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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味糯”新型鲜食玉米及其代表品种京科糯768的选育

徐 丽，史亚兴，席胜利，俞嫒年，卢柏山，赵久然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 / 玉米DNA指纹及分子育种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97）

摘要： 本研究阐述了“甜味糯”新型鲜食糯玉米极其代表品种的培育。通过对糯质玉米的种质创新和改良提升，实现果穗

上的所有籽粒都是糯质，在适采期内，糯质籽粒糖度值平均可达到12度以上，显著高于普通糯玉米，带有明显的甜味，形成“糯

中有甜”的特殊口感品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鲜食玉米创新团队从2011年开始“甜味糯”种质创新和品种培育工作，利用创新

集成的“大群体、严选择、单株配合力测定”以及“优系聚合”等育种方法，并通过大量田间表型鉴选和籽粒糖度、口感品质等鉴

定评价，创制选育出“甜味糯”新型玉米优良自交系ZN3。以ZN3为骨干亲本，组配育成京科糯768等“甜味糯”新型鲜食糯玉

米系列新品种，鲜籽粒糖度达14度以上，具有籽粒甜度高、口感品质好、高产稳产、多抗广适、采收期长等综合优点。京科糯

768被评为“全国十大优秀糯玉米品种”，于2021年通过四大生态区国审，适宜在全国鲜食玉米生态区种植。“甜味糯”玉米将是

我国未来鲜食糯玉米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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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Type of Fresh Corn—Waxy Corn with Sweet Taste and 
the Representative Variety Jingkenuo768

XU Li，SHI Ya-xing，XI Sheng-li，YU Ai-nian，LU Bai-shan，ZHAO Jiu-ran
（Maize Research Institute of Beij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Maize DNA 

Fingerprinting and Molecular Breeding， Beijing 100097）

Abstract：This paper describes a new type of fresh corn-waxy corn with sweet taste and the representative 

varieties. Through the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waxy corn germplasm， all the grains of the waxy corn 

with sweet taste are waxy with 12% brix or higher on average sugar content during the suitable harvesting 

period， which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rdinary waxy corn. This type of corn is sweet and forms a 

special taste quality of “waxy with sweet”. In 2011， fresh corn innovation team of Beij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 initiated the program of “waxy corn with sweet taste” germplasm innovation 

and variety cultivation. Using innovative and integrated breeding methods such as “high-quality， large-group， 

strict-selection”， “individual plant test”， and “elite lines aggregation”， and a large number of field phenotype 

iden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grain sugar content and taste quality， we produced the waxy corn backbone 

inbred line ZN3. Using ZN3 as parent， a waxy corn with sweet taste variety Jingkenuo768 was released with 

14% brix on the sugar content of fresh kernels. Jingkenuo768 shows the overall advantage， such as high 

sweetness in kernels， good taste quality， high and stable yield， multi-resistance and wide adaptability， long 

harvest periods， etc.， and has been rated in list of “Top Ten Excellent Variety in China”. Jingkenuo768 pa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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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examination at four ecological zones in 2021， suitable for planting in the national fresh corn 

ecological zones. The waxy corn with sweet taste will lead the direction of waxy corn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waxy corn with sweet taste；fresh corn；ZN3；Jingkenuo768

鲜食玉米是在乳熟期采收鲜嫩果穗作为水果、

蔬菜进行食用的一类特用玉米［1］，具有口感好、品质

优、营养丰富、生长周期短、种植效益高等优点［2-3］，

已成为我国重要果蔬型农产品，是现代农业高质量

发展背景下，助力我国乡村振兴、农业提质增效、农

民增产增收的重要特色作物。我国鲜食玉米年种

植面积已达 2500 万亩左右，年产鲜果穗约 700 亿

根，成为全球鲜食玉米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4］。

鲜食玉米主要包括甜玉米、糯玉米、甜加糯玉

米 3种类型。甜玉米起源于美洲大陆，其中南美洲

最早种植的本地甜玉米是Chullpi综合种，主要分布

在秘鲁南部。Chullpi综合种具有短、宽、卵形果穗、

穗行数较多的特点。在厄瓜多尔等地发现其衍生

类型，称为Chuspillo［5-6］。1779年，甜玉米引入欧洲，

之后逐渐在欧美、亚洲等地发展利用起来。美国是

研究和利用甜玉米最早的国家，1836年育成第一个

甜玉米品种 Darling Early，该品种成为很多重要甜

玉米品种的前身。目前美国已有500余个杂交种商

品化生产，成为全球最大的甜玉米消费国［7］。甜玉

米的甜质特性受一个或多个隐性基因控制，目前已

发现至少14个胚乳隐性突变基因，如 su1、su2、sh1、

sh2、bt1、bt2、du1、ae1、se1 等，其中 8 个已应用于商

业化育种［8-13］。当前甜玉米生产上使用最多的是

sh2型超甜玉米。该类型甜玉米乳熟期籽粒含糖量

可达20%以上，口感甜脆多汁、皮薄无渣，但内容物

少，口感上无糯性。

糯玉米是玉米传到中国广泛种植后产生的一

种新的变异类型，我国西南地区（云南、广西）是公

认的起源中心。我国早期种植的糯玉米多为地方

农家种，有较明显的3种生态区分布，其中云桂川高

地生态区种质遗传多样性最广、利用最多，如四路

糯、紫杆糯、曼金兰黄糯等［14］；杭嘉湖平原早熟生态

区种质早熟、耐湿热，如宝山白糯、川沙紫糯等；北

方高产生态区种质多表现为产量高［4，14］。中糯

1号［15］、垦粘 1号［16］、苏玉糯 1号［17］等是我国早期应

用较多的糯玉米品种，其亲本均由我国地方种质选

育而成，普遍具有早熟和硬质型胚乳等特点。21世

纪以来，随着京科糯2000等新一代鲜食玉米杂交种

的育成审定和示范推广，我国糯玉米育种和产业化

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18］。京科糯 2000一经推广便

受到广大种植户、加工企业、消费者等的普遍认可，

连续十余年推广面积占我国糯玉米总面积的 50%

以上，最大时达到75%。京科糯2000品种的成功选

育和大面积产业化应用，开创了中国糯玉米新的育

种思路和杂优模式，引领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糯玉

米育种和产业化发展。京科糯2000也成为近20年

来我国很多糯玉米品种的前身或重要核心种质［1］。

与甜玉米类似，糯玉米在遗传基因类型上也表现为

胚乳突变体，由单隐性基因waxy控制［19-20］。糯玉米

（wxwx）籽粒中几乎 100%为支链淀粉，口感粘软清

香，含糖量低。参照GB12295-90《水果、蔬菜制品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的测定-折射仪法》，利用手持折光

糖度计检测，糯玉米乳熟期籽粒糖度一般为 8度左

右，口感上无明显甜味。

为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育种人员聚合甜、糯

玉米二者优点，创制育成了甜加糯型玉米，即在一个

果穗上同时具有甜质籽粒和糯质籽粒，二者呈 1∶3

随机分布［21-22］。该类型玉米目前已成为我国鲜食玉

米一种主要类型。与纯糯玉米相比，甜加糯型玉米

果穗籽粒平均甜度提高，口感品质提升。但经生产

实践和对产业需求调研，由于甜、糯两种籽粒自身

特性，如籽粒淀粉含量、采收持续期等不同，因此甜

加糯型玉米不适宜速冻加工；另一方面，生产上甜

加糯型玉米的选育需要创制甜糯双隐性自交系

（sh2sh2wxwx）［23-24］，该类型自交系种子淀粉含量低，

多存在发芽率低、出苗弱、抗性差等问题，限制了甜

加糯型玉米的进一步发展。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

米研究所根据我国鲜食玉米生产现状及未来市场

需求，在开展甜加糯型玉米种质创制和培育农科玉

368、农科糯 336等系列品种同时，于 2011年开始了

“甜味糯”等新型鲜食玉米的种质创新和品种培育

工作。在种质创新方面，通过大量种质资源评价与

鉴选，创制出籽粒含糖量高、有明显甜味的糯玉米

新种质。在品种培育方面，经过近 10年不断选育、

测试及鉴定，培育的“甜味糯”新型鲜食玉米品种京

科糯 768 通过国家审定。赵久然研究员在 2015 年

全国鲜食玉米大会上提出“甜味糯”型鲜食玉米将

是未来鲜食糯玉米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阐述了

“甜味糯”型玉米的概念以及与甜加糯型玉米的区

别，并报告了此项工作的相关进展，得到业内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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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与认可。

1　“甜味糯”新型鲜食玉米的概念

“甜味糯”型玉米与甜加糯型玉米，在亲本自交

系选育、遗传特点、果穗表型及用途等方面均有

区别。

甜加糯型玉米，是以纯糯质玉米自交系和甜、

糯双隐（或多隐）自交系为两个亲本进行杂交（表1），

在其 F1 植株的果穗上产生甜、糯籽粒分离，既有

甜质籽粒又有糯质籽粒，两种籽粒分别独立存在

（图 1），随机分布。目前生产上的主流甜加糯品种

其甜粒与糯粒数量比约为1∶3［25］。甜加糯型玉米口

感甜糯相宜，鲜果穗主要作为果蔬进行鲜售上市，

少量用于真空包装。因含有甜质籽粒，甜加糯型玉

米采收期较短，在储运、速冻加工过程中极易出现

色差、棒面不平、甜粒容易破裂等问题，导致外观整

齐性降低，因此甜加糯型玉米主要用于鲜食，不适

合速冻加工。

“甜味糯”型玉米，是以两个纯糯玉米自交系为

双亲进行杂交组配，其F1植株上的果穗全部为糯质

籽粒（图 1）；在适采期内，籽粒糖度可达到 12 度以

上，显著高于普通糯玉米（一般为8度），口感有明显

的甜味。“甜味糯”型玉米糯中带甜，结合了甜、糯以

及甜加糯 3 种类型玉米的优点，除了能鲜售上市、

真空包装外，还可用于速冻加工，在速冻加工后果

穗籽粒饱满、颜色一致、外观整齐。另一方面，“甜

味糯”型鲜食玉米种子为糯质籽粒，与甜加糯型玉

米相比，在选育过程、亲本繁育及杂交种子生产等

方面均有优势，符合产业发展需求，将大有发展

潜力。

2　“甜味糯”型玉米新品种京科糯768
的选育

2.1　育种目标及杂优模式的确立

以引领并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确立了以提高

糯玉米籽粒含糖量为主，同时兼顾口感品质、产量、

抗性及适应性等性状的总体育种目标，以解决糯玉

米无甜味、甜加糯型玉米不适宜速冻加工的生产问

题，引领鲜食玉米产业发展方向，并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杂优模式的构建对指导糯玉米育种具有重要

意义。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突破传统上

全部以硬粒型种质为基础的育种模式，积极探索引

入并利用马齿型糯玉米种质。经过多年种质鉴定

和大量育种实践，总结出马齿型糯玉米种质具有口

感绵软、胚乳软质等特征，创新构建了“胚乳硬质

型×胚乳软质型”杂交组配模式，并利用该模式先后

育成京科糯2000、京科糯2000E、京科糯569等我国

生产上主导糯玉米品种［26-27］。因此，确定将该模式

作为“甜味糯”型鲜食玉米品种选育的杂优模式，并

依据该模式指导亲本自交系的选育和组配。

表1　甜加糯型与“甜味糯”型玉米主要区别

Table 1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sweet & waxy” corn and “waxy corn with sweet taste” corn

类型

Type

甜加糯型玉米

Sweet & waxy corn

甜味糯型玉米

Waxy corn with sweet 

taste

母本

Maternal parent

糯质自交系（wxwx），

或甜糯双隐性自交系

（sh2sh2wxwx）

糯质自交系（wxwx）

父本

Paternal parent

甜糯双隐性自交系

（sh2sh2wxwx），或糯质自交系

（wxwx）

糯质自交系（wxwx）

杂交当代种子

F1 seed

糯质型

糯质型

商品果穗

F2 ear

甜粒和糯粒独

立存在，一般

呈1∶3比例

全部为糯粒

采收期

Harvest period

约5 d

10 d以上

用途

Usage

鲜食、真空包装

鲜食、果穗速冻

加工、籽粒速冻

加工、真空包装

A：甜加糯型玉米乳熟期果穗，箭头指甜质籽粒；B：“甜味糯”型玉米

乳熟期果穗；C：甜加糯型玉米成熟期果穗，箭头指甜质籽粒；

D：“甜味糯”型玉米成熟期果穗

A：Ear of sweet & waxy corn at milk stage， arrow points to sweet 

kernels ； B：Ear of waxy corn with sweet taste at milk stage； C： Ear of 

sweet & waxy corn at maturation stage， arrow points to sweet kernels； 

D：Ear of waxy corn with sweet taste at maturation stage

图1　甜加糯与“甜味糯”型鲜食玉米果穗

Fig.1　Ears of sweet ＆waxy corn and waxy corn with 

sweet taste

319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24 卷

2.2　创制选育出ZN3等“甜味糯”新型优良糯玉米

自交系

通过广泛收集国内外糯玉米种质，并进行种植

评价，鉴选出我国优良糯玉米品种中糯2号，该品种

具有高抗、广适、籽粒硬质、品质优良等特点，以其

为基础种质构建了选系群体。首先，在S1代分离世

代，选择优株与自主选育的甜糯双隐型自交系

D6644进行杂交，一方面以期导入甜质性状，并获得

含糖量不同的甜、糯分离后代，另一方面获得的杂

交或自交后代中均具有纯合隐性糯质基因，可显著

提高育种效率；其次选择自交后代中糯质籽粒种

植，在“大群体、严选择、单株配合力测定”等选系方

法［28-29］基础上，在果穗乳熟期，取果穗上半部，利用

手持折光糖度计检测其中糯玉米籽粒的含糖量，并

进行品尝鉴定，严格淘汰糖度在 12度以下、口感不

甜的果穗。其中“大群体”指在 S1～S3世代扩大群

体，每一代的选系群体达10000株以上，以保留优良

基因。“严选择”主要关键点体现在：首先在苗期至

灌浆期进行严格鉴选，淘汰出苗弱、农艺性状表现

不突出、抗性差的单株；其次“严选择”和“单株配合

力测定”同步进行，即选优株做父本与优良测验种

进行单株测试，并对测配组合进行严格考种鉴定，

同时进行自交，以高品质为重要鉴选考核标准，在

果穗适采期取果穗上半部进行严格糖度检测和品

尝鉴定。根据两者鉴定结果，鉴选出优良单株。历

经4年7代，累计从万余份鲜食玉米材料中，鉴选出

优良糯玉米自交系ZN3。

ZN3自交系的主要特点为籽粒糯质，幼苗叶片

绿色，叶鞘绿色。全株 16 片叶，植株整齐一致

（图2）。株型半紧凑，叶色浓绿，叶中脉白色，叶缘绿

色。株高160 cm，穗位高70 cm，雄穗分枝数7个，主

轴长11 cm，护颖绿色，花药黄色，雄花小穗着生密度

中等，雌穗花丝绿色。雌雄花期协调，花粉量大，果

穗结实性好。果穗筒形，穗长10.1 cm，穗粗4.2 cm，

穗行数 14～16行，行粒数 22粒，千粒重 240 g，抗丝

黑穗病、瘤黑粉病、大小斑病等鲜食玉米主要病害。

出苗至收获93 d。乳熟期籽粒糖度为14度，口感有

明显甜味。成熟后籽粒为硬质型，粒大饱满。

在选育ZN3的同时，以我国糯玉米核心种质京

科糯2000为基础构建选系群体，利用“大群体选系、

单株配合力测定”等育种方法［28］，在S3代，群体扩大

至 15000株，并在每世代均挑选软质型籽粒进行种

植，以硬质型种质ZN3为测验种并作为父本，进行

靶向选育。历经4年7代，累计从20000余份鲜食玉

米材料中，鉴选出优良软质型糯玉米自交系CQ56。

2.3　利用“硬质型×软质型”杂优模式，选育出“甜味

糯”型品种京科糯768

按照“胚乳硬质型×胚乳软质型”杂优模式，利

用硬质型种质ZN3做测验种，对京科糯2000选系群

体配制大量新组合，在北京、海南等多环境条件下，

一是鉴选出植株壮、叶色浓绿、苞叶绿度好、抗性

强、产量高的组合，二是进一步鉴选出乳熟期籽粒

含糖量在12度以上的组合。根据鉴选结果，聚焦优

良组合，并最终选育出“甜味糯”新型鲜食玉米品

种，命名为京科糯 768。该品种籽粒糖度可达 14度

以上，显著高于普通糯玉米，有明显甜味，糯中带

甜、口感绵软，清香嫩滑，并且具有熟期早、高产稳

产、多抗广适、采收期长等综合优点。京科糯768及

其亲本 ZN3、CQ56 的选育方法已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授权［30］。京科糯 768于 2019-2020年参加国家鲜

食玉米东华北、黄淮海、东南、西南 4个大区的区域

试验，均表现突出，2021年通过 4个生态区国审，适

图2　ZN3自交系大面积繁育田、植株及果穗

Fig.2　Large area breeding fields， plants and ears of ZN3 inbred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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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全国地区种植。

2.4　京科糯768品质及农艺性状表现

2.4.1　籽粒含糖量　对授粉后23 d的京科糯768籽

粒，参照GB12295-90《水果、蔬菜制品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的测定-折射仪法》，利用ATOGO PAL-1手持糖

度仪检测其糖度，5次重复。结果表明，京科糯 768

鲜籽粒中糖度值平均为 14.2，较普通糯玉米品种京

科糯 2000 提高 6 度以上。利用间苯二酚法［31］测量

籽粒中蔗糖含量，利用苯酚硫酸法［32］测定其总糖含

量，均3次重复。结果表明，京科糯768鲜籽粒中蔗

糖含量为 23.2 mg/g，总糖含量 74.3 mg/g（图 3），较

京科糯 2000分别提高 39.8%和 33.4%，提高幅度达

极显著水平。

2.4.2　商品品质　京科糯 768果穗长筒型，穗型周

正美观，粒行整齐、籽粒饱满、颜色嫩白。穗长平均

20 cm 以上，穗粗平均 5 cm 以上，达一等商品穗标

准。在 3500 株/667 m2密度下，穗长≥18 cm 的果穗

占比达 90%以上。在 2019-2020年国家 4个生态区

区域品尝试验中，得分均高于对照品种，其中在东

南区品尝试验中，品尝得分89分，在14个参试品种

中居第1位。

2.4.3　丰产稳产性　2019-2020年，京科糯768参加

国家鲜食玉米东华北、黄淮海、东南、西南4个大区的

区域试验，产量均超过对照品种（表2）。其中在东南

区，两年平均产量为860.25 kg/667 m2，较对照品种苏

玉糯5号显著增产24.20%；在西南区，两年平均产量

为897.85 kg/667 m2，较对照品种渝糯7号增产7.42%；

在东华北区，两年平均产量为1041.35 kg/667 m2，较

对照品种京科糯 569增产 0.80%；在黄淮海区，两年

平均产量为 885.50 kg/667 m2，较对照苏玉糯 2号增

产15.06%，表现出良好的丰产稳产性。

2.4.4　抗性与适应性　连续多年试验示范和生产

实践结果表明，京科糯 768具有耐热性好、抗性强、

植株及果穗保绿度好等优点。经中国农业科学院、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接种鉴定，京科糯768抗小斑病、

纹枯病、瘤黑粉病等鲜食玉米主要田间病害。通过

我国四大生态区国审，可在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

等主产区广泛种植，表现出良好广适性。2020年，

海南省东方市示范种植京科糯 768，11月下旬开始

分批播种，次年 2 月初陆续采收，鲜穗产量高达

1400 kg/667 m2以上，表现出熟期早、产量高、抗性

强、品质好的突出优势，市场价格达到 4.2元/kg，产

值5800元/667 m2，较种植其他鲜食玉米品种亩增收

2000元以上，增幅达50%。

3　讨论与展望

3.1　“甜味糯”型玉米的选育策略

优质、特色是鲜食玉米育种工作重要育种目

标，优质特色化品种可引领并推动产业升级和发

展。本研究提出“甜味糯”鲜食玉米新类型，育成

“甜味糯”型品种京科糯768并通过国家审定。籽粒

a、b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达0.05显著水平

a、b mean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the 0.05 probability level among 

different treatments

图3　京科糯768鲜籽粒蔗糖和总糖含量

Fig.3　Sucrose and total sugar contents in fresh kernels of 

Jingkenuo768

表2　京科糯768参加国家鲜食玉米4个生态区产量表现

Table 2　Yield of Jingkenuo768 in four ecological regions 

in national regional test

区域

Regions

东华北

Northeast 

region

黄淮海

Huanghuaihai

region

东南

Southeast 

region

西南

Southwest 

region

年份

Year

2019

2020

2019-2020

2019

2020

2019-2020

2019

2020

2019-2020

2019

2020

2019-2020

平均产量

（kg/667 m2）

Average yield 

per 667 m2

1025.10

1057.60

1041.35

882.00

889.00

885.50

864.80

855.70

860.25

898.40

897.30

897.85

对照产量

（kg/667 m2）

Average yield of 

CK per 667 m2

1027.10

1039.00

1033.05

753.80

786.00

769.90

695.10

690.20

692.65

859.00

813.90

836.45

比对照±%

Compare 

to CK±

−0.19

1.79

0.80

17.01

13.10

15.06

24.41

23.98

24.20

4.59

10.25

7.42

数据来源于国家鲜食玉米区试报告。东华北区、黄淮海区、东南区、

西南区对照品种分别为京科糯 569、苏玉糯 2 号、苏玉糯 5 号、渝

糯7号

The data comes from the national regional test report of fresh corn. 

Control varieties of Northeast、Huanghuaihai、Southeast、Southwest 

region are Jingkenuo569，Suyunuo No.2，Suyunuo No.5，Yunuo No.7，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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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度较普通糯玉米提高，品质优、口感好，特色显

著，适宜鲜食及加工，解决了甜加糯型玉米不适宜

冷冻加工的产业问题。京科糯768的育成得益于明

确的育种目标、合理的选系材料构建以及关键育种技

术。京科糯768围绕着提高糯玉米籽粒甜度和高产

优质广适多用途等多优性状聚合的育种目标，精心选

择基础选系材料，采用了优良硬粒型糯玉米中糯

2号、甜糯双隐性玉米自交系及我国主导糯玉米品种

京科糯 2000，实现了甜度、优质、高产、广适等优良

基因的有效聚合。在育种技术上，严选单株和组合

的优良农艺性状及籽粒含糖量，淘汰率在90%以上；

选系测配同时进行，在创制出优良自交系的同时，

筛选出具有最高特殊配合力的优良组合，加速育种进

程。京科糯768的育成及应用为我国鲜食糯玉米育

种开创了一个新方向，其杂交种及亲本也为“甜味糯”

新型鲜食玉米的选育奠定了种质基础，其选育方法及

思路也将为后续该类型种质创新及品种选育提供

借鉴。

3.2　“甜味糯”型玉米遗传机制

糯玉米是一类胚乳突变体，其胚乳中控制束

缚态淀粉粒合成酶（GBSS，Granule-bound starch 

synthase）的基因Wx1发生隐性突变，导致籽粒胚乳

中形成的淀粉几乎 100%为支链淀粉，因而具有粘

性。与普通玉米相比，糯玉米胚乳中淀粉类型发生

变化，但总的淀粉含量无明显变化，因此，纯糯玉米

口感上并没有明显甜味，关于糯玉米籽粒含糖量的

报道也较少。宫捷等［33］利用糯玉米和甜玉米种质

杂交，选育出的甜糯双隐性自交系籽粒含糖量较甜

玉米提高；郝小琴等［34］分析了甜糯双隐性基因玉米

材料的农艺性状和可溶性糖含量，发现大部分双隐

性材料在授粉后15~30 d可溶性总糖含量高于对应

的甜玉米亲本。表明糯玉米与甜玉米杂交后，可选

育出含糖量更高的甜糯双隐材料。本研究利用糯

玉米与甜糯双隐性玉米自交系杂交，分离后代的糯

玉米中也出现籽粒含糖量高的材料，推测认为玉米

籽粒含糖量为数量性状，由多个微效基因控制，经

与含糖量高的甜糯双隐性玉米自交系杂交后，向糯

玉米中导入了除甜质基因 sh2 之外的其他微效基

因，或甜糯基因互作，使得籽粒中含糖量提高。以

含糖量高的ZN3为亲本之一，与另一亲本CQ56组

配后，杂交种除表现出较高的特殊配合力之外，籽

粒甜度较普通糯玉米品种也显著提升。下一步可

继续研究若以含糖量均较高的两个亲本进行组配，

杂交种的含糖量、口感品质等会如何表现。

3.3　“甜味糯”型玉米是未来鲜食糯玉米一个重要

发展方向

“甜味糯”型玉米品质优、口感好，并且在选育

过程、亲本繁育及杂交种子生产等方面均有优势，

将成为未来鲜食玉米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下一步

可继续创制含糖量进一步提高的糯玉米类型。随

着市场和消费需求多元化发展，鲜食玉米育种目标

也应与时俱进，“甜味糯”玉米种质可进一步引入叶

酸、花青素、优质蛋白等优良性状，选育更具特色化

和专用化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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