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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玉米栽培与加工新技术

序 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和国家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
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
举措。科协作为党领导下的科技群团组织，不仅要积极参与到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而且必须发挥自身优势，
在促进农民素质全面提高这一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中大显身
手，有所作为。
毋庸置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长期的全面的目标，

既要靠党的政策，又要靠科学技术。我们必须树立以农民为主
体的观念，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需，从根本上促进“三农”
问题的解决。目前，当务之急是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用
新技术及时送往农村，让每家每户都能有一个“明白人”，真正
掌握一两项技能，不断提高依靠科学技术致富的本领，给农民
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这是各级科协组织应尽的职责，
也是我们的最大愿望。为此，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决定组织编
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丛书》，在满足广大农民朋友需要
的同时，也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三农”搭建一个有效平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丛书》涵盖种植、养殖、果树、
林业、水利、农机、土肥、植保、农副产品加工、生态能源、
储运保鲜、设施农业等实用新技术以及经纪人培养、农村专业
技术协会发展及经营等内容。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积极发动
省内外农业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努力用通俗的语言，把国
内外最新的优良品种和实用技术深入浅出地撰写出来，尽量做
到介绍的技术具体、完整，有可操作性。为了便于广大农民尽
快掌握这些实用技术，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以便更好地推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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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丛书

用，本套丛书系统地介绍了一些基础知识和一些常规性的优良
品种，而且每本书都自成体系。在选题和编写的过程中，我们
十分注意内容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对一些没有经过严格实验，
把握不大的品种，我们都严格把关，不受社会上个别商业性炒
作所左右，防止给农民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在编写过程中，辽宁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沈阳农业大学
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等单位在发动专家、筛选题目、修改稿件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对本套丛书的出版给
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本套丛书中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商向东
2007 年 8 月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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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根据考古证明，玉米
起源于美洲，印第安人早在公元前 3500年以前就开始种植玉米
食用。秘鲁种植玉米的历史长达 4000多年。据估计，人类栽培
玉米的历史至少有 4500～5000年。玉米引进我国约有 400年的
历史，最早记载我国种植玉米的是河南《襄城县志》（公元 1551
年）。玉米引进我国后产生了多种生态类型，其中糯玉米亚种就
产生于我国。久远的栽培历史使玉米在大自然和人工作用下，
经自然突变、自然和人工选择与驯化，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品种
和类型。通常，我们只知道黄玉米和白玉米，但玉米在植物学
和农艺学上根据子粒的形态和胚乳性质与结构将其分为九个类
型或称九个亚种。它们是：硬粒型玉米、马齿型玉米、半马齿
型玉米、粉质型玉米、甜质型玉米、蜡质型玉米（黏玉米）、爆
裂型玉米和有稃型玉米等，其中甜玉米尤为特殊。

甜玉米最早因为其子粒含有更多的糖而得名。但是，甜玉
米与普通玉米的重要区别不仅在于它的糖分含量还在于它的胚
乳性质，即适口性也与普通玉米有很大区别。根据遗传差异和
胚乳性质，甜玉米又有普通甜玉米、超甜玉米和加强甜玉米之
分。

一、国内外甜玉米的发展现状

（一） 世界甜玉米的生产概况

早在 1779年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就已经开始种植甜玉米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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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酿酒。在欧洲人进入美洲大陆以后，开始将甜玉米引入美国。
20世纪初期就开始进行商品化生产，美国成为研究与利用甜玉
米最早的国家。1924年美国育成世界上第一个甜玉米杂交种，
1931年制出第一个甜玉米罐头。20世纪 40年代以来美国不断
发展扩大甜玉米种植面积，并发展成新产业。
目前全世界甜玉米种植面积达 1700万亩。主要生产国家和

地区有美国、加拿大、欧洲、中国、日本、泰国等。美国是世
界上第一大甜玉米生产国，年播种面积在 500万亩左右，其次
是加拿大、欧洲、泰国。美国甜玉米的最高产量合每亩有效穗
数 3500穗左右。

美国种植的甜玉米，有 30%左右用于鲜穗上市，30%左右
用于速冻加工，40%左右用来生产甜玉米罐头等产品。美国年
加工甜玉米 120 万吨左右，居世界首位。其中甜玉米罐头占
70%～75%，速冻玉米占 25%～30%，此外还有少部分脱水甜
玉米。美国甜玉米的年产值在 5亿～6亿美元。
欧洲年产甜玉米果穗 30万吨左右，其中法国是最主要的甜

玉米生产国，产量占整个欧洲的 85%左右，速冻甜玉米占欧洲
甜玉米总量的 70%左右。

泰国是亚洲甜玉米的主要生产国，年产甜玉米 12 万吨左
右，其中 60%用于出口。我国台湾在 20世纪 80年代甜玉米的
产量很大。

全世界年产甜玉米罐头及甜玉米加工食品近 400万吨，其
中甜玉米罐头在 100万吨以上（表 1）。美国甜玉米罐头产量在
70万吨以上，速冻甜玉米在 45 万吨左右，加工能力占世界
加工能力的 30%左右。

国家和地区

美国
欧洲

产量（万吨）

57.4
31.3

比例（%）

55
30

表 1 2000—2001 年世界甜玉米罐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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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世界甜玉米的消费状况

甜玉米在世界发达国家已经成为非常大众化的蔬菜品种。
美国是甜玉米的消费大国，年消费甜玉米 280万吨左右。除了
本国生产以外，每年还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甜玉米罐头是国
际市场上交易量最大的蔬菜罐头品种之一，交易量位居第二位，
仅次于芦笋。世界年交易量在 25万吨以上（表 2），其中美国
出口 10万吨左右，泰国和我国台湾每年出口 3万吨以上。世界
甜玉米主要进口国为德国、日本、英国等。日本、韩国及东南
亚国家和地区甜玉米的消费量在迅速增长。

国家和地区

加拿大
大洋洲
日本

其他国家
合计

产量（万吨）

2.1
5.2
2.6
5.2
103.8

比例（%）

2
5
3
5
100

续表

表 2 2000—2001 年世界甜玉米罐头主要进口国的进口情况

国家和地区

日本
英国
德国
法国
西班牙
瑞典
荷兰
韩国
其他
合计

产量（万吨）

5.5
4.2
6.3
0.5
1.6
0.9
0.8
1.6
3.6

25.0

比例（%）

23
17
26
2
6
4
3
6
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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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国甜玉米的发展

早在 20世纪 60—70年代，北京农业大学就曾做过甜玉米
育种和加工研究，但由于经济原因，甜玉米在我国真正得以研
究和开发是在 20世纪 80年代。早期开展研究的单位主要在北
京、上海和南方沿海城市，在上海、大连、营口等地有小量加
工出口。我国许多农业科研单位和大学已先后育出一批甜玉米
和超甜玉米新品种，如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沈阳
农业大学、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广东省农科院等。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甜玉米市场需
求发展很快。加上我国的气候条件适合甜玉米种植，近 10年我
国甜玉米的种植面积有了很大发展。据估计，目前我国甜玉米年
播种面积在 400万亩左右，但是还远不能适应我国市场需求。现
在，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吃甜玉米还是一件新鲜事。按照我国
人口计算，我国甜玉米的发展潜力应在 1500万亩以上。

除了甜玉米种植面积不足以外，我国甜玉米的消费方式也十
分简单。绝大多数以鲜穗直接上市消费，加工品只占很小部分。

（四） 甜玉米的营养价值及其利用

1. 甜玉米的营养价值
甜玉米不仅仅是好吃，更重要的是它的营养价值远远高于

普通玉米。除了糖分含量高以外，赖氨酸含量在 0.4%以上，是
普通玉米的２倍多，相当于高赖氨酸玉米的含量水平。色氨酸
比普通玉米高 30%～50%。其他营养成分如多种氨基酸、维生
素、蛋白质、脂肪也都明显高于普通玉米。甜玉米还富含多种
维生素，如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C、维生
素 P 和多种矿物营养。甜玉米含有的蔗糖、葡萄糖、麦芽糖、
果糖和植物蜜糖等人体容易吸收利用。

甜玉米之所以能作为水果和蔬菜，与普通玉米的重要区别

4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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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于甜玉米特别的胚乳性质。由于普通玉米含有大量淀粉，
所以在食用时口感质硬、粗糙、多渣，而甜玉米几乎不含淀粉。
普通甜玉米含有大量的水溶性多糖 （WSP），WSP是一种分子
量较小的糖类，溶于水，食之具有甜味和糯性。超甜玉米胚乳
主要被糖占有，不含 WSP，因此没有糯性，食之甜而质脆，皮
薄质嫩，兼有蔬菜和水果的特点。

与普通玉米的另一大区别是，甜玉米子粒在煮熟之后不再
产生返生现象，因此，可以用来加工甜玉米罐头长期保鲜。煮
熟后的甜玉米不论即食还是冷却后或经过长期保存后食用，都
具有新鲜如初的效果。

甜玉米既具有其他粗粮所共有的保健功能，又具有营养丰
富和适口性好的优点。极佳的适口性、容易咀嚼和消化的特点
使其老少皆宜。甜玉米中的亚油酸、维生素 A、维生素 E和酶
类物质是对人体有效的营养成分。亚油酸属于不饱和脂肪酸，
具有降低血液中胆固醇、软化血管和防治冠心病的作用。

甜玉米含有的营养纤维为其他谷物所不及，比普通精米和
精面高 6～8倍。国外研究证明，人们长期食用细粮，会因肠胃
蠕动减少而使消化功能减退，也容易引起肠道疾病。据医学研
究，纤维素对人体至少有四种作用：预防胃肠癌症，防止便秘，
减缓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预防糖尿病和胆结石。

2. 甜玉米的用途
甜玉米是一种粮、果、蔬、饲四位一体的多元化经济型作

物。鲜穗既可作为蔬菜烹调菜肴，又具有主食的营养价值。超
甜玉米还可以当做水果直接生食。收获后的茎叶又是家畜家禽
的优质饲料。
（1） 食鲜穗
食用鲜穗即北方人所说的啃青，是甜玉米最普遍的吃法，

乳熟期的甜玉米经蒸煮或烘烤就可直接食用。甜玉米与普通玉
米（饲料玉米） 比较，鲜嫩、皮薄、风味独特。普通型甜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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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类似糯玉米的糯性，甜度又明显高于普通玉米和糯玉米，甜
而不过，甜糯相宜，更适合大众口味；超甜玉米不带糯性但甜度
极高，具有水果风味，甜而脆嫩，更受南方人和儿童喜欢；而强
化型甜玉米兼有普通型甜玉米的糯性和超甜玉米的高糖量。甜玉
米鲜食口感鲜嫩、柔软，营养丰富，特别适合老年人和儿童食用。
（2） 加工菜肴
用鲜嫩的甜玉米粒制作菜肴是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最常见

的食用方式。20世纪 80年代以前，甜玉米菜肴在我国只有高
级宾馆才能见到，现在在饭店里已经基本普及。甜玉米既可以
制作西餐也可以做中餐，如沙拉、比萨饼、面包、中西点、甜玉
米羹、甜玉米糕、甜玉米炒菜、中西餐配菜及香肠配料等。
（3） 保鲜甜玉米
冷冻和罐藏是甜玉米最普遍的保鲜方法，在美国占甜玉米

消费总量的 1/2以上。冷冻甜玉米分速冻和缓冻两种，速冻品
质最好。速冻甜玉米一般分为整穗和整粒型两种。还可以速
冻甜玉米为主料或配料，与豌豆、胡萝卜、辣椒、玉米笋、青
豆、洋葱、芸豆等多种蔬菜搭配，生产出各种花样的什锦型蔬
菜产品。

甜玉米罐头主要分整穗型、整粒型、糊状、粥状 4种。也
可以像速冻甜玉米一样制作成各种什锦型甜玉米罐头。硬包装
罐头有听装、瓶装等，软包装有铝箔、塑料包装等，其中软包
装更为环保。

整穗型软包装罐头甜玉米是蒸煮熟以后的甜玉米穗，原形
原味，适口性好，便于贮藏，食用方便，稍微加热后便可食用，
很受消费者青睐。
（4） 采收玉米笋
玉米笋又称娃娃玉米，是在玉米吐丝（出绒） 前后采收下

来的幼嫩玉米雌穗，因其形态和风味与竹笋相似而得名。又因
其上的小玉米粒恰似一颗颗珍珠而称其为珍珠笋。由于甜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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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穗性特点使其正常生产甜玉米穗的同时，下边的小穗还可
以同时采收玉米笋。
在我国，许多地区早就有吃玉米笋的习惯。早在清朝时期就

有用玉米笋烹饪宫廷菜肴的记载。而真正的玉米笋生产是在 20
世纪 70年代，起源于我国台湾省。一问世就以其独特的风味和
较高的营养价值受到欧美各国及东南亚地区人们的欢迎，以至被
誉为世界十大名菜之一。玉米笋之所以成为名贵的蔬菜，是因为
它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的风味，色香味形俱佳。玉米笋色泽淡
黄晶莹，味道清香，形态美观，食之脆嫩可口。玉米笋的营养价
值高而全，蛋白质、氨基酸、糖、磷、B族维生素、碳水化合物
等都高于多种蔬菜。据沈阳农业大学测定，玉米笋的蛋白质含量
占干重的 22%，脂肪占 2.6%，糖占 34%。玉米笋含有人体必需
的 18种氨基酸。此外，玉米笋含有少量的纤维，对人体大有好
处。过去，在国内只有在高级宾馆才可以见到玉米笋，随着我国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玉米笋已成为平常百姓的家庭菜肴。

目前，世界玉米笋生产主要在泰国。进口国有美国、加拿
大、日本、英国、法国等。我国的生产和消费潜力都很大，有
待进一步开发。
（5） 茎叶饲料
首先是茎叶饲料。甜玉米采收期的茎叶鲜嫩多汁、营养丰

富，叶绿素、糖、蛋白质、维生素含量高，无黄叶、无硬节，
适口性好，是饲养牛、羊、马、种猪、鹅等家畜家禽的优质饲
料。据试验，用甜玉米茎叶喂养奶牛，可比青草提高产奶量
10%，可以直接喂饲，也可以青贮。

甜玉米罐头和速冻加工下脚料的苞叶、穗轴和碎粒含有丰
富的营养物质。苞叶可用来喂牛，穗轴和碎粒可用于养猪和酿
酒等。
（6） 甜玉米的其他用途
进入 20世纪 80年代，花粉食品在全世界兴起。玉米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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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大，花粉量多，品质好，采集方便，被作为重要的花粉来
源。玉米花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营养。
营养价值是鸡蛋、牛奶的 6～8倍。瑞典以玉米、黑麦、赤杨、
松树和两种牧草花粉混合加工制成的“六花粉健康补品”，成为
欧洲食品市场的热门货。

玉米药用在我国已有 400余年的历史。早在 1570年，李时
珍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述了它的药性。玉米的子粒、根、叶、
花、蕊、玉米棒、花药和花丝均可入药。根可去瘀，叶可利尿，
子可降血糖及利尿，嫩苞煎汤还可治疗习惯性流产等。

玉米花丝是玉米的重要药用部分，含有植物固醇、隐黄素、
抗坏血酸、酒石酸、草酸等，有利尿、降血压、利胆、止血作
用。用玉米花丝煎汤饮用，对有发热现象的各种疾病如头痛、
头胀的肝阳上亢，胃热引起的消温，肺热引起的咯血、鼻炎、
温热型肝炎，以及产后血虚内热所致的虚汗均有一定疗效。对
慢性肾炎、肾炎浮肿也有显著疗效。

3. 甜玉米综合利用的经济效益
甜玉米是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高效型经济作物。除了果穗

以外，幼嫩的雌穗用于加工玉米笋罐头。新鲜茎叶是优质的饲
料，可以饲养牛、羊等家畜。甜玉米的综合利用前景十分广阔。

甜玉米的经济效益高，发展潜力大。早熟品种可以一年种
植两茬。早茬春播的甜玉米鲜穗上市每穗价值在 0.5 元以上，
高的可达 1元钱以上。大面积生产用于加工的甜玉米，每穗一
般 0.4元以上。一般早熟品种每亩播种 4000株左右，亩产标准
穗 3000穗以上。每亩经济效益 1000～2000元。

甜玉米一般双穗率较高，2～3穗同时吐丝，因此，在保留
上部一个果穗以外，下位节上每株可采收 1～2支玉米笋，用于
加工玉米笋罐头，每亩可产玉米笋 3000～4000支，每支值 5分
左右，每亩可额外收入 150元；甜玉米茎叶饲料亩产 2000千克
左右，每千克 0.1～0.2元。可见甜玉米的综合利用潜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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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甜玉米高产优质栽培新技术

（一） 怎样选择玉米新品种

新品种是甜玉米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品种的好坏直接影
响玉米的产量、品质和经济效益。因此，品种的选择是玉米生
产的关键一环。那么，怎样才能选到好的品种呢？首先，让我
们简单介绍一下一个合法的玉米新品种是怎样出台的。

我们知道，每一个玉米新品种都是由育种技术人员通过一
系列的育种技术程序培育而成的。但是，直接从育种者手里出
来的种子因为还没有通过正规的技术管理部门的技术检验，在
生产上直接使用很不安全。必须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简称《种子法》） 的相关规定完成新品种
区域试验程序，通过国家（或者省级）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并获得品种审定证书以后才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那么，
是不是通过了审定的品种就可以选用呢？玉米品种是一个生物
活体，还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品种的特征特性做最后的选择。下
面介绍一下选择玉米新品种时需要注意的事情。
（1） 选择通过国家或所在省审定的品种。目前我国对玉米

等农作物品种的管理采取品种审定制度。这是当前条件下政府
在种子方面为农民把关的一项得力措施。换句话说，一个品种
是否适合在当地种植，首先要经过政府组织的区域试验，通过
严格的品种区域试验来检验该品种是否适合在当地应用。试验
并通过的品种才发给“品种审定证书”。即有证书的品种其稳
定性、产量、抗病虫性和适应性等已经达到标准，适合在该地
区种植。 《种子法》规定，只有通过审定的品种才允许在生产
上推广和经营。因此，购买没有通过审定的品种自然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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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2） 要选择正规企业的产品以及具有合法身份的种子经销

商。所谓的正规企业是具有合法身份和资质的经销商。这些企
业包括一些大的国有或民营企业、省市级科研院所或大专院校
创办的科技企业。他们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科研实力，经营
的种子产品也有自己的品牌。选择这些品牌，在质量、信誉和
售后服务上也有相应保证。

购买种子时，除了要看卖种子的单位是否有“营业执照”
等正常手续以外，还要查看一下是否有“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
证”。要看种子包装的内外标签和种子质量标准。
（3） 要正确分析、判断和选择品种。目前种子市场上的品

种和品牌花样繁多，让人眼花缭乱。特别是有些品种取些漂亮
的商品名称，对购买者容易造成误导。加上商家的宣传，有些
买种子的农民朋友出发时本来早就拿定了主意，可到市场一逛
就没了谱。怎样选择品种呢？给你以下几点忠告。

一是名字漂亮的、最贵的种子不一定是最好的品种。买
种时也不要盲目追求名字的好听和价格。事实上，名称和种
子价格与品种的好坏并没有必然联系。除了突出好的和紧缺
的品种价格较高以外，一般市场运作得好的品种、被买断专
营权的品种或最新选育的品种价格也比较高，反之就低些。
二是标明产量最高的品种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种子。农作
物品种是一个复杂的生物体，生物学特性决定了任何一个
品种都不可能包打天下。在别的地方或某种条件下表现高
产或特别高产的品种，不一定就适合你的田块，不能盲目
听信宣传。要根据品种说明，对照你的土地条件和气候特
点来选择。对南方品种北移或北方品种南移的更要慎重。
三是既要看广告更要看“疗效”。广告宣传是种子经营中的
通用做法，对品种的宣传推广起到了很大作用。很显然，
商家都希望把自己品种的优点都展示给大家，一些艺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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