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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是统筹城乡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部署,
是加强农业生产、 繁荣农村经济、 富裕农民的重大举措。

那么, 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科技兴农是关键。 现阶段, 随着市

场经济的发展和党的各项惠农政策的实施, 广大农民的科技意识进一步增强,
农民学科技、 用科技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科技致富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发展的一

种必然趋势。
当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各项技术发展均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因为技术复

杂, 又缺少管理人才和资金的投入等因素, 致使许多农民朋友未能很好地掌握

利用各种资源和技术, 针对这种现状, 多名专家精心编写了这套系列图书, 为

农民朋友们提供科学、 先进、 全面、 实用、 简易的致富新技术, 让他们一看就

懂, 一学就会。
本系列图书内容丰富、 技术先进, 着重介绍了种植、 养殖、 职业技能中的

主要管理环节、 关键性技术和经验方法。 本系列图书贴近农业生产、 贴近农村

生活、 贴近农民需要, 全面、 系统、 分类阐述农业先进实用技术, 是广大农民

朋友脱贫致富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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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是国家稳定的基石。 党中央和国务院一贯重视农

业的发展, 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 而发展农业生产, 繁荣农村经济, 必

须依靠科技进步。 为此, 我们编写了这套系列图书, 帮助农民发家致富, 为科

技兴农再做贡献。
本系列图书涵盖了种植业、 养殖业、 加工和服务业, 门类齐全, 技术方法

先进, 专业知识权威, 既有种植、 养殖新技术, 又有致富新门路、 职业技能训

练等方方面面, 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可操作性强, 图文并茂, 让农民朋友

们轻轻松松地奔向致富路; 同时培养造就有文化、 懂技术、 会经营的新型农

民, 增加农民收入, 提升农民综合素质,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本系列图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农业产业经济发展协会高级顾问祁荣祥将

军,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农业规划科学研究所所长、 设施农业研究中心主任张

天柱,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国家资深畜牧专家曹兵海, 农业部课

题专家组首席专家、 内蒙古农业大学科技产业处处长张海明, 山东农业大学林

学院院长牟志美,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团中央青农部农业专家张浩等有关领

导、 专家的热忱帮助, 在此谨表谢意!
在本系列图书编写过程中, 我们参考和引用了一些专家的文献资料, 由于

种种原因, 未能与原作者取得联系, 在此谨致深深的歉意。 敬请原作者见到本

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 (联系邮箱: tengfeiwenhua@ sina郾 com), 以便我们按国家

有关规定支付稿酬并赠送样书。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 书中难免有不妥或错误之处, 敬请读者朋友们指正!

编摇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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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摇 发展玉米生产的意义

一、 玉米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

摇 摇 玉米是世界

上仅次于小麦和

水稻的第三大粮

食作物, 它不仅

是人类的重要食

物来源, 也是家

畜的重要饲料之

一, 同时还是工

业和医药行业的

重要原料, 在我国粮食生产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几年, 我国

的玉米生产一直呈稳定增长的趋势, 无论是从播种面积, 还是单产

和总产量, 都比较乐观。 玉米生产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科学技术

的不断发展, 如玉米杂交种的应用、 品种的更新、 玉米生产条件的

改善与综合配套栽培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不

断发展, 玉米在我国的粮食产业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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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玉米的重要价值

摇 摇 1郾 玉米的食用价值摇 玉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淀粉、 脂肪、 纤

维素、 维生素等成分, 有很高的食用价值。 特别是它的维生素含量

非常高, 大约是稻谷和小麦的 5 ~ 10 倍, 这对人体的健康非常有利,

是粮食中的保健佳品。 玉米中含有的维生素 B6、 烟酸等成分, 具有

刺激胃肠蠕动、 加速粪便排泄的作用, 可以防治便秘、 肠炎、 肠癌

等疾病。 玉米中富含的维生素, 能起到延年益寿、 美容养颜的作用。

玉米胚中所含的营养物质能够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 调整人的神经

系统, 起到润泽皮肤、 舒缓皱纹、 延缓衰老的作用。 玉米中所包含

的纤维素会加速致癌物质和其他有毒物质的排出。 它所含的维生素

E 不仅具有促进细胞分裂、 降低血清胆固醇、 延缓衰老、 降低血脂、

预防皮肤病变的功能, 而且还能减轻脑功能衰退和动脉硬化。

2郾 玉米的饲用价值 摇 玉米的饲用价值也很高, 被称为 “饲料

之王冶。 玉米是畜牧业赖以发展的重要基础, 世界上约 65% 的玉米

都用作饲料, 而发达国家的用量则高达 80% 。 玉米籽粒, 特别是黄

粒玉米是优质的饲料, 可以直接作为猪、 羊、 牛、 鸡等畜禽的饲料,
尤其适用于肉牛、 奶牛、 猪、 肉鸡等禽畜。 但是, 随着饲料工业的

发展、 浓缩饲料和配合饲料的广泛应用, 单纯用玉米作为饲料已很

少见。 玉米的秸秆也是优质饲料, 特别是牛的高能饲料, 玉米秸秆

可以代替部分玉米籽粒, 但是其含的蛋白质和钙比较少, 因此, 这

些营养元素需要额外补充。 将玉米秸秆进行青贮能够保持茎叶鲜嫩

多汁, 而且还能在青贮过程中, 经微生物作用产生乳酸等物质, 这

样就增强了适口性。 对玉米进行加工的副产品也可以作为饲料应用,

比如说, 玉米湿磨、 干磨, 加工淀粉、 啤酒、 糊精等过程中生产的

胚、 麸皮、 浆液等副产品, 也是重要的饲料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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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郾 玉米的工业用途摇 玉米在工业领域的用途也非常广泛, 玉米

是目前生物加工的最好的再生资源, 发展前景比较广阔, 发挥的作

用也会越来越大。 利用玉米可以发展柠檬酸、 赖氨酸等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传统产品, 还可以在食品工业中扩大玉米淀粉糖的生产应用。

用玉米加工制造燃料酒精, 能够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确保国家

能源安全, 目前, 我国已经具备了年产 120 万吨玉米燃料酒精的生

产能力。 利用玉米加工成变性淀粉可以代替很多化工产品, 将其应

用于造纸、 涂料、 印染、 纺织等工业领域。 用玉米作为原料还可以

制造生态塑料, 解决日益严重的 “白色污染冶 和石油资源短缺问题。

第二节摇 我国玉米生产现状

一、 我国玉米生产现状概述

摇 摇 我国玉米生产发展的速度很快, 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已成为仅次

于美国的第二大国。 我国的玉米种植分布很广, 从南部北纬 18毅的海

南省到北部北纬 53毅的黑龙江省的黑河以北, 自东部的台湾和沿海省

份到西部新疆及青藏高原一带, 都有玉米种植。 但实际上玉米在我

国各地的种植分布并不均衡, 主要集中在东北、 华北和西南地区。

从东北到西南, 大致形成一个斜长形玉米栽培带。 其中种植面积最

大的主要有七个省份, 分别是山东、 吉林、 河北、 黑龙江、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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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和四川。

就目前形势来看, 我国的玉米种植面积大约是 3500 万公顷, 生

产和消费总量均在 1郾 7 亿吨左右, 供求基本平衡。 但是随着人口的

不断增长, 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地调整, 玉米开始出现供应不足的趋

势, 并有可能长期发展下去。 因此, 要想满足未来我国甚至整个亚

洲地区对玉米的巨大需求, 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才有可能实现。

我国的玉米种植形式多样。 春玉米主要分布在东北、 华北北部,

夏玉米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地区, 秋玉米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 冬玉

米主要分布在海南及广西地区, 海南因可以种植冬玉米成为了我国

玉米重要的南繁基地, 但是最主要的种植形式还是春玉米和夏玉米。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宁夏是春玉米主要分布区, 由于河

北、 陕西两省的北部、 山西省大部和甘肃省的部分地区、 西南诸省

的高山地区及西北地区纬度及海拔高度相对来说比较高, 所以积温

不足, 很难实行多熟种植, 只能以一年一熟的春玉米为主。 其实相

对于夏播区来说, 春播区玉米生长期更长, 单产水平也更高。

夏玉米的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黄淮海地区, 包括河南和山东两

省全部、 河北省的中南部、 陕西省中部、 山西省南部、 江苏省北部

和安徽省北部, 西南地区也有部分种植区域。

我国的玉米产区主要集中在东北、 华北、 西南和西北, 全国

70%以上的玉米产自北方的辽、 吉、 黑、 内蒙古、 晋、 冀、 鲁、 豫

八省。 尤其是东北地区 (含内蒙古), 每年玉米播种面积约 800 万公

顷, 但是近年来播种面积有所下降, 正常年份玉米产量在 4000 万吨

左右, 约占全国玉米总产量的 30% 。 东北地区还是我国最大的玉米

商品基地。 华北地区的晋、 冀、 鲁、 豫四省常年玉米播种面积约 800

万公顷, 正常年份玉米产量 4000 万吨左右, 产量约占全国玉米总产

量的 30% 。 而长江以南 (含长江流域) 的 15 省 (市、 自治区) 常

年玉米播种面积 600 万公顷左右, 正常年份玉米产量在 2800 万吨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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