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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杆菌介导的体外萌发花粉玉米转基因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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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玉米转基因方法主要采用农杆菌介导法和基因枪法，但是这两种方法都需要经过组织培养，实

验条件要求较高、耗时长，且受转基因受体的基因型限制。选取杂交种苏玉19为材料，在优化玉米花粉离体萌发培

养基的基础上，探索通过农杆菌侵染萌发花粉将外源基因导入玉米花粉，再将农杆菌侵染后的花粉给雌穗授粉从而

获得转基因玉米。通过对培养基配方、培养温度、萌发时间、农杆菌浸染时间等技术因子的优化，建立农杆菌介导的

外源基因导入离体萌发花粉的玉米转基因新方法，转化率最高可达7.27%。Southern杂交试验结果表明，外源基因

整合到了玉米基因组中，该方法为外源基因导入，具有操作简单、成本低、快速培育高产新品种等优点，为玉米转基

因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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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methods for maize transgenesis are the Agrobacterium-mediated method and gene gun

method. However, both methods require tissue culture, which is demanding and time-consuming, and they are limit⁃
ed by the genotypes of transgenic recipients. In this paper, the promotional hybrid Suyu19 was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material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exogenous genes into maize pollen through Agrobacterium infestation of the ger⁃
minating pollen was explored. Then, the female cob was pollinated with the Agrobacterium-infested pollen to obtain
transgenic maize. By optimizing the medium formulation, incubation temperature, germination time, Agrobacterium
infiltration time, and other technical factors, a new method of Agrobacterium-mediated introduction of exogenous
genes into isolated germinating pollen for maize transgenesis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conversion rate can reach up
to 7.27%, and the results of Southern hybridization test showed that the exogenous genes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maize genome. The method is exogenous gene introduction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operation, low cost, and rap⁃
id breeding of new high-yield varieties, providi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maize trans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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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和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玉米新品种的培

育，已经成为提高玉米产量、改良品质、提高抗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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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途径。20世纪 80年代，植物转基因技术出

现，玉米遗传转化体系也开始建立。转基因育种技

术能通过外源T-DNA盒将所需性状的编码基因转

移到作物中，作为作物育种的重大突破，可以加快优

良玉米新品系、新品种的培育进程 [1~3]。目前，育种

家们已利用成熟稳定的玉米遗传转化体系，获得了

一批具有抗生物和非生物胁迫、营养品质高和雄性

不育等优良性状的转基因玉米新品系，并逐步将转

基因植物应用到农业生产，大幅度减少了农药的使



用量，减轻了环境和农产品污染，显著提高了作物产

量，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利用转基因技术对玉

米进行遗传改良成为提高玉米植株抗性和改善玉米

品质的重要手段，转基因玉米的种植面积稳步逐年

增加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效益，已成为世界上大规模

的商业化转基因作物，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

效益[4，5]。截至2021年11月1日，据国际农业生物技

术应用服务组织 ISAAA统计，已经有 244个转基因

玉米事件进行商业化登记[6，7]。

目前，玉米转化最主要的方法是农杆菌浸染法

和基因枪法，农杆菌浸染法受载体类型、接种及共培

养时间的影响，依赖组织培养过程，费时费力，后代

遗传稳定性差[8，9]；基因枪法选择效率较低、周期长，

对操作技术和硬件设施的要求都较高，转化条件要

求苛刻，在应用过程中受到一定限制[10]。鉴此，探讨

新的玉米转基因方法应扬长避短，弥补传统转基因

方法的不足之处，探索实用性强、简便易行的转化技

术，推进玉米新品种的选育进程。本研究建立一种

不依赖于组织培养、可以稳定高效适合于规模化操

作的玉米转基因新方法，即以花粉为转基因受体，采

用农杆菌浸染离体培养花粉法，建立一套完善的玉

米花粉的采集、保存和体外培养与基因转化的技术

体系，为玉米规模化转基因育种提供技术平台。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研究供试材料为玉米品种苏玉19，种植于江

苏省农业科学研究院试验田。实验所用菌株主要为

以 LBA4404为代表的章鱼碱型农杆菌、以GV3101
为代表的胭脂碱型农杆菌、EHA105为代表的琥珀

碱型农杆菌。

1.2 试验方法

选择晴朗天气进行试验，试验前一天将未授粉

雌穗和即将开花的雄穗分别套袋，并配制不同的农

杆菌菌液。次日上午采集新鲜花粉，用携带质粒

pCAMBIA3301的农杆菌对花粉进行处理，之后立即

用携带质粒pCAMBIA3301的花粉进行玉米的转化，

剪去距穗顶部 1 cm以上的苞叶和花丝，打开纸袋，

用毛刷迅速将花粉溶液涂抹在雌蕊上，重新套纸袋，

防止其他花粉污染，套牌标记，并及时套黑色袋进

行暗培养 24 h。待种子收获后做进一步检测。

1.3 培养基、培养温度与时间

配制不同的花粉萌发培养基进行比较，在不同

的培养温度(27、30℃)下对花粉进行离体培养，体外

萌发条件下每30 min对花粉进行培养观察，确定花

粉萌发率最高的时间段。

1.4 农杆菌转化

将配好的花粉培养基、新鲜花粉和农杆菌倒入

离心管进行培养和处理，在荧光显微镜下镜检，用蓝

色激发光激发，激发波长为495 nm。花粉玻片图像

的采集均在同一曝光时间下进行。

1.5 抗性检测

为了检测T0代玉米幼苗转基因是否成功，对T0

代植株进行检测。检测步骤为草丁膦PCR检测，用

0.1%草丁膦涂抹筛选，以引物为 BarF 和 BarR 的

PCR检测；Southern杂交检测，以转pCAMBIA3301的
玉米基因组用Bar基因的质粒扩增产物作探针，经

HindIII 单酶切消化的玉米 DNA 作 Southern 杂交

检测。

2 结果与分析

2.1 培养基的优化

配制不同培养基配方[11]，并观察离体花粉在不

同培养基中的萌发情况(表1)。
成熟花粉粒萌发后所示，在上述4种培养基中，

玉米离体花粉均可以萌发，但萌发率有所不同。花

粉在第2种花粉培养基中的萌发率最佳，其他3种花

粉培养基中花粉萌发率明显低于第 2种花粉培养

基。本实验采取第 2种花粉培养基进行花粉培养

(图1 )。
表1 不同花粉培养基配方

Table 1 Formulation of different pollen culture mediums
培养基

Culture
medium

1
2
3
4

蔗 糖

(%)
Fructose

5
10
20
15

Ca(NO3)2·4H2O
(mg/L)

300
300

300

CaC12·2H2O
(mg/L)

200

H3BO3

(mg/L)

100
100
100
100

MgSO4·7H2O
(mg/L)

200
200

200

KNO3

(mg/L)

100
100

100

赖氨酸

(mg/L)
Lysine

37.5

谷氨酸

(mg/L)
Glutamate

0.05

Tris
(mg/L)

100

DMSO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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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为未培养的成熟花粉；B为萌发花粉；C为花粉在培养基1中的萌发；D为花粉在培养基2中的萌发；E为花粉在培养基3中的萌发；F为花

粉在培养基4中的萌发。

Note: A, Uncultured mature pollen; B, Germination pollen; C, Germination of pollen in medium 1; D, Germination of pollen in medium 2; E, Germination
of pollen in medium 3; F, Germination of pollen in medium 4.

图1 花粉在不同培养基中的萌发

Fig.1 Pollen germination in different culture media

培养温度与培养时间[12]对花粉的体外培养也有

一定的影响。在温度为 27、30℃下分别对花粉进行

培养，取培养后0.5、1.0、1.5、2.0 h共4个时段的花粉

进行观察。花粉在不同温度、不同培养时间的平均

萌发率见表2。
从不同温度的萌发率来看，花粉在 27℃下平均

萌发率高达 37.06%，比 30℃下的萌发率 31.75%高

5.31个百分点；从不同培养时间来看，在培养 0.5 h
时花粉萌发率均达到高峰，27℃的萌发率为

54.59%，30℃萌发率为40.63%。由此本实验选择在

27℃下对花粉进行0.5 h离体培养。

表2 温度对玉米花粉萌发率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temperature on maize pollen germination rate %

培养时间(h)
Incubation time

0.5
1.0
1.5
2.0

均 值

不同温度萌发率

Germination rate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27℃
54.59
30.55
41.87
21.22
37.06

30℃
40.63
27.92
40.56
17.87
31.75

均 值

Average

47.61
29.24
41.22
19.55
34.40

2.2 农杆菌转化体系的建立与优化

为了建立优化的玉米花粉体外转化体系，保证

花粉在体外的转化可以正常进行，对 3种不同的农

杆菌(EHA105、GV3101、LBA4404)在不同的浸染时

间进行探索。在花粉体外培养萌发的最佳时间0～
30 min内，以绿色荧光蛋白(GFP)为报告基因对花粉

进行OD600为 0.6的农杆菌浸染，浸染的时间分别为

30、25、20、15、10、5 min(图2)。



注： 单独花粉培养；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农杆菌与花粉共培养；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农杆菌与花粉共培育后去除农杆菌再培养。

Note: Separate pollen culture;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Agrobacterium and pollen were co-cultured;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丆

After co-cultivation of
Agrobacterium and pollen, Agrobacterium was removed and then cultured.

图2 农杆菌感染体外培养玉米花粉试验设计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for Agrobacterium infection of in vitro cultured maize pollen

注：A～F分别为花粉在体系a～f中的转化。下图同。

Note: A-F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len in system a-f. The same below.
图3 荧光显微镜下农杆菌EHA105浸染花粉的GFP信号观察

Fig.3 Observation of GFP signals in pollen infiltrated by Agrobacterium EHA105 under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图4 荧光显微镜下农杆菌GV3101浸染花粉的GFP信号观察

Fig.4 Observation of GFP signals in pollen infiltrated by Agrobacterium GV3101 under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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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荧光显微镜下农杆菌LBA4404浸染花粉的GFP信号观察

Fig.5 Observation of GFP signals in pollen infiltrated by Agrobacterium LBA4404 under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表3 不同农杆菌浸染处理玉米体外培养花粉的GFP转化率

Table 3 GFP transformation rate of maize in vitro cultured pollen with different Agrobacterium infiltration treatments %

农杆菌侵染处理

Treatment of Agrobacterium
infection

花粉浸染30 min(a)
花粉浸染25 min(b)
花粉浸染20 min(c)
花粉浸染15 min(d)
花粉浸染10 min(e)
花粉浸染5 min(f)

均 值

农杆菌株株转化率

Transformation rate of strain
EHA105

7.75
9.95

15.25
17.22
20.07
7.07

12.89

GV3101
10.24
10.72
11.16
14.83
14.75
5.54

11.21

LBA4404
8.14
9.22

10.12
11.97
14.12
10.74
10.72

均 值

Average

8.71
9.96

12.18
14.67
16.31
7.78

11.60

以GFP为报告基因对玉米花粉在 3种农杆菌

EHA105、GV3101和LBA4404的中的浸染时间段进

行观察，在蓝光激发下，加有GFP质粒的处理组有

部分花粉粒呈强烈的绿色荧光(图3、图4、图5)。

对 3 种 不 同 农 杆 菌 EHA105、GV3101 和

LBA4404在不同浸染时间的转化率进行统计，每个

浸染率均是由17个镜检重复所得(表3)。

研究结果表明，0.5 h内，花粉在携带GFP基因

的不同农杆菌中均能被浸染，转化率随着农杆菌浸

染时间点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从不同农杆菌菌系来

看，浸染效果最好的是农杆菌EHA105，平均转化率

为12.89%，转化率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幅度变化

很大，即农杆菌EHA105受浸染时间变化的影响最

大，因此，在用农杆菌EHA105浸染玉米离体花粉时

一定要选择合适的浸染时间。农杆菌 LBA4404浸

染总趋势较平缓，平均转化率为 10.72%，最高值与

最低值相差不是很大。农杆菌GV3101介于两者之

间。从不同培养时间来看，新鲜花粉在最适体外萌

发体系下，用花粉培养基先培养20 min，待花粉管长

至最易被农杆菌浸染的长度时浸染5 min，之后将残

留的农杆菌液体尽可能的洗去，培养基再培养5 min
时进行体外转化，平均转化率可达到最高值。

转基因玉米种子以 Bar基因为报告基因，在

GFP报告基因瞬时表达优化的农杆菌浸染离体花粉

转化的基础上，对玉米进行花粉的体外转化。在花

粉大量萌发的时间 0.5 h 内，用花粉培养基培养

20 min，农杆菌浸染5 min，培养基再培养5 min时进

行体外转化，可以保证玉米离体花粉在体外转化的

正常进行。

2.3 草丁膦检测

以Bar基因为报告基因的农杆菌浸染玉米离体

花粉培养法根据农杆菌菌系、OD值和去污剂的不同

进行了18种处理组合(表4)。



根据实验所用的农杆菌菌系、OD值和去污剂的

不同，进行从T1至T18的18种不同的处理，并配制18
种不同的农杆菌菌液，用以转化玉米植株，为了提高

实验的可靠性，增加群体数量，每个处理均做 10个
重复。

对转基因 T0 代种子在 3～4 叶龄用致死浓度

0.1%的草丁膦进行为期一周筛选，未转成功的玉米

植株，经草丁膦筛选一周后会枯萎致死；已转成功的

玉米植株，叶片有斑点但不会致死(图6)。
经草丁膦喷施后第 1天，一部分T0代玉米植株

开始出现浅黄色的斑点，喷施3～5 d后叶片显著枯

黄、萎蔫并脱落变色或枯死。一周后，对大田中的T0

代玉米植株进行统计，判断其抗草丁膦的玉米植株

数(表5)。

表4 农杆菌转化的不同处理组合

Table 4 Different treatment combinations for Agrobacterium transformation
处理组合

Treatment combination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T11

T12

T13

T14

T15

T16

T17

T18

菌 系

Strain
EHA105

GV3101

LBA4404

去污剂

Stain remover
Tween20

Silwet-L77

Tween20

Silwet-L77

Tween20

Silwet-L77

OD值

OD value
0.4
0.6
0.8
0.4
0.6
0.8
0.4
0.6
0.8
0.4
0.6
0.8
0.4
0.6
0.8
0.4
0.6
0.8

注：A、B为未筛选前的植株；C、D为筛选第1天的植株；E、F为筛选第3天的植株；G、H为筛选第5天的植株。

Note: A and B, plants before screening; C and D, screened the plants on day 1; E and F, screened the plants on day 3; G and H, Screened plants on day 5.
图6 转基因玉米草丁膦抗性的大田筛选

Fig.6 Field screening for glufosinate resistance in transgenic ma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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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不同农杆菌侵染处理获得的T0代幼苗的草丁膦抗性筛选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screening for glufosinate resistance in T0 generation seedlings obtained from
different Agrobacterium infestation treatments

处理组合

Treatment combination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T11

T12

T13

T14

T15

T16

T17

T18

总 计

抗性植株(株)
Resistant plant

127
58
58

164
61

117
175
94
59

188
63

133
50

125
153
51

140
127

1 943

敏感植株(株)
Sensitive plant

1 463
1 541

15
1 396

3
570

2 260
608
605

2 975
885

1 783
872
613

2 490
702

1 942
1 463

22 186

总株数(株)
Total number of plants

1 590
1 599

73
1 560

64
687

2 435
702
664

3 163
948

1 916
922
738

2 643
753

2 082
1 590

24 129

成活率(%)
Survival rate

8.00
3.60

79.50
10.50
95.30
17.00
7.20

13.40
8.90
5.90
6.70
6.90
5.40

16.90
5.80
6.80
6.70
8.00
8.05

由农杆菌浸染离体花粉培养法转化获得的转基

因植株经草丁膦检测，在24 129株待检测植株中，得

到1 943株绿色未死亡植株，22 186株枯萎或死亡植

株，初步转化率为8.05%。由于植株的假阳性高，样

品数可能比较少，导致最终筛选到的成活率可能偏

高。由OD600为 0.6的农杆菌 EHA105加去污剂 Sil⁃
wet-L77转化的玉米植株草丁膦抗性最强，成活率

达高峰值，为 95.3%；其次是由OD600为 0.8的农杆菌

EHA105加去污剂Tween20转化的玉米植株，成活率

为79.5%，因此要进行DNA的检测。

图7 草丁膦抗性植株Bar基因的PCR扩增产物的电泳图谱

Fig.7 Map of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of PCR products of Bar gene in glufosinate resistant maize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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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杆菌浸染离体花粉培养法得到的抗草丁膦

的 T0代玉米植株，进行 DNA的 PCR检测，引物为

BarF和BarR，预期扩增产物为 1 328 bp。阴性对照

为非转基因玉米苏玉 19，不会有条带出现，阳性对

照为质粒pCAMBIA3301，扩增应出现条带。已转成

功的玉米植株能扩增到与质粒对照相同的预期条带

(图7)。

实验结果表明，经草丁膦抗性筛选的玉米一部

分确为转基因玉米，他们的基因组总DNA中能够扩

增出载体 pCAMBIA3301上的 Bar基因片段。随机

抽取40%农杆菌浸染离体花粉培养法得到的抗草丁

膦的玉米植株，分两组进行阳性苗的转化率数据统

计(表6)。

表6 草丁膦抗性植株Bar基因的PCR检测

Table 6 PCR Inspection of the Bar gene in glufosinate-resistent maize plants
处理组合

Treatment combination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T11

T12

T13

T14

T15

T16

T17

T18

总 计

检测数(株)
Number of detections

636
640
29

624
26

275
974
281
266

1 265
379
766
369
295

1 027
301
833
636

9 622

阳性苗数(株)
Number of positive seedlings

11
11
1

11
0

20
23
7
4

15
11
13
1

18
17
0

20
31

214

转化率(%)
Conversion rate

1.73
1.72
3.45
1.76
0.00
7.27
2.36
2.49
1.50
1.19
2.90
1.70
0.27
6.10
1.66
0.00
2.40
4.87
2.22

图8 去污剂、农杆菌菌系及农杆菌浓度对Bar基因转化率的影响

Fig.8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decontaminants, Agrobacterium strains and Agrobacterium concentrations on Bar gene transform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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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转化和鉴定结果，可以发现，农杆菌浸

染离体花粉培养法是一种改良的农杆菌辅助花粉介

导植物转基因方法，以携带外源基因片段的农杆菌

Ti质粒为基因供体，以玉米花粉为载体，在合适的蔗

糖溶液培养基中将携带外源基因的农杆菌浸染花

粉，进而完成质粒的转化。将外源DNA导入到花粉

中，进行授粉，借助植物胚胎的自然发育获得转基因

种子，从而简化转基因过程。

3 结论与讨论

玉米花粉离体后死亡率很高，要对玉米花粉进

行非组织培养的转基因过程，需创造适合花粉体外

生长的适宜条件，即在 300 mg/L Ca(NO3)2 ·4H2O、

100 mg/L H3BO3、200 mg/L MgSO4·7H2O、100 mg/L
KNO3的培养基中、27℃下培养 0.5 h，可以保证玉米

离体花粉在体外的正常萌发和生长。转化时间对转

基因的影响很大，合适的转化时间是高效转化的前

提。本实验建立的花粉体外转化体系，在花粉大量

萌发的 0.5 h内，用花粉培养基培养 20 min，农杆菌

浸染5 min，培养基再培养5 min时进行体外转化，可

以保证玉米离体花粉在体外转化的正常进行。农杆

菌浸染离体花粉培养法经草丁膦和 PCR筛选验证

得到 214 株转基因玉米阳性植株，转化率高达

2.22%。经 Southern检测，转化植株的基因组DNA

对于随机抽取40%的农杆菌浸染离体花粉培养

法得到的草丁膦抗植株，在待检测的9 622株待检测

植株中，经PCR验证，得到 214株阳性植株，转化率

为2.22%。其中，转化效率最高的是由OD600为0.8的
农杆菌EHA105，其加去污剂 Silwet-L77转化所得，

转化率高达 7.27%；其次是 OD600 为 0.8 的农杆菌

LBA4404加去污剂 Silwet-L77转化所得，转化率为

4.87%。实验过程中，由于转化效率低，OD600为 0.4
的农杆菌LBA4404去污剂Silwet-L77处理收获的种

子很少，T0代转基因植株出苗率和抗草丁膦的能力

低下，没有收到转基因种子。将影响花粉转化的因

素分别对比研究(图 8)。只考虑菌系的影响时，3种
农杆菌菌系EHA105、GV3101和LBA4404的转化效

果大体趋于一致，这表明 3种菌系对花粉转化率的

影响不是很大。加去污剂Silwet-L77处理的植株平

均转化比去污剂 Tween20处理的植株平均转化率

高，这表明只考虑去污剂的影响时，去污剂 Silwet-

L77的转化效果优于Tween20。只考虑菌系浓度的

影响时，农杆菌菌系的OD600为0.8时，花粉平均转化

率明显高于OD600为0.6和0.4时，这表明农杆菌OD600

为0.8时的转化效果最好。本实验建立了适合花粉

体外培养和转化的生长体系，用农杆菌浸染离体花

粉培养法得到214株阳性苗，转化率为2.22%。

2.4 Southern杂交

对PCR检测到的阳性玉米植株进行Southern杂
交。选取一植PCR阳性苗进行 Southern杂交，以质

粒 pCAMBIA3301为阳性对照，苏玉 19未进行转基

因的玉米苗作为阴性对照(图9)。
转 pCAMBIA3301基因玉米基因组用 Bar基因

的质粒扩增产物作探针，经HindIII单酶切消化的玉

米DNA作印迹杂交。结果显示，阳性苗的消化产物

有单一杂交带出现，即转化植株有1个拷贝的Bar基

因插入。

注：1为阳性对照，质粒pcambia3301；2为阴性对照，未进行转基因的苏玉19玉米苗；3为PCR检测含有Bar基因的植株。

Note: 1 was the positive control, plasmid pcambia3301; 2 was the negative control, Suyu19 maize seedling without transgenic; 3 is PCR detection of
plants containing Bar gene.

图9 Southern杂交图谱

Fig.9 The map of Southern blot analysis



中有Bar基因插入。

在分析现有玉米转化方法的基础上，探索建立

玉米实用新型转化方法特别是非依赖于组织培养的

方法，对于玉米基因工程和功能基因组学的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14～17]。本实验通过农杆菌浸染离体花粉

培养法进行玉米转基因，避免了组织培养过程，节省

了大量的时间；以玉米花粉为材料，受体没有基因型

的限制，来源广，易取得；通过授粉直接获得转基因

玉米种子，后代稳定性好，结实率高；转化技术容易

操作，简便易行[18～24]。本方法是适合玉米有效快速

获得转基因植株的一种新的转基因方法，为玉米转

基因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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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科学》月刊在5月15日首刊出版发行

近年来，《玉米科学》在全体玉米科研工作者的支持和关爱下，在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玉米科学》期刊影响因子从 1.322 升至 2.436，每年一个台阶，跨越式增长了 83.7%，稳居农学农作物

类期刊前列。期刊连续入选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核心库、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入选“中国农

林核心期刊”，被认定为农林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T3等级，世界有影响力农业期刊方阵。这一系列

的成就，体现了《玉米科学》在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自2010年获得第二届吉林省新闻出版

奖“期刊精品奖”到 2020 年的第五届吉林省新闻出版奖“优秀集体奖”，再到 2024 年荣获第六届吉林

省新闻出版奖“优秀人物奖”，3次获得吉林省出版行业的最高奖项，不仅是对我们期刊的肯定，更是

对我们玉米学科专业卓越素养的认可。这些荣誉不仅代表了玉米业界对我们团队辛勤工作的赞赏，

也是推动我们持续前进、继续提升学术质量的动力源泉。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广大科研工作者和广大

读者，《玉米科学》在2024 年5 月进行一项重大变革——由双月刊转型为月刊。这一重要的调整，不

仅意味着我们将以更快的出版频次和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还将带给读者和作者们更快速的信

息更新、更及时的研究成果分享。此举无疑会极大地提高期刊论文发表的时效性和影响力，加快科

研成果的传播速度，满足快速发展的玉米科学研究对高质量学术交流平台的需求。这对于推动国内

外玉米科学领域内的信息交流，加强研究成果的国际合作与交互，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期望通

过这个举措能够进一步激发全行业的创新活力，共同促进玉米产业的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 展望

未来，《玉米科学》将持续秉承创新、协作和开放的核心理念，不断推动玉米科技领域的研究和发展，

为我国玉米产业的繁荣与持续的进步贡献智慧与力量。让我们携手共进，共创《玉米科学》更加美好

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