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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驻马店市啤酒大麦生产的主要优势和有利条件 , 提出了该市发展啤酒大麦生产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以及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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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地处淮北平原, 辖9 县2 区, 耕地面积达94 万

hm2 , 是一个农业大市。大麦是该市优势农作物之一, 常年种

植面积达6 .6 万hm2 , 其中啤酒大麦种植面积为2 万hm2 , 是

我国啤酒大麦优势产区中的重点生产基地。为适应国内市

场对啤酒大麦的需求, 优化农村种植业结构, 培植优势农产

品, 发展特色农业, 提高农业效益, 增加农民收入, 应充分发

挥该市啤酒大麦科研、生产优势, 积极发展该市啤酒大麦生

产, 并做大做强啤酒大麦产业。

1  驻马店市啤酒大麦生产的主要优势

1 .1 生产优势  该市历史上大麦种植面积最大时达10 万

hm2 ,20 世纪60 年代后逐渐下降,20 世纪80 年代后有所回

升, 近年来稳定在6 .6 万～7 .3 万hm2 , 面积和总产量均居河

南省之首。驻马店市土壤肥沃, 雨量充沛 , 种植大麦施肥少、

灌水少、投资少 , 并能获得高产、高效, 这已被广大农民认可。

1 .2  生态条件适宜  驻马店气候条件优越, 年均日照2 000

～2 200 h , 年均降水量860 ～980 mm, 充足的热量与水资源有

利于协调高产与优质的矛盾。大麦生育期间总 日照达

1 136 .6 h , 比南方各省多299 .6～672 .2 h , 抽穗至成熟期日照

为355 .1 h , 对大麦灌浆十分有利, 易增粒重。大麦生育期间 ,

降雨量适中 , 常年为350 ～400 mm, 比苏南、浙江省低100 mm

以上, 因而大麦病害较轻。大麦生育后期 , 特别是收获期, 雨

量少, 光照充足, 所以该市生产的大麦籽粒饱满 , 千粒重高 ,

品质好 , 色泽淡 , 发芽率高 , 可达到优质标准。

1 .3 区位优势 我国麦芽、啤酒生产厂家和消费市场主要集

中在东部, 与西北灌溉农业区、东北产区相比, 该市有较强的

区位优势, 京广铁路、京深高速、107 国道南北贯通市境, 大麦产

品外运方便, 运输成本低。同时作为农业主产区, 农民有精耕

细作的优良习惯, 劳动力丰富, 生产成本低, 有利于兼顾啤酒大

麦高产出低投入和提高其品质和纯度。

1 .4  大麦自身的优势  啤酒大麦晚播早熟、耐旱、耐瘠薄 ,

在该市比小麦一般晚播15 d 以上, 早熟10 ～20 d , 可与小麦

错开农时 , 且早腾茬, 使下茬作物增产15 % 以上。据调查, 同

等地力水平下种植大麦比种植小麦每亩可增加120 ～160 元。

因此, 发展啤酒大麦生产是促进该市种植业结构调整, 增加

农民收入, 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

1 .5 环境质量优势  该市大麦产区内没有严重污染灌溉

水、土壤和空气的工业企业, 无沙尘暴等生态胁迫性灾害。

2  有利条件

2 .1  大麦研究居河南省领先水平 驻马店市农业科学研究
�

作者简介  杨清岭( 1956 - ) , 男 , 河南西平人 , 副研究员 , 从事大麦育种

研究。

收稿日期  2006- 12-22

所现有大麦育种及配套技术研究人员8 人, 育出的大麦新品

种豫大麦1 号、2 号, 驻大麦3 号、4 号先后通过河南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 占河南已审定大麦品种的100 % , 并已

在省内外大面积示范推广。笔者主持研究的“豫大麦1 号选

育”曾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啤酒大麦稳产、高产、优

质、高效栽培技术研究”曾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近年

育出的啤酒大麦新品种驻大麦3 号, 表现品质优、千粒重40 .5

～43 .0 g , 蛋白质含量10 .5 % ～12 .3 % , 综合抗性好、高产稳

产, 一般亩产为425～475 kg 。近年来该所科技人员对大麦的

生长发育规律和播期、播量、施肥、病、虫、草害防治等关键技

术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组装配套出高产、优质、高效栽培技术

规程, 可为该市发展大麦生产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2 .2 良好的科研设施和技术支撑条件

2 .2 .1  该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现有排灌条件良好的科研试验地

约33 hm2 , 有大麦育种种质资源材料500 余份,有近年来建成的种

质资源低温低湿库、种子挂藏室、种子质量检测室和分析测试中

心, 有较好的种子仓储条件和加工、包装成套设备, 有部分种子检

测和大麦品质分析的仪器和技术条件。这些为啤酒大麦的繁育、

加工和大麦商品的回收、加工及品质检测提供了条件。

2 .2 .2 该所有在农村建立科技示范基地和商品生产基地的

成功经验, 有能力和技术力量为该市啤酒大麦生产提供技术

培训、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2003 ～2004 年度, 该市已建立

了约0 .1 万hm2 啤酒大麦生产基地, 为下一步扩大啤酒大麦

生产面积并使之形成产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2 .2 .3 以该所控股的“河南驻研种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2

万元, 以驻马店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为技术依托, 集科研开发经

营于一体, 现有研究员6 人, 副研究员34 人, 专职从事种子繁

育开发经营的人员15 人。公司拥有先进的分析化验中心、种

子检测中心和完备的种子加工、精选、包装设备, 拥有充裕的仓

储条件、稳固的种子生产基地和商品生产基地。近年来该公司

采用“公司+ 农户”和实行订单农业的方式, 在大面积生产啤酒

大麦种子和商品中已积累了丰富经验, 随着啤酒大麦生产面积

的不断扩大, 它将发挥更大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2 .3 初步形成了发展大麦产业的组织体系  2004 年4 月由

该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发起, 经民政、科协批准成立了“驻马店

市大麦产业协会”。该协会是由大麦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

和相关科技人员或单位自愿组成的社会团体。该协会为该

市大麦生产提供技术服务和产销衔接, 开展技术咨询、科技

服务, 普及推广大麦新成果、新技术 , 为大麦生产提供产前、

产中、产后服务; 通过大麦协会 , 可提高大麦种植户组织化程

度、规范大麦生产技术和质量标准, 提高大麦产品质量 , 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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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第1 潮菇的管理与采收  后洞为2 月8 日菌包进洞上

架, 进入发菌管理 ,2 月26 日开始覆土 ,2 月29 日进入出菇前

管理,3 月11 日开始采收第1 潮菇 , 历时34 d 。前洞为2 月18

日菌包上架,3 月5 日覆土,3 月7 日进行出菇前管理,3 月21

日采第1 潮菇, 为期31 d 。

2 .2 蘑菇产量 图1 表明, 后洞采菇期自3 月11 日开始, 至5

月3 日止, 共经 54 d , 全生产周期123 d 。此间共采收鲜菇

59 567 .0 kg , 单位面积产量为23 .5 kg/ m2。前洞采菇期自3 月21

日至5 月4 日, 历时45 d , 共采收鲜菇71 538 .9 kg , 单位面积产量

24 .8 kg/ m2( 图1) 。以上两处共5 417 .6 m2 菇床, 平均单位面

积产量24 .2 kg/ m2。这一水平 超过了美 国1985 年的平 均水

图1 “人防”山洞蘑菇产量曲线

平( 20 .92 kg/ m2) , 接近该国1990 年的平均水平( 25 .36 kg/ m2) 。

2 .3 蘑菇产量曲线分析  由图1 可知, 后洞菇床采菇期为

54 d , 前洞菇床为45 d。将以上2 个菇床的采菇量与日期做成

采菇曲线, 发现都只有1～2 个菇峰, 少见有3 个菇峰。前者

的菇峰在第3 天后出现, 至第31 天回到起点的采菇量, 峰值

在第12 天达到最大。后者的菇峰在采收后第3 天出现, 延续

到第45 天, 峰值在第14 天达到最大。

参照国外先进经验, 山洞菇床从采收第1 潮菇开始 , 至

采收第3 、4 潮菇结束, 为期30 ～35 d , 而以上两洞平均采菇期

达47 .5 d。后者较前者约高出44 % , 这无异于多占用了出菇

场地时间, 减少了每年循环投料的批次。

3  讨论

( 1) 据初步观察, 蘑菇菌种经发菌, 覆土后菌丝还未完全

上土, 即菌丝还没有得到充分发育, 此时对菇房进行降温、通

风, 长出的蘑菇多为丛生菇; 覆土后, 菌丝完全爬上覆土层后

再降温, 所产的菇多为单生菇。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

前者属胁迫条件出菇 , 遗传特性尚未得到充分表达有关。

( 2) 菌包中的培养料, 在覆土整床时, 如过多翻到表土层

中, 会发育成气生菌丝, 且料温上升很快, 降温稍不及时 , 就

会全面发生菌被( Over layer) , 严重影响出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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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生产基地, 形成规模化生产, 促进产销衔接 , 增加会员

收益 , 促进大麦产业发展、壮大。

2 .4  政府部门的重视与支持  对发展大麦生产, 驻马店市

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2003 年5 月22 日驻马店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驻政办[ 2003] 32 号《转发市农科所关于发展大麦生

产实施意见的通知》, 明确提出在该市发展大麦生产的指导

思想、发展目标和主要措施 , 要求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

有关部门结合各自实际 , 认真抓好大麦生产。

3  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3 .1  指导思想  从调整农业结构的要求出发 , 遵循自然规

律和经济规律 , 充分发挥该市优势 , 着力培育优势农产品,

实行区域化布局, 规模化生产。提高大麦商品质量 , 构建啤

酒大麦产业, 提高我市农业整体素质和效益。

3 .2  发展目标  依据国内市场对啤酒大麦的现实、潜在需

求, 实行订单生产, 延长产业链条, 提高综合效益。2006 年种植

啤酒大麦2 万hm2 , 计划到2008 年逐步种植啤酒大麦4 万hm2 。

4  主要措施

4 .1 建立种子繁育基地, 推广应用优质良种  推广应用优

良品种是提高大麦商品质量的基础和保证。为提高大麦种

子质量和供种能力 , 以该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良种繁育基地为

中心, 每年建33 hm2 育种种子和基础种子繁育田 , 繁育基础

种子15 万～20 万kg ; 每年建0 .09 万～0 .1 万hm2 原种种子

繁育田, 繁育优质啤酒大麦原种360 万～420 万kg 。对繁育

出的种子实行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一包装、统一供种, 以

保证其优异种性, 满足全市啤酒大麦生产的种子需求。

4 .2 建立啤酒大麦生产基地, 逐步形成产业化生产  充分

发挥大麦产业协会的作用 , 在泌阳县老河、板桥、沙河店、下

碑寺、春水、象河, 确山县蚁蜂、胡庙, 遂平县花庄、阳丰、玉

山, 驿城区诸市等乡镇建立优质啤酒大麦生产基地, 并积极

与麦芽厂家、啤酒厂家联系, 搞好产销衔接, 延长产业链条。

4 .3 推广综合配套技术, 实行标准化生产 ①针对大麦优

质高产的关键技术进行科研攻关 , 解决大麦生产中的技术难

题。②对大麦基地进行优质高产综合栽培技术服务。③对

大麦生产区域乡村领导及科技骨干进行培训, 提高农民科技

素质,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4 .4 加强市场信息服务, 促进产销衔接  发展大麦生产必

须以市场为导向 , 走小农户、大产区 , 区域化布局, 规模化生

产, 定单农业的路子。以大麦加工、收贮企业为龙头, 带动种

植区的生产和销售。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民结成利益共享、风

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 , 增强带动作用。

4 .5 加大投资, 加快发展速度 通过争取专项资金加强对

大麦新品种引进、繁育、推广和优质高产栽培技术的研究力

度; 争取更多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重点扶持大麦种植区域

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 协调金融部门加大扶持大麦龙头企业

的贷款力度, 解决大麦收购、营销、加工过程中贷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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