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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专用玉米的研究利用现状及发展前景

李晓亮!王常芸
+烟台市农科院"山东 烟台 (&##"",

摘 要! 根据我国专用玉米生产发展的需要"简要地介绍了目前各类专用玉米的特征特性#研究进展#育种成

果及综合加工利用的状况"并分别简明地指出了它们的发展前景"为今后我国特用型玉米的深入研究和广泛开发利

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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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玉米是指普通玉米以外的各种玉米类型"
这类玉米因具有某种特性而被主要用于某种特定用

途"因而也称作特用玉米$世界上对专用玉米的研究

始于 (" 世纪初"至今已有 !"" 多年的历史$ 我国专

用玉米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自 (" 世纪中后期以来"
我国的研究进展很快" 目前在某些领域已位居世界

领先水平$ 我国现有的专用玉米类型主要包括糯玉

米&甜玉米&高油玉米&优质蛋白玉米&青饲青贮玉

米&高淀粉玉米和爆裂玉米等$随着玉米多元化利用

的不断深入"新的特用型玉米还将不断涌现’如药用

玉米&观赏玉米等,"为促进我国专用玉米产业的发

展" 现将以上几种特用型玉米的发展概况及前景展

望做简要的阐述V!W$

! 各类型特用玉米的发展概况

CDC 糯玉米

!"!"! 特征特性及生产研究进展 糯玉米’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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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Q BGC4E?74 P@6GL>,又称蜡质玉米&粘玉米"是受玉米

第 % 染色体上的隐性糯质基因 N]N] 控制的玉米突

变类型"表现为子粒胚乳中的淀粉全部为支链淀粉"
这种淀粉分子量较小且高度分枝"能溶于水"又称水

溶性多糖 ’:-^," 具有较高的粘滞性和较好的适口

性$ 糯玉米起源于中国的西南地区"!%"X 年传到美

国"并逐渐发展为商用玉米$我国糯质玉米杂交种的

系统选育工作始于 (" 世纪 Z" 年代" 到 X" 年代"一

批高产优质品种陆续选育成功" 烟台市农科院率先

在全国育成了第一个通过审定的糯玉米杂交种烟单

# 号"比地方农家品种增产 #"_以上$ 到现在为止"
我国育成的糯玉米杂交种达上百个" 其中推广面积

较大的有烟糯&中糯&苏糯及垦粘等系列品种$ 糯玉

米种植在我国已比较广泛"且种植面积逐年增加$
!"!"# 综合加工利用状况 在我国" 鲜食是糯玉米

的传统食用方法"约占总量的 X"_以上$ 其鲜穗煮

熟后柔软细腻"甜粘清香"营养丰富"特别适于鲜嫩

玉米食用$ 鲜食可直接上市"也可加工速冻"分期上

市"其口感风味不变$ 其次"糯玉米罐制品和饮品是

近年来饮食加工业新兴的开发项目"深受市场欢迎$
再次"糯玉米淀粉还是造纸&纺织&酿酒等工业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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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料! 另外"鲜食糯玉米的茎叶柔软多汁"营养丰

富"是上等的青饲料!
!"# 甜玉米

!"#"! 特征特性及生产研究进展 甜玉米!!"# $#%&
"# $%&&’%(%)% $)*()+是玉米属中的一个亚种即甜质型

玉米亚种" 它是受一个或多个隐性基因控制的胚乳

突变体" 已发现的隐性控制基因有 $*,#$*-#$’,#$’-

和 .), 等! 甜玉米可分为普甜玉米#超甜玉米和加强

甜玉米类型" 目前在我国广泛应用的甜玉米类型主

要有 $*, 型普甜玉米#$’- 型超甜玉米和 $*,$/ 型加强

甜玉米! 甜玉米原产于美洲"具有甜#脆#嫩#香等特

点"-0 世纪 -0 年代美国就育出了第一个甜玉米杂

交种"现在年种植面积在 10 万 ’2- 以上3-4!我国甜玉

米的研究始于 -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已有甜玉米

问世"并加工出合格的甜玉米罐头!之后研究工作中

断"70 年代后期才重新开始! 目前"全国生产上应用

面积较大的品种有甜玉系列#苏甜 8 号#超甜 ,5 和

甜单 8 号等" 其中甜单 8 号首次在世界上实现了商

品甜玉米杂交种的有色化" 内在品质和外观都达到

了世界领先水平!
!"#"# 综合加工利用状况 甜玉米是集蔬菜#水果#
饲料于一身的新型经济作物"甜玉米营养价值高"且

易被人体消化吸收"是人类的理想食品!在利用上主

要有鲜食#制作罐头和速冻加工等!由于甜玉米各类

型间的差异"其利用也有所不同!普甜玉米含糖量较

低"水溶性多糖含量较高"不耐储藏"青食风味易丧

失"适于做罐头和整穗速冻$超甜玉米含糖量高"水

溶性多糖含量低"耐储藏"但风味和适口性略差"适

于青食和速冻$ 加强甜玉米含糖量和水溶性多糖均

较高"兼有普甜玉米和超甜玉米的优点"因此用于青

食#制罐等均较适宜314!
!"$ 高油玉米

!"$"! 特征特性及生产研究概况 高油玉米是指子

粒中含油量比普通玉米高 509以上的玉米类型"是

一种人工创造的新型玉米" 玉米的含油量受多基因

控制" 以加性遗传效应为主! 普通玉米的含油量为

:9 ; 5<"而高油玉米一般为 7< = ,0<"最高可达

-0<以上!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最先开始培育高油玉

米"最初育成的杂交种由于农艺性状差"生产上没有

应用"到 -0 世纪 70 年代末"才有杂交种上市! 我国

自 70 年代引进高油玉米资源并开始进行研究! 到

80 年代中期"中国农科院#北京农业大学等单位先

后育成了一批高油玉米自交系和杂交种应用于生

产! 目前我国推广的高油玉米品种主要有高油 , 号

!含油量 8>-<+#高油 6 号?含油量 @>,<A#高油 ,,5!含
油量 7< = ,0<A及春油系列等"其子粒产量与普通

玉米接近!
!"$"# 综合加工利用状况 玉米油是一种高品质的

食用植物油! 由于玉米油中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亚

油酸的含量高"具有降低血管中胆固醇"防止血管硬

化的作用"对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有显著疗效!
另外"玉米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长期食用能增强

肌肉和心血管机能" 维持生殖器官正常机能和肌体

抵御能力"因此玉米油是人类最理想的食用植物油"
堪称%健康营养油&! 另外"除油分外"高油玉米还含

有丰富的蛋白质#赖氨酸和类胡萝卜素等"高油玉米

的高能量可显著降低畜禽单位增重所需要的饲料

量" 因此用高油玉米作饲料喂养畜禽" 效益十分可

观! 据资料介绍"用其养猪"每增重 , CD 猪肉"较普

通玉米可节省饲料 5< = 6<$用其养鸡"含油量每提

高 ,<" 单位饲料增重提高 ,>6<$ 用其青饲喂养奶

牛" 产奶量提高 8< = ,0<" 牛奶脂肪提高 0>:< =
0>6<"蛋白质提高 0>-< = 0>:<"牛奶可全部达到优

质奶标准E:F!
!"% 优质蛋白玉米

!"%"! 特点及研究进展 优质蛋白玉米是指玉米子

粒中赖氨酸含量在 0>:<以上"较普通玉米高一倍左

右的玉米类型! 目前所指的高赖氨酸玉米一般是指

由 GH%D*/I-?简称 G-J基因控制的优质类型"该基因

纯合时" 子粒表现为不透明的软胚乳且蛋白质中谷

蛋白?富含赖氨酸K增加"醇 溶 蛋 白 ?缺 乏 赖 氨 酸 A降
低" 故人们也把这种玉米称为高赖氨酸玉米! ,@6:
年美国普渡大学的麦茨?B>L>M/()NK等首先发现了带

有 G- 基因的玉米! 我国自 ,@7- 年开始优质蛋白玉

米的育种工作"被列入国家%六五&#%七五&#%八五&
玉米攻关项目"在育种上先后解决了赖氨酸含量#产

量和胚乳硬质化的问题! 育成的代表品种有中单

-06#鲁玉 ,1#长单 58 和新玉 6 号等! 近几年"我国

的优质蛋白玉米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育成了几个产

量潜力为 ,1 500 CD O ’2-"且赖氨酸含量比普通玉米

高一倍的新品种"如中单 1850 和农大 ,08 等"使我

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 加工利用状况 目前" 优质蛋白玉米主要用

作饲料! 实验证明"用优质蛋白玉米养猪"日增重较

普通玉米提高 50< = ,,0<"每增长 , CD 猪肉"可节

省饲料 ,>1 = ->, CD$用优质蛋白玉米喂鸡"产蛋率较

普通玉米提高 -0< = 10<!另外"优质蛋白玉米食用

比普通玉米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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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饲青贮玉米

!"#"! 特征特性及生产研究概况 青饲青贮玉米是

指在不同生育阶段采收青绿的玉米茎叶和果穗作饲

料或采收乳熟期至蜡熟期的整株玉米! 经加工贮藏

后喂饲家畜的一类玉米" 青饲青贮玉米的特点是茎

叶产量高!可溶性碳水化合物丰富!营养生长期长!
光合效率高!蛋白含量高!木质素和纤维素含量低!
茎叶粗壮!抗倒伏能力强!耐密性好" 据报道!!""#
年该类玉米在欧洲的年种植面积为 $$% 万 &’(!占

玉米总种植面积的 )%*左右" 在我国虽然畜牧业有

玉米青饲的传统! 但是专用型青饲青贮玉米品种的

研究较晚"自 +% 世纪 )%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也培育

出了许多优质的青饲青贮玉米品种!如京多 ! 号#科

多 , 号和科多 ) 号等"
!"#"$ 利用状况 玉米是饲料之王! 青饲青贮玉米

茎叶柔软多汁!营养丰富!消化率高!尤其经过贮藏

发酵以后!适口性更好!是肉牛和奶牛业的主要饲料

来源"实验表明!青贮饲料在反刍动物的消化率可达

-%* . /%*!与干料相比!肉料比由 01232 降至 !4$!
节省饲料近 25*"
!"$ 高淀粉玉米

!"%"! 特征特性及研究进展 高淀粉玉米是指玉米

子粒淀粉含量在 67*以上的专门用于加工玉米淀

粉的一类玉米"研究发现!玉米的淀粉含量是由隐性

突变基因 89#:;#<;(#=> 等决定的! 其中 => 基因突

变体的胚乳淀粉几乎 0%%*为支链淀粉!即糯玉米$
89#:;#<;+ 三种突变基因都可增加直链淀粉的含量!
以 89 突变基因作用最大!直链淀粉含量可达 2%* .
)2*!为高直链淀粉" 因此!高淀粉玉米可分为混合

高淀粉#高直链淀粉和高支链淀粉?糯质型@三种类

型"在美国高淀粉玉米的研究较早!玉米淀粉的加工

业极为发达!其利用也非常广泛" 在我国!0""" 年全

国淀粉总产量为 ,/5 万 A!其中 "5*来自玉米" 近年

来我国育出了一些混合高淀粉玉米品种!如郑单 0)
等B2C!在生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目前高直链淀粉

玉米品种在国内一直没有品种推出和应用! 还有待

进一步加强研究"
!"%"$ 综合利用 玉米淀粉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
造纸#化工和纺织等工业领域"利用玉米淀粉制取的

葡萄糖是医药工业的重要原料! 经深加工制成的果

糖浆!是人类的营养佳品"利用玉米淀粉生产的燃料

乙醇是未来的环保能源" 玉米的高直链淀粉是生产

光解膜的最佳原料! 对解决农业生产上的 %白色污

染&有着重要的意义" 据调查!以玉米淀粉为原料生

产的工业制品达 ! 555 余种! 因此美国称淀粉业为

%朝阳产业&"
!"% 爆裂玉米

爆裂玉米?!"# $#%& D3 9E9FA8 <A;FAG是一种专门用

于爆制玉米花的玉米类型!其胚乳淀粉粒排列紧密!
各淀粉粒间蛋白质基质和大量蛋白质粒将淀粉粒连

成一体!很少有间隙!当子粒受热时!蒸汽运动回旋

余地小! 因此爆裂性好" 好的爆裂玉米爆裂率达

""*!膨胀倍数达 $5 倍" 爆裂玉米子粒富含蛋白质#
淀粉#纤维素#无机盐和多种维生素!它能提供同等

重量牛肉所含蛋白质的 -/*!铁质#钙质的 H05*"
它是高纤维#低能量食品!常吃有利于儿童的发育和

老年人保健"在美国!爆裂玉米于 +5 世纪 ,5 年代就

受到食品加工业的重视!-5 年代开始培育杂交种"
我国爆裂玉米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5 年代!至今已育

成了若干优质品种!如黄玫瑰#黄金花#沪爆 0 号和

沈爆系列等" 其中沈爆 + 号是我国第一个爆裂玉米

单交种!综合技术指标已达美国爆裂玉米水平"爆裂

玉米的用途就是爆制玉米花!由于加工#市场及种植

效益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目前我国爆裂玉米的发展

还仅处于起步阶段"

+ 发展前景展望

+55+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在世界

谷物总产量中!玉米已位居第 0 位!超过了小麦和稻

谷" 玉米的用途广泛!既可用作人类食粮#畜禽饲料

及青饲料!又是上千种工业用品的原料!在我们的生

产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国是世界第二

玉米种植大国! 我国的玉米主产区又是世界三大黄

金玉米带之一! 具有玉米生长所需要的良好的气候

自然资源!因此我国发展玉米生产优势显著"对于发

展较高经济价值的专用玉米更是前景光明" 因此!
+55$ 年我国农业部发布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

划?+55$ . +55/ 年G中指出!要在我国的玉米主产区

建设专用玉米优势区!大力发展特用型玉米"根据类

型特点!作者认为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 饲料和粮饲兼用型

这类玉米主要有青饲青贮玉米# 优质蛋白玉米

等"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鲜牛

奶及奶制品的消费呈几何数字增长! 由此带动我国

畜牧业迅速发展! 而作为饲料之王的玉米特别是专

用玉米的种植前景光明" 目前!在我国的东北#华北

地区黄金玉米带!已经发展起了数家大的奶业集团!
如伊利#蒙牛#飞鹤和三元等!而且各地奶业企业正

05) 玉 米 科 学 0+ 卷



迅速发展!大大带动了当地饲用玉米的发展" 因此!
要大力发展优质饲用玉米! 特别是专用型的青饲青

贮玉米#优质蛋白玉米等的种植"
!"! 鲜食兼加工型

这类玉米主要包括糯玉米和甜玉米等"目前!玉

米虽然已不是人类的主要食粮!但作为杂粮!它是普

遍受到人们喜爱的一种" 近年来玉米鲜食作为人们

喜爱的一种食用方式不断受到人们的重视! 因此鲜

食专用型品种$$$糯玉米# 甜玉米等更是倍受人们

的青睐!市场种植普遍看好!特别在城市及人口密集

的地区周围!供不应求!种植效益高!应大力发展"另

外!这类玉米近年来在食品加工上用量越来越多!前

景看好"但值得注意的是!对甜玉米作为鲜食玉米种

植时! 因其货架期较短! 应注意销售和种植量的结

合!以防造成损失"
!"# 大量加工专用型

这类玉米主要有高油玉米和高淀粉玉米等" 这

类玉米的发展应把握好国内外市场动态! 认真分析

市场需求量和企业加工能力!最好发展订单农业!即

农户和加工企业签合同! 在保证其销售的前提下来

发展"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工

工业不断强大!加工能力和工艺水平不断提高!许多

工业品都由进口变为自主生产! 如目前应用前景看

好的玉米制的燃料乙醇! 是替代石油燃料的新一代

环保产品"我国在河南#吉林等地已经建成了大型的

加工企业! 高淀粉玉米将需求很大" 目前对高油玉

米!则要针对市场#针对加工企业的要求来稳步扩大

生产种植"因为我国的食用油主要是豆油和花生油!
而玉米油所占份额还不足 !"! 但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和饮食上由传统注重色香味到注重营养的

改变!高油玉米在我国还是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因

此!这类玉米中长期前景看好"
!"$ 微量或订单加工专用型

这类玉米主要包括爆裂玉米和笋玉米等"目前!
这类玉米利用上比较单一! 加上受市场需求的影响

较大!或受国际市场的波动影响较大!因此在种植发

展上要有计划的安排生产!避免出现生产过剩!造成

经济损失"爆裂玉米要根据加工企业发展和需要!考

虑发展种植%笋玉米生产要看出口加工情况!目前在

国内食用数量很少"这类玉米前景较好!但要有一个

发展过程"
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专用玉米综合发展

水平较低!其发展受到研究#加工#市场销售等多方

面因素的制约!还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人们观念意

识的改变#科研生产加工各方面加强的综合作用"随

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种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玉米利

用多元化的推进! 专用玉米必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重视和青睐!从整体上看!专用玉米的发展前景是光

明的"我国专用玉米的发展目标是&到 #$$% 年!在华

北#东北两大平原及西南山区#半山区两大优势玉米

产区!专用玉米种植面积要达到玉米总面积的 &’"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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