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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种业市场行情波澜起伏，供需失衡，发

展一度处于低迷状态，种业处在艰难的维持阶段。

而现代农业生产不仅需要物美价廉的农资产品，更

需要从种到收的全程服务，种子、肥料、农药、农机等

行业的深度融合趋势日益明显，这样一来，农业生产

成本大大降低。只有扎扎实实地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解决问题，种子行业才能在服务中发展壮大自己。

目前对黄羊河种业来说，探索并实现“种、肥、药”一

体化服务模式，积极开展产需对接，抱团发展是大势

所趋，更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创新之举。

1　种业发展现状
目前公司注册资本 8100 万元，主要经营玉米杂

交种的生产、销售。在职员工 33 人，其中管理人员

9 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28 人。公司设“六部一室”，

即生产部、质检部、加工部、研发部、财务部、营销部、

办公室，各部门相互协作，共同配合完成工作。

1.1　种植基地气候特征　公司地处河西走廊东端

绿洲农业区黄羊河农场境内，该区域三面临沙临

山，形成种业基地建设天然的隔离带。全年的日

照时数高达 2800~3300h，日照百分率 60%~70%，

年太阳辐射总量 607.1~649.0kJ/cm，≥ 10℃的有效

积温为 2800~3600℃，昼夜温差 12~16℃，无霜期

160~170d，能够充分满足育种作物的光热需求。这

里气候干旱少雨，年降雨量 200mm，蒸发量 2000mm
以上，有利于作物病虫害控制。独有的地域优势和

光热资源优势，使公司所处区域成为“天然的育种

宝地”。

1.2　基地种植及经营情况　2012 年公司生产面

积 1813.37hm2，实现销售收入 1.1 亿元，利润总额

661 万元；2013 年生产面积 2184.01hm2，实现销售

收入 1.4 亿元，利润总额 2521 万元；2014 年生产

面积 946.33hm2，销售收入 8162.3 万元，利润总额

1022.49 万元；2015 年生产面积 1928.01hm2，销售收

入 6521.08 万元，利润总额 707.07 万元；2016 年生

产面积 1940.90hm2，销售收入 7600.15 万元，利润总

额 600.46 万元。

公司制种基地隔离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所制

定的标准执行，首先基地地处黄羊河农场，具有天然

的地理优势；其次“公司 + 分场 + 农户”的经营模式

具有管理优势，多方主动配合，各分（子）公司相互

监督执行技术措施；大条田、大流转也给公司制种基

地隔离区的设置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3　科研工作进展情况　2017 年公司与安徽皖垦

种业合作报审的品种凤玉 288 顺利通过甘肃省品种

审定委员会的生产试验，予以审定；丰禾 96 通过甘

肃省第 2 年区域试验进入生产试验；甘垦 95 和甘垦

130 在参试的 200 多个品种中分别以产量及各方面

性状表现第三和第六的成绩通过甘肃省预试，进入

甘肃省第 1 年区域试验。

1.4　销售人员的引进及培养情况　立足现状，销售

是公司的短板，公司正在积极培养和引进专业销售

人才，让产品最终体现出自身潜在的价值。公司目

前采取两种方式齐头并进：一是招募能够洞悉市场

和销售经验丰富的销售人才，直接参与产品销售环

“种、肥、药”一体化服务　助推黄羊河种业转型发展
曹小勇　尚　能

（甘肃黄羊河集团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武威 733008）

摘要：近几年，种业市场一度处于行业发展的最低谷，而黄羊河种业在整个种业市场的“寒冬”能够快速稳步发展，不仅得

益于得天独厚的育种天然资源和国有大农场优势，更在于企业自身不断创新发展的经营理念。让农户购上放心肥、放心药，确

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黄羊河种业立足发展实际，探索“种、肥、药”一体化服务模式，这种服务模式的主要内容是：黄羊河种业

牵头与相关农资部门合作，为农户直线提供种子、肥料、农药、技术等配套服务，有效降低种田成本，提升种子的“产、质”两个

量，达到“提质、增产、增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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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二是从内部逐步培养，稳固销售人才队伍建设。

两种方式相结合，组建销售精英团队，把产品推向

终端销售市场，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实现利润最

大化。

2　“种、肥、药”一体化发展思路及构想
2.1　做好市场调研，创新服务模式　根据公司调研

实际，制定“种、肥、药”一体化文本，技术服务人员

到田间进行测土配方施肥、施药、病虫害防治以及

机械化服务等，监督“种、肥、药”商品质量，接好地

气是落实根本。在实践中，深入一线真心实意搞服

务，促进了工作开展。从一开始，就要深入基层，了

解农户所思所盼，把这项服务作为重要工作来抓，摸

实情，思对策，从而及时协调化解工作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牢牢把握工作中的主动权，确保工作有

序推进，收到实效。

2.2　扩大内销，走“种、肥、药”一体化之路　公司

受长期订单农业的影响，种业市场销售格局尚未打

开，销售经验不足，缺乏创新。因此，公司市场化

的营销模式应从刺激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创新、新

产品研发等多种途径去探索路径。在销售种子的

同时，根据种子的生理特性和种植区域等，配备与

该品种相配套的肥料，让广大用种者用放心种的同

时施放心肥，达到种、肥配套，实现“种、肥、药”一

体化种植，好种配好肥，最终让用种者实现优质、

高产，提高种植效益，实现种植农户与企业之间的

“双赢”模式。

2.3　“种、肥、药”一体化发展思路　以“互联网 + 农

业”的切入方式发展种业，走统一供种、供肥、供药

的直销运营模式 [1]。

加大农资投入，提高种子单产　公司通过考

察，以厂家直销的方式为农户供给化肥、农药，可在

降低田间底肥、农药成本的同时，加大农资投入量，

提高单产，提升单位亩效益。

增施有机肥，优化土壤结构　农场制种连年重

茬种植，长期使用化肥，对土壤结构造成了很大影

响，这也是种子产量得不到有效提高的一个直接原

因。长期施用化肥，一是引起土壤酸度变化，尤其在

连续施用单一品种化肥时，在短期内就会出现这种

情况。土壤酸化不仅会对作物产生不良影响，还能

溶解土壤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尤其是在降雨和灌溉

的作用下，向下渗透补给地下水，使得营养成分流

失，造成土壤贫瘠化，影响作物的生长。二是导致土

壤板结，肥力下降。化肥使用过多，使土壤结构被破

坏，导致土壤板结。大量施用化肥，用地不养地，造

成土壤有机质下降，化肥无法补偿有机质的缺乏，进

一步影响了土壤微生物的生存，不仅破坏了土壤肥

力结构，而且还降低了肥效。三是有害物质对土壤

产生污染。制造化肥的矿物原料及化工原料中，含

有多种重金属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害成分，它们随

施肥进入农田土壤造成污染。因此，降低化肥使用

量，改变土壤板结等不良现象，也是种业发展必须解

决的问题。近 2 年，公司一直在进行有机肥土壤结

构改良对比试验，认为增施有机肥，可以促进土壤结

构的团粒化，改变土壤的性质，从而达到改良土壤的

效果。

产业效益带动，壮大龙头经济　加大田间水肥

管理，标准化管理，产生一批懂生产、会管理的高产

户，让土壤条件好的田块盈利，让土壤条件差的田块

进一步改善，带动不会经营的农户提高生产积极性，

达到抗病、提产的目的。

2.4　“一卡通”与银行挂钩，实行资本运作　应用

“互联网 +”运营模式，让制种产业辐射带动整个产

业链发展 [2]。首先，种业公司与农业银行合作，凡与

公司签订种植合同的农户，且在农业银行有存款的，

即可办理“一卡通”，存款额和消费额比例持平，限

额 5 万元。其次，此卡由种业公司统一办理，消费范

围由种业公司牵头在各大农资店签协议，农资店以

市场最低价让农户刷卡消费，并享受 8 折优惠，优质

低价。而在这个过程中，种业公司不从中获取任何

利润，公司只为农户提供一种渠道、平台和降低成本

的消费方式，药肥成本约降 200 元 /667m2，农户是最

终受益者，目的是充分调动农户田间投入积极性，提

高单产。农机合作社是服务单位，为农户服务。随

着种植面积的增加，单位面积成本低了，药、肥能多

投多用，产量提升 10%~15%，现有成本 3 元 /kg，增
加 50kg/667m2，就可增加 300 元 /667m2。种业公司

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制种玉米全程机械化技术

服务体系，形成两头挤的运营模式，降成本，搞奖励，

让农户切切实实得到实惠。同时，“一卡通”还可以

为购买公司种子的用种者办理，可以尝试银行贴息

贷款的模式。此外，“一卡通”不局限于种业这个产

业链的消费，还可以和超市、饭店等一系列消费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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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起来，打造全产业链的一个消费平台，卡上隐含种

业公司信息，农户通过种业公司办卡，种业公司即为

担保方为农户提供福利，农户的消费款项年底结算

时种业公司从种子款中进行扣除。

2.5　延伸服务，进一步探索“种、肥、药、机”一体化 
随着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成本增加，农田作业“以机

代人”已是大势所趋，实现“种、肥、药”一体化服务

模式，探索“种、肥、药、机”一体化，组建联盟、抱团

发展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3]。航空植保是先进植

保设备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结合，是提高农资利用

效率和劳动力生产效率的利器。航空植保发展空间

广阔，下一步，黄羊河种业需进一步和农药、肥料生

产企业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探索多赢模式。

综上，黄羊河种业只有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才

能适应种业发展的新趋势，转变服务模式，从而应对

需求市场带来的巨大挑战。立足发展现状，只有降

低成本，增加产出，提升经济效益，才能顺应种业发

展的大趋势，才能在国家政策和机遇面前从容应对，

从而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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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疫霉根腐病是由大豆疫霉菌引起的一种

土传性真菌病害，是严重影响大豆生产的破坏性病

害之一。虽然种植抗病大豆品种能够有效控制病害

的发生和蔓延 [1]，然而，由于疫霉自身变异性高，抗

性品种的抗性有效期也是有限的 [2]。为确保抗性育

种的持久发展，必须不断地拓宽基因资源，挖掘新的

抗性资源，改善栽培大豆品种单一化所导致的大豆

品种遗传基础越来越狭窄，以及单一化带来大豆品

种抗性多样性的降低 [3]。

野生大豆是栽培大豆的原始祖先种，被认为是

拓宽大豆遗传基础，实现种质改良的重要种质资源。

野生大豆在世界上分布范围非常狭窄，仅分布于中

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4]。而

我国的野生大豆资源占全世界的 90% 以上，其中约

80% 以上野生大豆分布在 35°N 以北 [5]。鉴定黑龙

江省野生大豆资源的抗病性，筛选抗病野生大豆资

源，不仅为野生大豆的评价与利用提供数据支持，也

黑龙江省野生大豆疫霉根腐病抗病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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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离体叶片接种法对黑龙江省的 620 份野生大豆资源进行了大豆疫霉菌 1 号生理小种的抗病性鉴定，获得抗病

资源 55 份，占总数的 8.87% ；中间型资源 237 份，占总数的 38.23%。对在 1 号生理小种鉴定过程中表现为抗病及中间型的资

源进行了大豆疫霉菌 3 号、4 号生理小种的抗病性鉴定，获得抗 3 号生理小种资源 52 份；抗 4 号生理小种资源 62 份。同时，

获得兼抗资源 27 份，其中双抗资源 23 份，三抗资源 4 份。鉴定获得的抗病资源可为大豆抗疫霉根腐病育种提供基础。

关键词：黑龙江；野生大豆；大豆疫霉根腐病；抗病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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