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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玉米新品种品质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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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玉 米 所 ，吉 林 公 主 岭 "$%"&&； ’#公 主 岭 市 种 子 管 理 站 (

摘 要：对 ")))*’&&+ 年 吉 林 省 审 定 的 "%, 个 玉 米 新 品 种 的 品 质 指 标 进 行 分 析 。结 果 表 明 ，近 年 来 吉 林

省 审 定 的 绝 大 多 数 玉 米 品 种 粗 蛋 白 含 量 介 于 )-*""-之 间 ，年 际 间 变 化 呈 平 稳 趋 势 ；粗 淀 粉 含 量 普 遍 低 于

国 家 高 淀 粉 最 低 标 准 ，但 呈 现 自 ’&&" 年 后 持 续 走 高 的 趋 势 ；多 数 品 种 粗 脂 肪 的 含 量 整 体 呈 略 有 下 降 的 趋 势 ；

子 粒 容 重 近 + 年 间 阶 段 性 含 量 较 高 ，超 ,&-的 品 种 达 到 国 家 标 准 二 级 以 上 ，但 年 际 间 呈 现 偏 低 的 走 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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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是我国主要的玉米产区和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多年来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展畜牧业和

加工业、出口创汇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玉米作为饲料、粮食及加工 业 的 主 要 原 料 ，其 品 质 状 况

直接关系到市场竞争力，关系到农民、相关企业的效益，关系到高效玉米 产 业 的 发 展 。 本 文 针 对 吉 林

省近 % 年 来 审 定 的 玉 米 新 品 种 主 要 营 养 品 质 !粗 蛋 白 、粗 淀 粉 、粗 脂 肪 (及 商 品 品 质 !容 重 (状 况 进 行 了

分析，希望能将新品种的品质动向信息提供给育种、种植者和相关企业等 ，并 对 进 一 步 提 高 玉 米 品 质

提出了粗浅建议。

! 吉林省玉米品种的品质现状

’&&&*’&&+ 年 ，吉 林 省 农 作 物 品 种 审 定 委 员 会 共 审 !认 (定 "%, 个 玉 米 新 品 种 ，其 中 普 通 玉 米 新 品

种 "$+ 个，特用玉米新品种 $+ 个。

!,! 普通品种品质现状

!"!"! 粗蛋白

"#"#"#" 含量及分布

吉林省近年来审定的近 )&-的品种粗蛋白含量 )-*""-。其中，在 "$+ 个普通品种中有 $1 个品

种 的 粗 蛋 白 质 含 量!""-，占 ’1#%-；有 +& 个 品 种 的 粗 蛋 白 质 含 量 在 "&-*"&#))-，占 ’)#)-；有 +’
个品种粗蛋白质含量在 )-*)#))-，占 $"#$-；其它 "+ 个品种，粗蛋白质含量 1#$%-*,#)%-，占 "&#+-。

"#"#"#’ 年际间变化趋势

粗蛋白质的含量 % 年间变化整体上呈现平稳趋势，多数年份平均含量都在 "&#&-以上。但在 ’&&&
年 突 然 下 降 ，主 要 是 因 为 当 年 审 定 的 品 种 中 只 有 $%#$%-的 品 种 粗 蛋 白 质 含 量 在 "&-以 上 ，而 其 它 /
年里，有近 " 半以上的新品种粗蛋白含量达到 "&-以上。

!"!"# 粗淀粉

"#"#’#" 含量及分布

根据国家标准 23 4 5,%"$6")))《淀粉发酵工业用玉米》，吉 林 省 近 年 来 审 定 的 品 种 淀 粉 含 量 普 遍

低于国家高淀粉最低标准!71"#))-(。在 "$+ 个普通品种中，有 "&& 个品种粗淀粉含量介于 %’#’,-*
1"#)%-之 间 ，占 1+#%-，并 且 没 有 达 到 一 等 标 准 !!1%-(的 品 种 ；有 % 个 品 种 粗 淀 粉 含 量!1+-，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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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高 淀 粉 玉 米 二 等 标 准 ，占 !"#$；有 %& 个 品 种 粗 淀 粉 含 量 在 ’%$(’)"**$，达 到 国 家 高 淀 粉 玉 米

三等标准，占 %+"*$。

,","%"% 年际间变化趋势

从各年审定的新品种平均粗淀粉含量变化看，,*** 和 %+++ 年含量变化不 大 ，相 对 处 于 - 年 间 的

上等水平。%++, 和 %++% 年明显回落偏低，但 呈 现 出 自 %++, 年 之 后 持 续 升 高 的 趋 势 ，在 %++! 年 平 均

含量达到 - 年来的最高值为 ’,",$。另外，从高淀粉品种占当年审定品种总数的比例看，年际间变化

趋势与上述变化基本相近，只是最高年份是 %++) 年，高淀粉品种达到当年审定品种总数的 !+$.图 ,/。

!"!"# 粗脂肪含量及变化趋势

普通品种粗脂肪的含量变化整体呈略有下降趋势，介于 !",$(!"#$之 间 。 高 油 品 种 育 成 的 数 量

自 %++, 年开始减少，%++, 和 %++) 年甚至没有高油品种审定。 尽 管 高 油 品 种 的 饲 用 和 加 工 业 价 值 均

较 高 ，但 由 于 其 产 量 和 抗 性 等 综 合 表 现 不 及 普 通 优 良 品 种 ，优 质 又 没 能 实 现 优 价 ，种 植 效 益 较 低 ，导

致高油品种选育的数量较少 .图 %/。

!"!"$ 子粒容重

,","!", 各等级容重的比例

根 据 玉 米 国 家 标 准 01,)#)2,***，从 %++%(%++! 年 阶 段 性 审 定 的 普 通 玉 米 品 种 看 ，有 !# 个 品 种

子 粒 容 重 达 到 ’,+ 3 4 5 以 上 ，达 国 家 玉 米 一 等 标 准 ，占 #’$；有 ,* 个 品 种 容 重 在 -&#(’+*"** 3 4 5，达

国家二等玉米标准，占 %!",$；,) 个品种容重在 --+(-&!"** 3 4 5，达 国 家 三 等 玉 米 标 准 ，占 ,-"#$；其

它 品 种 的 容 重 特 别 低 ，在 -,#(-#) 3 4 5，占 %"#$。 可 以 看 出 ，吉 林 省 近 年 审 定 的 品 种 中 ，有 近 &+$的

品种子粒容重达到了中等水平之上。

,","!"% 子粒容重年际间变化趋势

进一步从 子 粒 容 重 年 际 间 变 化 分 析 看 ，%++, 年 子 粒 容 重 较 高 达 ’%+ 3 4 5 以 上 ，自 %++% 年 开 始 整

体呈现偏低的走势，介于 ’+-"&(’%+") 3 4 5，而且容重超过 ’%+ 3 4 5 的品种比例也是呈下降的趋势。笔

者认为，目前多数收粮机构在执行优质优价中存在问题，是导致农民侥幸心里种植越区品种的直接原

因，也导致了南方过于晚熟品种大量涌入，子粒不能达到完熟期，容重降低。可见，对大宗的玉米子粒

商品品质的选择应引起育种者广泛的重视。

!"# 特用品种年际间变化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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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粗淀粉含量及年际间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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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粗脂肪含量及年际间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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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用 品 种 !主 要 指 青 贮 、甜 、糯 和 爆 裂 等 "的 审 定 数 量 在 #$$$%&’’’ 年 比 较 多 ，分 别 占 当 年 品 种 审

定总数的 ()*和 )&*。但在 &’’# 年却没有特用品种审定，之后特用品种数占全部审定品种的比例基

本在 #’*%&’*。在审定的特用品种中，主要以鲜食的甜糯玉米为主。虽然市场上对特用玉米有一定的

需求，但由于特用玉米品种选育起步较晚，资源不足以及产业化力度不够 等 ，特 用 玉 米 品 种 选 育 的 积

极性并不高。

! 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吉林省审定的绝大多数玉米品种粗蛋白含量介于 $*%##*之间，年际间变化呈平稳趋势；

粗淀粉含量普遍低于国家高淀粉最低标准 ，但 自 &’’# 年 后 呈 现 持 续 走 高 的 趋 势 ；多 数 品 种 粗 脂 肪 的

含 量 整 体 呈 略 有 下 降 的 趋 势 ；子 粒 容 重 近 ) 年 间 阶 段 性 含 量 较 高 ，超 +’*的 品 种 达 国 家 二 级 玉 米 以

上标准!含二级"，但年际间呈现偏低的走势。从分析结果看，吉林省玉米营养品质!粗淀粉"、商品品质

!容重"依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应引起广大育种家的重视。

提高吉林省玉米品质，应着重考虑：!加强优良玉米品质资源的收集、鉴定、改良和创新研究。"
加强优质专用玉米品种杂优模式的构建及品质相关性状的 遗 传 机 理 研 究 ，提 高 品 种 选 育 的 预 见 性 和

成功率。#常规育种技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定向改良提高品质。$开展提高玉米营养品质和商品品

质 配 套 栽 培 技 术 的 研 究 和 应 用 ，建 立 稳 定 的 优 质 专 用 玉 米 生 产 基 地 ，实 行 标 准 化 、专 业 化 、规 模 化 生

产。%切实落实优质优价政策，加快发展畜牧业和加工业，加大出口，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相关企业效

益，推动玉米产业长足发展。

笔者只是利用近年来审定的品种资料对吉林省玉米品种的品质状况进行粗浅分析，考虑到不同

年份环境条件等外界因素对品质性状的影响，尤其是对商品品质的影响更大，考虑到采用的各年审定

品种平均值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因此，对吉林省近年来审定品种品质状况 的 分 析 只 能 是 粗 浅 的 ，有 关

方面的全面准确的结论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分析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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