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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是梨的重要产区，栽培历史悠久，栽培面

积和产量均为全国第一，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

大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集合，具有数据规模大、

种类多的优点，能全方位描述事件。在“十三五”时

期，我国将大力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现已将数据库

广泛应用在很多领域。然而，目前梨产业数据库体

系尚未建设，政府对梨产业没有全面的了解，制定决

策时缺乏依据[1]。笔者通过搜集河北省内各个梨主

产区产业数据，构建数据库体系，旨在为政府制定产

业决策和调控市场提供数据支撑，为企业改善生产

技术提供理论依据，促进产业发展。

1 河北省梨产业现状

1.1 河北省梨栽培面积及产量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梨生产国，无论是产量还

是栽培面积均居世界首位。河北省是我国产梨大

省，栽培历史悠久。近几年我省梨果产量相对平稳，

年产为480万 t左右。截止到2016年，河北省梨种植

面积为 22万 hm2左右，省内大部分主产区面积也与

2015年相对持平，个别地区面积与去年相比有所变

化：晋州和邢台因栽培模式的转变和销路顺畅等原

因导致面积增加5%~8%，赵县等地因改种等原因致

面积有所下降。栽培品种以‘鸭梨’‘雪花’为主，面

积超过总量的 2/3，新兴的‘黄冠’‘新梨 7号’‘玉露

香’等品种也正在一步步被群众所接受[2]。这对于

丰富市场结构、提高我省梨果产业整体收入和增加

产业竞争力具有积极作用。

1.2 河北省梨出口量

我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开始，梨出口量得

到了飞跃式的发展，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占据了举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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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types, and has become a powerful means to improve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pear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we points out that the current

pear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has a single species, the quality of fruit is uneven, and the upper deci-

sion-makers cannot accurately control. Therefore,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ear indus-

try database is imm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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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的地位。我省梨出口量在 2001年为 5.52万 t，

出口额为 1 357.2 万美元，出口量占梨总产量的

2.26%。2010年我省出口量为10.04万 t，出口额为4

934.2万美元，出口量占总产量的 2.67%[3]。这十年

来我省梨出口量和所占比重均上升，梨产业在逐步

发展。

2 河北省梨产业存在问题

2.1 品种构成和区域布局不合理

由于目前产业数据库建设不全，经营者和管理

者无法准确地把控我省梨产业品种和区域布局情

况，致使其构成不合理。我省的主栽品种是‘鸭梨’

和‘雪花’，占总栽植量的2/3左右，销售商借此恶性

抬高其他品种的物价，拉低‘鸭梨’‘雪花’价格，梨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更需要品种构成的均衡。上世纪

80年代开始，由于梨果效益的驱动，一些不适宜栽

种梨的地区也种上了梨树，一些农民缺乏种植相关

知识，管理技术和硬件水平均无法达到标准，致使其

果品品质差，经济效益低，不能得到市场认可，新品

种和新技术也无法落实，区域规划得不到落实[4]。

2.2 果实品质差

由于对我省各品种物候期数据无法有一个准确

和清楚的认知，经营者和管理者不能把控各品种采

摘和施肥等措施的最佳时间，致使果实品质无法达

到预期标准。

我省梨产业目前还是以零星粗放的管理模式为

主，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高，不能及时应用最新的

管理栽培技术。再加上果农整体素质不高，大多都

靠以往经验管理果园，对于果园新兴技术接受程度

很低，致使果品品质参差不齐，价格高低不等，不利

于国内市场竞争和大型出口贸易[5]。

2.3 产业化程度低

不光生产过程，在采摘、加工、分级、贮藏、包装

等过程中所用技术也较落后。如运输和贮藏过程中

我国每年损耗的果实达到总产量的1/7，而发达国家

在整个产业链的总损耗率为3%~5%，我省在此方面

的问题更是凸显。商品化水平较低，分级大都是手

工操作，多以果实品质作为唯一分级标准，基本不进

行清洗和浸蜡。包装时多数果农仍采用粗糙和笨重

的箱子进行包装，并且包装不规范，存在箱子质量

差、分量不足、箱外无标识、不同等级果品混乱包装

等问题[6]。

加工方面则表现为品种单一。我省梨产品加工

行业依旧规模较小，初级产品比例大，品牌效应不

强，未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和市场优势。

由于受传统生产方式和产业水平限制，最终产品还

是以鲜食为主，深加工产品所占比重依旧很小，不到

总产量的5%[7]。我省倡导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周边小

企业和个体户，并形成一个标准和完整的产业链，此

方法虽然取得一部分成效，但离理想状态仍有较大

差距。

3 河北省梨产业数据库建立

3.1 农业数据库优点

农业数据库是通过收集农业生活中的大量数

据，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筛选和分析，挖掘其内在

价值，指导农业生产和经营，推动该产业蓬勃发展，

并且给政府制定决策提供理论依据的新型基础资

源。农业数据库的应用，可以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管

理、销售方面的效率。还可以将各类信息收集起来

并加以整理，使上层决策者有的放矢，提出针对性意

见[8]。

3.2 数据库建设模块

建设思路为构建梨产业数据库完整框架，制作

各项指标参数的调查表；确定要调查的具体地点；对

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构建梨产业数据库体系，制作

产业数据电子图。

调查表由气候、土壤、产量、面积等14个部分构

成。气候数据包括温度、降水、灾害性天气等模块；

土壤数据包括土壤质地、园地类型、土壤养分等模

块；品种数据包括砧木品种、栽培品种、授粉树品种

等模块；产量数据包括平均单产、最高单产等模块；

面积数据包括总面积及各树龄面积等模块；物候期

数据包括叶芽物候期和花芽物候期等模块；栽培数

据包括树上管理和树下管理等模块；病虫害数据包

括名称、发生时期、危害面积等模块；营销数据包括

营销方式和销往地等模块[9-10]。

4 展 望

目前我国农业信息模块发展还不完善，生产和

销售方面的信息不能被及时了解和利用。通过数据

库平台，梨产业的品种分布、气候土壤条件、栽培管

理、生产销售等数据被深度挖掘。首先可以根据数

据的分析和处理结果，进一步预测出未来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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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有利于提前做出科学预判，进行有效的人

为干预，使得梨果生产和销售活动按照人们的意愿

进行，有利于整个梨产业从业者获得更大的利

益[11]。更重要的是，可以使上层决策者对当地梨果

产业中各个模块有具体和深入的了解，方便针对具

体问题如品种构成和区域布局不合理以及国际竞争

力差等实施相应政策，对梨产业进行宏观调控[12-13]。

由此认为，建设河北省梨产业数据库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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