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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移的东北大豆种植带北移的东北大豆种植带
东北地区大豆种植带北移的重要意义在于东北地区大豆种植带北移的重要意义在于：：黑龙江黑龙江、、内蒙古两省区大豆面积占全国的近内蒙古两省区大豆面积占全国的近6060%%，，大豆产量也占全国的近大豆产量也占全国的近6060%%；；大豆种植带北移大豆种植带北移，，既包既包

括可种植区域的北移括可种植区域的北移，，也包括高产晚熟大豆品种的北移也包括高产晚熟大豆品种的北移，，第一个层面提高了种植面积第一个层面提高了种植面积，，第二个层面提高了单产第二个层面提高了单产。。下一步需要做的是下一步需要做的是，，认识这种规律认识这种规律，，顺应顺应

这种规律这种规律，，做好大豆种植带北移这篇大文章做好大豆种植带北移这篇大文章。。

□刘强

门广辉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
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
的村民，2022年他把家里的 100亩耕地
全都种上了大豆。“春天，镇、村干部就在
微信群里宣传种大豆，村里不但开会动
员，村干部们还三番五次地到家里宣讲
国家的扩种政策。”门广辉说。

村干部武亮亮介绍，后新发村 2022
年大豆种植面积比上年增加了 30%左
右，收成总的来讲不错，大豆亩产达到
250斤左右，加上每亩267元的补贴，农民
种大豆“有账算”。

村民们还说起了种大豆的好处：一是
用肥少成本低，相较于种植玉米，每亩能
低出不少；二是种、收和田间管理比种玉
米省事，节省人工。门广辉表示，如果国
家政策继续支持，2023年还要种大豆。

大豆，一种原产于我国的重要粮食作
物，古称“菽”。《诗经》有云：七月享葵及菽，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其中的“菽”即是今
天的大豆。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一段
时间里我国一直都是世界大豆主产国，大
豆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1亿亩以上，其中
最高点出现在1957年，为1.91亿亩。但
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我国大豆面积不断下
降，2015年跌至历史低谷，当年种植面积
仅为9800万亩。同时，我国大豆单产水平
也一直提高幅度不大，而我国对大豆的需
求却出现了近乎“井喷式”的增长，使得我
国现今大豆自产量远远不够，从而成为全
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为了我国的粮食安全，也为了“油瓶
子”里装中国油，中央开始从政策层面全
力扶持大豆种植产业。2022年中央一号
文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
升工程；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加
力扩种大豆油料。在政策的东风下，似
乎天气也开始“给力”起来，由于近30年
来的全球气候变暖，我国许多农作物出
现了种植带北移的现象，而大豆也出现
了种植带北移。出现的地区也很“给
力”，是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
治区，而这两个省份又恰好是我国大豆
种植面积的第一和第二大省份。

东北地区大豆种植带北移现状
——近30年来，黑龙江大豆种植带

北移 33.3公里，内蒙古大豆种植带北移
101公里

黑龙江省气候中心副主任李永生告
诉记者，黑龙江是受气候变暖影响最为
明显的省份之一，其升温速率远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进入
气温明显升温期。近60年来，初霜日以
1.8天/10年的速率明显推迟，终霜日以
2.9天/10年的速率显著提前。

积温（本文中均指≥10℃活动积温）
初日明显提前，终日明显推迟，持续天数
和积温明显增加。黑龙江省积温带出现
北移、东扩现象。近 30年（1991—2020
年）与前30年（1961—1990年）相比，以前
的第二积温带广大地区已普遍演变为第
一积温带，第三积温带广大地区普遍演
变为第二积温带，第四、第五、第六积温
带均明显北移。

黑龙江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
师王秋京介绍，大豆是一种喜温又耐凉的
作物，一般积温在1900摄氏度·天（注：积
温单位）以上，无霜期大于110天，就基本
可以满足大豆生长的气候条件。大豆需
水量较多，生育期需水在400毫米左右。

经初步研究得出，近30年黑龙江省
积温增加明显，积温带北移东扩致使作
物生长期延长，种植界限不断北移，农业
产业结构随之不断调整，区域布局明显
优化，高产晚熟品种面积扩大，粮食产量
增加。

黑龙江省坡度在 25°以下的可耕种
土地类型中，在1981—2010年间，大兴安
岭西北部和伊春中北部因无霜期过短或
生长季积温过低无法种植大豆，其他全
省大部地区因热量条件和水分条件不足
均处于基本适宜种植大豆状态。在
1991—2020年间，大豆种植适宜区或较
适宜区有明显扩大趋势，目前除大兴安
岭地区的呼中地区和漠河县无法种植大
豆外，其他区域均可种植大豆。基本适
宜区域主要集中于大兴安岭地区、黑河
市及伊春市北部，松嫩平原中东部和三

江平原北部等地非常适宜种植大豆，其
他地区适宜种植大豆。

近 30年（1991—2020 年）与前 30年
（1961—1990年）相比，大豆已向北扩种
到大兴安岭地区的塔河县南部，平均北
移约0.3个纬距，以1个纬距111公里计，
折33.3公里。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
正高级工程师唐红艳介绍，内蒙古大豆
种植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东南麓地区。
以1990年为界，1991—2020年与1961—
1990年相比，分析1961年以来前后30年
的变化。1961年以来，大兴安岭东南麓
地区年平均温度呈升高趋势，积温呈增
加趋势，无霜期呈延长趋势。

具体为，近30年来年平均温度升高
1.04℃，积温增加 190.9摄氏度·天，无霜
期延长了10天。

大豆生长所需要的积温不断增加，尤
其过去热量严重偏少地区增加幅度更
大。由于内蒙古大豆种植区呈东北—西
南方向的带状分布，大豆种植带北移的同
时西扩。从品种熟性看，过去因热量不足
不能种植大豆的部分地区变为早熟种植
区，部分早、中熟种植区变为中、晚熟种植
区，早、中、晚熟种植区均呈向北推移趋
势。从地区分布看，高纬度地区的呼伦贝
尔市的鄂伦春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
自治旗种植带北移趋势更加明显。

1991—2020 年与 1961—1990 年相
比，大豆种植带北界已经由鄂伦春自治
旗诺敏镇东部—乌鲁布铁镇东南部一线
北移西扩至诺敏镇中西部—阿里河镇中
南部一线，大豆种植带北界向北平均移
动 101公里，最北界已经由 1961—1990
年的北纬 49° 13′ 26〞北移至 1991—
2020年的北纬 51°29′ 46〞。大豆种植
带北移主要包括呼伦贝尔市东南部的扎
兰屯市、阿荣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
旗、鄂伦春自治旗，兴安盟的扎赉特旗、
科右前旗、阿尔山市、突泉县，通辽市的
扎鲁特旗等旗县。

需要特意说明的是，东北地区常见
农作物对积温的要求从低到高依次为小
麦、大豆、玉米，在已种植大豆区域，有些
地区已经达到了玉米的积温要求，即
2100摄氏度·天以上，会存在一个玉米和
大豆如何选择的问题；但如果积温只是
达到了大豆的种植要求，但尚未达到玉
米的要求，则不存在“米豆选择”的问题，
此其一。其二，大豆的生长期分为早熟、
中熟和晚熟三种，越晚熟单产水平越高，
但对积温的要求也越高。

东北地区大豆种植的最北端到哪里了？
——黑龙江到了大兴安岭地区的塔

河县，内蒙古到了呼伦贝尔市的鄂伦春
自治旗

那么，我国东北地区大豆种植的最
北端到哪里了？

先来看黑龙江，最北端已经到了大
兴安岭地区的塔河县。

吴广鹏，塔河县十八站鄂伦春族乡
创业村大豆种植户。他2021年种植大豆
240亩，2022年种植了 300亩，今年的计
划还是300亩。因处于黑龙江第六积温
带，目前当地的积温还没法种植玉米，所
以他是大豆、小麦倒茬种，大致是两三年
大豆一年小麦，这样可以防止大豆根腐
病的发生。因积温还没达到可以种植中
熟、晚熟大豆的水平，所以种植的均为早
熟大豆品种，生育期为85—90天，品种有
黑河35、黑河33、蒙豆16等等。

塔河县气象局局长刘磊介绍，塔河
县地处黑龙江省的北端，以前当地基本
种植的都是小麦，因小麦对积温的要求
更低。自气候变暖后，也就是从上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开始，当地逐步开始种植
大豆。全县有 11.332万亩耕地，2021年
种植大豆 9.9万亩，2022年种植 10.12万
亩，占了耕地的第一大头。目前市场上
并没有专门针对低积温带的大豆品种，
希望能加快培育第六积温带末端大豆新
品种。

再来看内蒙古，最北端已经到了呼
伦贝尔市的鄂伦春自治旗。

戚连发，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帮
农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合作社
现有大豆种植面积7600亩，其中他自己
种植了1100亩，同时合作社还为当地豆
农提供代耕服务 4.5万亩。种植的大多

为中熟品种，5月10日前后播种，收获期
在9月20日—10月15日之间。

他告诉记者，因为当地是内蒙古非
常靠北的一个旗，气候比较寒冷，以前并
不种大豆，种的是小麦和马铃薯。近几
十年来，因为气候变暖，才开始逐步改种
大豆，先从生育期最短的早熟品种种起，
如今已可以种植生育期稍长的中熟品种
了。而积温要求高过大豆的玉米，当地
种的并不多，且种植的也都是早熟玉米
品种，容重和品质都稍差一些。

目前，当地 80%的耕地种植的都是
大豆，平均亩产在280斤左右，去年种植
的大豆，如果是流转土地的，1亩地纯收
入为100元，如果是自有土地，1亩纯收入
可以达到400—500元。

鄂伦春自治旗气象局局长宋长宗告
诉记者，当地种植大豆基本上开始于近
40年，已经大量取代了原先种植的小麦、
芸豆和马铃薯，最大的原因就是气候变
暖使得当地的活动积温逐步达到了大豆
的生长要求。积温的明显增加始于上世
纪90年代，21世纪初上升速度最快。

由于鄂伦春自治旗面积非常广阔，南
北最长261公里，东西最宽280公里，所以
南部北部的活动积温会有所不同。北部
1961—1990年前30年平均积温为1740.8
摄氏度·天，1991—2020年近30年平均积
温增至1961.1摄氏度·天；南部前30年平
均积温为1982.0摄氏度·天，近30年增至
2257.5摄氏度·天。近30年与前30年相
比，北部无霜期由97天增加至115天，南
部无霜期由102天增加至116天。

目前全旗共有481.6万亩耕地，大豆
是第一大作物，2021年种植面积 382万
亩，2022年种植面积398万亩，今年计划
大豆面积稳定在400万亩以上。

黑龙江，其他县市北移如何？
——北安市，以前基本是早熟大豆

品种，现在晚熟品种已占 80%；嫩江市，
近30年活动积温带北移了0.33个纬距，
大豆单产也由以前的不到200斤增加到
了现在的300斤以上

黑龙江省黑河市北安市气象局局长

李 广 义 告 诉 记 者 ，北 安 市 近 30 年
（1991—2020年）年平均气温为1.5℃，较
前30年（1961—1990年）升高了0.3℃；无
霜期近 30年为 123天，较之前增加了 7
天。

北安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 347.4
万亩，原来以种植麦豆为主，积温升高后
玉米逐步取代了小麦，现在以大豆玉米
为主，即米豆格局。2021年，北安市种
植大豆 223.3 万亩，2022 年为 278.4 万
亩，2021 年单产为 312.6 斤，2022 年为
353.3斤。

李富强，北安市革命现代农机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在城郊乡革命村。
他于 20多年前开始种大豆，2021年合
作社共种植大豆 5 万亩，2022 年种植
14.5万亩。

他告诉记者，以前由于积温不够，当
地基本种的都是早熟大豆品种，生育期
为 105天，气候变暖后晚熟品种不断扩
大，目前已占了当地大豆种植总面积的
80%，生育期为 116—118天。因为生育
期的加长，单产也随之增加，以前的早熟
品种亩产一般为 200斤左右，现在的晚
熟品种亩产都在 300斤以上，最高的可
以达到380斤。

张彬，黑龙江省黑河市嫩江市海江
镇金星村大豆种植大户，20年前开始种
大豆，2022 年他共种植大豆 1.1 万亩。
因为气候变暖，当地现在种植的基本是
一半早熟一半晚熟，单产水平有了明显
提升，目前已经达到每亩320斤。

嫩江市气象局局长刘景波介绍，近
30年（1991—2020 年）以来嫩江市 10度
积温带北移了 0.33个纬距，折 36.63公
里，无霜期为 133天，较前 30年（1961—
1990年）增加了2天。

“大豆单产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
是积温，二是品种和技术。”嫩江市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张兆辉如此表述。他说，
以前，嫩江市除了大豆外，还种植小麦、
杂豆、杂粮等作物，随着气候变暖，加之
政策扶持，全市大豆种植面积在不断提
高。嫩江全市有耕地 648.52万亩，2021
年种植了 480.2万亩大豆，2022年种植
547万亩。同时，随着晚熟品种种植比

例的不断上升，大豆单产也由以前的不
到200斤增加到了现在的300斤以上。

内蒙古，其他县市又是如何北移的？
——扎兰屯市，全市大豆种植北界

北移 13—17 公里，西界西扩 10—13 公
里；突泉县，大面积种植大豆从2022年开
始，当年大豆种植面积达 10.23万亩，而
2021年全县大豆种植面积仅为4.4万亩

姜子辉，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
市卧牛河镇长发村大豆种植户，十几年
前开始种大豆，2021 年种了 30 多亩，
2022年种了50多亩。

他说，头些年当地种植的都是早熟
大豆品种，生育期在98—100天之间，气
候变暖后大多都改成中熟品种，生育期
为一百零几天，亩产能提高至少 50斤。
因为都是自有土地，没有土地流转费用，
再加上国家的大豆补贴政策，去年 1亩
大豆能纯挣五六百元。

“与种玉米相比，大豆的成本低，一
是种子费用低，二是化肥费用低。所以，
如果国家能继续支持种植大豆，再有一
些单产水平比较好的好品种，我还是愿
意种大豆。”姜子辉说。

扎兰屯市气象局局长金淼介绍，近
30年来（1991—2020 年）扎兰屯市积温
呈明显增加趋势，无霜期也呈现显著延
长趋势。近 30年（1991—2020 年）与前
30年（1961—1990年）相比，全市大豆种
植北界北移13—17公里，西界西扩10—
13公里，大豆可种植区国土面积增加
4644.6平方公里。同时，晚熟种植区从
无到有增加了894.5平方公里。

扎兰屯全市共有 396.12万亩耕地，
大豆种植面积 1991 年仅为 39.4 万亩，
2021年已增至 88.74万亩，2022年继续
增加，已至112.33万亩。

邹海波，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太平
乡五三村农民，自有土地200多亩，十几
年前曾经种过一段时间的大豆，后来全
部改成了玉米和高粱。2022年，受国家
大豆补贴政策的影响，他又开始种植大
豆，面积20多亩。

他告诉记者，他种植的是中熟大豆
品种，生育期 110多天，播种在 5月 1日
—5 月 10 日之间，收获在 9 月 20 日左
右。因为是时隔多年以后再“重操旧
业”，所以还需要继续总结和提高。他还
特意提到，因为地的原因，大豆收割机机
头抬得很高，机头抬高后会有不少大豆
颗粒掉落在田里而无法回收，影响产量，
希望以后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突泉县气象局局长高家宝介绍，突
泉县近 30年（1991—2020年）与前 30年
（1961—1990年）相比，年平均气温升高
了 0.98℃，活动积温增加了 231.1 摄氏
度·天，无霜期延长了10天。

突泉县共有耕地 266万亩，以前种
植的作物有玉米、水稻、杂粮、杂豆。但
北部乡镇因为积温达不到玉米的要求，
很多玉米品种不能种植，容易遇到早霜
导致大幅减产，但其气候土壤利于大豆
生长，所以农民愿意种植大豆。突泉县
大面积种植大豆是从2022年开始的，在
国家的大豆补贴政策出台后，全县大豆
种植面积从 2021 年的 4.4 万亩增加至
2022年的 10.23万亩，种植面积翻了番，
今年计划大豆种植面积在12万亩以上。

东北地区大豆种植带北移的
重要意义在于

——黑龙江、内蒙古两省区大豆面
积占全国的近 60%，大豆产量也占全国
的近60%；大豆种植带北移，既包括可种
植区域的北移，也包括高产晚熟大豆品
种的北移，第一个层面提高了种植面积，
第二个层面提高了单产。下一步需要做
的是，认识这种规律，顺应这种规律，做
好大豆种植带北移这篇大文章

2021年，我国大豆种植面积为 1.26
亿亩，总产量为328亿斤；2022年面积增
加到了1.54亿亩，总产量增加到了405.7
亿斤。

2022 年，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为
7397.5万亩，占全国总面积的 48.04%；
内蒙古大豆种植面积为 1833.1万亩，占
全国总面积的11.9%。两省区大豆种植
面积相加占全国总面积的 59.94%，近
60%。

2022年，黑龙江大豆总产量为190.7
亿斤，占全国总产量的47%；内蒙古大豆
总产量为 49.08亿斤，占全国总产量的
12.1%。两省区总产量相加占全国总产
量的59.1%，也是近60%。

黑龙江、内蒙古大豆产业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东北地区大豆种植带北移，包含两
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因为气候变
暖，原先不能种植大豆的地方可以种植
大豆了，这样就增加了大豆的种植面积；
第二个层面，因为气候变暖，原先只能种
植早熟大豆品种的地方可以种植中熟甚
至是晚熟品种了，这样就提高了大豆的
单产。无论是增加面积，还是增加单产，
对我国扩种大豆的国策而言，都是一件
好事，下一步需要做的是，认识这种规
律，顺应这种规律，做好大豆种植带北移
这篇大文章。

王秋京说，气候变化的同时，也会带
来更多的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即除了
变暖、降水变多，也会给黑龙江省带来极
寒天气，导致低温冷害、霜冻灾害呈现突
发性，对农业安全生产造成威胁。极端
天气气候事件可导致处于种植北界边缘
作物干旱、洪涝、低温冷害、霜冻、风雹等
灾害风险加大，对种植带北移作物会有
影响，需要加以重视。

同时，气温变暖也利于农作物病虫
害（菌）的越冬、繁殖，病虫害（菌）越冬死
亡率降低，危害的地理范围扩大，发生频
度和危害程度加剧。建议各地充分利用
热量资源，合理调整种植布局，提高产
量，适当调整播期和种植品种，不要盲目
跨区种植。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提
高气象灾害防御能力。

唐红艳说，做好内蒙古大豆种植带
北移，今后需要研究和完善的方面有：

由于内蒙古大豆主产区多为山地、
丘陵地形，地区间热量条件差异较大。
目前正在研究大豆品种的精细化气候区
划，主要针对农民选择大豆适宜品种缺
乏精细化科学指导，越区种植造成的产
量和品质不稳定的突出问题。应综合考
虑山地丘陵地形的热量差异、灌溉能力
差异和农户管理水平差异，以旗县为单
位，根据各乡镇、村屯的活动积温与各地
区大豆品种所需的活动积温的匹配，给
出各乡镇、村屯所在地的大豆品种优选
方案，指导农户选择当地最适宜的大豆
品种。

大兴安岭东南麓主要作物有玉米和
大豆，综合考虑作物产量、气候风险、国
家政策、价格等因素，探讨在不同地区种
植玉米、大豆的综合经济效益，为合理布
局种植业结构提供参考依据。

由于短生长期品种产量低，适宜高
寒地区种植的短生长期大豆品种相对缺
乏，农民可选择品种少，应加强适宜高寒
地区种植的大豆新品种培育力度。

李永生说，农民在种植大豆时还要
学会考虑到气象观测的“城市化”因素，
种植大豆和选择熟期时一定要留有余
地。所谓气象的“城市化”因素，是指现
在许多气象观测站都已经被融入了城市
的范畴，其周边有人，有建筑物，地面还
是水泥路，这样观测得来的数据与空无
一人的大田还是有一些细微差距的，所
以农民在参考积温数据时，不能完全“可
丁可卯”，要留有一定空间。

而在记者采访的大豆种植户中，建
议则大多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希望国
家能继续给予大豆尽可能多的财政补
贴，让种豆农民有钱赚；二是希望科研
人员能研发适合低积温带种植的优质
大豆品种，以让单产尽可能提高；三是
希望大豆价格能稳定在一个合理的高
位。

据了解，为稳定大豆市场预期，保障
农民种粮利益，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安排，
中储粮集团公司在黑龙江、内蒙古两个
大豆主产区启动新增 2022年产国产大
豆收购计划。3月9日，中储粮集团公司
在两省区多个直属库开始挂牌收购国产
大豆，其中海伦直属库、讷河直属库、呼
伦贝尔直属库等库点新季国产大豆收购
价每斤 2.775元（国标三等，不限蛋白含
量），比此前每斤提高5分钱左右。此消
息对黑龙江、内蒙古两省区的豆农来说，
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也为种植带北移
后的东北大豆扩种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政
策基础！

■■20222022年秋年秋，，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的大豆收获现场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的大豆收获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