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凉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横断山区东北部，青

藏 高 原 东 南 部 ， 面 积!"#万 平 方 公 里 ， 年 降 雨 量

#$$$%%左右，日照时数&$$$’以上，属典型的高原立

体气候区，境内豆类作物种类繁多，品种资源丰富。

由于豆类作物营养价值高，对土地要求不严，栽培管

理简便易行，投入少，见效快，在凉山州种植业结构

调整，发展间作套种高效农业和旱作农业等方面一

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 凉山州豆类作物生产现状

#"# 分布广泛，栽培历史悠久

凉山州豆类作物分布地域辽阔，几乎有作物生

长的地方都有豆类作物种植，而且栽培历史久远，

&$$(年全州豆类作物播种面积)"()万’%&，总产*")

万+，分别占全年粮食总播种面积的#$"*&,和总产量

的-"(&,，其中，以豌豆、蚕豆、大豆的面积最大（表

#）。蚕豆集中在安宁河谷和低山区，主要分布在西

昌、会理、会东、盐源等县市，多为净作，部分与小麦、

大麦、油菜、蔬菜等间作，或与玉米套作，约!-,用作

粮食和蔬菜，(-,作绿肥和饲料。大豆主要产区为盐

源、昭觉、雷波、会东、美姑等县，多与玉米间作，部分

种在田埂土边。豌豆的分布最广，河谷、二半山区、山

区坡度较大，台位较高的瘠薄土壤多种豌豆，甚至

($$$%.)$$$%的地区也有种植，主要产区为会东、普

格、金阳、会理等县，多净作，或与小麦、大麦、蚕豆间

作，部分县市作为反季蔬菜种植。

#"& 种类繁多，品种复杂

凉山州错综复杂的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适应

多种豆类作物生长，除豌豆、蚕豆、大豆外，还有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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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年凉山州豆类作物生产面积和产量

单位：%&"、’( ) %&"、*

豆类作物合计 !+豌豆 "+蚕豆 $+大豆 ,+杂豆

县市 面积 单产 总产量 面积 单产 总产量 面积 单产 总产量 面积 单产 总产量 面积 单产 总产量

凉山州 ,$,-,+" "!-"+,. .,,,- !,!,"+. !/## "!"!, !"0$.+/ "$.0+-- $#"., 10$1 "0!#+# ""/,0 1#/$+, "/$"+"" "#$.$
西昌市 0#/"+- "-/,+"! !00-# $1.+0 "#1/ 1!" $$##+$ "--.+!! .!-" ,.! "1$0+$ !$.$ !1-!+0 "1"1+#0 /".$
木里县 -10+- "",0+## !-0- /.+. ""#/ !$" "$"+- "//0+/- /./ "," !./,+. ,-, "/!+- "",.+#! /00
盐源县 ",..+# !0$/+!/ ,#10 ,"0+# 1// $0, 1!,+# !#1$+/, 11" !#!, ",!$+" ",,- ",/+# #+## $.$
德昌县 !0,!+, "."-+-" ,1#0 -10+. "10/ ""// //#+- !-10+-! .1, !-! 0".1+1 !#-/ !$$+! $0.-+$. ,."
会理县 ,.1"+! $##$+0$ !,.0/ !,//+$ "1/# ,!,1 $!!-+# "1##+-- 1-$# "-$ /-#"+, !//0 !$-+# $1-/+.! /$!
会东县 /0#$+/ "$1,+/- !$$0" "!!"+. !1!/ $1$/ "/#1+- "0--+/" 0-!- /1$ $#0.+, !-11 $..+, "//1+1, !#""
宁南县 "$$0+. "$-$+$! //,0 !$"$+1 !$$/ !-0- ,.-+/ !-",+/! 1/1 !#! !"!0#+1 !""/ ,!,+. ,#11+#0 !0.0
普格县 ".,,+# !,#"+1/ ,!$# !.,$+# .$# !1#- 0$+# .1,+!$ 0" $/" "-"-+$ .0# /10+# """#+!, !$#!
布拖县 "!1-+1 !$-"+#/ $##" !$$1+- 11/ !!1/ -0+/ !##0+!# -- ,!. ""!-+1 .$# $/$+" "".$+$" 1!#
金阳县 $!$,+" !/0"+,! ,1.- !1,/+. !#0/ !.00 /#,+, !"".+!1 0"# "!. $$",+" -"1 /0,+. "1#"+,$ !/1$
昭觉县 !-"/+# ".#"+"1 /##0 /,!+# !"$# 00/ ,,+# !/.#+.! -# -!. $,,.+0 ",1# ,"!+! ,"/$+,1 !-.!
喜德县 $,-+! $,#$+-, !!1! 1.+. !0./ !/" "/+$ "!-!+#/ // !"$ ,00#+# /-! !#.+$ $01/+.1 ,#$
冕宁县 !1/"+- !$1-+/! "/-! ""-+- !/## $," !",+. "!/$+!/ "0. ,$# "/1#+" !!!# !#0.+1 -.,+/, 1/#
越西县 ,#$+# ,/-,+!, !1,$ /-+# "$,# !$$ !#+# $$##+## $$ "$, ,.#0+# !!,1 !#"+# /!10+"- /".
甘洛县 !1!#+1 !.!#+0! $,0# /.1+$ -$/ ,,# !"0+! !#10+-$ !$- $." ".$0+- !!/# 0.,+. ",.,+## !-$$
美姑县 "!0#+# !-$!+0! $-,# /0.+$ !"0# -!- /$+- "-.+/# !/ 1$. !."/+/ !0!/ 0.1+$ !..,+-/ !$.$
雷波县 $##-+! !!0$+/- $,.. $--+- !/$# /-1 /.#+$ !-",+,/ !#!1 "#$1 .$#+/ !1.0 !+$ /"/#+## -

资料来源：凉山州"##$年农业统计年报。

豆、豇豆、绿豆、黑豆、红豆、刀豆、扁豆、小豆、饭豆、

爬山豆、泥豆等。同时，在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

的作用下，每个种类都产生了许多形形色色、丰富多

采的类型和品种，其特点为：类型多，适应性强，品质

好。例如芸豆，从海拔0##&2$###&都有种植，分直

立、半蔓生、蔓生三种类型，现已搜集到地方种质资

源/1份，一般品质优良，特别是大白芸豆、奶花芸豆

品质突出，粒大饱满，色泽鲜亮，商品价值高，为传统

出口商品。目前，凉山各地生产上的豆类品种，已经

大大简化，许多地方品种被新品种代替，但地方品种

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其中不乏一些名特优品种，如

西昌大白蚕豆，布拖奶花芸豆，甘洛绿豆，普格红米

豆，木里大白芸豆等，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名。

!+$ 发展相对缓慢，种植分散

凉山州豆类作物生产在解放初期，曾获得快速

发展。0#年代后人口增长过快，但土地资源有限，豆

类作物生产长期处于徘徊与停滞不前状态，种植面

积波动大，单产低而不稳，"#世纪.#年代以后，豆类

作物生产有所恢复，但总产增长速度较慢，低于消费

增长速度。如"##$年全州蚕豆播种面积!+"0,万%&"，

比!..,年!+"""万%&"扩大#+#,"万%&"，总产量$+#".
万*，比!..,年"+"-.*，增产#+-/万*，播种面积和总产

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和"+-/3，而同期四川

省 平 均 增 长 率 分 别 为!+1$3和$+/"3， 云 南 省 为

#+-$3和,+,/3。从区域布局来看，凉山州各县市都

有种植，集中产区为西昌、会东、会理、昭觉、金阳、盐

源 等 县 市 ， 但 种 植 面 积 和 总 产 量 也 只 占 全 州 的

/-+13和0"+,3，而且多与其他作物间、套作，或零星

种植，基本没有形成规模生产。

!+, 市场发育水平低

凉山州豆类产品市场化程度较高，商品率在

0#3左右，但市场发育水平较低，农民生产出来的豆

类产品，基本上以传统的市场交易方式完成销售，产

销信息、营销网络等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混种混

收混销，优质不优价，比较效益低，严重影响了农民

种植豆类作物的积极性。

!+/ 产业技术水平明显落后

凉山州豆类作物生产技术落后，普遍存在耕作

粗放，良种缺乏，栽培管理技术、深加工技术落后，育

种栽培研究薄弱等问题，豆类作物单产低，商品性

差，生产效益不高，单产水平仅相当于其他粮食作物

平均产量的,1+-/3。

" 凉山州豆类作物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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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前景好

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豆类作物产品需求量会

越来越大，地位将越来越重要，发展“两高一优”农业

和农业内部结构调整需要发展豆类作物生产，“入

世”后大宗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玉米价格的变化对豆

类作物生产将产生积极的影响。玉米价格走低，豆类

作物与玉米比价提高，有利于凉山豆类作物生产的

发展。

#"# 单产及种植面积潜力较大

在更换良种，精细耕作并采用新技术，适当增加

投入的前提下，凉山州豆类作物单产完全有可能增

加至#’$$() * +,#。随着凉山农业综合项目开发，农田

基本建设，大量的新垦地和新植果园需要种植豆类

作物，以加速土地熟化。

#"& 具有比较成熟的豆类新品种和新技术

目前已育成和引进了一批适合凉山生态区域的

豆类作物新品种，如“凉胡’号”、“凉胡-号”、“品芸!
号”、“巨丰大豆”、“日本红豆”等，并摸索出了一套适

合凉山优质高产的栽培技术，有待于大面积推广和

应用。

#". “入世”对发展凉山豆类作物产业的优势

一是豆类作物种类和品种类型丰富，能够选育

和生产出适应消费方式多样化的要求；二是豆类作

物主产区使用化肥、农药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较

好，适于发展绿色无公害、有机豆类作物生产；三是

劳动力丰富，适合于发展劳动密集型豆类作物产品

（如菜用大豆、菜用蚕豆）生产和多品种小批量豆制

品生产；四是生产上利用的全部为非转基因品种，在

欧洲、日本和韩国等豆类主要进口国排斥转基因食

品后，我国豆类作物产品出口形势有可能好转。

& 发展凉山州豆类作物生产的基本思路

和对策

基本思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出发点，以国内外

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资源比较优势为基础，以提高单

产和品质为突破口，以加工企业为龙头，促进规模化

种植、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和精深加工，同时，加

大政府支持力度，全面提高凉山豆类作物产品市场

竞争力。为此，应突出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 依靠科技，打造特色产业

&"!"! 强化新品种的选育和推广

加强优质高产豆类作物新品种选育和推广，主

攻品质，提高优质品种的产量和抗性水平，可较大幅

度提高全州豆类作物品种的丰产性和稳产性。此外，

还应重视特用型新品种选育，选育出一批符合市场

要求的高蛋白、特大粒、小粒、菜用型、药用型新品

种，以满足国际市场和国内豆制品加工企业的需要。

&"!"# 实现栽培技术的规范化、标准化

开展豆类作物高产栽培技术攻关，在引进外地

先进优质栽培技术基础上，进行本地优质高产栽培

技术攻关，实现凉山优质豆类作物栽培的规范化、标

准化。

&"!"& 加强豆类作物科技成果推广

一是对生产上使用的品种，包括原有的推广品

种和地方良种，应划定适应区，搞好品种规划布局，

做到因地种植，充分发挥良种增产潜力；二是组织区

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三是建立种子生产基地，加

快扩繁和推广速度，提高良种普及率，增加种子供应

量，提高换种率；四是积极组织新品种、新技术的配

套、试验示范和推广；五是加强豆类作物产品加工技

术研究和新产品研制，开发保健食品。

&"# 建设豆类作物商品生产基地

一是积极申报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和无公害

农新产品；二是扩大单品种种植规模，对优质品种实

行大规模连片种植，单收、单储、单运；三是加强种子

生产基地与商品生产基地配套建设；四是加强商品

基地抗旱、排涝条件建设，扩大基地水浇地面积，增

强基地抗灾能力。

&"& 发展特色豆类产业

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丰富和豆类品种资源丰富的

特点，发展各种专用型豆类作物生产与加工。目前，

可发展鲜食菜用豆生产与保鲜加工、药用大豆生产

与加工、无筋豆生产与豆制品加工等。利用凉山无污

染、病虫害轻等有利条件，发展绿色有机豆类作物生

产，并不断开拓专用豆类作物产品消费市场，促进特

色豆类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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