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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糯甜玉米产业化开发前景

汤 洁!饶月亮!戴兴临!叶厚专!谷德平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旱作研究所"南昌 **"("",

摘 要! 江西省是我国鲜食及加工型糯#甜玉米的优势产区"其大部分地区可以春#秋两季播种$ 另外"糯%甜玉

米作为鲜食及加工特用型玉米品种"有着普通玉米高产#稳产的特性"又具有自身优良特性&糯%甜玉米含有较高的

支链淀粉及多种类型糖分"是两种有益人体健康且营养丰富的食品&糯%甜玉米作饲料"特别是糯玉米子粒作饲料"

可以提高农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因此"产业化开发糯玉米和甜玉米是江西省调整农村种植业结构的重要措施"可

极大地促进江西省农业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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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城乡居民对鲜食型

糯%甜玉米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农民种植糯%甜玉米

的经济效益比种植其它粮食作物增收 & """ 元 \ FU(

以上$因此"在种植业结构调整中"加大糯%甜玉米种

植面积是一个短%平%快地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的优势项目$糯%甜玉米具有多种用途"可以食用%饲

用%药用"还可以作为工业原料$糯%甜玉米生产在促

进我国种植业% 养殖业及整个农业可持续性发展中

起着重要作用"而且随着科技进步"糯%甜玉米综合

利用的前景十分广阔$
江西省是我国农业大省" 在我国粮食及农产品

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优越的温%光%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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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然条件"及其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为江西省加

大糯% 甜玉米生产及进行产业化开发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也是江西省成为我国鲜食及加工型糯%甜玉米

重要优势产区的必要条件$糯%甜玉米在江西省的地

理%生态%气候条件下"可以作为春%秋两季播种"这

就大大地提高了江西单位耕地面积的生产效益$ 自

(" 世纪 %" 年代中期以来"糯%甜玉米播种面积占全

省玉米播种面积相当大的比重" 而且根据江西省农

业厅 !%%% 年 !" 月 *! 日下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玉米

生产的意见(文件中指出"今后每年扩种 * 万 FU( 左

右的玉米$由此可见"发展糯%甜玉米生产%扩大种植

面积是江西省推进农业种植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

性调整的重要措施" 是江西省拓宽农民增收的重要

渠道"为糯%甜玉米产业化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 糯%甜玉米的营养及利用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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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甜玉米一方面有着普通玉米高产!稳产的共

性"同时又有高支链淀粉和高糖分的特性"这是其他

粮食作物不可相比的# 糯玉米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

品"蛋白质!氨基酸含量介于普通玉米和高赖氨酸玉

米之间"蛋白质含量有的品种高达 !#%&’以上$普通

玉米的淀粉主要为直链淀粉" 而糯玉米几乎全为支

链淀粉$ 支链淀粉消化率高"易于消化吸收"作为饲

料能降低日消耗饲料量且单位饲料增重量大" 并且

可以极大地提高畜产品的质量$ 糯玉米胚的含油量

也较高"如糯综 ! 号含油量为 (%)!’"大大高于普通

玉米平均含油量的 #%$(’$因此"经常食用糯玉米具

有控制胆固醇上升"对动脉硬化病%冠心病!心肌梗

塞及血液循环障碍等疾病有奇特的疗效$ 甜玉米分

为普通甜玉米!加强甜玉米及超甜玉米$普通甜玉米

乳熟期胚乳中糖分含量为 !)’ * !&’" 相当普通玉

米的 "%& * $%) 倍"超甜玉米子粒糖分含量比普通甜

玉米多 "%& * $%) 倍"加强甜玉米的含糖量居于前两

者之间&蛋白质占子粒比重的 !$’$ 因此"糯%甜玉

米具有蔬菜% 水果% 粮食及饲料四位一体的利用价

值$

" 糯% 甜玉米饲料可促进江西省畜牧

业的发展

江西是农业大省"随着我国加入 +,-"农产品

市场将全面对外开放"这对其粮%棉%油等农产品由

于品质和价格因素" 在一定的时期内的竞争处于非

常不利的情况下"尽快进行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发展

具有竞争力的素质型市场农业" 成为当前农业产业

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发展粮食’饲料’经济多元兼

用 型 作 物"以 达 到 发 展 畜 牧 业%养 殖 业"促 进 农 民

增产增收和改善人们的食物结构无疑具有重要的

意义$
糯% 甜玉米是粮食’饲料’经济多元兼用型作

物"集强竞争力和素质型市场农业优点于一体$其蛋

白质%高赖氨酸%高维生素和支链淀粉价值高"产品

的转化率好"具备很强的产肉%蛋%奶的能力$试验表

明"糯玉米子粒作为饲料"明显降低了畜禽单位增重

饲料日耗量"支链淀粉含量越高"饲料日耗量越少"
蛋白质补充物的加入量也大大减少$据报道"糯玉米

用于饲养猪%羊%奶牛等"表现出超过普通玉米的效

率"如饲养羊"日增重超过普通玉米的 ")’"提高饲

料效率 !#%$’"饲养牛饲料效率提高 !)’$ 因此"糯

玉米饲料产业化开发" 可以极大地降低畜禽生产成

本"提高经济效益$ 糯%甜玉米采收后的秸秆作为青

贮饲料"可以调整牲畜的饲料结构"补充饲料的营养

成分" 对提高牲畜产品的质量具有很大的帮助"同

时也可解决秸秆再利用%秸秆燃烧带来的环境污染

问题"缓解人%畜争粮矛盾"达到经济和社会的双重

效益$
另外"江西省发展畜牧业优势得天独厚$江西省

的牲畜饲养量在全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生产数量

远多于毗邻经济发达的上海%浙江%江苏和福建"但

与安徽%湖南%湖北%广东等省份相比"差距较大$ 江

西城镇居民家庭主要畜禽产品人均消费量和占有

量"如猪牛羊肉%家禽%蛋类及其制品%水产品和奶类

等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基本上处于上述几个省市

的最低值" 这说明江西畜牧业还具有非常大的发展

空间和潜力$ 所以"如何提供优质的饲料"使江西畜

牧业再上新台阶"创造出畜产品名牌"扩大市场占有

率"这是目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近年来"江西省畜牧业发展很快"养殖业品种%

数量%规模大户越来越多"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导致

饲料粮严重短缺"据预测"全省饲料总需求量年均在

.)) 万 / 以上"其中饲用玉米 ")) * $)) 万 /"所需饲

用玉米基本上外调&再则"国家近期出台的一些关于

粮食安全的政策" 水稻等关系国计民生粮食作物作

为饲料用途的数量将大幅下调" 而饲用玉米的需求

量将会大幅增加$但目前我省玉米种植面积在 ") 万

01" 左右"糯%甜玉米占很大的比重"其产品大部分

作为鲜食用途" 饲用玉米远远不能满足畜牧生产发

展需要"这将是江西畜牧业发展的重要限制因子$因

此"扩大糯%甜玉米种植面积"加强对饲料产业化开

发" 是江西省促进畜牧业发展和畜禽产品质量上台

阶%上档次%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 糯% 甜玉米适宜在江西省的种植

发展

江西省自南到北 2") 31" 跨越近 2 个纬度"属

于中亚热带向南%北亚热带过渡的区域$其特点是气

候资源丰富"光热资源充足"按照热量指标"稳定通

过!!)4的年积温"赣北为 & ")) * & #))5(6"赣南

则为 2 )))5(6&年日均温 度 !2%" 7 !8%(5"稳 定 通

过!!)5的天数为 "$& * "&. 6"无霜期 "#! * $)& 6"
日照时数 ! #82%! * " !)&%) 0" 降水量 ! $#! * ! 8!(
11#大多数地区水%热的时空分布基本同期"优越的

光热资源"充沛的雨量"较长的作物生长期"完全可

以满足糯%甜玉米的生长发育需要"这是江西省较好

开发糯%甜玉米的重要因素#
目前"适合江西省种植的全国推广的糯%甜玉米

品种有苏玉糯 ! 号% 中糯 " 号% 白糯 " 号及粤甜 $



号!穗甜 ! 号等"并且这些品种均表现出较强的生态

适应性!较好的品质性状及较高的产量性状"推广应

用前景广阔#随着江西省对糯!甜玉米育种的深入开

展及其成功的引种试验示范!推广利用!加工及饲料

等企业对糯!甜玉米开发应用前景的认识"糯!甜玉

米种植面积一定会逐步增加$

" 糯% 甜玉米产业化开发推动江西省

种植业和加工业的发展

糯!甜玉米与普通玉米比较"营养价值有较大的

提高$通过企业的加工"进一步推广糯!甜玉米"可为

饲料和食品加工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近几年

来"江西畜牧业有了极大的发展"奶牛业!肉牛业!圈

养羊业等产业的发展" 极大地推动了江西饲料企业

的发展"阳光乳业及正大!正邦!北大农等奶业和饲

料产业集团在江西越做越大" 目前江西玉米种植规

模已远远满足不了这些产业集团对玉米子粒和青贮

原料的需求$ #$$! 年"江西省委就明确提出要把江

西建设成优质农产品加工和供应基地" 紧紧抓住发

达地区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 充分发挥

江西的区位优势和低成本优势" 主动接受发达地区

的经济辐射作用" 大力拓展与周边省市经济联合与

协作"积极对糯!甜玉米等农产品进行产业化开发"
推动江西省种植业和加工业的发展$

糯!甜玉米种植业在江西已有起步"如何把糯!
甜玉米进一步推广到本省及周边省市企业加工能力

强的玉米适应区"便于降低加工成本"增强市场竞争

力"形成研!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链"这是问题解

决的关键所在$从江西本省糯!甜玉米的消化能力来

看"南昌地区及南昌周边地区可以作为主要的基地"
南昌具有江西最大的鲜食和加工型糯! 甜玉米消费

市场" 具有较为发达的食品加工技术和销售信息渠

道$ 从加工业较为发达的浙江!上海!福建!江苏!广

东等周边省市来看"必须以上饶!抚州!景德镇!赣州

为生产基地" 科研单位提供优良种子和高产栽培技

术"农民生产出的糯!甜玉米达到指标"企业实行优

质优价收购$同时"以这些地区的鲜食和加工企业为

龙头企业"生产出的糯!甜玉米产品来满足市场的需

求"做到丰年!歉年均有市场存在"农民的收入和企

业的效益均能稳定发展$
总之"糯!甜玉米是粮!饲!经多用型农作物"具

有高附加值" 在加工及能量转化上与普通玉米相比

有较大的优越性$以加工企业为龙头"以科研单位为

技术依托"以农户为基地"形成研!产!加!销一条龙

的产业链"随着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种植业!养殖

业和加工业进一步提高" 形成产业的良性循环"达

到农民受益!企业增效!国家增税的发展目标"糯!
甜玉米产业化的开发必然带动江西省区域经济的

大发展$

参考文献&

%&’ 郭章贤 ( 优化农业结构"发展效益农业%)* ( 作物杂志"#$$$"+,-&
./0 (

%1* 谢孝颐"杨 明"等 ( 玉米良种苏玉+糯-& 号选育及加工利用%2* (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33, (

45* 周洪生 ( 玉米种子大全%2* (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 5&,/
56! (

4"* 佟屏亚"罗振峰" 矫树凯 ( 现代玉米生产42* ( 北京&中国农业科

技出版社"!330 ( 11,/15" (
46* 舒惠国 ( 江西农业百科全书42* (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33" (
4,* 江西省农业厅 ( 关于加快发展玉米生产的意见47* ( 南昌&!333 (
4.* 黄国勤( 论江西玉米生产及其发展途径4)* ( 玉米科学"1$$$"0+5-&

35/3, (
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 中国统计年鉴42* ( 北京&中国统计

出版社"1$$1 (
43* 许金芳"孙立荣"吴建军"等 ( 糯玉米系列食品研制开发4)* ( 玉米

科学"1$$5"!!+专刊-&5"/5, (
4!$* 史振声"李凤海"王志斌"等 ( 我国鲜食型玉米科研与产业开发

的现状与问题4)* ( 玉米科学"1$$1"!$+增刊-&35/3, (

! 期 !16汤 洁等&江西省糯甜玉米产业化开发前景

!!!!!!!!!!!!!!!!!!!!!!!!!!!!!!!!!!!!!!!!!!!!!

会议简讯

第九届亚洲玉米研讨会将于 ! 月在北京举行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8922:;(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亚洲玉米研讨会将于 1$$6 年 3 月 6 < 3 日在北京举行# 国内外

各相关研究领域%非政府组织和种子企业的科学家及玉米生产专业人士约 &1$ 人将被邀请参加会议# 此外"将邀请 &$ 位欧美著名的玉米科学

家参加会议"并作主旨报告#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 #& ’(#") *+#%&+% ,- *",#(./ ’++%0%1",#&2 3%4"&5*’亚洲玉米&依靠科技满足需求($
本次研讨会将重点讨论亚洲玉米需求增长及其涵义+玉米可持续耕作系统+育种研究和农民参与式选择+提高育种能力的新途径"如转基

因!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地理信息系统等+抗非生物逆境育种研究进展+抗病虫害研究进展+改善品质和增加农民收入+扶贫政策与优先领域+加

强各领域的合作关系等 $
会议语言为英语$ 现正在征集论文摘要$ 感兴趣的读者"请查阅中国玉米网’===(>?@ABCB@DE(>FC(>A(下载会议通知和报名表$ 并通过 G/

CB@H 将论文摘要提交给技术工作委员会主席 2BI@B JKD LEFIME 博士"G/CB@HN C(MEFIMEO>M@BI(FIM
其他有关事项请咨询第九届亚洲玉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执行秘书长"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张世煌博士"G/CB@HN >P?D?BAMOQKRH@>(

RSB(AES(>A"并请随时关注中国玉米网上发布的最新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