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用玉米是一种有着特殊用途的玉米类型，根

据其用途的不同可分为甜玉米、糯玉米、高油玉米、

爆裂玉米、笋用玉米、高赖氨酸玉米、高淀粉玉米及

高直链淀粉玉米等。特用玉米不仅可以用作粮食，同

时也可当作水果蔬菜供人们食用或作为工业原料进

行加工。

! 我国甜糯玉米生产现状

!"! 甜玉米生产现状

甜玉米起源于美洲大陆，为玉米属的一个甜质

型亚种。根据不同甜质基因，甜玉米可分为普通甜玉

米、超甜玉米和加强甜玉米三个主要类型〔!，#〕。甜玉

米除含糖分高外，还含有#$%以上的蛋白质及多种

维生素，!&种氨基酸，且鲜嫩多汁，称为“水果玉米”。

!"!"! 甜玉米育种现状 我国甜玉米育种研究虽然

在’$世纪($年代就已起步，!)*&年北京农业大学首

次育成名为北京白砂糖的甜玉米品种，但后来因各

种原因而使育种工作中断。直到+$年代后期一些单

位又相继开展了甜玉米育种工作，但始终没有形成

商品化生产。改革开放后，甜玉米的育种工作被列入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上海农科院、东北农大相继育成

梅农!号、东甜’号普通甜玉米品种，中国农科院育成

了甜玉’号超甜玉米品种，近年来又推出华甜$!号、

甜单!号、甜玉,号、*号和黄甜单!$,号等新品种。因

此，我国的一部分甜玉米品种，已接近或达到美国当

代甜玉米杂交种水平。

!"!"’ 甜玉米生产加工现状 甜玉 米 加 工 附 加 值

高，经济效益显著，如美国甜玉米加工产生的附加值

可以达到#$$%-,$$%，转化增值更高。我国甜玉米

食品生产起步较晚，但增长较快。’$世纪&$年代中期

开始进行甜玉米罐头加工，但加工产品较少，甜玉米

罐头年产量仅#$$$吨，而其中)(%被收购出口，加工

地主要集中于上海、大连等沿海城市。甜玉米食品，

特别是甜玉米罐头和速冻鲜果穗等产品生产和出口

已经成为创汇主要渠道。虽然全国甜玉米加工企业

都具有一定规模，但由于生产区域限制，尚无大规模

企业。

!"!"# 甜玉米市场现状 在西方甜玉米作为一种大

众化蔬菜，早已进入千家万户。以美国为例，人均年

消费新鲜甜玉米#"’公斤，冷冻甜玉米!"’公斤，罐头

甜玉米*".公斤。近些年来甜玉米市场发育良好，甜

玉米价格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农民种植收益大大

高于种粮食收益。甜玉米由于采摘时间早，采收后茎

叶营养丰富，还可作为畜牧饲养业优质饲料，饲喂奶

牛的产奶量可提高!$%以上。据调查，大多数城镇居

民食用甜玉米消费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推广力

度不足，生产能力不高，加工效率非常低下等。我国

’$$’年 的 甜 玉 米 生 产 面 积 只 有 饱 和 市 场 的’(%-
#$%左右，当年甜玉米的加工生产能力仅为#万/左
右（约是美国’%），和美国相比差距悬殊。

市场开发能力严重不足也是一个主要问题。目

前甜玉米加工产品仅局限于饭店、快餐店有售，远远

没有达到进入百姓家庭的能力，人们对甜玉米了解

比较贫乏。由于规模和地域限制，甜玉米企业没有能

力进行全国范围内甚至地方范围市场宣传策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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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还没有在消费者中形成叫响的品牌。没有畅通市

场渠道，市场发展力度非常缺乏。生产规模太小，分

摊成本太高，导致市场运转不畅。产品结构不合理，

不丰富，且供应配送体系严重滞后。目前产品包装类

型、包装设计、包装材质等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提

高包装品位将有利于开发都市市场。

!"# 糯玉米生产现状

糯玉米起源于我国云南西双版纳一带，形成于

!$%&年，作为栽培种也有%&多年的历史。根据糯玉米

生产利用不同，可将其分为鲜食糯玉米、工业用糯玉

米、饲用糯玉米三大类型。糯质玉米是一种优质粮食

玉米，因其籽粒外观似蜡质，又称蜡质玉米。

!"#"! 糯玉米育种现状 我国糯玉米育种工作大约

始于#&世纪$&年代中期，由山东烟台地区农科所利

用从非糯质品种中得到的糯质突变体与由普通玉米

自交系转育成的糯质同型系杂交，育成了烟单’号。

随后，山东省农科院等一些科研单位在开展普通玉

米育种的同时，开始尝试糯玉米育种工作。但受当时

条件限制，进展缓慢，难能作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致

使我国糯玉米育种工作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进入(&
年代，我国糯玉米育种工作受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及市场需求的刺激逐渐开始起步，并育成一些杂交

种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如重庆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育

成的渝糯!号、渝糯#号和渝糯$号〔)〕，江苏沿江地区

农科所育成的糯综!号、苏玉糯!号，中国农业科学研

究院育成的中糯!号，黑龙江农垦科学院育成的垦黏

!号、#号等品种都在生产上得到大面积的推广〔!&〕。目

前，我国糯玉米育种工作已处于发展时期，不仅开展

育种工作的单位众多，而且在育种的深度和广度上

都有极大的提高，育成了一大批优良新品种并投入

生产使用，尤其是黑糯、紫糯、糯甜、高油糯等新品种

的不断育成，既反映了我国糯玉米育种的新动向，也

极大地拓宽了我国糯玉米育种研究内容。

!"#"# 糯玉米生产加工现状 美国的糯玉米加工主

要以鲜食、罐头和加工玉米淀粉为主，有*&&多种食

品利用糯质玉米的支链淀粉，倍增食品风味。美国有

部分糯质玉米及加工产品出口日本、巴西、加拿大等

国。目前，我国糯玉米开发利用上呈现多个层面，既

有玉米淀粉工业、食品业，也有鲜食及其冷冻加工，

还有以糯玉米为原料酿造具有独特的风味的黄酒。

但我国糯玉米仍主要用于鲜食和经过简单加工的系

列食品，虽然产品种类数量较少，但部分产品已进入

超市和麦当劳、肯德基等西餐店销售。虽然国内也有

大型的淀粉加工企业，但主要以加工普通玉米为主，

尚未完全形成以糯玉米为主的淀粉加工企业。

!"#"+ 糯玉米市场现状 糯玉米作 鲜 食 具 有 味 香

甜、黏软、皮薄、粉细、口感好，风味优于普通玉米，其

可溶性糖高于普通玉米，但低于甜玉米。糯玉米除直

接作粮食、食品加工、饲料原料外，还是酿酒、纺织、

造纸和医药工业的优质原料，糯玉米可生产罐头食

品、优质淀粉、糕点、玉米片、膨化食品、白酒、黄酒和

啤酒。我国糯玉米种植面积较小，且主要用作鲜食或

生产糯玉米粉，尚未完全形成产业化开发。

# 我国甜糯玉米生产前景分析

我国食用玉米市场已经开始启动，并在逐步扩

大，其鲜穗市场主要是城镇和旅游景区，而广东鲜穗

则出售香港。甜玉米、糯玉米鲜穗加工食品多采用速

冻、真空包装冷冻等，可周年供应大中城市，很多产

品已进入超级市场。目前，我国城市化率为+#,，城

镇人口约*亿，甜玉米、糯玉米等是人们喜爱的食品，

并富于营养、有益健康，市场容量非常大。如果城镇

人口每人每年消费!&穗甜、糯玉米，其年种植面积将

是#$万公顷。如果考虑食品工业的需要，预计我国仅

这两种玉米的种植面积每年将达到*&万公顷。

#"! 甜玉米生产前景

甜玉米具有四大优点：（!）上市早，生育期从出

苗到收青穗(&-左右，大大优于农家品种；（#）品质

好，赖氨酸含量是普通玉米的#倍，籽粒中蛋白质、多

种氨基酸、脂肪都高于普通玉米，并含多种维生素

（./!、./#、./%、.0、.11）和 多 种 矿 物 质 ；（+）抗 逆

性强；（*）用途广、效益高。此外，青玉米收获后，秸秆

是牲畜的上等饲料，下茬可复种蔬菜、小麦等，具有

成本低、省工、省时、技术性不强、价格稳定等优点。

美国的甜玉米生产量和加工量均居世界首位，

#&世纪初甜玉米开始商品化并逐步发展起颇具规模

的加工业，包括玉米罐头、速冻玉米、干制玉米、玉米

笋和玉米浆等，由此创造的农产值’亿美元，在蔬菜

中仅次于蕃茄。在日本，近+&年来甜玉米消费量增长

了+&倍。我国地埋和气候条件都十分优越，从南到北

都可适合甜玉米种植。目前所有类型甜玉米种植面

积约#%"%$万公顷，如果按照美国生产潜力和消费水

平以及我国人口数量计算，我国种植甜玉米潜力将

达到!&&万公顷，每公顷创造纯产值按照(&&&元计

算，将创造(&亿元巨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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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的现状来看，甜玉米发展要突出地域性，

建立强大市场营销网络，促使甜玉米食品早日丰富

居民的餐桌，强化以速冻甜玉米粒为主，配以鲜玉米

穗为辅的多品种经营方针；注重包装精美、规格多

样，展示美味餐桌形象，适应!"#的要求；采取国际

化的生产出口策略，加强无公害甜玉米生产加工过

程；以国际和国内两种市场为发展目标，将甜玉米产

业发展成为我国玉米产业的新增长点。随着人民生

活水平向小康富裕型发展，在各地的一些中小饭店，

甜玉米制品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和消费，

加之其深加工企业的发展，甜玉米的需求量也将越

来越大。

$%$ 糯玉米生产前景

糯玉米有较高的粘滞性和适口性，有其独特的

优良特性：（&）胚乳全部为支链淀粉组成，煮熟后柔

软细腻、甜、粘、清香、皮薄无渣，营养丰富，采收期

长，适于作鲜玉米食用；（$）淀粉结构粘度高，并含有

较低的杂醇油，是食品工业、纺织工业、造纸工业极

好的原料，可用来制作罐头、糕点、酿制白酒、啤酒、

生产胶粘剂等；（’）粗蛋白、粗脂肪、油酸、棕榈酸、赖

氨酸含量都高于普通玉米，其消化率比普通玉米高

$()以上，是营养丰富的大众喜爱的食品；（*）糯玉

米的茎叶多汁柔软，是牛、羊等牲畜的上好饲料，用

其喂牛，不仅产奶量高，奶中的奶油含量也有提高。

在美国，糯玉米早已形成重要产业，发展起颇具

规模的糯玉米淀粉工业和罐头工业，有*((多种食品

利用糯玉米的支链淀粉，其糯玉米淀粉产量占整个

湿磨淀粉产量的+),&()，年生产能力为&-(万,$(’
万吨，每年创造产值数十亿美元。在国际上，不仅在

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也都有了广阔的糯玉米和糯

玉米淀粉市场。随着人们对糯玉米品种特性的认识

和加工技术的发展，制罐、酿造、制糖、方便食品等新

型玉米加工业对糯玉米原料将有着巨大的需求。

种植糯玉米经济效益高，是高效集约性农业，.
公顷糯玉米可生产&%$,&%/万公斤鲜穗，按每公斤鲜

穗&%(元计，则每公顷产值可达.%$,&%/万元，此外每

公顷还有近’%(万公斤鲜茎叶、鲜苞叶等，可作牛、羊

等草食动物和草鱼的优质饲料和饵料，也可生产青

贮词料，综合利用效益可观。由于鲜穗上市或送罐头

厂，生产季节仅需0(天左右，有利于土地集约高效经

营。我国糯玉米的远期开发目标应以鲜食为主，供给

大中城市、大厂矿和旅游地区等。而长远目标是向罐

头和速冻食品发展，以满足市场的全年供应。

’ 甜糯玉米发展对策

’%& 加强育种研究

尽管很多育种单位开展了食用玉米育种工作，

并育成和推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了一批杂交种

在生产上利用，很自然地形成了育、繁、推一体化的

运行机制。但由于体制等原因，较多单位侧重短期行

为，忽略了产品的长远市场竞争力。育种研究应当是

企业行为，要求预测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育种材料

和品种产品要有创新性和前瞻性。

一方面不断选育出品质优、产量高、抗性好的优

良品种，是发展甜、糯玉米产业的基本前提，也是参

与市场竞争制胜的关键所在。

另一方面，根据市场需要，应逐步开展多目标育

种，除满足人们鲜食的需要以外，为着产业化发展目

标，培育出加工用和饲料用优质甜、糯玉米，以充分

发挥甜、糯玉米营养丰富、加工品质比普通玉米好的

优势。

’%$ 因势利导，重点发展，提高产量，扩大面积

发展甜、糯玉米对提高“菜篮子”质量，改善人们

生活状况，推动食品、医药、造纸等轻工业发展十分

重要。根据我国玉米的实际情况，饲料生产和玉米深

加工是消耗玉米的主体，提高玉米籽粒产量仍然是

主攻目标。因此，在继续保持普通玉米生产优势的同

时，应加快发展甜、糯玉米。有支链淀粉加工条件的

地区应大力发展高产糯玉米，城郊农村适当发展甜、

糯食用玉米，以糯玉米为重点，加大产品开发，形成

规模效益。通过在适宜地区种植并利用设施栽培提

早鲜供时间，调整和优化早、中、晚熟品种的搭配，延

长市场鲜供时间，加上保鲜周年供应计划的实施，即

能满足市场的全年供应。

’%’ 制定甜糯玉米质量标准，加快品种审定

包括品种本身的品质质量标准和加工食品的质

量标准，规范企业行为。在保证种植安全的情况下，

以市场需求为依据，进行多元化审定，如鲜食品种应

以穗大、口感好为主；加工玉米粒的品种应以穗轴

细、粒大、籽粒深色为主；工业淀粉用品种应以高产、

稳产为标准。只有按照市场需求，完善品种审定标

准，加速品种审定速度，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甜、糯

玉米产业的发展。

’%* 发展订单农业，形成良性循环

关键是要建立稳定的生产基地和产品的销售市

场〔/〕。特别是基地建设，直接关系到产品的质量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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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需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发展甜、糯玉米

的根本出路在深加工。通过创新机制，走科、工、贸一

体化路子，在育成一批能适应不同加工用途的高产、

优质、专用化品种后，再以高科技上规模的方式对玉

米进行深加工。通过延伸加工链，把玉米原料直接转

化成市场畅销商品，产生高附加值，研究开发不同类

型的深加工系列产品，走育、繁、推、加、销一体化的

路子。按照“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建立稳定的

基地，发展订单农业，回收产品，形成良性循环。

"#$ 引导消费，开拓和培育市场

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多渠道、多层次地

公布研究结果，引导消费；通过超市、链锁店、直销店

等多种方式开拓市场，才能做大、做强甜、糯玉米产

业。目前我国食用玉米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处于

传统的农民自发销售阶段，尚未建立规范化的营销

网络，急需有实力的公司开拓和培育市场，特别是鲜

穗保鲜周年供应市场，并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在甜、

糯玉米的加工开发方面，急需培植多个甜、糯玉米种

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龙头企业。

致谢：感谢蔡光泽教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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