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糯玉米皖玉18 高产优质栽培及产业化研究

李猛1 , 周广成2 , 陈现平1 , 张建1
 (1 . 安徽省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安徽宿州234000 ;2 .湖北省种子集团公司 , 湖北武汉430070)

摘要  介绍了糯玉米皖玉18 特征特性 , 论述了其优质高产栽培技术 ,并阐述了其产业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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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the High Yield and Good Quality Cultiv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Waxy Maize Cultivar Wanyu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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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xy maize cultivar Wanyu 18 were introduced and its high yield and good quality cultivation techniques were dis-
cussed . And its i ndustrializationtechni ques were describ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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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食物消费向富于营

养有益健康的方向发展。目前, 适量食用玉米有益健康已成

为人们的共识, 而各种糯玉米食品尤其受到广大城乡居民的

青睐, 特别对鲜食糯玉米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为了适应市场

需求, 笔者自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进行糯玉米育种、栽培及

加工等配套技术体系研究, 现就糯玉米新品种皖玉18 及其

优质栽培和产业化开发作简要论述。

1  糯玉米皖玉18 品种特征特性

1 .1 高产优质 皖玉18 系安徽省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2002 年选育而成的高产、综抗、广适的糯玉米新品种, 属果、

粮、饲兼用型。2006 年通过安徽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 审定编号为“皖品审06050550”。该品种2004 年安徽省鲜

食玉米区试汇总结果 : 鲜果穗平均单产比对照苏玉糯1 号增

产49 .9 % , 居参试品种第一位, 品质评价84 .6 分;2005 年安

徽省鲜食玉米区试汇总结果: 鲜果穗平均单产比对照皖玉13

增产35 .8 % , 居参试品种第一位, 品质评价85 .5 分, 口感品

质佳( 表1 ～2) ,2 年平均单产比对照增产41 .8 % ;2006 年国

家玉米品种区域试验 ( 黄淮海夏玉米鲜食组) 中 , 皖玉18 平

均单产鲜穗12 118 .5 kg/ hm2 , 比对照增产25 .59 %[ 1] 。经农业

部指定品质检测单位郑州国家玉米改良中心品质检测 , 该品

种粗 淀粉( 干基) 含量 为 72 .86 % , 支 链 淀粉/ 粗 淀 粉 为

99 .32 % 。

表1 2004～2005 年皖玉18 安徽省区试鲜果穗产量

Table 1 Freshfruit yield of Wanyu18in Anhui regional test during2004- 2005

试验地点
Test sites

2004

产量∥kg/ hm2

Yield
增幅∥%

Increase amplitude
位次
Order

2005

产量∥kg/ hm2

Yield
增幅∥%

Increase amplitude
位次
Order

总平均Total average

产量∥kg/ hm2

Yield
增幅∥%

Increase amplitude
濉溪县农科所  10 509 .0     25 .8 3  9 166 .5     9 .3 3  9 838 .5 17 .6

Suixi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宿州种子公司 8 400 .0 25 .4 3 9 054 .0 13 .7 1 8 727 .0 19 .6

Suzhou Seed Company

阜阳正大公司 11 334 .0 27 .4 1 10 684 .5 17 .4 4 11 010 .0 22 .4

Fuyang Zhengda Company

安徽科技学院 14 875 .5 100 .9 4 9 615 .0 28 .6 1 12 246 .0 64 .8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安徽省农科院 13 482 .0 79 .1 2 12 657 .0 51 .5 1 13 069 .5 65 .3

Anhu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舒城县农科所 15 424 .5 40 .8 2 18 592 .5 95 .6 1 17 008 .5 68 .2

Shuche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黄山市农科所   -      - - 13 990 .5 34 .5 2 13 990 .5 34 .5

Huangshan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平均Average 12 337 .5 49 .9 1 11 965 .5 35 .8 1 12 270 .0 41 .8

1 .2 农艺性状 皖玉18 幼苗叶鞘紫红色, 叶色浓绿, 植株健

壮, 根系发达, 抗倒伏; 株型半紧凑 , 夏播株高240～250 c m, 穗

位高100～105 c m; 穗长20～22 c m, 穗粗4 .8 c m, 轴白色; 穗行

数16 行 , 行粒数30 ～40 粒; 籽粒白色、糯质, 鲜籽粒百粒重35

～40 g , 干籽粒百粒重30 ～32 g ; 鲜果穗出籽率61 % ～6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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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果穗出籽率83 % ～85 % ; 果穗锥型, 不秃尖, 鲜穗商品性

好。该品种鲜食糯性强、皮薄、风味纯正 , 适于鲜穗上市或速

冻、真空包装等保鲜加工后贮藏, 加工时鲜嫩玉米原有的形

态、色泽、风味等特性保持较好。

2  糯玉米皖玉18 优质高产栽培技术

2 .1  隔离种植 隔离种植是糯玉米获得优良品质的首要条

件, 为防止花粉直感现象对籽粒品质及粒色的影响, 应与其

他类型的玉米隔离种植 , 一般采用空间隔离( 300 m 以上) [ 2] ,

如利用时间隔离,2 种玉米花期至少要求相差20 d 以上, 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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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4～2005 年皖玉18 安徽省区试品质指标评价结果

Table 2 Qualityindexevaluationof Wanyu18in Anhui regional test during2004- 2005 分

年份
Year

感官品质
Sensory
quality

蒸煮品质Cooking quality
气味
Odor

色泽
Color

风味
Flavor

糯性
Waxy quality

柔嫩性
Tenderness

皮薄厚
Thickness of skin

总评分
Total score

2004 25 .8 6 .2 6 .2 9 .1 14 .6 8 .3 15 .3 85 .5

2005 25 .3 5 .9 6 .2 7 .9 15 .5 8 .2 15 .6 84 .6

平均Average 25 .6 6 .1 6 .2 8 .5 15 .1 8 .3 15 .4 85 .1

 注 : 总评分≥60 分为3 级 ; ≥75 分为2 级 ; ≥90 分为1 级。

 Note : Maize with the total score ≥60 is the third class , that with the total sore ≥ 75 is the second class and that with the total score ≥90 is the first class .

采用屏障隔离的方式[ 3] 。

2 .2  适时播种 糯玉米的播种时期直接决定着鲜果穗上市

的时间[ 4] 。皖玉18 具有良好的广适性, 淮北地区3 ～7 月份

均可种植, 但是5 月中下旬播种应注意防止灰飞虱迁飞传毒

引起粗缩病[ 5] 。为延长采收期, 保证向加工企业持续提供糯

玉米鲜果穗 , 可以采取分期播种的方式 , 具体播种时期应依

据加工规模及加工能力测算每期播种面积和错期时间。

2 .3  密度与施肥  皖玉18 一般种植密度以56 250 株/ hm2

左右为宜, 最高不要超过67 500 株/ hm2 , 过密或过稀都会影响

产量和品质[ 6] , 具体种植密度可以根据所需果穗大小在上述

密度范围内调控。依据玉米需肥规律, 施肥方式最好采用基

肥与追肥各占一半的方式, 这种施肥方法既可满足培育壮苗

的需要, 又可满足生殖生长的需求[ 7] 。中等肥力的土壤 , 其

参考施肥量为施纯氮140 ～160 kg/ hm2 、P2O5 90 ～110 kg/ hm2 、

K2O75～105 kg/ hm2 、有机肥15 000～20 000 kg/ hm2 。史振声等

认为, 尿素影响糯玉米的适口性 , 因此氮肥品种以硫酸铵、硝

酸铵为好[ 8] 。

2 .4  田间管理 精细整地适墒下种, 提高播种质量, 尽力做

到苗全、苗齐、苗匀、苗壮, 早间苗、晚定苗, 适时中耕除草, 保

持土壤水分 , 特别注意拔节后玉米对水分的需求, 及时浇水

灌溉: 玉米螟对糯玉米有较大危害, 它对果穗美观和商品等

级有重要影响, 应注意防治[ 6] 。

2 .5 适期采收 对鲜食糯玉米而言, 适期采收是保证其风

味品质和商品质量的关键因子, 鲜果穗的采收时间因季节或

灌浆期间的温度及水分不同而异, 黄淮海地区夏播种植一般

在授粉后22 ～24 d 采收为宜, 过早或过晚采收都会影响鲜食

品质, 采收后应及时上市或进行保鲜加工; 如以收获糯玉米

干籽粒为目的, 则同普通玉米一样待完熟后收获即可[ 6] 。

3  糯玉米皖玉18 产业化技术

3 .1  糯玉米鲜穗真空包装 糯玉米皖玉18 果穗的适口性和

外观品质均适合鲜穗真空包装, 这种包装方式在解决了鲜食糯

玉米货架寿命短的同时, 还解决了因受不同地域和气候限制,

产地旺季吃不完, 异地淡季吃不到的矛盾, 其加工流程见图1。

图1 皖玉18 糯玉米鲜穗真空包装流程

Fig .1 The vacuumpackage flowfor the fresh spike of waxy maize

cultivar Wanyu18

3 .2 糯玉米鲜粒速冻  糯玉米新鲜籽粒除可以直接蒸煮

食用外, 还能烹制成玉米羹等其他类型加工食品, 而速冻糯

玉米籽粒则可以为食品加工企业持续提供原材料, 它不受地

域和季节限制, 甚至可以周年供应[ 9 - 10] , 但是加工后的籽粒

必须低温冷藏, 其加工流程见图2 。

图2 皖玉18 糯玉米鲜粒速冻流程

Fig .2 The quick-freezing flowfor the fresh grains of waxy maize

cultivar Wanyu18

3 .3 糯玉米饲料开发  糯玉米皖玉18 是粮食、饲料、经济

多元兼用型品种。其蛋白质、赖氨酸、维生素和支链淀粉价

值高 , 产品的转化率好, 具备很强的产肉、蛋、奶的能力。试

验结果表明, 使用糯玉米籽粒作为饲料, 明显降低了畜禽单

位增重饲料日耗量。据报道 , 糯玉米用于饲养畜禽, 表现出

超过普通玉米的效率 , 如饲养羊, 日增重超过普通玉米的

20 % , 提 高 饲 料 效 率 14 . 3 % , 饲 养 牛 饲 料 效 率 提 高

10 .0 % [ 9 ,11] 。因此 , 糯玉米饲料产业化开发可以极大地降低

畜禽生产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

3 .4  组装配套品种、栽培和加工等技术  皖玉18 糯玉米及

其优质高产栽培技术体系 , 速冻、真空包装等保鲜加工技术

和高效饲料的研究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农技、食品加

工、畜牧等多学科、多部门的通力配合、密切协作, 从而将品

种、栽培、加工融为一体, 环环相扣[ 3] 。皖玉18 通过安徽省和

黄淮海地区多年多点鉴定, 充分体现了它既优质又高产稳产

的良好潜质, 是适用于鲜食、速冻及各种籽粒加工的首选品

种, 只有将隔离种植、分期播种、合理施肥及适期采收等栽培

措施与之配套, 才能实现既优质又高效。

进一步研究针对皖玉18 的各种保鲜加工技术, 在适当延

长产品保质期的同时, 尽力使品种原有的鲜嫩玉米的形态、

色泽、风味及营养成分保持不变; 开发糯玉米干籽粒产品, 将

富余的糯玉米干籽粒转化为优质饲料或其他工业产品, 从而

真正实现了将品种特性和栽培、加工技术融于一体, 为规模

化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4  结语

糯玉米皖玉18 优良品种的产业化开发, 必须实现良种与

良法相配套, 即只有与优质高产栽培技术、适期播种及采收

技术、各种加工保鲜和高效饲料的生产等技术组装集成配

套, 才能很好地发挥优良品种的自身优势, 形成育、繁、推一

体化, 产、供、销一条龙的运行机制 , 真正达到产业化开发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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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3 种提取方法所得多糖及其含量

Table 1 Theobtained polysaccharide by 3kinds of extraction methods and

its content

方法
Methods

粗多糖重量∥g
Weight of crude
polysaccharide

纯化后多糖含量∥%
Polysaccharide content

after purification

水煮醇沉Hot water extraction    11 .83 41 .73

and ethanol precipitation

梯度醇提Gradient 1 .57 57 .62

ethanol extraction

101 果汁澄清剂 17 .97 36 .44

101 juice clarifying agent

2 .2  多糖纯度检测结果  3 种提取方法所得多糖经纯化后

经过碳水化合物、淀粉、蛋白质含量检测纯度, 结果都为阴

性, 详见表2。

表2 多糖纯度检测结果

Table 2 The detectionresults of thepolysaccharide purity

方法

Methods

Molish 试验

Molishtest

碘- 碘化钾试验

I- KI test

茚三酮试验

Ninhydrintest

水煮醇沉Hot water extraction + - -

and ethanol precipitation

梯度醇提Gradient + - -

ethanol extraction

101 果汁澄清剂 + - -

101 juice clarifying agent

2 .3 红外光谱分析结果( 图1)  由图1 可见, 在3 420 c m- 1

图1 红外光谱分析

Fig .1 Theinfrared spectrumanalysis

处有强吸收峰, 峰型尖锐, 为羟基伸缩振动吸收; 在1 030 ～

1 190 c m- 1 处有吸收峰, 且裂分为3 重峰, 为- C- O- C- O- C- 基团

的振动耦合; 而羟基、- C- O- C- O- C- 为多糖特征性结构基团, 由

此可推断提取的多糖为较纯的马尾藻多糖。

3  讨论

101 果汁澄清剂是一种新型的食用果汁澄清剂, 其成分

属于食用级原料, 为水溶性胶状物质。它无味、无毒、安全 ,

用于中药处理不会引入任何杂质。其澄清原理是通过吸附

与聚凝双重作用, 使得药液中大分子杂质快速聚凝沉淀, 上

清液与渣滓分离, 从而达到澄清目的, 添加量一般为2 % ～

20 %[ 4] 。

已有相关报道,101 果汁澄清剂对多种药材提取液均能

起到一定的澄清作用。李巧如等比较了新法与乙醇对中药

大黄、山楂、黄芪、甘草、川芎提取液的干浸膏得率, 各成分色

谱分析及主要成分含量的差异, 在澄明度、稳定性及各类主

要成分如甘草酸、阿魏酸、黄芪甲苷的保留两者无差异, 对主

要成分黄芪多糖的含量以及干浸膏得率101 澄清剂明显高

于乙醇沉淀法, 表明去杂质不及醇沉法 , 多糖的保留则优于

醇沉法, 且工艺流程明显缩短, 生产成本大大降低[ 5] 。梁学

政等采用不同比例101 澄清剂处理对黄连口服液的沉降时

间, 双波长分光光度法测定新工艺于原水醇法制备中黄芪

苷, 结果表明新工艺既能更有效地保留药液中的有效成分 ,

又能保证制剂稳定, 缩短生产周期, 降低成本[ 6] 。

该试验结果表明,101 果汁澄清剂法提取的多糖及其含

量, 均高于传统的水提醇沉法, 并且工艺流程缩短, 成本降

低。因此, 在需乙醇沉淀的多糖提取制备工艺中可以考虑

101 澄清剂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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