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与探讨34 2017年第12期

机制等多种方式促进南繁基础设施改善，科研生产

行为规范，南繁科研创新精神进一步被激发，增进与

南繁单位的交流沟通，及时掌握、发布南繁信息，协

调、解决南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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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鲜食玉米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孙国亮　彭正峰　张绍武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推广所，楚雄 675000）

摘要：通过对楚雄州鲜食玉米种植现状、发展优势和产业前景进行分析，提出适合楚雄州鲜食玉米发展的对策和绿色高效

的栽培措施，加快本州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帮助农民增收、脱贫。  

关键词：鲜食玉米；现状；对策；绿色高效；栽培

鲜食玉米以甜、糯、嫩、香等特点，已成为深受

消费者欢迎的日常食品，快步进入城乡家庭，消费市

场日益扩大，发展前景广阔。近年来，楚雄州在各级

政府和农业部门的引导下，鲜食玉米发展迅速，2016
年种植面积为 0.34 万 hm2。通过对各县（市）农业

部门调研和种植户、市场的实地调查分析发现，本州

鲜食玉米种植在品种选择、种植技术、销售市场培育

等方面存在问题，严重制约鲜食玉米产业的发展。

1　楚雄州鲜食玉米种植发展优势
1.1　天然的隔离条件　楚雄州属典型的高山山

地地貌，全州耕地 225471.27hm2，以山区和半山区

为主，约占总耕地面积的 59.5%，镶嵌在群山之间

1km2 以上的坝子有 100 个，为发展鲜食玉米提供了

天然的隔离条件。

1.2　优越的光、温资源　州内海拔 556~3650m，立

体气候明显，年太阳辐射总量 123.6~159.6kcal/cm2，

平均年总日照时数 2446.7h，年平均气温 16.3℃。以

元谋坝子为代表的低热河谷区域（海拔 1400m 以

下）年平均气温 21.9℃，全年月均温在 10℃以上，

2-11 月平均气温在 17.5~27.1℃之间，一年中 2-11

月鲜食玉米都可上市。其他中海拔（1400~2000m）

区域年平均气温 15.7℃，≥ 10℃初日为 2 月下旬，

≥ 18℃终日为 9 月上旬，即 2 月下旬后可播种，5-9
月有鲜食玉米上市。

1.3　区位优势好，交通便利　楚雄州地处云南省中

北部，东接昆明、南连玉溪、西邻大理，北与攀枝花市

相连，城市之间高速公里全线贯通，元谋站和广通站

又是成昆铁路重要停靠站，鲜食玉米可通过高速公

路或铁路快捷运达昆明、攀枝花、成都、重庆、广州和

北方省份。

2　鲜食玉米发展现状
近年来，在普通玉米价格持续低迷的情况下，

本州鲜食玉米发展迅速，种植面积逐年增长，但总体

上经济效益呈下降趋势。2016 年种植面积为 0.34
万 hm2，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占 60% 以上，散户种

植不到 40%，每 hm2 平均产量 1.95 万 kg。面积较

大的是元谋、永仁、双柏、禄丰等县的低热河谷地区，

以冬播和早春播种为主，在 3-5 月上市，除满足本

州市场外，大量销往昆明和省外，批发价格一般在

2.5~3.5 元 /kg，每 hm2 产值 4.5 万 ~5.5 万元，效益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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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其他区域以春播和夏播为主，种植户多，规模小，

在 6-9 月上市，批发价格 2.0~2.5 元 /kg，主要在本地

销售，每hm2产值3万~4万元，如赶上集中上市期间，

价格较低，部分种植户亏本销售。2017 年本州计划

种植鲜食玉米 0.49 万 hm2，其中，冬播 0.16 万 hm2、秋

播 0.059 万 hm2、早春播 0.13 万 hm2、夏播 0.14 万 hm2。

3　楚雄州发展鲜食玉米存在的问题 
3.1　水利灌溉条件不配套　本州降雨偏少（年平

均降雨量 830.5mm），干湿分明（90.4% 集中在 5-10
月），而种植鲜食玉米以冬播和早春播种效益最好，

这就要求种植区域冬、春季必须有水灌溉，并且要排

灌方便，本州适宜冬播和早春播种鲜食玉米的金沙

江和元江河谷区域水利灌溉条件较差。

3.2　种植品种多、乱、杂，品种更新慢　本州种植的鲜

食玉米品种 70% 以上是黄子的甜脆玉米，20% 左右

是白糯玉米，少数为彩糯玉米以及黄白子粒相间的玉

米，据不完全统计，品种在 50 个以上，有些是种植多年

的老品种，部分品种消费者反映皮厚、吐渣、品质差。

由于品种多，商品性状不一，造成价格参差不齐，生产

效益差别较大。在众多品种中美国金蜜蜂未在云南

审定，广糯一号、奥甜 3 号已种植 10 多年。 
3.3　市场开发不力，对市场把握不足　有的种植户

对周边大、中城市消费市场缺乏了解，在播种时间上

选择不当；有的种植大户未分期播种，形成大量鲜果

穗同时上市争市场的被动局面，价格低、无效益。

3.4　种植技术水平差，管理跟不上　部分农户对新

品种特征、特性和种植技术不清楚，管理粗放，产量

低、效益差。部分新种植户把鲜食玉米与普通饲用

玉米相连种植、同期播种，未在空间上隔离或错开播

期，串粉严重，导致品质下降。

3.5　食品安全意识不强　部分农户在病虫害防治

过程中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或收获前几天还用农

药，在收获时农药分解不完全，致使鲜果穗含有农药

残毒，影响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3　楚雄州鲜食玉米发展对策
3.1　加强产业扶持、改善基础设施　本州鲜食玉米产

业的发展要以市场为导向，紧盯市场。在支持现有种

植区域的基础上，扶持海拔 1000m 以下金沙江和元江

河谷区域的鲜食玉米种植。该区域贫困人口多，光、

热、水资源充足，通过改善水利灌溉、道路、通信等条

件，加强科技培训，积极鼓励种植鲜食玉米。通过采

用地膜覆盖和育苗移栽，在夏、秋种植，12 月到次年 3
月上市销售，填补市场缺口，争取最好经济效益。发

展鲜食玉米将是该区域精准扶贫、脱贫的好举措。

3.2　加大鲜食玉米选育、试验、示范力度　本州各

级农业科研和推广部门要加快新品种选育或引种步

伐，加大新品种试验、示范和展示力度，开展新品种

绿色高产高效技术研究；加大对种植农户培训和技

术指导，确保种植农户增产、增收。

3.3　努力开拓市场，以销定产　鲜食玉米种植技术

门槛低，生长周期短，本地市场易饱和，因此发展鲜

食玉米产业，不能一哄而上、盲目种植，要因地制宜，

以销定产、发展订单农业；要积极开拓昆明和省外

大、中城市的消费市场，重点发展低热河谷地区冬播

和早春播种，抢占我国北方市场。

3.4　绿色高产高效栽培

3.4.1　选择产销对路的优良品种　选择市场前景

好、品质优、抗逆性强、产量高的优良品种。甜玉米

要求口感纯正香甜、柔嫩爽脆、子粒含糖量高、营养

均衡。糯玉米要求粘软香甜、皮薄无渣、内容物多。

3.4.2　隔离种植，避免串粉　鲜食玉米与普通玉米

之间，鲜食玉米不同品种间必须隔离，要求在种植地

块周围 300m 以内不能种植其他同期开花的玉米品

种，如无自然隔离条件应采取时间隔离，花期相差在

25d 以上，在同一个地方或同一个生长季节最好播

种同一个品种，避免串粉杂交。

3.4.3　适时、分批播种，延长采收期　按预计上市

时期确定播种期，在地温稳定在 10℃以上时方可播

种，玉米灌浆期当地气温要在 16℃以上。低热河谷

区以冬、春播种效益最好，力争早上市。中海拔区域

在 3-6 月播种，种植大户要根据销售量选择分批、

分期播种，延长采收期，规避市场风险。

3.4.4　精细育苗管理，确保苗全、苗壮　（1）鲜食玉

米，特别是超甜玉米种子皱瘪，出苗不易，幼苗长势

弱，植株生长差异较大，管理要精细，确保全苗，对弱

苗要尽快追肥提苗。（2）鲜食玉米由于自身品种特

性及种植时基肥较足，植株分蘖较多，应在苗期及

时去除分蘖，保证主茎生长。（3）苗期生长慢，易发

生草害，要早中耕、早除草。（4）鲜食玉米一般都具

有多穗性，为提高果穗商品性状，每株最多留 2 个果

穗，其余果穗尽早除去。

3.4.5　规范化种植，合理密植　采用地膜覆盖或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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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6 年温州市水稻生产和品种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夏如达　吴建克　黄宗贵

（浙江省温州市种子站，温州 325000）

摘要：水稻是温州市种植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在粮食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对 2007-2016 年温州市水稻生

产和推广品种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指出温州市水稻播种面积逐年减少、推广品种数量不断减少、种植食用优质米品种比例较低

和高产配套技术到位率低等问题，以及主导品种逐步突出和品种结构逐年优化等现状；提出加大水稻种植政策扶持力度、加强

水稻优良品种展示宣传、开展高产创建示范活动和加快商业化育种以及加强种子市场监管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部门制定

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温州市；水稻；现状；发展建议 

温州市位于浙江省东南部，东濒东海，为中亚

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17.3~19.4℃，年降

水量在 1113~2494mm 之间。无霜期为 241~326d，
全年日照数在 1442~2264h 之间，温光条件较好，

全年可以种植 3 季作物。据温州市统计局数据，

2016 年末全市户籍人口 818.2 万，粮食播种面积

124266.67hm2，粮食总产量 75.9 万 t。水稻是温州

市最主要的粮食作物，2016 年占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73.51%，总产占 80% 左右。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

交通市政建设用地增加，以及种植结构调整，水稻

播种面积减少明显，影响了全年粮食产量。确保水

稻生产安全，对稳定温州粮食生产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

1　水稻生产和品种推广现状
1.1　水稻播种面积逐年减少　据 2007-2016 年温

州市各品种种植面积统计分析，2007 年全市水稻播

种面积 126020.00hm2，2016 年播种面积 91353.33 
hm2，比 2007 年减少 27.51%。其中 2007 年早稻播

种面积 33953.33 hm2，2016 年播种面积 27446.67 
hm2，比 2007 年减少 19.16% ；2007 年中晚稻播种

面积 92066.67 hm2，2016 年播种面积 63906.67 hm2，

较 2007 年减少 30.59%，其降幅大于早稻。

2007-2016 年全市早稻以推广常规品种为主，

种植常规品种占早稻总面积比例平均为 95.34%，其

苗移栽，宽窄行种植，宽行 80cm、窄行 40cm、株距

25~30cm，每 hm2 种植密度在 6.0 万 ~6.5 万株。

3.4.6　增施有机肥，测土配方施肥　每 hm2 施农

家肥 4.0 万 ~4.5 万 kg，折纯 N 270kg、P2O5 105kg、
K2O 115kg，其中 30% 的氮肥和全量钾肥、磷肥作基

肥，剩余部分在 4~5 叶期和大喇叭口期  施用。

3.4.7　抓好病、虫害绿色防治　鲜食玉米的病虫害

防治应按绿色食品的标准进行。对病株应及时拔除

深埋，发生虫害的田块应使用生物或低毒、易降解农

药防治，既有效控制虫害，又不至乳熟期仍有农药残

毒，确保鲜食玉米品质。

3.4.8　适时采收，提高效益　最佳采收期应在授粉

后 20~25d。采摘通常在清晨进行，当天采收当天上

市，保持果穗的新鲜特色。

3.5　种、养结合，秸秆再利用　鲜食玉米的秸秆中

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铜、铁、锌、锰、钙和维生素 E，
适量的粗纤维，是养牛上好的青饲料。种植大户可

选择种养结合，秸秆再利用，提高效益。为进一步提

高秸秆的养分含量，摘完果穗的植株可在田间继续

生长 5~7d，让摘掉果穗植株的光合产物积累到茎叶

之中，使茎叶养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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