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粮食加工  第 29 卷 2021 年 第 5 期 

 

 84  

DOI: 10.16210/j.cnki.1007-7561.2021.05.011 

赵莹, 王瑞杰, 李振华, 等. 山东省小麦种植状况及品质测评对提升优质品率作用分析[J]. 粮油食品科技, 2021, 29(5): 84-90. 

ZHAO Y, WANG R J, LI Z H, et al. Analysis on the effects of wheat planting status and quality evaluation on high quality product rate 

improve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ereals, Oils and Foods, 2021, 29(5): 84-90. 

山东省小麦种植状况及品质测评 
对提升优质品率作用分析 

赵  莹，王瑞杰，李振华，孙雪原，王洪尧，王雪艳 

（山东省粮油检测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为了解山东省小麦优质品率状况，更好地发挥粮食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收集整理

了山东省 2017—2020 年小麦种植状况及品质测报测评数据，并结合调查法和定量分析法对收集的数

据进行分析。山东小麦种植情况稳定，总产和单产逐年上升，山东优质品测评示范区测评显示“中国

好粮油”行动计划以来优质品率提升明显；讨论山东小麦种植情况及需要改进问题，并提出一系列提

高优质品率的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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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high quality product rate of wheat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guide 

practice of grain circulation i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e survey collected the wheat planting status and 

quality evaluation data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7 to 2020, and analyzed them with the investigation 

method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 Results show that Shandong's wheat planting is stable and the total 

and per unit yields are increasing, as well as rate of high-quality wheat varieties. The evaluation of Shandong 

high-quality product evaluation demonstration area shows that since the start of “Good Grain and Oil of 

China” project, the rate of high-quality product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study also discusses the 

wheat planting situation in Shandong and the existing issues, and proposes targeted solutions to improve the 

high quality product rate. 

Key words: total wheat yield; planting varieties; quality rate; quality evaluation 

                      
收稿日期：2021-03-17 

基金项目：山东省“优质粮食工程”项目 2019；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20 年重点调研课题（SD2020-06） 

Supported by: High-Quality Grain Project of Shandong Province in 2019; Key Research Topics of Shandong Grain and Material Reserve 
Bureau in 2020 (No.SD2020-06) 

作者简介：赵莹，女，1969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粮油储存品质及安全检测、粮油加工品质研究。E-mail: 860418534@qq.com. 



第 29 卷 2021 年 第 5 期  粮食加工 

 

 85  

山东省是我国第三大粮食主产省，是重要的

粮食生产基地，产量连续 6 年达到 1 000 亿斤以

上，人均占有量 500 公斤以上，远高于人均 400

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2020 年山东粮食总

产 5 447 万 t，占全国 8%以上；粮食商品率保持

在 70%以上，可向社会提供商品粮 800 亿斤以上，

为粮食流通和保供稳市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优化粮食品种，提高优质品率，增加绿色粮油产

品供给，是推进粮食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要突破口。山东省近年来持续开展了优质粮食工

程建设、“齐鲁粮油品牌建设”等项目，在全省范

围内推行“好粮油示范县”、“种植基地”等项目，

从提升企业质量品牌上做文章。好的原料是企业

做好产品的基础，优质品率的提高与原料种植前

端管理密不可分。我们收集整理了山东省 2017 年

以来小麦种植情况，并结合小麦品质测报测评对

山东省小麦种植品质情况进行分析，找到提升粮

食优质品率的有效办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山东省（含 16 市）2017—2020 年小麦生产

的各项数据：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大队提供； 

山东省 2017—2019 年小麦品种种植统计数

据：山东省种子管理站提供； 

品质测报样品：山东省 78 个主产县，采样地

点相对固定。 

品质测评数据以县为统计单元，取自山东省

78 个主产县小麦种植示范县（区）。2018 年 4 市

小麦示范区 46 组数据。2019 年 7 市小麦示范区

89 组数据。 

1.2  试验方法  

整理收集的数据，对连续 4 年的小麦生产数

据及 3 年小麦品种种植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分析。

优质品率测评依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

室关于做好“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优质粮食品

质测评工作的通知》（国粮办发（2018）153 号），

在粮食质量会检基础上统筹展开，以县为统计单

元，国家会检计划表中确定的采样县都纳入测评

调查范围。 

小麦品质测报测评的检测参数包括：容重、

不完善粒、硬度指数、降落数值、沉淀指数、粗

蛋白含量、湿面筋含量、面筋指数、粉质参数、

拉伸参数、吹泡参数、烘焙品质评分、蒸煮品质

评分、一致性检验。检测方法按照《中国好粮油

小麦》标准要求执行。符合《中国好粮油小麦》

中的指标要求的小麦作为优质品种，优质品率测

评以品种、产量加权计算。 

1.3  数据分析 

采用 Microsoft Excel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

用聚类分析的统计方法，将山东省（含 16 市）

2017—2020 年小麦生产的数据分年归类统计，得

到连续 4 年各变量的变化趋势；将山东省 2017—

2019 年小麦品种种植统计数据分年归类统计，并

按照品种种植面积、产量筛选排序，优质品种与

良种同条件排序比较分析；汇总整理品质测报测

评数据，根据检验参数结果，比照《中国好粮油

小麦》标准要求，筛选出符合样品为优质品种，

再按照品种、产量、扦样代表数量等加权计算。 

2  结果与讨论 

2.1  全省小麦生产情况 

我们从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大队取得山东省

（含 16 市）2017 年以来的小麦生产统计数据 

（见表 1）分析，全省 4 年来种植面积逐年减少，

粮食总产量保持稳定增长，粮食单产逐年增加。 

 
表 1  2017—2020 年夏粮数据 

Table 1  summer grain data in each year from 2017 to 2020 

年份 
面积 

/万亩 

同比增 

加值/万亩 

同比 

增幅/% 

总产量 

/万 t 

同比增 

加值/万 t

同比 

增幅/% 

单产/ 

公斤/亩 

同比增 

加值/亩 

同比 

增幅/% 

2017 6 125.81 / / 2 495.11 / / 407.31 / / 

2018 6 087.89 –37.92 –0.62 2 471.68 –23.43 –0.94 406.00 –1.31 –0.32 

2019 6 002.63 –85.26 –1.40 2 552.92 81.24 3.29 425.30 19.30 4.75 

2020 5 901.65 –100.98 –1.68 2 568.85 15.93 0.62 435.28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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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种植面积情况 

总体来看种植面积稳定略有下降：小麦种植

面积稳定在 6 000 万亩左右（见表 1），2020 年种

植面积较 2019 年减少约 101 万亩，与 2017 年的

6 125.8 万亩相比减少值为 224 万亩，累计减幅为

3.70%。 

 

 
 

图 1  2017—2020 年夏粮数据趋势图单位 

（万亩，万吨，公斤/亩） 

Fig. 1  Summer grain data trend chart from 2017 to 2020,  
Unit (10 k mu, 10 k tons, kg/mu) 

 

2.1.2  粮食总产情况 

从表 1、图 2 直观看出，粮食总产稳步趋升。

小麦产量是逐年增加的趋势：2020 年较 2017 年

相比累计增加值为 73.74 万 t，小麦生产同比上年

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增幅最大为 2019 年，比 2018

年增加约 81.24 万 t；4 年累计增加值为 73.74 万 t，

累计增幅为 2.97%。 

 

 
 

图 2  2017—2020 年同比增幅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2017—2020  

year-on-year increase 

 

2.1.3  粮食单产情况 

从表 2 小麦单产的同比数据可以看出，粮食

单产增长明显，科技投入效果显现。小麦的单产

是逐年上升的趋势。从 2017 年的单产 407.31 公

斤/亩到 2020 年的 435.28 公斤/亩，增长幅度为

6.87%，这与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小麦单产和总产不

断增长的趋势[1]是一致的。 

表 2  山东省小麦品种种植统计表（2017—2019） 

Table 2  Plantation of wheat varie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7 to 2019) 

统计年份 2017 2018 2019 

种植总面积/万亩 6 168.92 6 134.64 5 989.94

良种面积/万亩 6 033.81 6 036.49 5 946.34

优质品种面积/万亩 274.20 546.73 939.66

良种占比/% 97.81 98.40 99.27

优质品种占比/% 4.44 8.91 15.69

 

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明显，主要表现为极端

高温或低温、干旱或涝害等发生频率显著增加[1]。

2018 年的数据就体现了环境因素造成的影响：种

植面积、产量、单产出现三下降：种植面积比上

年减少 37.92 万亩、产量比上年减少 23.43 万 t，

单产比上年略有减少（1.31 公斤/亩）。2018 年在

小麦扬花的时候绝大部分种植地区的温度太低，

导致小麦大面积不出穗[2]。 

2.2  小麦种植品种状况 

从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及山东省种子管理站取

得了山东省 2017—2019 年小麦品种种植统计数

据（见表 2）、山东省小麦品种统计表（2017—

2019）（见表 3）。 

分析表 2 数据，得到 2017—2019 年小麦种植

面积、良种面积、优质品种面积趋势图 3，图三

可以直观看到山东小麦良种率保持平稳且上升的

趋势，优质品种率逐年上升势头明显，几乎成倍

提高。 

山东种植小麦品种数量比较多，2017 年良种

数量有 84 个，2018 年、2019 年良种数量均为 67

个；良种数量的减少也反映了种植品种的相对集

中。从表 3 可以看出山东小麦种植品种的变化趋

势：种植比例比较多的品种还是集中在“济麦 22、

鲁原 502、山农 28 号、山农 20、山农 29 号”上，

前五位种植面积占到总面积的 50%以上。优质品

种的种植数量 2017 年的 2 个、2018 年的 4 个到

2019 年的 7 个说明种植方面选择优质品种的比例

在增加。 

早在 2014 年，山东省良种覆盖率达到 97%以

上。山东省自 1982 年实行品种审定制度以来，截

至 2014 年已审（认）定农作物品种 1 431 个，主

要农作物品种更新换代了 5~7 次，良种覆盖率达

到 97%以上，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了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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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山东省小麦品种-种植面积统计表（2017—2019） 

Table 3  Planting areas of wheat varie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2017—2019) 

序号 品种名称 2017 年 品种名称 2018 年 品种名称 2019 年 

1 济麦 22 1 323.9 鲁原 502 1 524.0 济麦 22 1 391.6 

2 鲁原 502 1 296.5 济麦 22 1 100.1 山农 28 号 798.8 

3 山农 28 号 607.1 山农 28 号 849.3 山农 29 号 662.4 

4 山农 20 529.2 山农 29 号 614.5 鲁原 502 440.0 

5 山农 29 号 366.8 烟农 999* 219.3 烟农 1212 335.3 

6 良星 77 134.6 山农 20 159.9 烟农 999* 259.5 

7 鑫麦 296 121.6 烟农 1212 134.6 泰科麦 33* 197.6 

8 泰农 18 121.1 济南 17 号* 103.7 济麦 23 143.0 

9 济南 17 号* 118.1 泰科麦 33* 84.1 山农 25* 107.1 

10 青农 2 号 103.3 青农 2 号 77.8 济南 17 号* 105.5 

11 青丰 1 号 82.8 良星 77 77.6 济麦 44* 85.8 

12 良星 66 79.9 青丰 1 号 65.2 山农 30 82.0 

13 临麦 4 号 77.4 良星 66 56.5 青农 2 号 66.0 

14 良星 99 61.2 太麦 198 49.4 良星 77 62.8 

15 烟农 24 号 49.4 临麦 4 号 45.4 青丰 1 号 60.8 

16 山农 23 号 46.3 其它 44.6 师栾 02-1* 55.3 

17 山农 22 号 45.7 鑫麦 296 41.6 临麦 4 号 55.0 

18 鲁麦 21 号 40.5 泰农 18 41.5 菏麦 19 54.4 

19 烟农 999* 37.4 山农 25* 37.8 临麦 9 号 54.3 

20 烟农 5158 36.4 烟农 24 号 36.3 山农 111* 47.9 

合计种植面积/万亩 5 279.2  5 363.1  5 065.2 

占当年总种植面积/% 85.6  87.4  84.6 

说明：本表选取了山东省 2017—2019 年小麦种植面积排在前 20 位的品种统计，占当年种植总面积 85%以上。其中品种*为农

业部门认定的优质品种。 

Note: This table selects the top 20 wheat varie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7 to 2019,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85% of the total 
planting area in that year. Among them, variety * is a high-quality variety recognized by the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图 3  2017—2019 年小麦种植面积、 

良种面积、优质品种面积趋势 

Fig. 3  Trends of wheat planting area, improved varieties  
area, and high-quality varieties area from 2017 to 2019 

 

“十三五”国家小麦育种要求的特点是：节水、

抗病、耐逆、优质专用。强调的是高产、优质及

广适等特点，在黄淮麦区重视高效节水小麦品种

选育[4]。良种率和优质品率逐年增加说明农业科

技投入、良种推广成绩显现。农民种植在品种选

择方面不确定因素很多，加强种植方面品种的引

导、宣传，发挥专家专业导向作用至关重要。目

前种植方式仍存在一家一户式种植或区块种植，

优质品种率虽然增速显著（2017 年的 4.44%上升

到 2019 年的 15.69%），仍很大的上升空间。 

2.3  粮食优质品率 

农业部门优质品种率目前仍基于国家标准

《优质小麦强筋小麦》《优质小麦弱筋小麦》测

算，达到这两个标准规定指标要求的小麦品种才

能纳入优质品种。粮食部门自 2017 年开始推行

“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5]，《中国好粮油小麦》

行业标准也在这一年适时推出，此标准是根据食

品加工需要和市场认可原则，对优质小麦进行分

类分级。《中国好粮油小麦》标准将优质小麦按

照强筋、中筋、弱筋进行分类，将食品加工适用

性大于 80 分为各类优质小麦的基本要求[6]，使好

粮油优质小麦的分类更为科学、评价更加全面[7]。

山东省以中筋、中强筋小麦为主要种植品种，种

植环境得天独厚，小麦加工制品有着明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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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优质品率大大提升。 

2.3.1  新收获小麦品质测报情况 

山东省粮油检测中心自 2006 年开始对新收

获小麦品质进行测报，至今已有 14 个年头，形成

了一套比较系统、有延续性的测报数据，在指导

粮食生产、制定农业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 2017 年《中国好粮油系列标准》出台后，为掌

握“粮食优质品率”和“优粮优价”收购情况，

山东省粮油检测中心增加了优质品率测评工作。 

品质测报样品取自全省 78 个主产县，采样地

点相对固定，保证了测报数据的延续性。在《中

国好粮油小麦》标准发布实施后，按照《中国好

粮油小麦》标准对所采集的山东省新收获 78 个小

麦样品做了质量品质测评[8]。 

 
表 4  2018—2020 年新收获小麦品质测报统计数据汇总表 

Table 4  Quality forecast of newly harvested wheat from 2018 to 2020 

 达标项目个数/个 达标项目比率/% 

测报年份 一致性 优质强筋小麦 中国好粮油小麦 一致性比率 优质强筋小麦率 优质品率 

2018 0 5 33* 0 6.41 0 

2019 29 2 29 37.2 2.56 37.2 

2020 61 5 53 78.2 6.41 67.9 

说明：扣除一致性以后其他指标都符合《中国好粮油小麦》标准的样品个数。 

Note: After deducting the consistency, the number of samples whose other indexes are in line with the standard of China good grain, oil 
and wheat. 

 

数据表明：三年来，由于《中国好粮油小麦》

标准的实施，社会认同度逐渐提高，小麦在种植

环节更加注重品种一致性的问题，这与 2017 年以

来粮食系统开展的“优质粮食工程”密切相关。

正是有了种植源头的方式改变，大大提高了小麦

品种纯度。事实上，山东地产小麦一直以来就以

品质高、加工性能好而闻名全国，山东小麦的特

点是以中筋、中强筋为主，特别适合加工馒头、

面条、饺子等专用小麦粉，这也与山东人的饮食

习惯相对应。在《中国好粮油小麦》未出台之前，

山东小麦只将优质强筋、优质弱筋小麦列入优质

品种中，多年来优质品率都是在 2%~6%之间；实

施《中国好粮油小麦》标准之后，优质中筋、中

强筋小麦也纳入中国好粮油小麦范围，优质品率

大幅提升，2020 年山东省新收获小麦的优质品率

达到了 67.9%。 

2.3.2  小麦种植示范区优质品率测评情况 

自开展“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以来，我们

完成了 2 次小麦种植示范区的小麦优质品率测评

工作。2018 年，获得 4 市小麦示范区 46 组数据；

2019 年，获得 7 市小麦示范区 89 组数据；表 5

统计了 4 市小麦种植示范区连续 2 年的测评数据。

数据显示山东小麦优质品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

升，提升幅度均在 11.8%以上。从 4 市小麦种植

示范区产量加权统计结果来看，优质品率从 2018

年的 15.7%上升到 2019 年的 48.7%。 

 
表 5  四市小麦种植示范区小麦优质品率测评结果 

 Table 5  Evaluation results of high-quality wheat yield in wheat planting areas in four cities % 

地区 青岛市 东营市 德州市 滨州市 四市加权 

2018 4.3 13.5 22.0 21.0 15.7 

2019 29.7 18.9 24.6 79.4 48.7 

同比增幅 590.7 40.0 11.8 278.1 210.2 

 

2018 年：4 市小麦种植示范区 46 组测评数据。

其中：青岛市平度 7 组测评数据，优质品率为

4.3%；东营市广饶县 14 组测评数据，优质品率为

13.5%；德州市夏津县 5 组测评数据，优质品率为

22.0%；滨州市滨城区、惠民县、阳信县、无棣县、

博兴县 20 组测评数据，优质品率为 21.0%；这四

个地区产量加权计算的优质品率为：15.7%。 

2019 年：7 市小麦种植示范区 63 组测评数据，

除 2018 年四市之外新增泰安、菏泽、聊城三市的

数据。其中：青岛市平度 5 组测评数据，优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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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29.7%；东营市的利津和广饶 30 组测评数据，

优质品率为 18.9%；德州市夏津县 8 组测评数据，

优质品率为 24.6%；滨州市滨城区、惠民县、阳

信县、无棣县、博兴县 20 组测评数据，优质品率

为 79.4%。这 4 个示范区地区产量加权计算的优

质品率为：48.7%。比上年明显增加。 

从连续两年四市的测评结果来看优质品率增

幅明显，增幅最大的青岛市达到 590.7%。从具体

的测评数据来看增加最明显的主要是小麦“一致

性”达标率显著提升，从而使得优质品率提升显

著；这与近年来山东推行的“好粮油”示范县、

示范企业的带动引领密切相关。 

2019 年新增 3 市小麦种植示范区 26 组测评

数据。其中：泰安市肥城、新泰 13 组测评数据，

优质品率为 19.6%；枣庄市滕州 5 组测评数据，

优质品率为 4.9%；菏泽市 6 个市县 8 组测评数据，

5 个符合，按照数量统计优质品率为 62.5%。 

优质粮食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提高优质品

率，强化源头控制尤为重要。我们通过对德州市、

泰安市“优质粮食工程”示范县、示范企业、示

范基地的调研，发现各地市在推行“优质粮食工

程”的过程中因地制宜，结合当地资源采取多种

有效方式，推行订单农业，“支部领办”-集中土

地连片种植，采取“公司+合作社（农场）+农户”

的模式，或者通过规模生产、优化服务、差价收

购等有效措施，从种植源头就采用优质品种种植

并进行规模化、规范化管理，大大提升了粮食品

质，优质品率测评结果显著提高。增加了种粮农

民和粮油企业的收入，为今后扩大优质小麦种植

面积奠定了基础；同时解决了粮油加工企业的优

质粮源问题，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2.3.3  测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探讨 

优质品率的统计测算基础数据还不够完备，

主要是抽样比例少，代表性差，结果可参考性 

差。考虑到收获粮的时效性，在当前市、县政府

事业单位整合的大背景下，要达到全省统计细致

到村（或乡镇一级），如何及时调集抽样人员完成

采样难度很大。抽样环节还要注重细化品种等信

息的填报。有必要建立抽样人员资源信息库，完

善人员调用及管理办法，保证抽样的技术性和时

效性。 

要做好优质品率测评工作，需要有代表性、

覆盖面广的样品，检测指标多，检测耗时、工作

量大，这是对承担测评机构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

省级粮油检测机构每年承担国家收获粮质量调查

和品质测报任务，近年来国家重视食品安全，在

检验项目中加大了食品安全方面的检测项目、检

测比例逐年增加，若要同时开展优质品率测评工

作，从人员工作量安排方面需要做好统筹规划，

合理安排检测流程、保证测报测评时效性。国家

开展粮食质检体系化建设十年来山东已初步建成

了省市检测机构，正在向县级延伸。县级检验机

构受人员编制、场地、任务等原因局限正常开展

检测工作的不多。我们认为品质测报测评工作可

以作为县级检测机构的主要抓手，合理配置和利

用市、县域粮油检测资源，既可以解决抽样问题，

也可以将样品在县级经过初次筛选后，将符合基

本要求的样品集合到省、市级的检测机构完成品

质项目。 

3  结论 

原粮优质品率的提升有赖于种植方式改变。

山东省种植小麦种子的良种率已经超过 97%，生

长环境条件得天独厚。按照《中国好粮油小麦》

等系列标准中的要求，“一致性大于 95%”，要求

收获的粮食粮种纯度高，但实际生产过程中因为

种植的客观现状、收获时机械化作业连片收割，

极易导致不同品种小麦混种混收，一致性无法达

标。推行好粮油示范基地的市县，因为种植区块

化、种植品种统一，既保证了产品纯种率和质量

又便于农业现代化的有效实现。我们认为优质粮

食工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仅仅依靠粮食部门的

“粮头食尾”还不够，种植环节的源头控制很重

要，通过改变一家一户单一种植模式，鼓励采取

各种方式促成大集团、大社会的集约种植。 

优质品率测评工作是检验优质品率的有效方

法，提高粮食优质品率是粮食行业提质增效、数

质并重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举措。不同品质

的小麦具有不同的商业用途，应当建立不同筋力

专用小麦品质评价体系[9]，在建立完善地方特色

“好粮油”质量标准和技术评价体系方面[10]做更

深入细致的工作，为优质粮食提供权威认定和权

威保障。大力发展基地优质品种种植，实行专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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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储，突出产品优质特性；充分发挥示范县、示

范企业龙头带动作用，促进种粮农民和粮食企业

生产优质粮油，发挥产业链、加工链、消费链的

有机衔接，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全社会重视、

各部门协同合作，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

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使人民吃上绿色优质放心

粮油，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的更稳、更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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