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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玉米带种植结构与
生态环境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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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吉林省玉米带样本县农作物及水稻、玉米、大豆种植结构演变及现状的统计，分析得出种植结

构不合理的影响因素包括自然条件因素、政策因素、收益因素、科技因素和传统因素，提出玉米与大豆轮作、玉米与

其他杂粮作物轮作和玉米内部不同品种间的调整为吉林省玉米带种植结构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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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lanting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Corn Belt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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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he statistics on the evolution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planting structure as crop, rice, corn and
soybean of corn belt in Jilin provinc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rn planting structure were analyzed, that including
the natural condition, the policy, the incom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traditional factors. The analysis
presented that, corn and soybean rotation, corn and other cereals crop rotations and corn internal between different
varieties of adjustment were the optimization measures for the planting structure of corn belt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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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辽平原又称东北平原，位于东北地区中部，北

纬40°25′～48°40′、东经118°40′～128°，总面积约35
万平方公里。吉林玉米带位于北纬 40°～42°、东经

125°～128°，与同纬度的美国玉米带和乌克兰玉米

带并称为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吉林省玉米带主要

分布于吉林省长春地区的九台市、榆树市、德惠市、

农安县、双阳区；四平地区的公主岭市、梨树县、伊通

县、双辽市；松原地区的扶余县、前郭县、长岭县、乾

安县、宁江区；白城地区的通榆县、大安市、洮南市；

辽源地区的东辽县、东丰县；吉林地区的永吉县、舒

兰市、磐石市等 6市 22个县(市、区)。农安县、德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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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榆树市、公主岭市、梨树县、前郭县是玉米生产大

县和国家商品粮基地县，从玉米生产各个方面都具

有代表性，本文选取这6个县(市)作为样本县进行调

研，研究吉林省玉米带由于种植结构不合理造成的

生态环境问题。

1 吉林省玉米带种植结构与生态环境
问题

1.1 吉林省玉米带样本县农作物及水稻、玉米、大

豆种植结构演变

1990～2014年间，吉林省 16个县(市)的农作物

及玉米的种植面积均呈现上升趋势；玉米种植面积

上升幅度很大，在2000～2004年间玉米种植面积出

现大幅度下降又上升；大豆种植面积呈现下降趋势，

在 2000～2004年间大豆种植面积出现大幅度上升

又下降；水稻种植面积呈现上升趋势。



对农作物播种面积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在

3种粮食作物中，大豆在6个县市的播种面积比例最

小，一般占比均为样本县地区的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的 1%左右，其中梨树县大豆作物播种面积相对较

大，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1.9%。玉米是样本县中

播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占比均超过样本

县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一半以上，其中播种面积占

比最小的是前郭县，玉米播种面积占比 55.67%；占

比最大的是公主岭市，播种面积占比超过了 90%。

水稻种植面积占比呈现为两极分化的状态，农安县、

公主岭市、梨树县的水稻种植面积占比水平较低，分

别为 3.06%、3.65%、2.26%；德惠市、榆树市、前郭县

的水稻种植面积占比水平较高，分别为 19.98%、

18.30%、22.33%，均占本县(市)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20%左右。在水稻、玉米、大豆 3种作物中，玉米的

种植量是最大的，居于首位；水稻种植面积因县份自

然条件不同而有所波动，居第二位；大豆种植面积最

少，其面积占比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1.2 吉林省玉米带种植结构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吉林省玉米带玉米种植面积不仅在粮食种植面

积中居于首位，还占据了农作物种植面积的一半以

上，造成了吉林省玉米带单一品种农作物的种植比

例过大问题。长期连续大面积玉米种植(即玉米连

作)不利于地力的养护，造成耕地基础地力下降。通

过吉林省玉米带与美国玉米带种植结构的比较发

现，美国玉米带上的玉米种植面积占比只有 40%左

右，而且还有30%的大豆面积和豆科牧草轮作，基本

上形成了玉米—大豆轮作制，大豆既不施肥，而且大

豆还可固氮 60～80 kg/hm2，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十

分显著。近年来，吉林省玉米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的80%以上，虽然也有一定的大豆种植，但

其种植面积与玉米种植面积相差悬殊，而且呈现出

了玉米种植面积逐年增加、大豆面积逐年下降的趋

势。这种种植结构难以实现合理的玉米与大豆轮作

倒茬制度，也无法获得轮作倒茬带来的益处。

同时，玉米连作造成吉林省玉米带上的土壤养

分失衡。目前，吉林省玉米带连续多年耕作现象极

为普遍，土地多处于“超负荷”状态；同时，加之农民

对土地并不重“养”，作物收成后的残留物如玉米秸

秆等往往被从地里收走变卖或者烧掉，失去了秸秆

还田保护营养土质的作用。单一的种植结构形成单

一的耕作方式，使土壤的耕层变浅，通透性变差，这

些情况都会造成土壤养分失衡问题。

2 吉林省玉米带种植结构不合理的影
响因素分析

在农安县、德惠市、榆树市、公主岭市、梨树县、

前郭县 6个县市中，公主岭市是国家确定的第一批

重点商品粮基地之一。作为粮食生产大县，公主岭

市一直以粮食生产为主，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一直占

据很大比例。平均每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都在80%
以上，最高年份达到 90%以上。玉米播种面积约占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 84%。玉米播种面积由 1978
年的 10.57万 hm2增加到 2014年的 28.7万 hm2；水稻

播种面积为 1.2 万 hm2，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3.65%，约占粮食总产量的 4.39%；大豆种植面积主

要受市场和政策影响而有较大的波动，2000年以前

每年大豆播种面积很少，2000～2003年间由于国家

在吉林省实施了玉米—大豆轮作计划，对播种大豆

的农民实施补贴政策，公主岭市的大豆播种面积有

较大幅度的回升，年平均播种面积达到 2万 hm2以

上，2004年由于农民种植大豆没有了轮作补贴，大

表1 2014年样本县农作物及水稻、玉米、大豆种植结构表

Table 1 Planting structure of crops and rice, corn, soybean of sample, 2014 万hm2

地 区

Region

农安县

德惠市

榆树市

公主岭市

梨树县

前郭县

注：数据来自2015年吉林统计年鉴。

Note: The data were from Jilin Statistics Yearbook(2015).

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

Total sown area
39.4
24.6
39.7
31.6
24.2
31.4

水 稻

Area of rice

1.2
4.9
7.2
1.2
0.5
7.0

占比(%)
Proportion of rice

3.06
19.98
18.30
3.65
2.26

22.33

玉 米

Area of maize

33.8
14.5
29.6
28.7
21.0
17.5

占比(%)
Proportion
of aize

85.76
59.15
75.50
90.28
87.02
55.67

大 豆

Area of soybean

0.26
2.00
0.26
0.26
0.46
0.21

占比(%)
Proportion
of soybean

0.68
1.52
0.68
0.84
1.90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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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的播种面积又有较大回落。通过对公主岭市玉

米、大豆种植结构变化的分析，可以得出吉林省玉米

带农作物种植结构单一形成的原因。

2.1 自然条件因素

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腹地，地区年平均气温

为 5.1℃，大于等于 10℃的积温为 2 400～3 000℃·d，
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 400～2 900 h，其中 5～9月份日

照时数为 1 000～1 400 vh，日照百分率为 50%～

70%，太阳能辐射总量为45.98～54.34万 J/cm2，年平

均降水量为400～950 mm，其中春季降水占15%、夏

季占 65%，全省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621.9 mm。土壤

以黑土、淡黑钙土、黑钙土、冲积土和草甸土为主，占

土壤的 52%，气候为夏季雨热同步，高温湿润，昼夜

温差大，光、热资源丰富，土地平坦，土壤肥沃，非常

适合一年一季作物生长。玉米是喜水喜肥的作物，

这样的气候条件尤其有利于玉米的高产稳产，这是

形成吉林省现阶段作物种植结构中粮食作物面积

大、玉米种植面积最大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因素。

2.2 政策因素

粮食是一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社会发展和稳定

乃至国家安全的特殊商品。粮食安全问题既是一个

重要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确保粮

食安全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从上世纪 80年代

以来，各级政府相继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

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如种粮直补政策、良种补贴政

策、农资补贴政策、玉米临时收储最低保护价政策及

粮食敞开收购政策等，这些政策不仅提高了农户种

植玉米的收益，而且解除了玉米收获后的销售问题，

极大地调动了吉林省玉米带农户种粮的积极性。为

了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国家还实施“增产百亿斤粮

食”工程项目，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

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吉林省作为国家商品粮

基地，积极发展粮食生产是必然选择。

2.3 收益因素

在过去售粮难的历史时期，玉米、水稻具有易储

存保效益等优势。在当今发展粮食精深加工的条件

下，玉米、水稻更具有广泛用途，并且具有收益高等

优势。就玉米和大豆而言，自国家于1998年放开大

豆价格以来，每亩大豆的收益只有玉米的三分之二

甚至二分之一，这使得同等条件下，农户在作物种植

选择上主动选择种植玉米而放弃种植大豆。2005～
2012年的调查显示，吉林省这 8年间玉米平均产量

为 6 364.5 kg/hm2，水稻平均产量为 6 331.8 kg/hm2，

大豆平均产量为 2 400 kg/hm2。按平均收购价格计

算，玉米的收益约为 3 720元/ hm2，水稻的收益约为

2 715元/hm2，大豆的收益约为1 800元/hm2。

2.4 科技因素

多年来，在各项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推动下，支

持发展玉米生产的科技服务体系逐步健全，在吉林

省建设了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玉米改

良中心、国家新品种保护测试中心和吉林省生物技

术重点开放实验室等，科技成果日新月异，优良品种

层出不穷，“十五”以来，银河14、吉单261、吉单515、
吉单 415、吉农大 302、平全 13等玉米品种已形成了

优质高产、专用特用、抗旱耐瘠3大系列品种。栽培

技术日臻完善，近几年来，先后制定了行业标准“东

北地区高淀粉玉米生产技术规范”，制、修订了地方

标准“晾晒活性玉米标准化生产规程”、“饲料玉米标

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玉米垄侧保墒生产技术规程”

等，为发展玉米粮食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2.5 传统因素

吉林省玉米带的农民具有多年来玉米生产的经

验，拥有大量生产玉米的配套机械和工具，这是形成

吉林省现阶段作物种植结构中粮食作物面积大、玉

米种植面积最大的传统因素。

这些因素决定了吉林省粮食作物面积比重必然

较大，玉米种植面积过大的作物种植结构单一的

特点。

3 吉林省玉米带玉米结构优化措施及
效果分析

多年来，玉米连作导致吉林省玉米带上的土壤

养分失衡，单一的耕作方式也使土壤的耕层变浅，通

透性变差，产出能力下降。针对吉林省玉米带种植

结构不合理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总结

现行的玉米种植结构优化措施及进行分析。

3.1 玉米种植结构优化措施

玉米种植结构优化措施包括两方面内容，即玉

米与不同作物之间的调整和玉米作物不同品种间的

调整。目前，吉林省玉米带玉米种植结构优化措施

主要是玉米与不同作物间的轮作和玉米不同品种的

调整。

3.1.1 轮作

不同作物轮换种植，能全面均衡利用土壤中的

各种营养元素，充分发挥土壤的生产潜力。各种作

物的生物学特性不同，自土壤中吸收养分的种类、数

量、时期和吸收利用率也不相同。小麦等禾谷作物

与其他作物相比，对氮和磷的吸收量较多；豆科作物

吸收大量的氮、磷和钙，但在吸收的氮素中，40%～

60%是借助于根瘤菌固定空气中的氮，土壤中氮的



实际消耗量不大；磷的消耗量很大；块根块茎类作物

吸收钾的比例高，数量大，同时氮的消耗量也较大；

纤维和油料作物吸收氮磷皆多。如果连作，对土壤

养分要求倾向相同的作物，必将造成某种养分被片

面消耗后而导致减产。因此，通过对吸收、利用营养

元素能力不同而又具有互补作用的不同作物的合理

轮作，可以协调前、后茬作物养分的供应，使作物均

衡的利用土壤养分，充分发挥土壤肥力的生产潜

力。各种作物根系深度和发育程度不同，如小麦、水

稻、谷子等浅根性作物，根系主要在土壤耕层延展，

主要吸收利用上层土壤的水分和养分；大豆、棉花等

深根性作物，则可从深层土壤吸收养分和水分，所以

不同根系特性的作物轮作、茬口衔接合理，就可以全

面利用各层的养分和水分，协调作物间养分、水分的

供需关系。

根据吉林省玉米带实际情况，轮作主要是玉米

与其他作物之间的轮作，主要包括玉米与大豆的轮

作、玉米和其他杂粮作物的轮作两种措施。

3.1.2 品种调整

根据吉林省玉米带的实际情况，品种调整主要

是指玉米内部不同品种之间的调整，目前主要是增

加青贮玉米的种植。虽然这样的品种调整仍属于玉

米连作范围内，但因为品种不同，也能够对农业生态

环境保护产生一些有益的影响。青贮玉米能够改变

目前畜牧业单一消费玉米籽实的方式，减少畜牧业

对普通玉米的需求，并能够推进农户层面的农牧结

合，增加农户收入，而且在客观上也会减少玉米秸秆

的数量，提高玉米秸秆的合理利用程度。

3.2 吉林省玉米带玉米结构优化措施效果分析

吉林省玉米带玉米结构优化的具体措施主要有

玉米与大豆轮作、玉米与其他杂粮作物轮作和玉米

内部不同品种间调整3种。

3.2.1 玉米与大豆轮作

玉米与大豆轮作是符合目前吉林省玉米带保护

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地生态补偿目标的玉米结构

优化措施。这种措施目前在吉林省玉米带实施的耕

地面积很小，从样本县的数据来看，大豆种植面积都

不多，均未超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2%。其中，大

豆种植面积占比最多的是梨树县，只有 1.9%；其次

是德惠市，只有1.52%；公主岭市占0.84%，其他3个
县(市)均为0.68%。同期的玉米种植面积却很大，公

主岭市的玉米种植面积占其全部农作物种植面积的

90.28%，农安县为 85.77%，德惠市为 59.1%，榆树市

为 75.50%，梨树县为 87.02%，前郭县为 55.67%。玉

米和大豆的种植比例悬殊，直接影响了玉米与大豆

轮作措施的实现。

玉米与大豆轮作进展缓慢的主要影响因素，一

是经济因素，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必然追

求比较收益的最大化，而在吉林省玉米带，种植大豆

的比较收益要低于种植玉米的比较收益，因此，为了

追求最大的收益，农户必然选择多种植玉米，少种植

大豆。同时，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体制决定了

农户对耕地只拥有有限期限的经营权，缺乏“主人

翁”意识，追求在有限期限内的最大比较收益；二是

认知因素，吉林省玉米带近20年来的作物种植结构

就是多种玉米，这种习惯影响了农户对玉米与大豆

轮作的认知，而且农户的从众心理也对玉米与大豆

轮作的实现产生影响；三是政策因素，吉林省玉米带

的大豆种植面积在 2000～2004年间出现过大幅上

升趋势，其原因是国家对大豆种植提供了补贴，政策

因素对玉米结构优化有重要的影响；四是技术因素，

目前，吉林省玉米带的玉米生产从种子繁育、肥料生

产和施用、耕作技术和栽培技术乃至机械配套设备

及销售渠道等，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行之有效的

成熟技术支撑体系，而大豆生产则缺乏相应技术支

撑体系。

3.2.2 玉米与其他杂粮作物轮作

玉米与其他杂粮作物轮作也能对实现农地生态

补偿目标产生有益影响，但这种轮作方式的实施与

否是由市场决定的，即其他杂粮或经济作物的面积

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产量、效益和市场的影响而产生

波动。这一部分的玉米种植结构调整主要取决于对

市场动态的把握和政策的导向。种植作物的当期收

益决定了下期作物种植的期望值，即越是市场需求

量大、价格高的杂粮作物，农户的种植期望值越大。

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外，这种轮作方式还要受到技

术因素的限制，目前在吉林省玉米带，杂粮作物的种

植方面的技术主要是依据传统习惯，缺乏新技术的

支撑。同时，杂粮种植一旦形成规模化，就需要组织

农户建立合作组织，以保护农户利益和拓展市场。

3.2.3 玉米内部不同品种间的调整

玉米内部不同品种之间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减

少普通玉米品种播种面积，增加专用玉米品种播种

面积来实现的。吉林省专用玉米品种主要有青贮玉

米、甜玉米、黏玉米、高淀粉玉米、高油玉米等。但

是，这种调整受制于市场需求，即销售渠道的限制。

要实现这种调整，必须发展订单农业，因此需要打造

一批相关的加工企业。目前已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如依托黄龙公司的玉米深加工能力，增加高淀粉玉

米品种和高油玉米品种的种植面积；依托祥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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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食玉米加工能力，增加甜玉米和黏玉米等青食

玉米品种的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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