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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玉米产消现状及发展趋势探讨

吴早贵
,浙江省农业厅农作物管理局"杭州 -!""(".

摘 要! 玉米是浙江省重要的旱粮作物# 近年来"在鲜食玉米迅速发展的带动下"玉米生产得到了恢复性的增

长"初步形成了具有南方特色的鲜食玉米产业# 根据浙江省玉米生产和消费现状以及有利条件"探讨了浙江省玉米

生产的发展趋势和主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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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浙江省重要的旱粮作物" 年种植面积近

#K- 万 ;@("在粮食作物中列于水稻%大豆%番薯和小

麦之后"居第 # 位$年总产量在 (" 万 B 以上"位列水

稻%番薯%大豆之后"居第 * 位# 在全国来说"浙江省

的玉米生产所占比重很小# 以 (""- 年为例"玉米播

种面积仅占全国的 "K((U"总产量占全国的 "K!%U"
在 -! 个省’市%自治区.中均排名倒数第 & 位# 但浙

江省是典型的南方玉米种植区"适播期长"种植类型

多"种植模式多样"种植效益高"完全不同于北方玉

米的单一模式#玉米作为粮食%蔬菜%饲料兼用作物"
是我省居民粮菜消费的主要品种之一" 也是主要的

畜禽饲料来源"全年消费量非常大"本省产量远不能

满足需求"每年需从省外大量调入"是我国玉米主要

销区之一# 因此"发展玉米生产"提高本省自给能力

显得十分重要# 近年来"我省围绕发展效益农业"实

行玉米多用途开发%多方式栽培"有力地促进了玉米

生产的发展#特别是鲜食玉米生产发展迅速"已占据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 吴早贵’!%+($."男"浙江开化人"农艺师"硕士"主要从事

玉米等旱粮作物生产技术研究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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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玉米播种面积的半壁江山" 不仅满足了本省对

鲜食玉米的需求" 还大量销往上海% 江苏等周边省

份"还部分出口到日本等国家"成为一些地方的农业

支柱产业#

! 浙江省玉米生产现状与特点

ABC 种植面积先抑后扬!单产与总产稳步提高

浙江省历史上主要种植夏秋玉米" 旱地以夏玉

米为主" 水田以秋玉米为主"!%## 年全省玉米曾达

到 !VK+! 万 ;@(# 随着旱改水等生产条件的改变"以

及杂交水稻的推广和旱地改种的发展"+" 年代和 V"
年代我省玉米种植面积大幅度下降"到 !%%* 年玉米

种植面积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只有 -K&- 万 ;@("与历

史高峰相比" 播种面积整整下降了 !#K"V 万 ;@("降

幅达 V"K&U"并改为以种植春玉米为主# 近年来"在

新一轮种植业结构的调整中" 鲜食玉米的发展使全

省玉米面积有了较大增长"到 (""- 年全省玉米种植

面积扩大到 #K!% 万 ;@("总产 (!K# 万 B"比历史低点

面积增加了 !K#& 万 ;@("总产增加了 VK% 万 B’图 !.#
由于春玉米面积的增加以及新品种% 新技术的推广

应用" 玉米的单产也比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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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到 $##% 年基本呈现单边上扬态势! 最高单

产出现在 $##$ 年!达 & $’( )* + ,-$!比 !""# 年的最

低 单 产 $ .’# )* + ,-$ 增 加 了 ! .#( )* + ,-$! 增 幅

.#/!0"

!"# 生产季节长!种植类型多

浙江省玉米常规播种期一般从清明前后开始!
一直到 1 月上旬结束"近年来!由于鲜食玉米特别是

设施促早或延后栽培的鲜食玉米种植效益显著!玉

米播种期得到了较大的扩展! 最早的提前到 ! 月中

旬!最迟的延至 1 月中下旬!适播期长达 ’ 个月#最

迟收获期延至 !! 月中下旬! 整个生产季节长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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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2万 ,-$3!单产24 + ,-$5!总产2万 45

图 ! 近 !$ 余年玉米面积"单产及总产变化情况

个月"并根据播种季节和用途不同!形成了多种玉米

种植类型"
!"#"! 按播种季节划分

浙江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年气温适中!光照

充足!雨量丰沛!年平均气温 !( 6 !17!年平均降雨

量 "1# 6 $ ### --! 年平均日照时数 ! ’!# 6 $ !##
,"因此!浙江省春$夏$秋三季均可种植玉米!根据不

同播期可划分为春玉米$夏玉米和秋玉米 % 种类型"
三者的播种期没有严格的时间界线!一般是 ( 月 $#
日前播种的称为春玉米!( 月 $# 日到 . 月 $# 日播

种的为夏玉米!. 月 $# 日以后播种的为秋玉米!其

中以春玉米的面积最大!产量和品质也比较好"各类

玉米生长的障碍因子是% 春玉米播种期和苗期温度

不足!尤以浙北地区较明显!易受&倒春寒’袭击#在

整个生育期降雨量偏多!日照少#中晚熟品种后期易

遇高温逼熟!影响子粒饱满度!以浙江中部的金衢盆

地尤为突出"夏玉米抽雄开花期易遇高温干旱!导致

开花授粉不良!更由于播后直至成熟气温偏高!使出

苗至穗分化的时间短而穗型较小!难获高产"秋玉米

前期高温干旱!出苗保苗是关键!后期易遇到低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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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用途划分

按照玉米的用途来划分! 我省的玉米可分为饲

料玉米和鲜食玉米!两者面积大致相当!但近年来鲜

食玉米的面积有超过饲料玉米的势头" 据业务部门

统 计 !$##% 年 全 省 鲜 食 玉 米 播 种 面 积 达 $/’" 万

,-$!占总面积的 ($/$0" 饲料玉米可分为粒用饲料

玉米和青贮:饲5玉米!这其中又以粒用饲料玉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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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各类型玉米种植面积比例示意图

主!占绝大多数!青贮2饲5玉米种植不多" 鲜食玉米

可分为普通鲜食玉米$鲜食糯玉米$鲜食甜玉米和笋

用玉米!前三种以直接煮食为主!后者以加工为主"&
种 鲜 食 玉 米 中 以 鲜 食 糯 玉 米 和 鲜 食 甜 玉 米 为 主 !
$##% 年播种面积 $/.% 万 ,-$!占鲜食玉米总面积的

"$/"0" 笋用玉米较少种植" 普通鲜食玉米因采用的

品种与粒用饲料玉米相同!干鲜兼用!但其食用品质

远不如甜玉米和糯玉米!因此面积也不大"
!%& 区域布局进一步优化

浙江的玉米生产主要分布在杭州$绍兴$金华$
宁波和衢州等地" 其中以杭州市的种植面积最大!
$##% 年种植面积为 !/$. 万 ,-$! 占全省的 $&/%0!
最 大 的 种 植 县 2市 5为 淳 安 县 !$##% 年 种 植 面 积 为

( %%% ,-$" 从年报数据看!受市场需求导向影响!玉

米的区域布局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 以饲料玉米为

主的山区玉米面积有逐步减小趋势! 而以鲜食玉米

!$1 玉 米 科 学 !% 卷



为主的沿海平原地区种植面积有较大的增长! 特别

是宁波等地! 鲜食玉米产业已初步形成并正进一步

发展壮大" 与 ! 年前的 "##$ 年数据相比!全省玉米

面 积 从 %&’$ 万 ()* 增 加 到 !&"# 万 ()*! 增 幅

"$&!+" 但是以山区玉米为主的淳安县!玉米种植

面积却从 , %-. ()* 下降到 ! ’’’ ()*!降幅 *$&!+#
另外一个以山区玉米为主的金华市玉米种植面积下

降了 ,!’ ()*!降幅 ".&"+" 而代表平原玉米的宁波

和绍兴两市玉米种植面积则分别增加了 " ,’’ ()*

和 * ’’’ ()*!增幅为 !.&*+和 %*&.+" 究其原因!一

方面是因为种植结构调整!水稻面积下降!水田玉米

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总面积增加#另一方面!对保鲜

要求较高的鲜食玉米需求量的大幅增加! 使得平原

经济和交通发达地区的鲜食玉米种植面积大幅增

加!山区饲料玉米面积大幅减少" 从总体上来说!鲜

食玉米的发展使得全省玉米面积在饲料玉米大幅减

少的情况下反而有了较大的增长"

* 浙江玉米的加工与消费现状

!"# 玉米消费情况

浙江省虽是玉米生产小省!但却是消费大省"据

统计!*..’ 年全省鲜食玉米播种面积 *&,# 万 ()*!
平均鲜穗单产 # $,% /0 1 ()*!总产达 *,&- 万 2" 除四

分之一左右的鲜食玉米销往外省和出口! 全省鲜食

玉米的消费量超过 *. 万 2!还不包括外省调入的鲜

食玉米及加工产品量"消费方式以直接煮食为主!另

有部分被加工成玉米粒$玉米棒和罐头食品"在干籽

玉米方面!据中国水稻研究所调查!全省常年调入量

为 ’$. 万 2 左右! 加上自产干籽玉米 ". 万 2 之多!
全省年消费量近 %.. 万 2" 其中大部分被加工成饲

料或用于直接饲喂畜禽!部分作为工业原料!少量作

为杂粮用于居民消费" 玉米的另外一种消费形式是

青贮玉米! 用于加工青贮饲料或以新鲜植株直接饲

喂牲畜!近年栽培面积在 " ... ()* 左右"
!"! 玉米加工情况

浙江玉米加工主要是饲料加工! 目前全省拥有

饲料加工企业 ’!# 家!主要分布在嘉兴3$’ 家4$杭州

3-’ 家5$湖州3!% 家5和台州3!$ 家5% 个市!*..* 年共

生产配合饲料 ’’* 万 2! 年耗玉米在 ",. 万 2 以上"
其中单班年生产能力在万吨以上的企业有 $. 家"近

年来!鲜食玉米加工也呈异军突起之势!全省开展鲜

食玉米加工业务的大型企业就有 ". 余家!代表企业

有浙江海通食品集团股分有限公司3沪市上市公司!
证券代码 -..!’,5$浙江银河食品有限公司$余姚鸿

基食品有限公司$宁波凯博士食品有限公司$金华市

外贸冷冻厂等! 这些公司都是省内大型农业龙头企

业!具备雄厚的鲜食玉米加工能力和加工规模"如海

通集团!它拥有国内最先进的加工设备!仅一天就能

加工成品甜玉米粒 *.. 2$甜玉米棒 "* 万棒6’7" 以甜

玉米粒原料与成品比 "..8%"$ 甜玉米平均鲜穗单产

# ,!. /0 1 ()* 计算! 加工 *.. 2 甜玉米粒可消耗近

!.&.’ ()* 的甜玉米原料# 加上 "* 万穗棒产品!以

%&! 万 株 1 ()* 的 密 度 计! 可 消 耗 甜 玉 米 原 料 *&-,
()*! 二者合计仅海通集团一天即可消化 !*&,. ()*

基地原料" 加工产品有速冻玉米粒$速冻玉米棒$真

空玉米棒$玉米粒罐头$玉米笋罐头以及玉米果汁等

- 种之多" *..’ 年全省鲜食玉米加工产品总量达

% ... 余 2!消化原料基地面积超过 " 万 ()*" 产品除

在省内外大中城市销售外!还出口日本等国家"

’ 浙江玉米的发展趋势及主 要 技 术

措施

玉米在浙江省的粮食生产中具有重要地位!在

多年来的结构调整和发展效益农业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充分认识玉米在我省种植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
发挥玉米的节水高效优势! 缓解日益紧张的水资源

矛盾!科学引导玉米的区域布局和发展方向!推广高

产高效适用技术!是今后在玉米生产中的首要工作"
$%& 浙江玉米生产的发展趋势

!"#"$ 积极发展鲜食玉米

鲜食玉米主要指采收鲜穗的糯玉米$ 甜玉米和

笋用玉米!这些玉米可以煮食!也可以加工成速冻玉

米粒$ 玉米棒或罐头食品! 作为时尚蔬菜或休闲食

品"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生活水平高!人们关注健康的

意识由药补转向食补! 对营养保健食品的需求也越

来越高"鲜食玉米富含多种氨基酸和矿物元素!且口

感鲜$香$甜$糯!风味独特!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种

植面积逐年扩大!市场前景十分广阔"我省发展鲜食

玉米有诸多有利条件%一是鲜食玉米本身种类繁多!
且可加工成各种产品!适合不同口味需求!拥有庞大

的消费群体#二是市场竞争能力强!我省交通便利!
靠近上海等大城市!本省的杭州$宁波$温州等本身

也是鲜食玉米的消费大市!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三

是有季节优势!我省温$光$水资源丰富!春季回温

早!部分早熟鲜食玉米收获期正是福建玉米落市!而

上海$江苏等地未成熟时!可以通过早播种$早上市

来占领市场空档! 提高种植效益# 四是加工企业众

多!加工规模宏大!所产鲜食玉米能得到及时有效的

消化#五是有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产量较高!而且

由于鲜食玉米收获早!有利后作高产" 目前!全省鲜

% 期 "*#吴早贵%浙江省玉米产消现状及发展趋势探讨



食玉米生产已初具规模!杭州"宁波"绍兴等市已经

逐步形成了鲜食玉米产销和加工基地! 产品远销国

内大中城市!并出口日本# 通过$公司!基地!农户%
的模式!大力发展订单生产!形成了庞大的鲜食玉米

产业链# 据了解! 宁波市甜玉米的订单收购率已达

"#$以上!成为该市单一作物中订单率最高的作物%&’#
!"#"$ 逐步减少粒用饲料玉米种植面积

长期以来!受品种等原因的限制!我省种植的玉

米大部分为粒用饲料玉米!在早期粮食紧缺的年份!
作为主要的旱粮作物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

来!随着玉米育种技术的发展!粮食产量的进一步提

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除一些偏远山区外!大部分粒

用饲料玉米已退出居民日常生活! 而主要用于饲料

行业#据调查!近年来美国玉米的生产成本折算人民

币为 #()* 元 + ,-! 北方玉米的生产成本为 .(*/ 元 +
,-!我省玉米的生产成本约为 0(.. 元 + ,- 左右#与美

国和我国的北方省份相比! 浙江省的粒用饲料玉米

无论从价格&产量和品质上!都缺乏竞争优势#因此!
从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考虑! 浙江省已不宜大量发

展粒用饲料玉米#除一些贫困山区为解决口粮&饲料

粮不足和出于茬口搭配外! 要逐步削减粒用饲料玉

米的种植面积#
!%&%! 适度发展青贮玉米

我省奶牛饲养业发展迅猛! 省内知名奶业企业

就有均瑶&李子园!美丽健&双峰&燕牌和佳乐等!奶

牛饲养规模庞大#近年来!上海等地部分大型奶业集

团也因场地&环境等原因!转而到我省的金华&湖州

等地建立奶牛饲养基地! 使我省的奶牛饲养规模进

一步壮大# 如金华市!/..0 年饲养奶牛就已达 /(12
万头!奶牛饲养业正向区域化&专业化和集约化方向

转变 %34# 传统的奶牛青粗饲料以稻草为主!质量差!
不能满足奶牛营养需要! 制约了产奶量的进一步提

高#因此!寻找营养经济的奶牛青粗饲料!玉米有$饲

料之王%的美称!其子粒的饲料单位50&1 个6高于谷

子7"1 个8&高粱500* 个8和燕麦50.. 个8%14#新鲜植株可

直接饲喂牲畜!也可通过青贮制成青贮玉米再利用#
据研究!青贮玉米比风干玉米秸粗蛋白高 0 倍!粗脂

肪高 3 倍!而粗纤维低 *(1 个百分点!能长期保持青

绿多汁!易于消化# 玉米适应性广!在奶牛饲养业发

达的地区!引进青贮玉米专用品种!充分利用水田&
旱地&坡地和幼龄园地种植青贮玉米!不仅能提高土

地利用率!还可改善奶牛粗饲料品质!有利于提高产

奶量!实现种养结合!增加农民经济收入#
!%&%’ 尝试开发特种玉米

除饲用玉米和鲜食玉米外! 还有一些具有特殊

用途的玉米! 主要包括高赖氨酸玉米 5优质蛋白玉

米8&高油玉米&高淀粉玉米&爆裂玉米等等 %1!)4!这些

玉米在我省还鲜有栽培# 特种玉米在某一营养成分

的含量和结构上不同于普通玉米! 其加工产品被广

泛应用于食品&医药&造纸&化学&纺织等工业# 如高

赖氨酸玉米子粒中赖氨酸含量比普通玉米高 *.$
以上! 而赖氨酸是人体不能合成但又必需的一种氨

基酸!是影响生长发育的重要营养物质!并具特殊医

用效果# 高油玉米的含油量在 )$以上!加工制取的

玉米油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 对许多

疾病具有预防和治疗作用#另据调查!以玉米淀粉为

原料生产的工业制品多达 1.. 余种# 而市面上很受

欢迎的哈立克5爆玉米花8和爆玉米花糖就是由爆裂

玉米加工而成的#我国玉米生产中存在着产量高&效

益低&转化难和结构性过剩等一系列问题!发展特种

玉米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在一些土壤

环境不是很好!经济和交通欠发达!鲜食玉米销售有

困难的地方! 如在金华和衢州等丘陵旱地可以试种

高油&高赖氨酸等特种玉米# 此外!糯玉米的营养成

分要高于饲料玉米!它的蛋白质&氨基酸含量介于饲

料玉米和高赖氨酸玉米之间!它可以加工成糯淀粉!
在食品工业和淀粉工业生产中具有特殊用途! 在这

些地区也可以发展加工用糯玉米! 部分代替饲料玉

米!在全省逐步形成特种玉米的区域化种植#
!"# 玉米生产的主推技术

!%$%& 推广优良品种

品种是决定品质& 产量和市场畅销程度的关键

因素#近年来我省根据生产实际和市场需求!重点推

广了一系列优质玉米品种!如饲料玉米农大 0.2&郑

单 03&掖单 0/&丹玉 0&’鲜食糯玉米苏玉糯 0 号&苏

玉糯 / 号&浙凤糯 / 号和浙糯玉 0 号’鲜食甜玉米超

甜 & 号&超甜 /.02&金银蜜脆&特甜 0 号’笋用玉米

冀特 & 号&甜笋 0.0’青贮玉米沪青 0 号等!这些优

良品种在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同用途的玉米

对品种要求也不同!饲料玉米要求适应性强!子粒或

秸秆产量高!鲜食玉米除鲜穗产量要高外!最重要的

是品质要好!食味和口感好!商品性佳!其次是生育

期要短!要适合反季节栽培#对笋玉米则要求多穗性

好!鲜笋商品性好!品质优#因此!在生产上要选育和

引进适合不同用途不同要求的优良品种! 加强推广

力度!提高良种覆盖率#
!%$%$ 推广分期播种技术

鲜食玉米采取设施栽培等各种措施! 实行分期

播种!可以实现鲜穗分批采收!延长供应期!扩大市

场容量!避免大量集中上市而造成货源过于充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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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价廉#增产不增收的现象!提高种植效益!并能在

一定程度上缓和农忙季节的劳动力矛盾$ 在正常生

产条件下! 鲜食玉米可在 " 月下旬至 * 月上旬前分

批播种!分批成熟!分批上市$ 在早春!采用大棚X小

拱棚X地膜覆盖栽培! 可以将播种期提前至 ( 月中

旬!采用小拱棚X地膜覆盖栽培!可将播种期提前至

+ 月中下旬!采用地膜覆盖栽培的!可以将播种期提

前至 " 月上旬$在秋季!露地栽培的播种期最迟可到

* 月 (9 日左右!若在生长后期搭棚促熟!则可将播

种期延至 * 月底$在同一栽培条件下!也可以通过选

用不同生育期的品种!达到分批采收的目的$分期播

种要根据当地市场行情%气候条件#保温措施来综合

确定& 近年来!我省通过分期播种技术!使鲜食玉米

的市场供应期从 9 月中旬开始到 (( 月下旬结束!长

达 1 个月之久!大大地提高了鲜食玉米的种植效益&
&’#(& 推广优质高产综合配套技术

良种良法配套是获得高产的关键& 要积极推广

塑盘育苗%地膜覆盖%定向移植%平衡施肥以及病虫

草害综合防治等玉米高产配套栽培技术! 实行良种

良法相结合!提高技术到位率&要根据当地不同的土

壤肥力条件和生产条件!抓好出苗%壮秆%攻穗 " 大

环节&早春设施栽培的要做好育苗工作!采用肥床育

苗!带土移栽!提高成活率&重施基肥和攻穗肥!肥料

施用比例,氮肥-可按基肥 /4Y%穗肥 14Y分两次施

入!施肥量以施有机肥 6 944 Z (9 444 IH [ MJ+!无机

肥 施 纯 7 ++9 IH [ MJ+%\+]9 )4 IH [ MJ+!S+] )4 IH [ MJ+

为宜&鲜食玉米在种植时要注意隔离!不要与其它类

型玉米混种!以防串粉!造成品质下降& 病虫防治上

不得使用剧毒农药!并注意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

&(#() 推广高效的种植模式

玉米适应性强!播种期长!茬口安排灵活!作为

春%夏%秋玉米可与多种作物进行间套种植& 近两年

我省示范推广的玉米与其它粮食和经济作物间套种

植模式!取得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良好效果& 如

磐安县推广药材,蔬菜- [ 春玉米 [ 秋大豆,番薯-为主

的高效种植模式!虽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有所下降!
但净收入比原来增加 ( 944 Z (9 444 元 [ MJ+& 另外!
马铃薯,小麦- [ 春玉米 [ 番薯%蔬菜 [ 春玉米 [ 秋大豆

等种植模式效果也比较理想& 淳安县示范推广的青

蒿花 [ 牧草 [ 秋玉米和油菜 [ 蔬菜 [ 秋 玉 米 等 种 植 模

式%衢州市示范推广的马铃薯,冬菜- [ 鲜食春玉米 [
棉花等模式!也取得了较好的增产增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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