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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成鲜食玉米创新聚焦区京津冀成鲜食玉米创新聚焦区

京津冀已成为我国鲜食玉米重要种植区和科研育种创新的优势
区。“京津冀是全国鲜食玉米创新高地，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众多的
企业，新品种不断涌现。以我们玉米所来讲，每年都有多个品种通过
审定并向全国推广。”赵久然表示。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是最早支持和入驻于家务的科研院所，在园
区建有实验地和试验田近 1800亩，选育审定品种 100多个，每年在全
国大面积推广种植达亿亩以上。”于家务乡党委书记陈树立说，作为北
京市农业领域最权威的综合性科研机构，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具有重要
的行业影响力，农作物育种更是常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于家务乡现有耕地面积 3.5万亩，永久基本农田 2.8万亩，人均耕
地面积全区第一，并在此基础上全面统筹，努力实现空间、人才等要素
集聚，确立了“两区两中心”的种业工作发展格局。今年以来，“北京学
者”学术汇报会、北京蔬菜种业振兴座谈会、2023京津冀鲜食番茄&黄
瓜擂台赛、蔬菜新品种新技术展示会等多个种业、农业学术盛会在于
家务乡召开。今年 9月，第三十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将如期在于家务
乡举办。

天津的鲜食玉米育种之路也越走越宽。今年六月，天津农学院成
立了京津冀鲜食玉米研究中心，聚集了京津冀地区从事鲜食玉米研究
的相关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优质资源，通过优质新品种新技术新材料
的研发、展示、交流，利用数字化技术从产业链打造北方乃至全国鲜食
玉米行业的技术标准体系。天津农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主持工
作），京津冀鲜食玉米研究中心主任金危危表示，京津冀区位、市场、交
通、资源的优势突出，汇聚了大批鲜食玉米全产业链的人才，2023京津
冀鲜食玉米产业大会的召开，必将进一步提升鲜食玉米种业核心竞争
力，推动鲜食玉米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快速发展。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李新海表示，京津冀地区是继
长三角、珠三角之后，我国鲜食玉米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核心区域。在
这个区域里已经集聚了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天津农学院、河北省农
科院、先正达中国等一批科技创新力量和种业企业，具备
了进一步发展鲜食玉米产业的基本要素，这个产
业也推动了我国一二三产业的深
度融合，深具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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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擂”副中心

盛夏来临，瓜果飘
香，京郊鲜食玉米已陆
续进入适采期。昨日，
2023 年京津冀鲜食玉
米产业大会暨第九届
北京市鲜食玉米节在
于家务国际种业科技
园区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玉米研究所科研育
种基地召开，这也是第
十二届种业博览会系
列活动之一。来自全
国的 125 个鲜食玉米
品种集中亮相，在副中
心摆起“擂台”，经过国
内顶尖玉米科研大咖
现场打分，农科糯 336
等 30个品种获评优秀
展示和推广品种。

百余品种亮相副中心百余品种亮相副中心

夏日炎炎，大会现场一股玉米独有的清甜香气带来
一丝清爽。随意拿起一截玉米咬上一口，就能体验到层
次丰富的口感以及香甜软糯的味道。

品鉴展桌上，种类繁多的玉米依次排开，供参会代表品
尝。“这个甜一点，刚刚那个偏香糯。”品鉴环节，参会代表对参
展品种进行逐一点评。圣甜1336入口香甜，汁水充沛；京甜糯
817糯中带甜，回味无穷；斯达糯70绵软可口，唇齿留香……

田间观摩环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通州种业
园科研育种基地内，不同品种、不同颜色、不同味道、不同产地
的 100 多个主流鲜食玉米品种正“排排站”，等待专家们的鉴
评。艳阳高照，玉米田里一片翠绿，一株株玉米笔直挺立。每
个小区地块种植着不同品种的玉米，并立牌明示品种类型、播
种期、吐丝期和参展单位等详细资料。这些品种大部分是已
通过审定，或参试中的优势品种。

内行看门道。玉米地里，参会代表弯腰拍照、小声交流、
认真记录，感受着来自全国各地神奇玉米的魅力。农科糯
336 种植地块前，参会人员对精细化种植和管理赞叹不已。

“种得非常规范，玉米行距整整齐齐，种植时间和管理非常到
位。”第一次来参会的浙江先丰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水晶晶
一边拍照一边感叹，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矿泉水，与玉米摆放
在一起比个头，“这玉米个头够大，真不错。”他说，农科糯 336
从海南种到了东北，种植面积不言而喻，足以说明这个品种的
适应性非常好。

今年评选新增今年评选新增““耐高温耐高温””标准标准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鲜食玉米生产国和消费国。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饮食结构的调整，鲜食玉米的需求量不断增
加。曾几何时，用来果腹的玉米，在科技加持下，一次次上演着由
粮食向美食的转变。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营养标准专委会秘书长、
中国农业科学院营养导向农业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孙君茂告诉记
者，现在全民关注健康饮食，以健康为导向的饮食消费趋势越发明
显。他说：“我们要把握住农业的营养导向，生产出更多、更好、更
有特征营养素、与消费人群更对接的农产品。”

鲜食玉米因具有营养价值高、口感好、附加值高、低脂高纤维
等综合优点和时尚特性而深受各阶层消费者青睐，素有“粗粮之
王”的美称。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邓光联表示，近几年我国鲜食玉
米产业快速发展，因均衡全面的营养，被誉为“黄金谷物”。数据显
示，我国每年鲜食玉米消费量达750亿穗，人均年消费超50穗。全
国鲜食玉米种植面积超 2500万亩，其中糯玉米约 1500万亩、甜玉
米约600万亩、甜糯玉米约400万亩。为促进和加快我国鲜食玉米
产业发展，中国种子协会专门成立了鲜食玉米分会。

每年的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大会已经成为业内的“华山论
剑”，旨在进一步促进鲜食玉米产业发展，提升品种核心竞争力，破
解种业“卡脖子”问题，更好地服务于京津冀及全国。本届产业大
会优秀展示品种的评审标准更加严格。通过对玉米品种的抗性、
一致性、保绿性、熟期等指标进行田间初步打分评定，选拔出总参
选品种三分之一的优良品种。再根据果穗外观、苞叶绿度、穗行整
齐性、籽粒光泽度等方面，加上口感方面的风味、甜度、黏度、适口
性等，进行综合考量打分。

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今年突破历史的高温天气，评选还增加
了耐高温这一项标准，以确保后期品种的可种植性。最后角逐出
的20个优秀展示品种，将依据品种特性推向京津冀以及全国市场，
实现从种子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完善和升级。

“每一个参选品种都是通过了国审可以面向市场开发推广的
品种，都很优秀。我们是在优中选优，选出更好的品种来推向京津
冀以及全国市场，为百姓提供更多优质选择。”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玉米研究所鲜食玉米育种专家史亚兴表示。

科技加持助力鲜食玉米更优质科技加持助力鲜食玉米更优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现代种业，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加持。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是北京市属专门从事玉米研究的科研机

构。成立以来，选育并通过国家审定玉米品种 200多个，有多个被农业部列
为主导品种，居全国同行业之首。玉米所依托位于于家务国际种业科技园
区的科研育种基地，培育出不少“明星玉米品种”。比如，高产优质、多抗广
适玉米品种京科 968，已成为我国当前春玉米种植面积最大的主导品种；京
农科 728首批通过国家机收籽粒品种审定，突破了夏玉米籽粒机收技术瓶
颈，在黄淮海夏玉米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农科糯 336是目前我国主导的甜加
糯-高叶酸新型鲜食玉米品种。

北京市农科院玉米研究所首席专家赵久然说，玉米科研工作者总是想办
法培育既好吃又有营养的玉米新品种。“比如获奖的农科糯336，这个品种就是
甜加糯型的，在一个穗上，既有甜粒又有糯粒，一口吃下去，两种籽粒都吃到
了，糯中带甜，叶酸含量还非常高，营养强化了，吃它就等于吃到天然叶酸。”

“近几年来，随着农科糯336这些新品种的推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青睐
鲜食玉米，消费量越来越大，北京地区鲜食玉米种植面积也在不断扩张，已经
由前几年的不足3万亩扩大到现在的5万多亩，发展很快，通过电商、快递，实
现上午采摘下午就能送达，消费者可以品尝到最新鲜的玉米。”赵久然表示。

甜加糯型鲜食玉米最适合鲜食，但速冻加工时因甜、糯两种籽粒对温度
的感应不一致，导致口感发生变化。为解决该技术难题，赵久然带领育种团
队又创制选育出甜味糯型鲜食玉米新品种。“本身是糯玉米，但甜味提高了，
更适合速冻加工。”赵久然说。赵久然团队还创新选育出了农科玉368、农科
糯 336等高叶酸、甜加糯鲜食玉米新品种，引领我国鲜食玉米产业向优质特
色和营养强化的转型升级。“比如农科糯 336，其本身的叶酸含量很高，可以
达到300微克/根，但为了满足老百姓对叶酸摄入的要求，我们又推出了京科
糯768，其叶酸含量可以达到400微克/根。”

从吃饱到吃好，从论斤卖到论根卖，在科技育种的加持和助力下，鲜食
玉米走向了华丽变身，育种人正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在鲜食玉米创新之路上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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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品种不同品种
的玉米等待专的玉米等待专
家评定家评定。。

科研育种基地的玉米田一片翠绿科研育种基地的玉米田一片翠绿。。

品种繁品种繁
多的玉米供多的玉米供
人品尝人品尝。。

现场现场，，参会科研人员介绍玉米种植技术参会科研人员介绍玉米种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