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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玉米是粮食、经济、饲料、果蔬、能源等多元用途作物。
在我国粮食作物生产中，玉米的种植面积占第一位，产量处于第二位。
饲料和加工业需求的增长决定了全球玉米需求将持续增长的基本格局，而近期以玉米为原料的生物燃
料——乙醇的迅速发展，使本来已偏紧的供求关系更加紧张。
从长远看，我国玉米需求将继续保持刚性增长，玉米产业供需将处于紧平衡状态，玉米产业的发展前
景十分广阔。
　　现代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最活跃和最有决定作用的因素，发展玉米产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的进
步。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45％～48％，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严
重制约着玉米产业的发展。
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只有被农民接受、消化并且应用于生产过程，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因此，在当前农业科技投入有限的状况下，研究玉米生产技术创新与扩散的基本规律，探索加速新品
种、新技术创新与扩散的机制和有效途径，对于进一步改革传统技术推广模式、推进玉米生产科技进
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发展玉米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2004年起农业部组织实施了四大粮食作物综合生产能力科技提升行动，2005年正式启动全国农
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作者组织项目组成员系统开展了玉米生产技术创新与扩散机制的研究，且边研究
边实践，研究成果在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实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近6年的研究与实践，在圆满完成任务的同时，作者总结形成了《玉米高产潜力·途径》、《玉
米生产技术创新·扩散》、《玉米技术扩散理论·实践》、《玉米抗逆减灾栽培》和《玉米病虫草害
诊断专家系统》等多部专著。
　　本书共分6章，探讨了我国玉米生产技术的发展，各时期玉米增产的技术特征、增产机理及其动
因和未来玉米生产技术创新与扩散的方向；总结了我国玉米遗传育种和耕作栽培理论与技术的进展，
世界玉米生产技术的发展，对比分析了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分析农业技术扩散特征与模型
的基础上，以玉米地膜覆盖栽培技术、保护性耕作技术和玉米品种适宜区域推荐技术为案例，开展了
玉米生产技术扩散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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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玉米生产技术创新·扩散》是关于玉米生产技术科技进步、扩散规律与机制探索的一部专著。
全书共分6章，第一章介绍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玉米生产技术的发展，各年代玉米增产的技术特征
、机理、动凶，以及未来玉米生产技术创新与扩散的方向和任务；第二章总结了我国玉米生产技术的
科技进步与主要生产技术的发展；第三章在总结世界玉米生产技术进展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了我国玉
米生产技术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第四章介绍了玉米生产技术扩散的特征与模型，并以地膜覆盖栽
培技术、保护性耕作技术和玉米品种适宜区域推荐技术为案例，开展了玉米生产技术扩散的实证研究
；第五章探索了玉米杂交种扩散的内在动凶和规律；第六章分析了标志性玉米杂交种的创新与扩散。
　　《玉米生产技术创新·扩散》内容对加快我国玉米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可供农业科研、推广及生产管理部门的工作者及大专院校农学、农业经济与管理、农业推广专
业的教师与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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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少昆，男，农学博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石河子大学教授，全国农业科技入户示范
工程玉米首席专家，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全国作物超高产研究协作网秘书长，全国玉米
栽培学组副组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玉米栽培生理与作物信息科学。
　　王崇桃，女，1986年本科毕业于石河子农学院农学专业，2000年获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专业
硕士学位，2006年在北京理工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现在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任职。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管理，在《中国软科学》、《中国管理科学》等刊物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
博士论文研究为玉米生产技术创新与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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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基于上述研究，河南农业大学筛选出抗病、育性稳定的优良不育系和强恢复源，实现了豫玉22大
规模不育化种子生产，使恢复型豫玉22成为我国开发玉米雄性不育利用研究以来推广面积最大的不育
胞质杂交种（中国作物学会，2008）。
　　雄性不育化杂交种的推广还为普通杂交种大面积的高油化创造了条件。
中国农业大学发明了“普通玉米高油化的三利用”专利技术，以普通玉米为载体，生产高油玉米，实
现了优质高产，开辟了玉米杂种优势利用的新途径。
　　据估计，玉米杂种优势在我国玉米遗传增益中的作用约占30％。
　　（二）细胞工程育种　　以细胞的全能性和体细胞分裂的均等性作为理论依据，自20世纪70年代
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细胞工程育种技术，包括单倍体诱导及加倍技术、体细胞无性系变异及利用技
术、染色体T程育种技术等，在利用线粒体互补法预测杂种优势、单倍体和诱变育种等方面都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在玉米花粉培育单倍体育种方面更是位居世界先进行列。
利用体细胞无性系变异及细胞突变体筛选等技术已培育出耐盐抗旱玉米新品种。
玉米单倍体育种指利用孤雌生殖、孤雄生殖和无配子生殖产生单倍体的育种方法，因其能够产生大量
单倍体、受基因型影响小、可在短时间内获得纯合的株系，故可大大提高选系效率，是选育玉米自交
系的一种快捷、经济的方法。
中国农业大学、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北京农林科学院、华中农业大学等多家育种
单位已初步建立了单倍体选系法，用于快速选育纯合自交系。
中国农业大学在BH0×Stock6后代选育出高油型孤雌生殖单倍体诱导系农大高诱1号、2号等，诱导率4
％～8％，在冬季海南最高可以达到9％～11％；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吉诱3号，诱导率也可达10％左右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内大型种子企业已开始规模化应用。
　　（三）分子育种　　“九五”以来，生物技术在各类作物育种中的广泛应用对作物育种学产生了
极其深远的影响，并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农作物分子育种学。
分子遗传和基因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拓宽玉米种质的遗传基础和开展种质创新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途
径，为培育高产出、低投入、环保型的玉米新品种提供了新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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