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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际市场对玉米产品需求量的增多和需求种类的变化,传统玉米育种和生产目标及品质

要求随之也发生转变。为达到这个目标,传统玉米育种和生产的发展理念也须做适度的修正。调整玉米

产业发展策略,建立科学、完善的研究方案,加大玉米新品种的创新力度,提升玉米产业的技术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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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集食用、饲用和工业三元结

构于一身,具有广泛增值潜力的作物。玉

米生产在整个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地

位。近年来,由于种植玉米效益有所下降,

农民种植玉米的积极性有一定降低,但

玉米作为传统的优势作物,从调整内部

结构入手,适度发展专用品种的种植比

例,保持适当数量的玉米种植面积,对保

持粮食的总量平衡和粮食生产的持续发

展,促进畜牧业生产和粮食加工企业健

康发展都有重要作用。 

1 专用玉米发展的前景分析 

1.1专用玉米的品质潜力 

专用玉米的品质是普通玉米无法比

拟的。鲜食甜玉米、粘玉米鲜嫩可口,

甜粘各异,粘中有甜,适口性极佳,同时

也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高油玉米其脂

肪含量是普通玉米的2倍,高达8%～10%。

高蛋白玉米,不但蛋白质含量较高,其蛋

白质成分优良,极易被人畜消化吸收,吸

收利用率极高。 

1.2专用玉米的价格潜力 

专用玉米,因其品质不同于普通玉

米,其价格明鲜高于普通玉米。每hm2鲜

食玉米可收获52500穗,每穗售价0．5元

(按 低价格计算,实际生产中往往高于

此值),产值可达25500元以上,比种植普

通玉米增收18000元以上。而饲用玉米每

hm2产值都在15000元以上,比种植普通

玉米增收7500元以上。虽然专用玉米的

生产成本略高于普通玉米,但因价格和

效益高而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1.3专用玉米的加工潜力 

专用玉米面积在不断发展,产量也在

不断提高,加工增值环节也在同步发展。

鲜食玉米经过蒸煮、切段、速冻、真空包

装,可成为精美小食品进入超市,其增值

幅度在30%以上,多者可成倍增长。 

1.4专用玉米的市场前景 

专用玉米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较

强的市场竞争优势,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玉米生产将实现专用玉米生产面积的逐

渐增加,普通玉米的生产面积将被压缩。

畜禽养殖业的发展,为饲用玉米的生产

提供广阔的市场。 

2 专用玉米的种类及利用价值 

2.1青贮玉米 

青贮玉米是指专门用于饲养家禽、

家畜的一种玉米,其果穗、茎叶都用作

饲料。青贮后作为反刍动物的饲料,其

消化率可达60%-70%,而传统的秸秆直

接饲喂法,消化率只有20%-30%。在相同

精料的条件下,料肉比可降低一半左

右。世界上畜牧业发达国家,如法国、

加拿大等都培育了大量的饲料专用玉

米进行全株青贮。 

2.2优质蛋白玉米的应用价值 

优质蛋白玉米又称高赖氨酸玉米。

普通玉米胚乳中赖氨酸的含量较低,属

劣质蛋白,而高赖氨酸玉米的蛋白质与

脱脂奶相当,具有比普通玉米高得多的

营养价值,目前育成的杂交种,赖氨酸含

量一般在0.4%以上,蛋白质10%-12%,大

量研究证明,其饲料价值是普通玉米

1.5-1.6倍,在不增加玉米面积的前提下,

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有效饲料供应量。 

2.3高油玉米的饲用及工业价值 

玉米子粒的含油量超过8%,被称为

高油玉米,它是人工创造的新类型,不仅

大大提高了玉米子粒的总能量水平,也

全面改善了它的多种营养成分。 

高油玉米的饲料营养价值也要高于

普通玉米,由于其脂肪含量和蛋白质含

量均明显高于普通玉米,作为家畜饲料

可明显降低单位增重所需饲料量。由于

玉米具有较高的单位面积产量,所以单

位面积产油量接近甚至超过一般油料作

物,且其副产品由于含有较高的蛋白质,

赖氨酸和维生素A,其营养价值亦高于普

通玉米。国际市场高油玉米价格一般要

高于普通玉米10%以上。 

2.4高淀粉玉米的利用价值 

高淀粉玉米是指子粒淀粉含量在

75%以上的品种,其淀粉含量一般高于普

通玉米5%以上。以玉米为原料的淀粉生

产因可以获得玉米油、玉米蛋白粉、纤

维饲料等副产品,所以得回报 大。玉米

淀粉除可直接利用以外,还可通过化学

和生物化学手段,产生多种改性淀粉及

深加工产品达一千多种。 

2.5糯玉米的利用 

糯玉米又称粘玉米,原产于我国。糯

玉米的淀粉组成和,性质是其 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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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基本由分子量较小的支链淀粉组

成。青食玉米具有典型的香、粘、甜、

软风味,食用消化率比普通玉米高20%以

上。粘玉米的新鲜果穗可以煮食、速冻

冷藏或加工成全灌头食品,其玉米淀粉

可以加工成多种食品。由于其特殊的淀

粉构成,糯玉米的淀粉经化学改性后广

泛应用于食品,制药、造纸和纺织业。 

2.6其它专用玉米 

除以上各类专用玉米外,还有甜玉

米、爆裂玉米、笋玉米等专用玉米种类。 

3 发展专用型玉米品种提高玉

米种植效益的措施 

3.1调整玉米种植结构,增加专用品

种应用面积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玉米已

不再是主要的粮食作物,估计作口粮的

玉米不到15%。但随着人们对玉米营养价

值,食疗作用的进一步了解,以及玉米食

品的不断丰富,对食用型专用品种的需

求将有所增加。畜牧业的迅猛发展和加

工业的需要,对饲料及加工用专用品种

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玉米生产模式也将

由传统的产量型向质量效益型模式发展,

玉米粮、经、饲结构尚待进一步调整。 

3.2加强优质专用玉米的产业化开

发、区域化建设,提升玉米生产的整体竞

争力 

目前,世界农业已进入产业化发展

时代,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已不再

是某一生产单位或某个产品的竞争,而

是整个产业链条、整个产业体系的综合

性竞争。建立优质专用玉米生产区域和

基地,统筹考虑交通、储运、科技、加工、

贸易出口等一系列因素,对玉米实行规

范化、专业化、区域化和标准化生产十

分重要。21世纪是一个绿色文明的世纪,

我国要注重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的“绿色

玉米”产品,尽快制订优质玉米品质标准

及优质优价政策。今后在玉米生产和流

通中,要积极鼓励扶持加工企业、饲料企

业和流通企业向生产领域延伸,以企业

为龙头,以农民家庭种植养殖为基础,以

专业化服务为纽带,建立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的共同体,通过“企业+农户”的形

式,把玉米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连接

起来,形成产、加、销“一条龙”,贸、

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化链条,增强我

国玉米生产的整体竞争能力。 

3.3加强国际合作和玉米市场研究,

拓展玉米出口贸易空间 

毋庸置疑,入世后国外农产品必然

大量涌入中国,但也大可不必谈虎色变,

因为它同时也会引起我国农产品自身的

升级换代,从简单、廉价的原料出口向玉

米深加工产品出口过渡,实现从以量取

胜到以质取胜的飞跃。就技术竞争力来

讲,目前我国玉米尚不具与美国玉米抗

衡的能力,所以一方面要利用到岸价格

低,运输距离短,交货及时,属非转基因

玉米等优势进一步拓宽出口贸易,同时

应注重对国际市场信息的跟踪、搜集、

加工和整理,并对出口目标国(地区)进

行贸易论证,抓住机遇,树立自己的品牌

(如东北玉米黄金带),不断拓宽出口渠

道和拓展玉米出口市场。另一方面要大

力发展玉米深加工产业,以减缓部分玉

米出口压力。 

3.4加强技术培训,培育高素质的产

业化生产劳动力 

制定农业技术推广方案和不同层

次的技术培训计划。通过培训,提高县、

乡两级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对新技术和

新知识的接受能力,为新技术的大面积

推广应用奠定基础。通过科技下乡等方

式为农民提供技术咨询与服务,举办农

民科技示范户培训和现场观摩,以向周

边辐射,带动产业化生产基地的建设与

发展。 

4 结语 

从世界玉米生产发展的趋势来看,

加强优质专用玉米新品种选育和推广,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综合效益,发展高

产、优质、高效的玉米产业是未来世界

玉米经济的发展方向。我国是农业大国,

农业资源和农产品丰富多样,农业生产

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在国际竞争中的回

旋余地较大。所以,应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实施扶优扶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把传

统的产量型、数量型玉米生产转变为质

量型、效益型产业,重点培育优质专用玉

米新品种和优势产区,加速玉米产业化

进程,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经

济的发展,这是维持我国玉米生产大国

地位,提升玉米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战略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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