种，严格按照品种的栽

培适宜密度进行种植，保证其高产潜力得到充分

发挥。同时，种植耐密型品种需要相应地增施肥

料和平衡配方施肥，掌握好施肥时期并做到深

施，减少挥发，提高肥料利用率，并保证生育期内

的水分供应，尤其是需水关键期不能受旱。

3.4 提升育种水平，完善种子生产体系

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改进育种手段和方法，提

高育种水平，在传统育种方法和手段的基础上，

利用分子标记和转基因等高新科技育种手段，加

强玉米品种的产量、抗病、抗虫、抗倒伏等的研

究，选育综合性状良好，适宜全程机械化生产的

玉米品种。严格玉米品种鉴选过程，在扩大鉴选

范围的同时要重视耐低温萌发试验、耐旱试验、

耐密试验、抗病虫鉴定等鉴定试验，力争做到推

广种植的玉米品种零缺陷 [15-17]。增加试验点数，

扩大试验范围，加强良种区域试验，并根据严格

的品种试验结果确定推广品种及区域。高质量的

玉米良种是增产稳产的基础，应高度重视玉米良

种的生产，良种生产应由有资质的企业生产。企

业可独立完成种子生产、精选、包衣、装袋等工

作。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严格控制纯度、发芽率、

净度等质量检测，并建立质量追溯体系，做到上

市种子可追根溯源，严防伪劣种子流入市场，以

此保障玉米生产的安全。

3.5 提高生产补贴，实行多种经营模式

由于玉米产量高，经济效益好，玉米连作普遍

存在，重迎茬已成为限制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的重

要因素之一。农民深知轮作的好处，（下转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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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5 页）但不愿承担轮作带来的经济损失。

为促进黑龙江省玉米长足发展，政府已建立了轮

作补贴政策。目前仅限于规模化种植区，应进一

步扩大和完善轮作补贴机制，扩大补贴范围，并

根据每年的粮食价格实行动态补贴，保障换茬农

民收入。大力鼓励和推进土地流转，扩大种植规

模，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扶持和

发展大型种植公司，对零星土地进行托管，加强

土地种植管理，推进先进生产技术推广应用，促

进玉米单产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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