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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四川鲜食玉米产业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宋俏姮　杨跃华　高必军　孔亮亮　刘俊峰　张　垚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所，德阳 618000）

摘要：随着国家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市场消费升级，四川鲜食玉米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同时诸多矛盾也不断凸显。对四川

鲜食玉米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介绍，深入剖析了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应解决措施，以期促进四川鲜食玉米产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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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玉米是指在乳熟期采摘嫩果穗，用于直接

食用或加工的玉米类型，主要包括甜玉米、糯玉米、

甜加糯型玉米等 [1-2]。鲜食玉米风味独特、适口性好，

食用品质优良，营养价值丰富。随着玉米种植结构

的调整，人们饮食消费观念的转变和保鲜加工技术

的发展，鲜食玉米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呈现出广阔的

市场前景。我国是鲜食玉米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

在农业部《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2016-2020
年）》政策的引导下，我国鲜食玉米产业发展迅速，

目前年种植面积约 133.3 万 ~146.67 万 hm2，在种植

类型上，逐渐形成“南甜北糯”的种植格局。鲜食玉

米是集粮、果、蔬、饲、工“五位一体”的经济作物，与

普通玉米相比经济效益高，对改善居民膳食结构，拓

宽农民增收渠道和促进种植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消费市场的变化和产业的融合发展也为鲜

食玉米的研究提出了新要求 [3]。因此，本文旨在通

过分析四川鲜食玉米产业发展现状，从中寻找不足

和突破口，以促进鲜食玉米产业绿色发展。

1　四川鲜食玉米产业基本情况
四川作为我国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试点区和都

市现代农业发展的先行者，通过“十五”到“十三五”

四个五年计划的育种攻关与示范推广，截至 2019 年，

四川甜、糯玉米新品种共审定 48 个（含认定 3 个），

审定品种包含甜玉米、糯玉米、甜加糯型玉米，花色

齐全，种类繁多，高端品种在市场的占有率越来越

高。四川热资源充足，无霜期较长，生态资源多样化，

为鲜食玉米多季、多模式种植提供了条件。四川省

鲜食玉米年种植面积从不到 667hm2，发展到了 7.13
万 hm2，约占全国鲜食玉米种植面积的 1/20，并以每

年 15%~20% 的速度递增，年均综合效益约 80 亿元。

种植布局上主要分布在平原及丘陵区，以糯玉米种

植为主，近年来四川城郊鲜食玉米发展迅速，形成了

适度规模化种植特征，促进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为四川省农业供给侧改革作出了较大贡献。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四川省鲜食玉米产业的不断发展，诸多矛

盾也凸显出来。当前四川鲜食玉米产业存在以下问

题：（1）品种多而不优，品质口感与国内外先进地区

品种相比差距较大，产量低、抗性差，适应性不强；

（2）品种知名度低，无“金字招牌”型核心品种，产品

品牌屈指可数；（3）销售市场混乱，品种未审先推、

套牌侵权屡见不鲜，“多乱杂”现象严重；（4）种植模

式杂乱，品种布局不合理，种植地块分散，以中小农

户种植生产为主，缺少带动能力强的种植大户、新型

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5）季节性生产过剩，上市

时间“撞车”，滞销现象时有发生，市场行情不稳定；

（6）产业化水平偏低，技术研发创新不足，产业指导

和技术服务滞后，保鲜加工技术、设备、质量无法配

套，加工类型单一 [4]。以上问题严重制约了四川鲜

食玉米产业可持续发展。

3　对鲜食玉米产业发展的建议
3.1　强化科技引领，创新品种类型，服务市场需求　

鲜食玉米的品质是衡量品种的首要标准，受基础材

料的限制，四川现有育成品种类型单一，果穗和籽粒

品质差，质量顶尖的寥寥无几，且多以鲜食为主，粒

用型、加工型等多用途品种匮乏，无法满足多元化需

求。西南地区是糯玉米遗传多样性中心和起源中

心 [5]，要充分挖掘利用本地糯玉米资源优势，同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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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内外优异种质资源的引进，改变遗传基础狭窄

和育种技术单一的局面，为品种培育注入科技力量，

综合运用常规选育方法和现代分子生物技术手段，

从市场出发倒推需求，以优质为核心，统筹兼顾“优

质、丰产、多抗、绿色、广适”等关键指标，加快材料

的更新升级，创新专用型、功能型及不同熟期等多样

化的品种去满足市场多样性的需求。

3.2　加强品牌建设，提高品牌知名度　随着品种审

定渠道的增多和审定条件的变化，近年来品种井喷

现象出现，种业寡头逐渐凸显，市场竞争进入白热

化，四川鲜食玉米品牌化程度低的现状制约了产业

可持续发展。发挥品牌引领作用，实施品牌化，才能

做到优质优价，提高品种的竞争力。首先应着力打

造四川品牌，鼓励和引导企业创立品牌时突出品种

的多元化特色，以鲜明的特点吸引不同的消费群体。

同时加强四川品牌、四川品质的宣传，正确分析市

场，了解消费习惯，以市场为导向，开展全方位、多渠

道的立体营销，扩大产品知名度和影响力，逐步实现

从“品牌”到“名牌”的跨越。

3.3　多管齐下，规范种子市场秩序，确保用种安全　

套牌侵权在种子行业并不少见，但在鲜食玉米品种

推广上，似乎成了见惯不惊的事。套牌种子低成本、

高收益，不仅欺瞒消费者，损害品种权人和企业的合

法权益，甚至影响农民增收，打击育种者科技创新的

积极性，扰乱市场经营秩序。要解决市场多乱杂现

象，首先应注重诚信建设，正确引导企业守法自律，

科学疏导问题企业；其次加强新品种研发，完善品种

权保护制度，靠过硬品种积极主导市场；最后应在制

种田开展真实性检测，从源头进行防治，加大对套牌

侵权、制假售假、无证生产等行为的打击力度，让企

业“不敢套、无法套”，治理种子市场的沉疴顽疾，确

保农业用种安全。

3.4　加强资源整合，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和龙头企业　

四川多山地、丘陵，种植以中小农户为主，在小片地

块零星种植，品种多而杂，种植技术标准化程度低，

分散种植难以实现机械化生产采收，人力成本高。

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和龙头企业是鲜食玉米产业发

展的主力军。加强对种植大户的技术培训，培育新

型经营主体；加大对生产规模大、产业化程度高龙头

企业的扶持，促进资源向新型经营主体和龙头企业

集中整合；健全完善“企业 + 新型经营主体 + 种植

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实施标准化、基地化管理，推

进品牌建设，辐射带动鲜食玉米产业发展。

3.5　合理布局，多季多模式错峰种植，创新贮藏保鲜

深加工技术　采摘下的鲜食玉米嫩果穗货架期短，

不耐贮藏，农民和种植大户对市场了解不足，盲目跟

风大面积大规模的种植，导致上市时间高度集中，互

相压价，滞销现象时有发生，市场行情不稳定给鲜食

玉米销售带来极大不确定性和市场风险。要解决四

川省鲜食玉米季节性生产过剩、库存压力过大的难

题，需加强政府引导，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品种，甜玉

米、糯玉米、甜加糯型玉米搭配种植；同一品种错开

播期或选用不同熟期的品种以便错峰上市；可综合

运用“玉 - 玉 - 菜、玉 - 稻 - 菜、玉 -（马铃）薯 - 菜、

玉 - 烟（草）- 菜”等轮作方式，或间套作大豆、花生、

菌类等经济作物，多季、多模式灵活种植，实现周年

生产、周年供应。适时采收对鲜食玉米的食味品质和

商品性尤为重要，所以严格把握鲜果穗的采收时间，

加强保鲜贮藏技术的研究，科学贮藏运输，延长货架

期，同时还应进一步扩大加工型品种的推广，积极探

索鲜食玉米深加工技术，促进鲜食玉米种植企业与

深加工企业的合作，进一步实现增产增收。

3.6　积极挖掘利用潜力，围绕鲜食玉米全产业链进

行专业建设　四川鲜食玉米产业发展虽已步入“快

车道”，但仍以鲜食生产为主，产后加工工艺落后，缺

乏高端附加值产品，产业化水平较低。事实上，鲜食

玉米可衔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6]，以成都为中

心的都市休闲需求，为发展鲜食玉米观赏采摘、休闲

服务、加工贸易等提供了机遇。深入挖掘鲜食玉米

全株利用潜力，鲜穗可做鲜果蔬消费，也可生产速冻

棒、速冻粒、玉米汁、玉米羹、玉米饼等，还可提炼玉

米油、淀粉、食品添加剂、工业原料等，玉米须可加工

为保健功能饮品，秸秆作为牛、羊青贮饲料或还田用

于改善土壤肥力，副产物的综合利用能有效提高产

业附加值。另一方面还应积极推进冷链物流和产后

加工建设，开展深加工，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拓

展省外和海外市场，构建多类型融合方式，实现产业

链延伸。

4　展望
四川对鲜食玉米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通过 20 余年的发展，品种数量、质量以及种植面积

都有了质的提升，不但满足了省内消费，而且还远销

北京、石家庄、郑州、沈阳、长春、重庆、广州、福州等

地。四川作为我国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试点区和都

市现代农业发展的先行者，具有得天独厚的基础优

势，区域内生态条件的多样性，充足的光热资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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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河谷红花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
李春艳 1　顾秋丽 1　高明清 2

（1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察布查尔县 835300；2 昌吉州登海种业有限公司，新疆昌吉 831100）

摘要：红花是伊犁特色经济农作物之一。为适应农业供给侧改革，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出产业扶贫优势，分析了伊犁河

谷红花产业的种植现状、种植优势、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对策，以期为红花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红花；产业；种植现状；发展对策

红花在我国已有 2100 多年的栽培和药用历史，

是集药用、食用、染料、油料和饲料等用途于一身的

植物。红花丝具有活血通经、祛瘀止痛之功效，红

花籽含油量与向日葵、花生含油量相当，约 40% 左 
右 [1-2]，尤其是油酸和亚油酸含量居高，分别约占总

油量的 16%~25% 和 63%~75%[3]，也因此而享有“亚

油酸之王”之美誉，素有“绿色食品”之美称 [4]。随

着经济水平的增长，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

高，红花在营养、保健、医疗等方面都占有优势地位，

因此红花产业有着较为突出的发展潜力 [5]。红花在

我国主要集中在西藏、新疆、云南、甘肃、四川、河南、

河北、山东、浙江、江苏等地 [6]。伊犁河谷是新疆红

花产业主产区之一，已有 40 多年的种植历史。

1　伊犁河谷红花生产现状
1.1　种植现状　伊犁河谷红花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

3 万 hm2 左右、占全疆的 89.6% 左右，年均产红花丝

400 万 kg、红花籽 3 亿 kg，每 667m2 产干花 10~20kg，
总产量正常年间可达 600 万 kg 左右，主要分布在察布

查尔县、霍城县、伊宁县、尼勒克县和巩留县等。种植

品种以金红 8 号、云红 6 号、云新 6 号、宾红 3 号为主。

1.2　种植区域广泛　红花是菊科红花属，对土壤要

求不高，具有耐旱、耐瘠薄、耐盐碱及栽培管理简单

等优良特性 [4]。生育期短、抗虫能力强，对土壤没

有严格的要求，从 2008 年仅有 4 个县种植发展到

2019年的6个县（只有新源县、昭苏县不种植红花）。

1.3　市场开拓稳步发展　伊犁河谷所种植生产的

红花农副产品主要销往国内药材市场，出口远销至

东南亚及中亚各国市场。比如察布查尔县种植生产

的红花 90% 以上销往安徽亳州、河北安国、江西樟

树、成都荷花池等药材市场，国内制药企业如三九药

业、浙江永宁药业、吉林一正药业、石家庄源发药业、

北京同仁堂药业等直接来产地采购。

2　种植优势
2.1　自然条件优势　新疆伊犁河谷地区光热资源

丰富，属大陆性温带半干旱气候区，是全疆降雨量最

多、北疆冬季气温最高的地区 [7]，日照时数长、昼夜

巨大的消费市场，为鲜食产业发展奠定了政策、自然

条件和市场保障。随着国家和四川省种植业结构调

整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农产品消费升级悄然到来，鲜

食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已成必然，“绿色、优质、健

康、品牌、高品位”已逐步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消

费亮点。创新优质品种，加强品种选育、标准化种植、

加工利用、销售服务等环节的紧密衔接，调整产品结

构，发展高端高附加值产品，立足服务四川、服务全

国，积极拓展和延伸鲜食玉米产业在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乡村振兴、产业扶贫和国家“一带一路”

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推动四川鲜食玉米产业提质增

效，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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