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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红小豆生产现状
申晓慧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斯分院，佳木斯 154007）

摘要：从红小豆种植面积、单产水平、目前发展存在问题几个方面对黑龙江省红小豆生产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红小豆未

来发展前景进行了评价。认为随着国内红小豆需求的稳定增长和国家对小宗作物产业发展越来越重视，红小豆在黑龙江省生

产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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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红小豆主产国，其中，黑龙江省

位于我国的东北部，大部分地区属于中温带，土质比

较肥沃，适宜种植食用豆类，该省是近年来国内最大

的小豆产区 [1]。红小豆种植主要分布在西部的齐齐

哈尔市、大庆市、哈尔滨市，东部的佳木斯市、双鸭山

市、牡丹江市。其中佳木斯地区的宝清县、大庆的泰

来县、齐齐哈尔的克山县等均是红小豆生产大县。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种植业结构的调

整，红小豆面临着商品升级和产业化生产双重竞争

压力。多年来我国对杂豆生产的科学研究及开发程

度欠缺，造成红小豆在生产环节上缺少良种良法、品

种之间混杂严重、个别品种在外观品质上和加工品

质方面均处于低档水平。目前，红小豆的生产和经

营销售方面也没有形成统一管理，农民都是根据市

场行情来做下一年播种计划，销售方面也处于零散

状态，无法保证农民稳定收入。诸多因素导致我国

红小豆生产在国际上没有形成稳定的市场地位。

1　黑龙江省近年来红小豆种植面积情况
2011 年红小豆种植面积达到近 700 千 hm2，到

2013 年、2014 年下降为不到 200 千 hm2。2015 年

农业部关于“镰刀弯”地区玉米结构调整的指导意

见发布，指出把玉米结构调整与培育区域特色农产

品密切结合，合理安排作物品种结构。把越区种植

的玉米退出去，结合畜牧业发展需求和大豆、花生、

杂粮杂豆传统种植优势，以发展青贮玉米和粮豆轮

作、花生、杂粮生产为主，因地制宜，部分地区以发展

杂粮杂豆为主，至 2015 年红小豆种植面积一下上升

至 350 千 hm2 以上。政策的改革，给红小豆的生产

带来了新的希望。

2　目前红小豆在黑龙江省单产情况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东北三省年度间红小豆的

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波动较大，主要原因是受气候条

件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红小豆单产虽因

气候影响有的年度高，有的年度低，但总体上呈现

出增长趋势。2005 年东北三省年红小豆每 hm2 平

均产 1726kg，2011 年上升到 1843kg，2015 年上升到

2150kg。

3　黑龙江省近年来红小豆生产存在问题
3.1　各地区没有适宜的主栽品种　佳木斯地区主

要种植的品种有宝清红、农安红、佳红一号、珍珠红

等，大庆地区以宝清红、珍珠红、白红 3 号为主，三肇

地区以珍珠红、宝清红、龙肯红 2 号、农安红为主。

品种重叠性大，更新换代慢，品种单一，仅是几个主

导品种反复播种，长期在同一地区种植，农民自留种

现象严重，造成品种混杂、退化严重、产量下降，抗逆

性降低、易倒伏，子粒大小不规则、光泽度下降等等

一系列生产问题，最终导致市场产品竞争力不强，市

场价格不稳定，农民种植红小豆没有稳定收益，影响

红小豆种植的积极性。

3.2　红小豆单产水平整体较低　2015-2016 年

红小豆在黑龙江地区的平均单产水平为 2100~ 
2250 kg/hm2，造成小豆单产水平较低的原因有以下

几个方面：（1）品种自身生产潜力有限；（2）种植红

小豆地块大多是山地或是边角地块，耕层浅，整地质

量差，后期土壤肥力供应不足；（3）缺乏配套的播种

机械，红小豆本身拱土能力弱，容易造成缺苗断垄现

象，造成每 hm2 保苗株数不足；（4）生长中后期红小

豆发生倒伏现象严重，有的是植株本身抗倒伏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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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的是上茬作物茬口好，土壤肥沃易发生倒伏；

（5）个别地区易发生红小豆病毒病和蚜虫，一旦发

病，传播快、危害重，农民如不引起重视及时防治，对

后期红小豆产量影响很大 [2]。

3.3　种植管理水平低　由于红小豆种植面积小，种

植地块分散，与玉米、大豆等主栽作物相比，栽培管

理技术得不到农户严肃对待，种植技术较粗放。具

体表现在播种机械不配套，红小豆的种植多数是由

其他播种机械改装的，或是人工播种，保证不了播种

质量，经常出现播深不一致、密度不均匀等现象。其

次，生产过程中农户不根据土壤具体情况施肥，盲目

施肥造成氮磷比例失调，氮肥用量过大，一方面使植

株徒长倒伏，贪青晚熟，影响品质和产量，另一方面

增加了成本，降低了经济效益 [3]。此外，如果田间管

理不及时，病虫草害防止不及时，营养体生长与生殖

生长不协调，也会造成红小豆产量下降。

3.4　经济效益不景气　红小豆产业化是集小豆生

产、加工、经营、储运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生产是

前提，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以及生产过程的规范化

管理，关系到红小豆的产量质量，进而影响到红小豆

的市场竞争力。2010-2013 年之间随着玉米、水稻、

大豆价格的逐渐走高，种植玉米、水稻能取得非常高

的收益；而红小豆的市场价格不稳，单产较低，收获

费时费工，导致红小豆种植面积逐年下降。加上生

产过程中缺乏科学指导，产品中科技含量不高，导致

红小豆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 [4-5]。农户对红小豆

利用简单，很少对其进行深加工便直接出售，红小豆

的价值和广泛用途得不到充分的发挥。然而，随着

国家种植业的调整，2013 年至今，红小豆的种植面

积呈逐年增长趋势。

3.5　缺乏高档加工企业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

断改善，消费者对食品的品质和种类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高档加工对红小豆的品质、口感、子粒整齐

度、颜色、性状以及出沙率、淀粉粒含量、直链淀粉和

支链淀粉含量及相关营养物质等都有很高要求。国

内餐桌上很难见到红小豆的高档食品，红小豆具有

很高的营养价值，在日本人均消费的红小豆是我国

的 4 倍，餐桌上就可以经常见到好吃又好看的高档

红小豆制品，原因是其红小豆加工产业发达。由此

可见，红小豆产业的发展，除了能带来很好的经济效

益，同时也对国人饮食结构具有积极的作用。

4　黑龙江省未来红小豆的发展前景
“小作物、大市场”，是当前红小豆产业的发展

形势。从自然环境、市场需求、基础条件等方面蕴含

的潜力进行综合分析，黑龙江省红小豆生产有着广

阔的发展前景。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黑龙

江省的自然气候适宜红小豆作物生产，生产的红小

豆属无污染绿色食品；二是国内外市场对红小豆需

求日益旺盛；三是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

调整，农业的多元化发展将促进红小豆产业的发展

壮大 [6]。为了更好地促进红小豆产业的发展壮大，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要做到种植规模化，可以

选择交通较为便利，自然条件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地

块作为宣传和示范基地，抓好产学研技术配套服务，

以点带面，逐步扩大生产规模。其次，对市场做好规

划，做到红小豆种子生产规范化，红小豆商品生产标

准化。最后鼓励加工企业引进先进加工技术，拓宽

红小豆的用途，增加红小豆作物的各方面营养价值，

改变红小豆长期被认为是低产、低效作物的看法，进

一步提高农民种植红小豆作物的积极性。

此外，随着“十三五”种植结构的调整，未来国

内对红小豆的需求会稳定增长，主要是由于红小豆

的经济价值高，营养丰富，优质红小豆品种加工的豆

沙馅、糖粒豆、糕点等等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誉，被

誉为“红色珍珠”，广泛应用于食品加工业。据国家

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程须珍介绍，虽然

在我国的种植业体系当中，红小豆等食用豆属于小

作物，但目前在东北、华北、西北以及黄淮河流域发

展很快，国内外的市场前景均比较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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