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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玉米育种概况及新品种选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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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汉中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汉中 723000）

摘要：通过简要回顾鲜食玉米研究历史，提出鲜食玉米的新品种选育应确定合理的育种目标，并通过品种资源引进和搜集利

用，运用多种育种手段创制新的鲜食玉米育种材料，开展特色鲜食品种选育，突出鲜食玉米的品质，将鲜食玉米育种特色化、专用化，

利用新手段赋予鲜食玉米新功能，促进鲜食玉米产业的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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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玉米指在乳熟期采摘新鲜果穗，供食用、

保鲜加工或加工成罐藏食品的玉米，分为甜玉米、糯

玉米以及适合鲜食或鲜果穗加工的其他类型玉米。

鲜食玉米因具有风味独特、适口性好、营养丰富等特

点而深受消费者欢迎。鲜食玉米收获时果穗处于乳

熟期，此时玉米植株茎叶仍保持青绿柔软多汁、易于

牲畜消化，可作为牲畜的优质饲料，采摘后的青秸秆

中粗蛋白含量是普通玉米秆的 1~2 倍，是养殖业的

理想饲料。

1　我国鲜食玉米研究概况
我国鲜食玉米育种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

相继育成了北京白砂糖、甜玉 l 号、甜单 l 号等甜玉

米品种，70 年代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育成了一批甜、

糯玉米杂交种，如：中糯 1 号、鲁甜玉 1 号、鲁甜玉 2
号、花糯 1 号等。我国鲜食玉米种植类型在南北方

具有一定差异，南方地区以种植甜玉米为主，主要集

中在海南、广东和广西等地，其中海南可周年进行鲜

食玉米生产；北方地区以糯玉米为主要种植对象。

由于品种更新及栽培技术的提高，现在北方也有甜

玉米生产，而南方也有糯玉米生产。

2　鲜食玉米育种的简要回顾
2.1　甜玉米　甜玉米在西方作为一种大众化副

食早已进入千家万户 [1]。我国甜玉米育种起步于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中国农业大学育出我国

第 1 个甜玉米品种“北京白砂糖”。70 年代后期开

始，我国甜玉米育种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国家在

“七五”、“八五”期间对甜玉米育种正式立项，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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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玉米育种攻关协作组，育出了超甜 43、普甜 8701、
加甜 16、甜玉 4 号、甜玉 6 号等品种。同时，部分省、

市也相继开展了甜玉米育种，育出了超甜 20 号、甜

笋 101、粤甜 1 号等品种（系）[2]。但由于当时育种

方法的局限性，育成的品种表现出子粒皮厚、鲜食品

质不佳，不能很好地满足鲜食消费的需求。但这些

工作为我国甜玉米育种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

基础。“九五”以来广东、上海、湖北、河南等地都相

继对甜玉米育种开展了立项攻关，育出了金银 99、
农甜 1 号、粤甜 3 号、穗甜 1 号等一批甜玉米品种，

这些品种的品质比 20 世纪 80 年代的品种有较明显

提高 [3]。

因口味、消费习惯及气候的不同，不同类型的

甜玉米在我国各地区分布有所差异。目前，我国北

方地区主要种植普甜、加强甜玉米，在这方面的育种

能力也较强；我国南方地区主要种植超甜玉米，尤以

华南地区发展最为迅速、生产规模最大，仅广东省超

甜玉米种植面积已达 4.7 万 hm2 以上，其超甜玉米

育种工作居国内领先地位。

经过多年的积淀与攻关，我国甜玉米育种工作

取得了较大成就，目前，已育出超甜43号、加甜16号、

加甜 20 号、申甜 1 号、圣甜 1 号、丰选 19 等甜玉米品

种。这些品种鲜穗单产达到 11250~12750kg/hm2，且

较抗大、小斑病，乳熟期可溶性糖含量达 23% 左右，

果皮中等，较爽脆，风味较好；适合我国多地种植，尤

其适宜在华南地区种植。

2.2　糯玉米　糯玉米又叫粘玉米 [1]，是一种十分

受欢迎的粮菜兼用作物。糯玉米受第 9 染色体上

wx 隐性基因控制，在纯合状态下玉米子粒中的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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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由 95%~100% 的支链淀粉组成，起源于中国西

南的西双版纳和广西的亚热带地区。糯玉米子粒

不透明、无光泽、外观似蜡状，因此也被称为蜡质玉

米，煮熟后粘软，富于糯性，这是由于子粒胚乳中的

支链淀粉含量较高的原因。糯玉米有特殊的淀粉

结构，形成了特殊的糯性和风味，尤其适合鲜食及 
加工。

中国西南地区是糯玉米的起源地，种质资源较

丰富，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以农家零星种植为主，

果穗小、抗性差、产量较低。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

始，我国开始糯玉米的杂交选育工作，受历史条件

限制，大多没有深入系统的进行。90 年代，受我国

经济快速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双重促进作用，糯玉米

育种工作开始了深入研究，育成了垦粘 1 号、渝糯 7
号、苏玉糯 2 号、万粘 1 号等品种 [3]。在系统研究的

基础上育成的品种农艺性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产

量大幅度增加。从 20 世纪末开始，糯玉米育种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育成了以京科糯 2000、申糯 2
号、天贵糯 919、斯达糯 38、黑玉墨等为代表的适口

性好、产量高、适宜鲜食和工业加工的一大批糯玉米

品种。

随着鲜食玉米新品种的不断推出，鲜食玉米栽

培技术的研究完善和大力推广，我国鲜食玉米的生

产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南方基本形成周年生产模式

（以海南为代表），北方形成了保鲜储藏加工以延长

市场供应期的生产方式，目前我国基本做到了鲜食

玉米周年供应市场的局面。随着生产水平的发展，

对鲜食玉米品种的鲜食品质、加工品质、产量等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鲜食玉米新品种选育所面临的

挑战更加严峻，只有推出更好的品种才能满足市场

需要。

3　鲜食玉米新品种选育的主要方法
鲜食玉米品种的甜、糯性状均为隐性性状，因

此鲜食玉米的新品种选育应在合理隔离条件下进

行，以提高选择效果。

3.1　确立合理的鲜食玉米育种目标　与长期以高

产为育种目标的普通玉米育种相比，鲜食玉米育种

起步晚，育种材料有限，受此局限鲜食玉米的育种目

标应以风味、营养品质选择为主要目标，兼顾产量

（鲜穗产量）和外观品质的选择，在突出风味、品质、

产量适中的前提下，注重抗病、抗虫、抗倒伏及株高、

穗位高等综合农艺性状的选择。部分鲜食玉米品种

还应以品种的耐低温性和熟期作为选育指标，满足

春提早和秋延后生产玉米鲜穗的需求。

3.2　育种材料的研究创新

3.2.1　多途径搜集、引进鲜食玉米种质资源　通过

鲜食品质、营养构成及配合力的分析，深入研究加以

利用。玉米传入我国后，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通过

自然变异和人为选择，形成了大量的优良地方特异

品种，如在我国云南、东北等地的独有环境条件下突

变形成的糯质玉米资源。积极搜集、研究、改良这些

种质资源，可为鲜食玉米育种提供重要的基础材料，

为优良品种的选育奠定基础。

引进国外鲜食玉米种质新材料，拓宽我国鲜

食玉米种质遗传背景，通过直接利用或改良形成优

良材料，也是鲜食玉米快出品种、出好品种的有效 
途径。

3.2.2　采用杂交、回交转育法创制鲜食玉米种质　

利用普通玉米多年的改良成果，很多的自交系汇集

了诸多优良基因，具有配合力高、综合性状优的特

点。利用甜、糯玉米材料和优良普通玉米自交系杂

交、自交、回交选育，在各世代的筛选过程中，加大鉴

定选择压，特别是对鲜食品质的鉴定选择，增加鉴

定次数，选择鲜食品质优、农艺性状好、抗病虫、抗倒

伏、自身产量好、配合力高的株系培育成鲜食玉米

优良自交系，逐步实现鲜食玉米品种在丰产性、抗逆

性、适应性的整体提升。在转育改良过程中要仔细

甄别选择，尽可能减小利用普通玉米优良基因改良

甜糯质自交系带来的负面影响 [4]，必要时可在材料

的乳熟期进行鉴定选择。重庆市农科院选育的渝糯

408 就是利用普通玉米优良基因对糯玉米实施整体

改良较为成功的案例。

3.2.3　利用多种育种手段进行鲜食玉米种质创新　

花药培养（以下简称花培）育种，是将离体花粉培育

成单倍体植株，再经染色体自然或人工加倍得到纯

合二倍体的一种育种方法。通过该方法获得的纯

合二倍体在遗传上非常稳定，不发生性状分离。因

此，花药培养育种能提早稳定分离后代、缩短育种年

限。1974 年初，我国首次成功诱导培养了玉米花粉；

1977 年广西农业科学研究院玉米研究所与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协作获得第 1 株纯合的玉米花粉自

交果穗以后，随着对花药培养技术的深入研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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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培材料也育出了一批品种。花培技术在鲜食玉米

自交系选育中，具有一定优势。

除花培育种外，孤雌生殖、远缘杂交育种、诱变

育种、转基因育种、单倍体育种、辐射育种、分子标记

等技术，对鲜食玉米种质创新都具有积极意义。在

鲜食玉米育种中，要结合这些方法形成一套独特的

育种材料创新技术体系，推动鲜食玉米育种的发展。

3.2.4　花期性状和熟期性状选择　花期性状和成熟

特性的选择在鲜食玉米育种中应加以重视，无论是

鲜食玉米自交系还是杂交种，花期长、花粉量适中、

灌浆期长、子粒脱水慢，都对鲜食玉米有利。鲜食玉

米的产品以鲜穗为主，花期长、花粉量适中，在生产

上可以减小鲜穗秃尖的发生，无秃尖或秃尖小对鲜

穗的外观品质有利；灌浆期长、子粒脱水慢，是出于

对鲜穗保鲜、延长鲜穗采收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鲜

穗采后的秸秆持绿，增加秸秆的饲用价值。这与目

前普通玉米育种中要求熟期子粒脱水快相反，在鲜

食玉米育种中应引起注意。

4　关于鲜食玉米育种的几点建议
鲜食玉米在玉米生产中具有重要地位，具有经

济作物的属性。因此，如何使鲜食玉米生产形成产

品优、效益好的优势特色产业，服务于产业发展，更

好的满足市场需求，是当前鲜食玉米育种研究的重

要课题。在鲜食玉米的研究创新过程中，从以下几

个方面入手，将为这一产业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4.1　选育特色鲜食玉米品种　鲜食玉米作为食品

和蔬菜的原料，品种选育过程中，在保证风味的同

时，突出品种的多元化特色，以明显的特点吸引不同

的消费群体。如在选育鲜食玉米材料时引入优质

蛋白基因、富含特定氨基酸的性状基因，注重总蛋白

质和特定赖氨酸含量的选择，实现鲜食品质和高蛋

白的结合，使鲜食玉米更营养、更美味；从品种角度，

提高鲜食玉米品种对特定微量元素如锌、硒等元素

的吸收积累能力，阻隔对人体有害的元素如镉元素。

通过特色选育使育成的鲜食玉米品种集品质优、产

量高、适应性广，具有多维、保健功能，集粮、经、饲、

果等多用途于一身。

4.2　利用科技手段为鲜食玉米赋予新的功能　采

用转基因技术等科技手段，利用玉米基因易被修饰

的特点，生产一些对人类有用的特殊蛋白、部分维生

素和一些代谢前体物质等，即利用转基因鲜食玉米，

使鲜食玉米更具开发潜力。目前的转基因玉米主要

以抗虫和抗除草剂为主要目标 [6]，通过转基因技术，

使玉米生产出一些对人体有保健和治疗作用的物

质，也应是鲜食玉米育种研究的一个方向。通过严

格的管理，转基因技术总会造福于人类，这项技术应

用于鲜食玉米也是如此。

4.3　以品质为核心加强专用鲜食玉米品种选育力

度　鲜食玉米是一类玉米的总称，在注重其特殊性

的同时，不能脱离玉米生产的共有特性。如果鲜食

玉米产品仅可用作休闲食品及蔬菜，不能用于工业

原料，随着鲜食玉米种植规模的扩大，将会导致种植

风险增加、效益下降，必将严重制约鲜食玉米产业的

健康发展。因此，以品质为核心，加强专用鲜食玉米

品种选育力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以鲜食品种为核

心，选育适口性好的鲜食品种，也可以产量为核心，

选育干子产量高的甜糯玉米品种，满足加工企业的

需求。加大鲜食玉米各环节的科研创新力度，从鲜

食玉米的品种资源搜集利用、特色化品种选育、绿色

高产栽培技术集成、产品的贮藏及精深加工等各领

域开展全方位的科技攻关创新，促使以鲜食玉米为

核心形成完善的产业体系，多方位满足市场需求，提

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有力地推动鲜食玉米的发展，形

成完善的鲜食玉米产业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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