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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饲用玉米发展 促进农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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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明确了玉米对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基础上&提出了发展饲用玉米&满足畜

牧业快速发展对玉米的大量需求’ 对饲用玉米提出的背景%概念%类型和营养评价标准进行了评述&针对目前的研究

现状&认为饲用玉米的研究应重点加强品种改良%整体营养调控技术%产量"子粒和秸秆$和品质同步提高的生理生

化机制和产业化示范四个方面(

关键词! 玉米)饲用玉米)农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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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用玉米概念提出的背景

玉米是人类肉%蛋%奶的重要来源&人均占有玉

米的数量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畜牧业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人口增加%环境

恶化及资源匮乏& 导致我国粮食供求矛盾将长期存

在&人均占有玉米数量仅为 !"" V? 左右8远低于欧美

等农业发达国家人均占有玉米 )"" V? 以上的水平(
到 ("," 年我国人口将达到 !& 亿& 粮食产量要达到

&S) 亿Z -S" 亿 J 才能基本满足需要( 如以玉米总产

占粮食产量 ! [ ) 计& 到 ("," 年玉米总产量应达到

!S& 亿Z !S-# 亿 J&因此&玉米总产量的提高首先要依

赖于单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即使经过我们

的不懈努力&单产水平达到 - #"" V? [ =G("仅相当于

美国 (" 世纪水平$&人均玉米数量也只有 !!" V?(因

此&提高单产%改善玉米品质是我国今后玉米生产的

两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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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作为重要的饲料粮& 是发展现代饲料工业

和畜牧业的最重要的原料( 目前& 我国玉米产量

-"^左右用作饲料& 而未来对动物性产品的需求量

越来越大& 与此对应的饲料粮在粮食总需求量中所

占的比重将逐渐增加(国内外研究都认为&未来我国

的粮食问题&将不再是直接口粮问题&而是饲料粮问

题 "世界银行&!%%] 年) 黄季焜&!%%] 年) 薛吉全&
(""! 年$( 世界银行研究认为&中国对饲料的需求将

随着肉类消费的大幅度增加而迅速增长& 估计到

("(" 年食用粮总需求量\包括直接需求量和间接需

求量为 ,S&] 亿 J&饲料粮为 (S"& 亿 J&其他各项用途

为 , )"" 万 J&总计 &S"] 亿 J( 我国饲料粮包括玉米%
稻谷%薯类和其它等&其中玉米占 &"^以上( 虽然已

有专家提出&开发饲料稻%饲料麦的解决方案&但是

玉米作为最佳饲料粮的地位暂时还难以动摇(
长期以来实行人畜共粮&粮饲混用(在人们为解

决温饱时&人畜共粮的传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在人

们生活达到小康之后& 食用需求的增长主要是对畜

产品肉%蛋%奶数量和质量的追求&这就要求种植业

和养殖业进行较大调整&确立玉米在饲料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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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质量型玉米发展! 把 !"# $ %"#供饲料用粮的

玉米"粮食#作物划归到"饲用$作物!将玉米生产逐

步部分转向饲料生产! 重视包括玉米秸秆在内的生

物学产量和质量! 这是促进农村和农业结构向高层

次发展!农民增产增收的重要阶梯和客观要求%借鉴

发达国家和印度的成功经验! 我国畜牧业发展的趋

势将大力发展牛&羊等草食家畜!适度减少猪&鸡的

比例!逐步形成一个"节粮型$的畜牧业结构%
为了提高玉米的饲料价值! 用相同或较少数量

的玉米生产更多的肉&蛋&奶等畜产品!国内外专家

提出了发展饲用玉米!满足畜禽对饲料的营养需求!
提高饲料的转化效率及利用率%

& 饲用玉米的概念及类型

目前对饲用玉米的概念有不同的认识’ 一种认

为!饲用玉米即青贮玉米!是指在乳熟期至蜡熟期!
收获包括果穗在内的整株玉米! 然后经切碎加工或

贮藏发酵!调制成饲料!饲喂以牛&羊为主的草食家

畜(另一种认为!饲用玉米即粮饲兼用玉米!是指在

玉米成熟后!先收获玉米果穗!然后再收获玉米的茎

叶!经切碎加工或贮藏发酵!调制成饲料!饲喂以牛&
羊为主的草食家畜%

也有人提出!饲用玉米即粮饲通用型玉米!是指

该玉米品种既可作为普通玉米品种! 在成熟期收获

子粒! 用于食物或配合饲料! 也可作为青贮玉米品

种!收获包括果穗和茎叶在内的全株!用于青饲料或

青贮饲料%
依此将饲用玉米分为三种类型’ !青贮专用型

玉米%产量高!品质好!只适合作青贮("粮饲兼用型

玉米%先收获玉米子粒用作粮食或配合饲料!然后再

将青绿茎叶用作青贮(#粮饲通用型玉米%既可作为

普通玉米收获子粒!又可作为青贮玉米进行青贮%

’ 饲用玉米的营养评价指标

!"# 产量指标

整株干物质单位面积的鲜重&含水量)或干物质

含量*&单位面积干重等是衡量饲用玉米产量的重要

指标!干物质产量影响青贮饲料消化吸收率的高低%
一般果穗的干重占整个植株的 ("# $ )"#! 品质优

良的饲用玉米应该具有果穗较大& 生物学产量高的

特点%
!"$ 品质指标

衡量饲用玉米品质的标准主要是根据子粒和秸

秆的营养成分& 秸秆纤维素的类型和动物的离体实

验进行划分%子粒的主要品质指标有蛋白质&脂肪和

赖氨酸等(秸秆的主要品质指标有粗蛋白含量&淀粉

含量&中性洗涤纤维素含量&酸性洗涤纤维素含量&
木质素含量&离体消化力和细胞壁消化力等%整株玉

米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含量高! 纤维素和木质素含

量相对小!从而使整株玉米干物质消化率提高!是饲

用玉米的另一个重要的营养性状% 子粒与秸秆的比

值也是影响饲用玉米产量和品质的重要因素% 顾洪

如等)&""&*认为!可消化总养分产量*"+,%&-干茎叶

重."+%,"-干果穗重% /0112 304506)&"""*提出!饲用

玉米的主要营养指标’适度提高油的含量)&+, 个单

位*!修饰脂肪酸的比率!提高粗蛋白质水平)& $ (
个单位*!改进蛋白质&必需氨基酸和淀粉的利用率!
增加有效磷)降低 7"#的肌醇六磷酸磷*!改变玉米

色素着色!降低特定毒素蛋白质表面活性的组成%饲

用玉米营养品质的研究方向是’ 在高产的前提下提

高赖氨酸.高油.高蛋氨酸.提高有效磷利用率%

( 饲用玉米的主要研究内容

%&# 饲用玉米品种的选育

品种选育是提高玉米产量和品质的最经济和最

有效的途径!也是获得优质高产饲料的关键%国外对

饲用玉米特别是青贮玉米的营养品质性状遗传变异

规律&种质资源和品种选育等方面研究较多%国内自

&" 世纪 )" 年代开始饲用玉米的育种工作! 目前在

优质蛋白&高油玉米育种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而青

贮和粮饲兼用)或粮饲通用型*起步较晚!自 87%, 年

北京市品种育种委员会审定了京多 8 号后! 相继选

育出了辽原 8 号&科多 ( 号&科多 % 号&龙牧 8 号&太

多 8 号和沪青 8 号等新品种! 这些品种的饲料产量

普遍提高了 8,# $ ("#!且品质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遗传基础狭窄! 缺乏快速有

效可靠的实验室分析测试技术% 应加强外来种质资

源的引进和利用研究! 扩充优异种质! 改进育种方

法!利用现代生物技术与常规技术有效结合!构建饲

用玉米的杂优模式! 选配适应市场需求及畜牧饲喂

需要的饲用玉米新品种%
%&$ 饲用玉米整体营养调控技术体系

以肥水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栽培技术! 导致了肥

水施用过量!严重恶化生态环境!致使玉米生产成本

增加%今后应进一步研究玉米优质高效栽培技术!提

高玉米单产和改善玉米品质% 通过遗传改良和栽培

技术改进!对玉米品质都可以起较大的作用%目前除

了重视品质育种工作外! 也应加强栽培技术的研究

与推广!因栽培技术的完善!除了适当提高某种成分

的含量外!主要可以提高单位面积的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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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试验研究总结提出了饲用玉米 !双促

双高"#促秆$促籽%高产$高养分&技术体系的主要内

容%包括高产优质饲用玉米品种的筛选%适宜栽培密

度%高产优质肥水调控技术%最佳收获期%多元化高

效种植模式%青贮技术#微贮技术&及质量评价%营养

生长调节剂#激素等&在饲用玉米上的应用%无公害

#绿色&饲用玉米高产高效优质生产技术#病虫害综

合防治技术&%饲用玉米标准化生产技术体系等’
!"# 饲用玉米产量!秸秆和子粒"和品质同步提高

的生理生化机制研究

饲用玉米栽培的目的%就是饲料生产%不同于以

子粒为主要目的的干物质生产( 子粒干物质与饲料

生产在一般情况下相互矛盾%作为饲用玉米来说%不

是单纯追求饲草产量% 而是为了获得较多可消化的

总养分产量%应遵循产量和质量均达到最佳的原则%
因此% 必须研究饲用玉米产量和品质同步提高的生

理生化机制(
饲用玉米的优质问题说到底就是某些成分的有

无和多少问题% 其关键决定于植株内部生理生化代

谢途径( 从饲用玉米植株的器官发育特征$蛋白质$
脂肪$糖和淀粉代谢的变化规律$氮磷钾养分吸收特

性$ 光合生理指标及关键酶活性和激素的调节作用

等方面阐述不同饲用玉米的生理特性差异% 从物质

生产$转化与分配方面%探讨饲用玉米产量和品质的

增益机制%对改善玉米品质$增加玉米生产效益$开

展饲用玉米的品种选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外相对较少% 例如饲用

玉米的保绿性与衰老$根系生长与品质的关系$饲用

玉米干物质积累与运转$蛋白质$脂肪$糖和淀粉代

谢的变化规律$光合生理指标及关键酶活性$茎鞘非

结构碳水化合物代谢$维管束发育$茎鞘运转特性与

子粒灌浆$激素的调节作用与产量和品质的形成$饲

用玉米氮磷钾养分吸收特性$ 水分高效利用生理基

础等等%这些生理生化变化规律的阐明%对提高饲用

玉米的产量和品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对品种改

良也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建议有关专家和单位

加强联合%争取申请国家立项%协同攻关%力争在这

些领域取得突破(
!"! 进行饲用玉米品种选育$栽培技术配套$农户

种植$饲养转化!企业"的产业化经营模式研究与示

范

!"#建立饲用玉米优质生产高效标准化生产基

地(实践证明%没有基地建设就不可能有高质高效农

业的发展%分散的$不规范的生产不能形成市场所需

要的产品(根据畜牧业发展需求和生态条件%充分利

用自然资源%应建成具有较高商品率%能批量供给

市场需求的高标准$高质量的饲用玉米产品的生产

基地(
目前%应按照陕西省的自然生态条件%实行按需

分区种植% 重点抓好三个区域优质玉米生产基地建

设)一是关中灌区夏玉米区%该区是我省夏玉米集中

区%也是高产区%同时也是我省经济发展的重心%在

这一区域应重点发展饲用玉米% 其中高产粒用饲用

玉米 $% 万 &’$% 青贮或粮饲兼用型玉米 "( 万 &’$*
二是陕北渭北春玉米区% 该区是我省春玉米的集中

区%也是高产区%该区光+热$水资源丰富%对玉米生

长非常有利%实施山川秀美和退耕还林工程%在水平

梯田和川原地%大力发展玉米生产%对提高粮食自给

水平%发展设施养殖业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在该区重

点发展饲用型玉米和食用型玉米% 重视青贮玉米和

粮饲兼用型玉米的发展* 三是陕南秦巴山春夏玉米

区%该区自然条件复杂%群众生活条件相对较差%玉

米和养猪一直是这一区域群众的主要食物和经济来

源% 在这一区域应重点发展食用型玉米和饲用型玉

米(食用品种群众一般要求子粒硬粒或偏硬粒%角质

胚乳占到 )%* + ,%*%子粒鲜黄或纯白%食味佳%适

口性$抗病性好%子粒产量在 - (%% ./ 0 &’$ 左右( 目

前需筛选出较郧单 " 号$商玉 " 号$商玉 $ 号等产量

潜力大$适应性好的优良食用玉米品种%提高玉米单

产( 同时在该区应该积极引导农民种植粮饲兼用型

玉米%发展以养猪为主的畜牧业%实行种养结合%脱

贫致富(
!$1与有关种子企业$畜牧养殖企业$种植农户$

农技推广部门等联合% 建立饲用玉米品种选育2栽

培技术配套2农户种植2畜牧饲养转化的一体化产

业化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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