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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鲜食玉米种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徐　丽　赵久然　卢柏山　史亚兴　樊艳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北京 100097）

摘要：我国鲜食玉米年种植面积达 134 万 hm2 以上，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鲜食玉米生产国和消费国。随着种植业结构调整

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我国对鲜食玉米的需求将不断加大，并且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从鲜食玉米分类和起源入手，介

绍了我国鲜食玉米育种概况，剖析了产业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为我国鲜食玉米产业更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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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玉米是在乳熟期采收，并像水果、蔬菜一

样食用其鲜嫩果穗的一类特用玉米 [1-2]，具有营养价

值高、口感好、附加值高、效益好、低脂高纤维等综合

优点和时尚特性，是近年来北京及我国种植业结构

调整、贯彻落实科技帮扶、乡村振兴战略的首选作

物，成为拉动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我国鲜食玉米

种植面积已突破 134 万 hm2，成为全球第一大鲜食

玉米生产国和消费国。

2018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一号文件均

指出要加快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走

质量兴农路子，提高农业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水

平。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们饮食消费

观念转变，消费者对鲜食玉米这类农产品的关注度

由“有无”转变为“质优”，市场对优质鲜食玉米的需

求将不断增加 [3]。因此我国鲜食玉米在种业科技创

新、市场开发应用等方面既有广阔前景，也面临更高

要求。本文详细阐述了我国鲜食玉米育种发展历程

及现状等，并分析鲜食玉米产业发展特点与未来发

展趋势，以期为我国鲜食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参考。

1　鲜食玉米基本情况
1.1　鲜食玉米的分类　从生物学角度（主要依据籽

粒形态和成分），玉米可分为马齿型、硬粒型、半马齿

型、粉质型、甜质型、甜粉型、爆裂型、蜡质型和有稃

型等 9 种类型。甜玉米就是其中的甜质型玉米，糯

玉米是蜡质型玉米，二者均是玉米大家族的重要成

员。从收获物和用途上划分，玉米可分为籽粒用玉

米、青贮玉米、鲜食玉米三大类型。其中鲜食玉米是

指像水果、蔬菜一样收获和食用其鲜嫩果穗的玉米，

主要包括甜玉米和糯玉米。

1.2　鲜食玉米的起源及相关基因的研究　甜玉米

起源于美洲大陆。1779 年欧洲一支远征考察队从

美洲印第安人耕作地里发现被称作 Papoon 的甜玉

米果穗并带回欧洲，之后逐渐在欧美、亚洲等地发展

利用起来。甜玉米的甜质特性受一个或多个隐性基

因控制，已发现的隐性控制基因有 su1、su2、sh1、
sh2、bt1、bt2 以 及 加 强 基 因 se 等。 根 据 Boyer 
等 [4] 的研究，sh2、bt1、bt2 等属于第 1 类突变基因，

突变发生在淀粉合成的上游，主要编码 ADP- 葡萄

糖焦磷酸化酶、淀粉磷酸寡聚糖合成酶等，对淀粉的

合成影响较大，这类基因型的籽粒在乳熟期糖分含

量是普通玉米的 10 倍以上，成熟期淀粉含量极少，

属于超甜类型玉米。su1、se 属于第 2 类，突变发生

在淀粉合成的下游，编码淀粉分支酶，主要改变淀粉

的类型及各类型的含量 [5-6]。根据不同类型的遗传

背景和生产表现，目前在育种过程中被广泛使用的

为超甜型玉米。

糯玉米起源于中国，是玉米在 16 世纪传入中

国种植后发生变异而形成的一种类型。中国西南地

区（云南、广西）是公认的起源中心。糯玉米的糯质

特性由位于第 9 染色体短臂的单隐性基因 wx 控制，

编码序列为 3718bp，由 14 个外显子和 13 个内含子

组成。该基因的突变导致束缚态淀粉合成酶的含量

和活性降低，不能合成直链淀粉，籽粒胚乳中几乎全

是支链淀粉 [7-8]，因此表现为糯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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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外鲜食玉米育种简要情况
国外，特别是欧美等国仅以甜玉米作为其鲜食

玉米。甜玉米在国外市场被归为果蔬类农产品，已

成为一种大众化蔬菜，市场需求量很大。目前全世

界甜玉米种植面积总计约 134 万 hm2，主要生产国有

美国、法国、匈牙利、西班牙、加拿大、泰国、巴西等。

其中美国是世界上甜玉米研究和利用最早的国家，

如 1836 年美国育成世界上第一个甜玉米品种达林早

熟（Darling early），成为很多重要甜玉米品种的前身；

1931 年制成世界上第一筒甜玉米罐头；1959 年育成

第一个超甜玉米品种伊利诺斯 Xtra[9-10] ；20 世纪 70
年代末，首先育成加强甜玉米；目前美国也是世界最

大的甜玉米生产国和消费国，种植面积约 43 万 hm2， 
甜玉米鲜售和加工产值分别占鲜售蔬菜和加工类蔬

菜的第 4 位和第 2 位。美国年产甜玉米罐头和甜玉

米食品 400 万 t，速冻甜玉米 10 万 t，产量非常大 [6]。 
近 10 年来，欧洲的鲜食玉米消费量急剧增加，法国是

欧洲最主要的甜玉米生产国，生产量占欧洲的 85%，

速冻玉米占欧洲的 70%。泰国近年来甜玉米育种研

究发展很快，形成本国特色的超甜玉米系列，如泰国

太平洋种子公司推出的超甜玉米 5 号及 ATS 系列优

良品种。同时泰国甜玉米生产量和出口量稳步增加，

2017 年泰国甜玉米罐头年出口量已近 21 万 t，出口

产值近 2 亿元。随着种质资源的积累丰富及育种技

术的发展进步，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以及泰国、中国

等在品种选育、产业化开发应用等方面均发展迅速，

全球甜玉米种植面积呈现出稳中有升的趋势。

3　我国鲜食玉米育种概况
我国甜玉米育种起步较晚，始于 20 世纪 60 年

代，1968 年当时的北京农业大学育成我国首个普甜

玉米品种北京白砂糖。80 年代甜玉米育种逐渐步入

正轨，相继培育出一系列普通甜玉米，如农梅 1 号、东

甜 2 号；90 年代起，甜玉米育种在国内广泛开展，我

国开始引进国外优质甜玉米品种，并开展自主创新，

研究重点转向超甜玉米和加强甜玉米。此阶段育成

的品种主要有超甜玉米如超甜 20、甜玉 4 号等；加强

甜玉米如甜单 8 号、中甜 2 号、京科甜 115 等 [11-13]。

随着我国育种技术提升、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入

和国外优异甜玉米种质资源的大量引进和利用，我国

甜玉米育种取得极大进展，品种数量显著增多。2001-
2019 年我国甜玉米国审品种达 85 个，占国审鲜食玉

米总数的 37.6% ；审定的甜玉米品种品质也有了很大

提高，部分品种达到甚至超过美国优良甜玉米品种水

平，在产量、抗性等性状上更具优势。如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玉米研究中心培育的甜玉米新品种京科甜 608，
分别通过国家东华北和北京市审定，具有籽粒糖度

高、口感甜脆爽口、皮薄无渣、退糖慢、采收期和货架

期长的优点，超过国外主栽甜玉米品种；同时具有高

产稳产、商品性好、抗性强、适应性广的综合特性，单

果穗重达 500g，出籽率高，可极大满足生产上对加工、

鲜食兼用型甜玉米高品质及多样化的需求，打破了国

际种业巨头长期对我国甜玉米市场的垄断。目前，我

国甜玉米种植面积达 40 万 hm2 以上。

糯玉米虽起源于我国、种植历史悠久，但早期

种植的多为农家种，且主要将其作为传统特色食品

食用。我国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开始确立糯玉米

育种项目，1975 年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育成我国

第 1 个糯玉米单交种烟单 5 号。80-90 年代，我国

糯玉米育种处于初级起步阶段，陆续选育出一些品

种，如苏玉糯 1 号、中糯 1 号、垦粘 1 号 [1] 等。

2000 年之前，我国并没有“鲜食玉米”这一明确

概念，一直将甜玉米、糯玉米等与高油、高淀粉、高赖

氨酸等类型混称为特用玉米。直至 2002 年，农业部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专家制定国家玉米

品种区域试验及审定办法，提出应根据玉米的收获

物和用途，将玉米品种分为籽粒玉米、鲜食玉米和青

贮玉米 3 种类型分别进行试验，此时“鲜食玉米”才

被国家区试正式确定和发展起来。

同时，我国鲜食玉米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2
年以前，我国仅有 2 个鲜食玉米品种通过国审：苏玉

糯 1 号、沪玉糯 1 号。经“十五”到“十三五”4 个五

年规划的科技攻关及产业推广，2001-2019 年我国鲜

食玉米国审品种达 226 个，其中糯玉米（含甜加糯）

141 个，占国审鲜食玉米总数的 62.4%。种植面积也

随之快速扩大，由 21 世纪初的不足 7 万 hm2，发展至

目前的 134 万 hm2 以上。其中糯玉米约 74 万 hm2，

甜加糯玉米约 20 万 hm2。此阶段我国创制积累了大

批优异种质资源，一批优良鲜食玉米品种也得以大面

积推广应用。特别是 21 世纪初京科糯 2000 的成功

选育和大面积推广显著促进了我国鲜食玉米产业的

进步和发展，带动了一大批种植户、加工企业的崛起，

产生了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京科糯 2000 由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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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选育，具有高产稳产、品质

优良、综合农艺性状好、适应性广、采收期长等综合优

点 [14]。2006 年通过国家审定，之后又陆续通过全国

近 20 个省市的审（认）定，也是我国第一个通过国外

审定的玉米品种，可在全国 30 多个省市种植，连续

10 余年成为我国鲜食玉米主导品种、种植面积最大

和范围最广的品种，常年种植面积在 34 万 hm2 以上，

占我国糯玉米种植总面积的一半，最大曾达到 2/3，至
今累计推广种植 670 万 hm2。京科糯 2000 被公认为

我国一个里程碑标志性品种，在促进我国鲜食玉米产

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甜加糯型玉米是我国自主科技创新培育的一

种鲜食玉米新类型。该类型品种是通过遗传学方法，

使双隐性或多隐性甜质基因与糯质基因杂合，自交

后代产生显隐性基因分离，从而实现同一个果穗上

同时出现糯质和甜质籽粒。我国早在 1990 年就提

出利用糯质（wxwx）× 甜质（sh2sh2）玉米选育甜糯

玉米类型的方法 [15]，2004 年育成甜加糯型品种都市

丽人，是我国第一个通过审定并大面积商业化的品

种。经过不断创新和品质提升，又陆续选育出荆州

彩甜糯 6 号、京科糯 928、农科玉 368、天贵糯 932 等

品种，带动我国该类型品种面积发展至近 20万 hm2。 
其中农科玉 368[16]，同一果穗上聚合了甜、糯、高叶

酸等多个优良品质性状，同时表现出适应性广、高产

稳产、抗性强等特性，先后通过国家黄淮海区、东南

区以及安徽、福建等多个省市审定，成为我国目前种

植面积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甜加糯类型鲜食玉米

品种，荣获中国种子协会颁发的“2018 年度鲜食玉

米行业榜样”荣誉称号。

4　我国鲜食玉米产业发展特点
经过近 20 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

的鲜食玉米生产国和消费国，鲜食玉米育种形成了

鲜明的中国特色，产业水平到达一个新高度，在全球

范围既有显著特点，也有领先优势。

4.1　我国鲜食玉米种植面积居世界第一　品种和

市场是推动我国鲜食玉米产业发展的两个决定性因

素，品种是创新驱动，市场则起带动和引领作用 [2]。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育成的品种数量增多，品种

产量、品质、抗性、适应性等也得到极大提高，产出投

入比高，带动了农民种植积极性；另一方面，随着我

国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提升，我国鲜食玉米市场由一

线城市渗透扩大到全国各地，市场需求量急剧增加，

促使我国鲜食玉米面积快速攀升，由本世纪初的不

足 7万 hm2 发展至目前的 134万 hm2，居世界第 1位。

4.2　将糯玉米作为鲜食玉米具有显著中国特色　

我国是糯玉米的起源地，种植糯玉米历史悠久，具

有丰富的糯玉米种质资源，创新选育出一大批优良

糯玉米品种，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部分品种如京

科糯 2000、京花糯 2008 等实现向国际输出，成为越

南、韩国等东南亚一带一路国家的主栽品种，如京科

糯 2000 已占越南糯玉米种植面积的 67%。京科系

列糯玉米也已走向欧美等国家，受到当地消费者的

喜爱和欢迎。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鲜食玉米种子及

产品已远销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具有中国标

签，体现了我国在鲜食玉米种业和产业领域的绝对 
优势。

4.3　品种类型多样化，并各具特色　鲜食玉米不但

要高产稳产、品质优良，还要在成熟期、籽粒颜色、果

穗加工等方面不断满足生产和市场的多样化需求。

多样性和特色化是发展鲜食玉米产业所需。

4.3.1　白色糯玉米　白色是我国糯玉米的主色调，

如早期品种中糯 1 号、苏玉糯 1 号，中期品种京科糯

2000、渝糯 7 号，近期品种京科糯 569、万糯 2000 等。

白色糯玉米具有适应性广、品质优、产量高的特点，

目前在我国种植面积约 52 万 hm2，占糯玉米总面积

的 70% 左右。

4.3.2　金黄色糯玉米　金黄色是糯玉米的经典色，

富含类胡萝卜素、黄质素等营养保健物质。我国黄

色糯玉米代表品种是垦粘 1 号，近期有博斯糯 9 号、

金糯 262 等。目前黄糯玉米在我国种植面积约占总

面积的 15% 左右。近年来随着籽粒加工、真空包装

产业的发展，市场需求发生变化，黄色糯玉米的潜力

正逐步被开发。

4.3.3　彩色糯玉米　除黄色和白色糯玉米外，我国

还选育出色彩多样且口感好的五彩糯玉米，包括紫

色、黑色、花色等，如天紫 23、沪紫黑糯 1 号、京花糯

2008 等。花糯玉米约占糯玉米总面积的 15% 左右，

且稳中有升。

4.3.4　甜玉米　我国甜玉米以纯黄色为主，同时有

黄白双色（金银穗）和少量白色甜玉米。其中纯黄

色可用于鲜售和加工，如京科甜 608；黄白双色和白

色大部分用于鲜售，且主打高端优质水果类型，如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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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 7401、京白甜 456 等。近年来，我国有少量黑色

甜玉米的选育，以引领和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

4.3.5　甜加糯类型玉米　甜加糯玉米作为我国自

主创新的一种鲜食玉米新类型，是目前我国鲜食

玉米育种的一个重要方向。该类型品种不同于甜

玉米和糯玉米育种中单一基因模式，而是首先将

甜质基因与糯质基因聚合，创制甜糯双隐性种质

（sh2sh2wxwx）[17]，再与糯质自交系杂交，F2 果穗中

则同时含有甜粒和糯粒，且比例为 1∶3。目前我国

甜加糯型品种种植面积约 20 万 hm2，主要代表品种

有荆州彩甜糯系列、美玉系列、京科糯 928、农科玉

368、京科糯 2010、天贵糯 932 等。

4.4　形成区域特色化、四季周年供给的产业格局　

受传统饮食结构影响，我国鲜食玉米在早期形成了

“南甜北糯”的种植和产业格局，广东和吉林是最先

发展的两个鲜食玉米主产省。“十三五”以来，随着

我国新一轮种植结构调整，催生了南方如云南、广

西、四川等成为我国鲜食玉米种植大省，黑龙江成为

北方种植大省，江苏、浙江、湖北等成为中部主要种

植省份。近年来，“大城市周边”，如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等地成为鲜食玉米生产和消费中心，如京津

冀是鲜食玉米消费大市场，也是重要的研发创新中

心，品种多向中高端发展，以甜加糯型为主，并且在

全国多省市均设有种植基地，保障市场周年供给。

与此同时，“南甜北糯”的格局也逐渐被甜、糯、甜加

糯三足鼎立的分布模式替代。

5　我国鲜食玉米未来发展趋势
5.1　政策持续加力，带动高质量发展　2016 年农业

部发布《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2016-2020）》，
提出要扩大鲜食玉米种植；2018 年农业农村部发布

《关于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

级的意见》，提出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提高农业绿

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水平，加快推进农业转

型升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 1 号文件均提出，

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这表明从政策层面，我国

会持续加力，支撑鲜食玉米绿色优质高效发展。

5.2　品种高端特色、营养强化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

逐年提高，消费者对农业发展提出了更高期待，高质

量产品消费将从少数群体转向社会大众，因此依靠

科技创新，选育高端特色和营养强化型优质鲜食玉

米是未来我国鲜食玉米的重要方向，以促进我国鲜

食玉米产业不断升级、绿色高效发展，满足市场多元

化需求。高端特色指品种高端，即好看、好吃、营养、

健康、特色、多用途，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提出的甜

味糯新型品种京科糯 768，籽粒表现为糯质，但糖度

较普通糯玉米提高 2 度以上，口感甜糯相宜；同时具

备高产稳产、商品性好、抗性强、适应性广等优点，

适宜果穗鲜食和加工，实现了产量和品质的协同创

新。营养强化指品种的营养价值要高，可作为功能

性补充食品，如高花青素、高叶酸、高赖氨酸、高维生

素等，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培育的高叶酸甜加糯型品

种农科糯 336，品质优、口感好，籽粒中叶酸含量达

347μg/100g，于 2020 年同时通过国家东华北、黄淮

海、东南和西南四大生态区的审定。

除高端特色和营养强化，随着冷链物流、电商

等销售模式兴起，货架期长耐储运、外观品质优宜加

工等类型细化的品种也是市场所需。

5.3　产品形式多样化，品牌化　目前我国市场上鲜

食玉米产品形式主要是鲜果穗销售和速冻加工，其

中鲜穗销售量占鲜食玉米总量的 60%~70%，速冻加

工量占 30%~40%。在城镇化发展趋势下，消费方式

升级，自由市场取消，超市、生鲜便利店销售成为主

要方式，互联网电商销售平台快速崛起，因此，市场

对真空包装产品需求量上升。因鲜食玉米口感好、

老少皆宜，玉米片、玉米饮料等产品也将有所增加。

随着市场消费升级、产业领域细化及电商、物

流等新的销售模式的出现，市场为鲜食玉米产业的

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多空间，但竞争也随之加剧。

因此育种、种植、加工等多个产业环节未来将向品牌

化方向发展，突出自有品种及产品的多元化特色，以

鲜明的特点吸引不同消费群体，提升市场竞争力。

5.4　销售模式创新，产品周年供给　当前鲜食玉米

销售类型有商业机构对商业机构的批发型销售、商

业机构对消费者的互联网销售、种植户对用户点对

点销售。其中批发型模式正逐渐被互联网和点对点

销售模式取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

网 +”的广泛应用，互联网电商、社群团购、社交电商

销售等将成为今后的新型销售方式，可实现种植区

周围 24 小时内从田间到餐桌的快速供应，缩短了

流通时间。另一方面，电商、物流等的快速发展，也

促使了全国范围内鲜食玉米的循环流通，如海南、云

南等反季节种植的鲜果穗可通过电商、物流运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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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速冻、真空包装等产品更是可在全国范围内流

通，实现鲜食玉米周年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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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个品种获得中国北京鲜食玉米大会“全国优秀品种”

7 月 10-12 日，2020 年中国北京鲜食玉米大会暨北京鲜食玉米节拉开帷幕。大会在北京通州国际种业

科技园区和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通州种业园玉米试验示范基地，种植展示了来自各地的 204 个鲜食玉米品种，

其中甜玉米 76 个，糯玉米 69 个，甜加糯玉米 59 个。经过层层筛选，最终，从 189 个展示品种中评选出全国

十大优秀糯玉米品种、全国十大优秀甜加糯玉米品种、全国十大优秀甜玉米品种。品种具体名单如下。

全国十大优秀糯玉米品种
万黑糯 109 河北华穗种业有限公司 万糯 2000 河北华穗种业有限公司 

京科糯 768 北京华奥农科玉育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万糯 2018 河北华穗种业有限公司 

中鲜糯 868 中苗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京紫糯 219 北京华奥农科玉育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中苗彩糯 511 中苗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润糯 605 天津中天润农科技有限公司 

万糯 2013 河北华穗种业有限公司 同糯 2 号（中鲜玉） 先瑞种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全国十大优秀甜加糯玉米品种
金甜糯 663 张家口万佳种业有限公司 万糯 188 河北华穗种业有限公司

天贵糯 932 天津桂福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万农甜糯 158 万农高科集团有限公司 

农科糯 336 北京华奥农科玉育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鲜甜糯 88 中苗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苏科糯 1901 句容苏科鲜食玉米研究有限公司 天贵糯 937 天津桂福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万全糯 B518 河北万全（一糯千金）鲜食玉米有限公司 润彩甜糯 118 天津中天润农科技有限公司 

全国十大优秀甜玉米品种
万甜 537 河北华穗种业有限公司 斯达甜 220 北京中农斯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京科甜 608 北京华奥农科玉育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甜 216 厦门华泰五谷种苗有限公司 

正甜 89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圣甜 169 广州隆平高科特种玉米有限公司 

澳甜 2 号 广州市番禺绿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雪皓甜 21（中鲜玉） 先瑞种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华耐甜玉 782 北京华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农甜 808 北京绿亨玉米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