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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at is the second grain crop in Hubei provinc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wheat produ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grain production in Hubei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wheat industry in Hubei province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heat industry in Hubei 
provinc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from technical strategy and policy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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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麦是湖北省第二大粮食作物，小麦生产的稳定发展在湖北省粮食连续增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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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调研，对湖北省小麦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技术对策和政策措施层面提出了新形势下

湖北小麦产业发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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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湖北省是我国小麦主产省份之一，播种面积和总产均居全国第八位，且表现上升趋势。小麦生产的

稳定发展在保障湖北乃至全国粮食安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粮食连续增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形势下，湖北小麦产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本文通过调研对湖北小麦产业发

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分别从技术对策和政策措施层面提出了新形势下湖北小麦产业发展的思路。 

2. 湖北省小麦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十三五”以来湖北省小麦产业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态势。随着小麦生产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

优质小麦品种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 100 万公顷以上，小麦总产稳定在 400 万吨以

上，商品小麦品质总体上也有一定幅度的提升[1] [2]。但是，由于近年来农业生产过程中人力成本和生产

资料成本的增加，以及自然灾害对小麦生产的不利影响加剧，湖北省小麦产业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

问题[3] [4]。 

2.1. 小麦生产效益不高，小麦生产积极性下降 

据调查，“十三五”以来由于生产成本的快速增加和收购价格的降低，湖北省小麦生产的比较效益

呈下降趋势，大部分地区小麦生产处于保本微利的状况，每 666.7 平方米的纯收益仅为 100 元~200 元(湖
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小麦课题于 2017~2019 年在湖北省小麦主产区调研结果，数据未发表)，
中南部部分地区在灾害严重的年份，小麦生产甚至处于亏损状态，从而严重影响到农民小麦生产的积极

性，特别是一些专业合作社和种田大户，由于还需要支付土地流转费用，小麦当季的经济效益大多为负

值，冬季抛荒撂荒的现象十分普遍，小麦种植面积下滑的压力增大。 

2.2. 自然灾害和病害对小麦生产的不良影响加剧 

“十三五”以来，自然灾害和病害发生频繁，对湖北省的小麦生产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5] [6]。秋

季连阴雨、秋冬连旱、收获期的连阴雨、赤霉病等不仅使小麦播种面积减少，还导致小麦单产降低、品

质下降。也是造成小麦生产效益不高、生产积极性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2.3. 小麦加工企业的经济效益不佳，龙头带动能力不强 

据调研结果，目前我省小麦加工企业普遍缺少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企业的经济效益不佳。主要原

因是缺少地产的优质加工原料，30%以上的优质加工原料需要从外省调入，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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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由于企业的经济效益不佳，对小麦产业发展的带动能力不强。 

3. 新形势下湖北省小麦产业发展的技术对策 

面对新形势下湖北省产业发展出现的问题，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和科研和技术推广单位共同努力，采

取相应的技术对策。自“十二五”以来，湖北省科研院所承担了一批国家和省级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和

集成了一批小麦节本增效的关键技术，在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加大推广应用力度，能够促进湖北省小

麦生产实现节本增效的目标。 

3.1. 稻茬麦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 

湖北省稻茬麦种植面积占全省小麦种植面积的 60%以上[2]，提高稻茬麦生产技术水平，特别是机械

化生产水平，对增加全省小麦种植面积、提高单产、节本增效具有重要意义。自 2012 年以来，湖北省成

立了“稻茬麦机械化生产技术攻关协作组”，通过多年的攻关研究和生产示范，已初步集成了适合湖北

省不同地区稻茬麦秸秆还田情况下的机械播种技术、壮苗培育技术和灾害应变技术。 

3.2. 小麦双减(减肥、减药)绿色高效生产技术 

“十三五”期间，湖北省有关单位承担国家科技部重大专项，重点攻关研究小麦双减绿色高效生产

技术，目前已进入了在主产区大面积示范阶段，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实施优化秸秆还田技术、施用高效

缓释复合肥、优化病虫害防治技术等关键技术，实现了小麦节本增效 10%以上的目标，示范效果明显。 

3.3. 小麦中强筋品种选育与产业化 

小麦的品质问题是制约湖北省小麦生产效益和加工业发展的关键因素[3]。针对湖北省主产区长期缺

少高档优质品种的问题，“十三五”以来，联合全省小麦育种力量，重点攻关，通过多年的努力，目前

已选育了一批品质达到中强筋国家标准、符合企业需求的中强筋品种，2019 年秋播已在襄州和枣阳两市

采取科研单位与加工企业、推广单位相结合的模式，进行示范推广和产业化开发。 

3.4. 抗逆小麦品种选育与示范 

湖北省小麦生育期间自然灾害和病害的种类多、发生频繁，是小麦产业发展的重要限制因子[2] [3]。
近年来，重点围绕抗小麦赤霉病、抗条锈病以及耐(抗)小麦收获前穗发芽等育种目标，选育了一批对赤霉

病、条锈病和穗发芽有较好抗(耐)性的小麦品种，下一阶段将积极做好这类品种的示范和推广应用工作。 

4. 新形势下湖北小麦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4.1. 建立和完善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建议借鉴江苏省等外省建设重点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经验，在湖北省不同生态区建立和完善 5-8
个重点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农、科、教的有效结合。 

4.2. 建立省级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加大对小麦产业的支持力度 

小麦是湖北省第二大农作物，建议设立湖北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加大对小麦产业的支持力度。 

4.3. 完善小麦生产保险体系 

建议在现有农业保险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小麦生产保险体系，特别是要重视小麦种子繁育保

险，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对小麦产业发展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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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新形势下湖北小麦产业面临小麦生产效益不高、生产积极性下降、自然灾害及病害的不良影响加剧、

加工企业经济效益不佳、龙头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在技术层面上需要加大小麦绿色提质增效关键技术

的推广应用力度，政策层面上需要建立省级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和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促进农、科、教的

有效结合，同时完善小麦生产保险体系，以保障湖北小麦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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