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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专用型玉米品种现状及育种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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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 世纪 -" 年代以来我省育成的各类优质专用型玉米品种及生产应用情况进行了概述"提出了我

省专用型玉米品种选育和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指出专用型玉米品种育种要加强专用玉米资源创新#专用

玉米品质分析及加强改进育种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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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吉林省的当家作物" 长期以来一直是粮

食和饲料的主要资源$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膳食结构的不断改善"
玉米消费结构逐渐由过去的口粮消费为主向饲料&
工业加工为主的多方向&多领域&多层次消费转变"
玉米生产由单一追求高产转为优质&高效并重$尤其

我国加入 XDY 后" 对吉林省来说冲击最大的是粮

食生产"玉米首当其冲$ 因此"传统意义的玉米生产

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玉米产业及市场的多样化需

求"调整种植业结构"依社会需求安排相应的品种类

型"加大专用型玉米科研开发攻关力度"是新形势下

吉林省再造玉米大省新优势的希望之路$

! 专用玉米品种现状

@AB 育C引D专用玉米品种情况

!%-" Z (""[ 年吉林省共育’引,通过省级以上审

’认, 定玉米新品种 (#% 个" 其中专用玉米品种 #(
个"占 ("\$ 这些专用品种多集中于上世纪 %" 年代

收稿日期! (""[$"%$"-% 修回日期! (""#$"#$!&
作者简介! 于明彦’!%&[$,"男"副研究员"从事玉米育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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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末期通过审定" 近几年育成的专用品种数量略有

下降趋势$总的来说这些专用品种产量&品质及抗性

均较好"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准$我省的专用玉米品种

及品质性状简介如下!
高油玉米有吉油 !&城油 (&通油 !&四油 !! 和

吉油 !%% 等 !! 个品种"子粒粗脂肪含量在 -\以上$
高淀粉玉米有四单 !%&长单 (&&四单 !#-&通单

(-&吉单 (&( 和吉单 !*] 等 ![ 个品种"淀粉含量在

]*\以上$
甜玉米有吉甜 &&吉美 %&超甜 ]!"&脆王&西芭

和王朝等 - 个品种"子粒可溶性糖含量在 ("\以上$
糯玉米有春糯 !&春糯 *&春糯 #&吉糯 !" 和延

糯 !! 等 % 个品种"子粒支链淀粉含量占总淀粉含量

的 %%\以上$
爆裂玉米有吉爆 %"(& 吉爆 * 和美爆 ! 等 [ 个

品种"爆裂率达 %%\"膨胀倍数为 (# 倍$
笋玉米有吉笋 ( 号$
青贮饲料玉米有吉单 ["!!&吉单 (%&吉饲 -&吉

饲 % 和吉单 !-# 共 # 个品种$
BAE 专用玉米品种应用情况

!"#"! 高淀粉玉米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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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淀粉玉米是指子粒淀粉含量在 !"#以上的

品种!其淀粉含量一般高于普通玉米 "# $ %&#" 淀

粉是玉米的主要成分!也是进一步转化成变性淀粉#
高果糖浆#酒精等产品的原料!玉米淀粉广泛应用于

食品#医药#纺织#造纸#石油化工和塑料等工业领

域" 近年来!工业加工用玉米消费快速增长!玉米淀

粉生产工业在整个玉米加工工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特别是玉米淀粉深层次的加工利用!不仅提高

了玉米原料的利用效率!且国内外市场销路好!经济

效益显著!综合利用前景十分广阔"
我省自上世纪 ’& 年代中期后!几度出现玉米大

量库存积压和卖粮难问题! 为此省政府提出上淀粉

加工项目!迄今我省的淀粉加工业有了飞速发展"优

质#高产#高淀粉玉米新品种选育已成为省内各科研

育种单位的工作重点" 我省高淀粉玉米品种的应用

情况如下$
(%)四单 %*" 原吉林省四平市农科院育成!%**+#

%**,#%**" 年分别通过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审定!
淀粉含量 !-."’#! 获得国家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

奖!%& 余年应用长久不衰!为吉林#黑龙江#内蒙古

的粮食和加工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长单 +0" 吉林省长春市农科院育成!%**" 年

通过吉林省审定!淀粉含量 !0.’#!获得长春市科技

进步一等奖!%九五& 期间在吉林省玉米生产和加工

方面应用广泛"
(,/四单 %"’" 原吉林省四平市农科院育成!%***

年通过吉林省审定!淀粉含量 !,.&+#!+&&+ 年获吉

林省品种后补助!经省内淀粉厂测试!适合加工!出

粉率高!争先作为专用高淀粉原料!为企业创造了较

大的经济效益"
(-/吉单 %,!" 吉农高新北方中心新近育成!+&&,

年通过吉林省审定!淀粉含量 !,.!0#! 丰产性#抗

性#品质突出!目前正在重点示范推广!是一个很有

希望的专用高淀粉玉米新品种"
!"#"# 高油玉米的应用

玉米子粒的含油量超过 ’#被称为高油玉米!
是一种新型的油粮饲兼用作物" 玉米油具有很高的

营养和食疗作用! 含有较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

素 1 等!具有溶化胆固醇和降低血压的作用!是一

种理想的保健油"同时!高油玉米的饲料营养价值也

要高于普通玉米! 作为家畜饲料可明显降低单位增

重所需饲料量"
我省推行高油玉米是从上世纪 *& 年代初!当时

没有自育品种!主要是引进推广%农大高油号&品种!
至 *& 年代中后期!省内各科研院所相继育成了一批

高油玉米新品种! 使我省的高油玉米生产和加工得

以进一步发展" 我省应用的高油玉米品种主要有以

下几种$
(%/吉油 %" 吉农高新北方中心育成!%**’ 年通

过吉林省审定!%*** 年获国家优质及专用农作物品

种后补助!+&&,年通过国家审定"子粒含油量’."!#!
丰产潜力较高!农艺性状和抗病性均较好!是吉林省

油粮饲兼用首选品种"
(+/通油 %" 吉林省通化市农科院育成!%*** 年

通过吉林省审定!子粒含油量 *.!#!高产#优质#抗

逆性强!+&&+ 年在我省种植近 0.! 万 23+!位于所有

推广品种的第 ! 位! 有力推动了我省玉米油和畜牧

业的发展"
(,/吉油 %**" 吉农高新北方中心育成!+&&, 年

通过国家审定!子粒含油量 *.-#! 丰产性#稳产性#
抗性#品质均好!目前正在重点示范推广!是我省发

展高油玉米产业的优良后续品种之一"
!"#"$ 食用玉米的应用

食用玉米主要是指甜#糯#爆裂玉米等专用玉米

及其加工食品" 甜玉米作为一种果菜兼用的新兴食

品!它具有甜#粘#嫩#香的特点!含蛋白质在 %,#以

上!超过普通玉米的 ,’."#!脂肪超过 ’-.!#!赖氨

酸含量是普通玉米的一倍! 同时还含有丰富的维生

素! 并易于被人体消化吸收! 是老弱病人的良好食

物" 糯玉米柔软细腻!甜粘清香!皮薄无渣!适口性

好! 营养丰富" 糯玉米子粒中的淀粉含量一般在

0"# $ ’&#!其中 *"# $ %&& #为支链淀粉" 鲜食有

很好的适口性!同时也是工业需求的重要原料"爆裂

玉米的胚乳几乎全部是角质淀粉!只含有少量粉质!
具有遇热急剧膨胀的特性! 可加工成具有独特风味

和很高营养价值的玉米花" 我省的食用玉米品种应

用情况如下$
(%/甜玉米" 吉林农业大学育成并通过审定的吉

甜 ,# 吉甜 0 号和吉美公司引入并通过认定的吉美

*#超甜 !%&#脆王和西芭等!几年来在我省各地区均

有小面积种植!产品主要用作鲜食#加工罐头或速冻

食品"
(+/糯玉米" 长春市农科院育成并通过审定的春

糯 %#春糯 ,#春糯 " 和延边州农科院的延糯 %%#吉

林农业大学的吉糯 % 等! 在我省各地区有一定小规

模种植!主要用作鲜食#食品业和冷冻加工" 吉农高

新北方中心育成的吉糯 %&!+&&, 年 通 过 吉 林 省 审

定!支链淀粉含量 %&&#!适合工业加工!以其为原

料可生产出高质量的玉米淀粉! 是我省玉米淀粉加

工业首选糯玉米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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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裂玉米! 吉林农业大学育成并通过审定的

吉爆 $%&"吉爆 " 等在我省有少量应用#产品主要用

作爆玉米花#是老幼皆宜的口味调剂食品!
作为一种消费时尚#种植者和加工者有利可图#

食用玉米在我省将有继续扩大发展的空间!
!"#"$ 青贮饲料玉米的应用

青贮玉米是一种利用全株或采穗后以茎叶为青

贮原料的饲用玉米!作为反刍动物的饲料#其消化率

高#是养殖业良好的饲料来源#也是调整畜牧业发展

结构"发展节粮畜牧业的有效途径!我省青饲青贮玉

米品种应用情况如下$
!’(吉单 &$! 吉农高新北方中心育成#&%%’ 年通

过 吉 林 省 审 定#&%%" 年 获 国 家 专 用 玉 米 品 种 后 补

助!突出优点产量高"抗性强"活秆成熟#成熟时茎叶

保绿度在 $%)以上# 是理想的粮饲兼用型品种#目

前是吉林省中西部地区重点推广品种之一!
!&(吉饲 * 号! 吉农高新北方中心育成# &%%" 年

’& 月通过全国牧草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该品种表

现生物产量高#抗病性强#抗倒伏#青贮后饲料营养

成分含量高#适口性好#消化率高#深受广大种植户

和养殖户的欢迎! 吉饲 * 号将是解决我国东北冬季

饲草料短缺的优质品种资源!

& 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法

!"# 研究起步晚!专用玉米品种数量少!过硬的专

用品种更少

我省专用玉米的育种和遗传研究始于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种质资源基础薄弱#资金和人员投

入少#重视程度不够#研究进展缓慢#所育成的专用

玉米品种与普通玉米品种相比所占比重小! 育成品

种中缺乏高产"优质"抗逆性强又适合工业加工的专

用品种! 有些品种产量虽然达标#但或抗性不过关#
或品质差#有些品种品质较好而产量较低#限制了它

在生产及加工上的应用!所以#造成有的品种审定之

日即是它的灭亡之时#真正过硬的专用品种少!
在全省范围内# 全面强化开展专用玉米品种育

种#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定能在较短时间内育成更

优良的高产"优质"综合性状好又适合工业加工的专

用玉米品种!
!"! 各类玉米混合种植! 专用玉米规模化程度低!
质量差

我省种植玉米品种多#而专用品种相对少#农民

单家独户种植#一般都选择 " + , 个品种#政府和科

研部门对农民缺乏正确引导#又无价格优势体现#造

成各类玉米品种混种"混收"混储#严重影响专用玉

米的商品"营养和加工品质!
应积极引导农民和企业正确认识专用玉米#政

府部门在生产和加工上给予政策扶持#由企业"科研

院所和农业生产部门建立联合体# 针对我省不同区

域特点#专用玉米生产按不同生态类型区科学布局#
依据玉米的生产条件"品种特性"加工转化需求及市

场消费取向# 每个生态类型区集中种植 " + - 个优

质专用品种#实现区域化种植#实行优质优价#专收"
专储"专用"专加工"专销售#实现专用玉米品种区域

化"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生产!
!"$ 玉米加工转化能力差!产品种类少!档次低

我省为玉米大省#省内大中小型玉米"畜产品加

工企业集中#加工能力较强#但一些企业加工设备落

后# 加工原料多为普通玉米或混合玉米# 加工成本

高#加工的产品主要是玉米淀粉"玉米油"饲料"酒精

等#基本属于粗加工或一次性加工#科技含量低#经

济效益差!
加强省内大型龙头企业建设# 引进加工专用设

备#采用先进技术工艺#开发专用玉米新产品! 加工

原料采取订单生产形式#直接与专用原料基地对接#
加工产品向纵深层次递进!重点开发玉米变性淀粉"
氨基酸"淀粉糖"山梨醇"高果糖等深加工产品!

" 专用玉米的育种对策

$%& 加强专用玉米资源创新研究

广泛搜集"引进各类专用玉米资源#对现有种质

资源进行深入细致的整理"筛选"鉴定和改良#创建

优良基础群体#选育出高配合力自交系#减少配制组

合的盲目性#从而提高专用玉米育种效率!
$%! 加强专用玉米品质分析研究

采用国际当今最先进的近红外活体谷物品质

分析技术手段进行大量单株检测"活体检测"跟踪

检测#对选中的材料及时做出品质评判#提高选择

效率!
$%$ 加强改进育种方法研究

在育种方法上实行多样化# 利用高新技术和常

规技术相结合手段# 以杂种优势模式和杂种优势群

的划分为依据#从扩增"改良"创新入手#构建我省专

用品种选育的核心种质#有目的组配#建立育种材料

多环境鉴定体系#提高准确性#同时加大新品种试验

示范及推广力度# 使我省专用玉米品种选育步入快

速"稳定"持续发展轨道#居国内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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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宋同明 $ 发展我国特用型玉米产业的意义%潜力与前景!)4 $ 玉米

科学"*003"/+/,!3.** $
!-4 李小琴"等 $ 我国甜玉米育种概况及面临的挑战!)4 $ 作物杂志"

"’’""+1,!/1./3 $

!"! 抗病虫性

从表 - 可以看出" 两年中参加区试的糯玉米品

种对灰斑病#弯孢菌叶斑病的抗性比较好&东华北区

一半参试品种不抗丝黑穗病" 而西南区绝大多数品

种感丝黑穗病& 丝黑穗病会影响糯玉米的品质和产

量"所以在育种过程中"要加强对抗丝黑穗病品种的

选育& 对纹枯病来说"西南区有一部分品种感病& 东

南区的矮花叶病%茎腐病和玉米螟的发病率比较高"
矮花叶病和玉米螟会影响糯玉米的产量& 茎腐病一

般发生在灌浆后期"若要收获干子粒"其产量会受到

一定影响& 因此"在东南区的糯玉米品种选育中"要

加强对抗矮花叶病%茎腐病与玉米螟材料的选育&而

参加西南和黄淮海区的品种"还要加强对大%小叶斑

病抗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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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结

通过以上对我国鲜食甜% 糯玉米 "’’" 5 "’’(
年区试结果的比较分析" 了解我国鲜食玉米育种的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我国甜糯玉米的品质性状总评分较好"均达

到 " 级以上"甜度或糯性较好&但是甜糯玉米作为鲜

食食品" 薄皮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从区试结果来

看"现在参试的甜糯玉米品种鲜子粒皮还较厚"今后

还要加强对薄皮品种的选育&
+",在优质的前提下"努力提高产量是甜%糯玉

米育种的重要目标之一&从两年区试结果来看"虽然

参试品种的产量水平有所提高"但从种植效益来看"
还需进一步提高优质甜%糯玉米的产量&

+(,抗性不仅会影响甜%糯玉米的推广区域和开

发潜力"同时也对产量和品质造成影响&从区试结果

来看"近两年丝黑穗病的发病率较高"对甜%糯玉米

的产量和品质造成严重影响& 东华北区和西南区抗

病育种的重点要放在丝黑穗病上" 西南区还应加强

对大斑病% 小斑病的选择& 黄淮海区应加强对黑粉

病%茎腐病%弯孢菌叶斑病的选择& 东南区要加强对

抗矮花叶病%茎腐病%玉米螟品种的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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