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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饲兼用型玉米青贮产量形成及调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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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试验选用了在四川当地适合作青贮的粮饲兼用型玉米品种川单 (!#成单 ((#雅玉 - 号#燎原青贮玉米

( 号与从新疆引进的专用青贮玉米品种新青 ( 号作对比试验" 研究其产量形成规律及适宜的种植密度与收割时期$

结果表明"鲜物质%干物质产量以及果穗产量均以粮饲兼用型玉米较高"其中以雅玉 - 号表现最优&适宜的种植密度

为 !(. #"" 株 / 01(&粮饲兼用型青贮玉米的适宜收获期在抽丝后 2# 3 *( 4"专用型青贮玉米新青 ( 号在抽丝后 (-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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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将青贮玉米划分为青贮专用型和粮饲兼用

型d!e$ 粮饲兼用型玉米具有较高的经济产量和生物

产量"不仅子粒产量高"而且子粒成熟时保绿性好利

于青贮"且营养价值丰富$合理密植可以提高青贮玉

米单位面积的全株干物质产量d( 3 *e$ FENRB[ 和 I[MLW
4B[ 的研究表明"较高的种植密度可用于生产饲料%
而不能用于生产子粒 d#e"而粮饲兼用型玉米既要考

虑单位面积收获的鲜物质%干物质产量"又要考虑子

粒产量"其密度该如何设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虽然前人对青贮玉米栽培的理论和技术做了大

量的工作" 但主要是对专用青贮玉米的栽培理论和

技术研究较多"对粮饲兼用型玉米的研究较少$尤其

收稿日期! (""*$"&$!*& 修回日期! (""*$".$"#
作者简介! 朱 霞+!%..$,"女"四川资阳人"在读硕士"从事作物栽

培研究$ KBQ!!2--(**-#%&
G$1<;Q!S0ES0EZ0E$(""-f!&2]ZM1
杨文钰为本文通讯作者$ G$1<;Q!LBCDE]D<CRf(&2]CBN

在我国" 粮饲兼用型玉米作为青贮玉米种植还处于

起步阶段" 对粮饲兼用型玉米干物质积累与分配等

研究更少"远远滞后于青贮玉米生产的需要$ 本试

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粮饲兼用型青贮玉米

的干物质形成规律与适宜的种植密度及收割时期"
旨在为青贮玉米的高产%优质%高效生产提供理论

依据$

! 材料与方法

本试验于 (""2 年在四川农业大学农场进行$选

择影响青贮玉米产量的 ( 个主要栽培因子!品种+6,
和密度+g,"采用二因素裂区设计"以品种为主区"密

度为副区$ 试验采用 * 个不同粮饲兼用型玉米品种

和 ! 个专用青贮玉米品种"其品种和来源等见表 !$
栽培密度设 g!+&. #"" 株 / 01(,%g(+%. #"" 株 / 01(,和
g2+!(. #"" 株 / 01(,2 个水平$ # 月 ! 日播种"采用人

工点播$ 底肥施尿素 22" ‘R / 01(%过磷酸钙 .#" ‘R /

玉 米 科 学 (""#=!2’((!%"3%2 hME[C<Q MT i<;SB 5Z;BCZBP



!"# 和氯化钾 $%& ’( ) !"#! 播后每公顷施 *%& 担清

粪水!大喇叭口期追施尿素 ++& ’( ) !"#"其它栽培管

理措施同大田生产"
从抽丝期开始每隔 , - 每小区取有代表性的 %

株!分器官考察穗鲜重#叶鲜重和茎鲜重!估算产量!
烘干后测定各器官的干物质重及含水量"

# 结果与分析

!"# 鲜物质产量

由图 $ 可以看出! 随着生育期的推进不同品种

的鲜物质产量都是呈单峰曲线变化" 各品种的最大

值都出现在抽丝后 $* . #$ -!之后下降!其中雅玉 /
号下降较缓慢!专用青贮玉米新青 # 号下降最快"在

各个收获时期!* 个粮饲兼用型玉米的鲜物质产量

都明显高于专用型青贮玉米新青 # 号"
不同品种的鲜物质产量都随密度的增加而提

代号 品种名称 生育期0-1 供种单位 类 型

2$ 川单 #$ $$% 四川农业大学 粮饲兼用型

2# 成单 ## $$% . $#& 四川省农科院 粮饲兼用型

燎原青贮

玉米 # 号

2* 新青 # 号 $#& 新疆畜牧农科院 专用 青贮型

2% 雅玉 / 号 $#% 雅安市农科所 粮饲兼用型

粮饲兼用型四川金种燎原种业$#&2+

表 $ 供试品种及来源

高!且最大鲜物质产量出现时期不一致"中密度和高

密度的最大值出现时间接近! 都在抽丝后 $* - 左

右!低密度较中#高密度的最大鲜物质产量出现时间

推迟 , - 左右" 后期低密度和中密度下降较平稳!高

密度下降迅速!但高密度的鲜物质产量仍然最高"
!%! 干物质产量

回归分析发现! 各个处理青贮玉米的群体干物

质产量034随吐丝后天数054的增长过程可用 67(89:8;
方程 3<= ) >$?@ABC4加以描述>表 #4!并可根据该方程

求得其最大增长速率及其出现日期"在品种处理中!
以粮饲兼用型玉米的最大增长速率与平均增长速率

最高!且最大增长速率出现日期相对较早!因而群体

干物质产量较高!其中又以雅玉 / 号最高"专用型青

贮玉米新青 # 号虽然最大增长速率出现日期最早!
但最大增长速率#平均增长速率最小!群体干物质产

量最低!这可能与它北种南引!生育期缩短#植株变

矮等有关"
在密度处理中! 低密度处理的最大增长速率及

平均增长速率明显低于其他两个密度的处理! 且最

大值出现日期较晚! 因而群体干物质产量最低" 可

见!品种和密度可通过影响干物质的最大增长速率#
平均增长速率进而影响青贮玉米群体干物质产量的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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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各品种在抽丝后不同时间鲜物质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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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D$朱 霞等$粮饲兼用型玉米青贮产量形成及调控研究



!"# 果穗产量

回归分析发现! 玉米果穗的增长拟合 !"#$%&$’
方程 ()* + ,-./0123较好,表 45"在品种处理中!粮饲兼

用型青贮玉米的最大增长速率及平均增长速率最

高!且最大增长速率出现的日期相对较早!因而其玉

米果穗产量最高"其中以雅玉 6 号最高!最大增长速

率分别比新青 7 号#成单 77#川单 7- 和燎原青贮玉

米 7 号高 8-9::;#<9==;#894:;和 >9>-;$平均增长

速率分别比新青 7 号#川单 7-#成单 77 和燎原青贮

玉米 7 号高 -4<9?=;#69=8;#<9=-;和 49>8;" 新青

7 号虽然最大增长速率出现的日期较早! 但由于最

大增长速率及平均增长速率最低! 其青贮玉米果穗

产量最低"
在密度处理中! 高密度的最大增长速率和平均

增长速率明显高于中#低密度!且最大增长速率出现

的日期较早!使其果穗产量较高"高密度的最大增长

速率分别比低密度#中密度高 7<9=>;和 --9=?;$平

均 增 长 速 率 分 别 比 低 密 度 和 中 密 度 高 479=<;和

->9-=;" 可见!适当的高密度种植有利于提高青贮

玉米果穗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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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株干物质分配

从图 7 可知! 不同青贮玉米的干物质分配有差

异"川单 7-#成单 77#燎原青贮玉米 7 号和雅玉 6 号

玉米果穗所占百分比随着生育期的推进而增加!抽

丝后 = @ 76 A! 玉米果穗所占的百分比增加幅度较

大!之后增加幅度明显变小"玉米果穗所占百分比达

最大值时!雅玉 6 号玉米果穗所占百分比最高!其次

是川单 7-#燎原青贮玉米 7 号和成单 77!新青 7 号

最小$ 且雅玉 6 号分别比川单 7-# 燎原青贮玉米 7
号#成单 77#新青 7 号高 -97>#-9:6#-96: 和 ?9:< 个

百分点"
叶所占的百分比随着生育期的推进而降低!其

中雅玉 6 号# 燎原青贮玉米 7 号和成单 77 在后期

下降缓慢" 在抽丝后 >7 A 达最小值!此时雅玉 6 号

叶所占百分比分别比成单 77#燎原青贮玉米 7 号#
川单 7-# 新青 7 号高 =9-<#=9?-#-9<4 和 49:? 个百

分点"
茎鞘所占百分比随生育期的推进而降低! 但新

青 7 号#川单 7- 和雅玉 6 号在后期有所增加!其中

新青 7 号增加幅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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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青贮玉米的干物质分配

!"% 收获时期的含水量

由图 4#图 > 可以看出!随着生育期的推进!不

同青贮玉米的含水量都是呈递减变化! 粮饲兼用型

青贮玉米和专用型青贮玉米的含水量在前期 ,抽丝

后 = @ 7- A5差异不大!但到抽丝后 76 @ >7 A!粮饲兼

用型青贮玉米的含水量明显高于专用型青贮玉米新

?7 玉 米 科 学 -4 卷



青 ! 号! 粮饲兼用型青贮玉米中以雅玉 " 号的含水

量稍低"其它 # 种差异不明显! 在抽丝后 $% & ’( )"
川单 *+#成单 !!#燎原青贮玉米 ! 号和雅玉 " 号含

水量达到 ,-. / -’."新青 ! 号在抽丝后 !" ) 含水

量达到 ,,. & -%." 这正是青贮玉米青贮的最适含

水量0,%1 / -%12! 不同种植密度对各青贮玉米品种

的含水量差异不大"但在抽丝 #% ) 之后"高密度的

含水量明显低于中#低密度"而中#低密度的含水量

无明显差异!

# 结论与讨论

选择优良的青贮玉米品种是玉米青贮栽培技术

的关键之一3, / "4! 要选择单位面积鲜物质#干物质产

量高的品种"品种应具有植株高大#茎叶繁茂#抗倒

伏#抗病虫和不早衰等特点354! 值得高度重视的是玉

米果穗一般含有较高的营养物质" 对青贮玉米的产

量和品质具有重要作用! 通常专用型青贮玉米植株

高大#茎叶繁茂"但果穗产量低!本试验结果表明"粮

饲兼用型玉米作青贮玉米栽培不仅鲜物质# 干物质

产量高"而且果穗产量也高! 因此"种植粮饲兼用型

青贮玉米弹性大#风险小"可根据当年的市场行情进

行调整!其中以雅玉 " 号表现最优"较适合在当地作

青贮玉米品种栽培"其次是燎原青贮玉米 * 号"而专

用型青贮玉米新青 * 号鲜物质和干物质产量最低"
果穗产量也最低"不宜在当地作青贮玉米品种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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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玉米品种的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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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种植密度对青贮玉米含水量的影响

各品种的鲜物质#干物质#玉米果穗产量均随种

植密度的增加而增加"这与郑伟#濯景坤等3+64的研究

结果一致! 青贮玉米的单位面积全株干物质产量随

着种植密度的增加而增加" 较高种植密度的饲料产

量高于较低种植密度的! 可见"在某一生产环境下"
如果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鲜物质和干物质继续增加

而饲用营养品质又不明显下降" 那么较高的种植密

度是必要的!
青贮玉米的收获时期对其营养价值# 蛋白质利

用率#消化率和潜在采食量等的影响最大! 因此"确

定适宜收获期是青贮玉米饲用的一项关键措施! 国

内 外 一 般 认 为 青 贮 玉 米 饲 料 中 的 含 水 量 大 约 为

,%1 / -%1较为合适" 玉米子粒在蜡熟期为最适宜

收割期3++4"这时收获的青贮干物质产量最高"并且有

高的可消化总养分"且因大部分茎叶仍保持青绿"田

间收获损失小"也很少引起青贮窖的渗液损失3+* / +’4!
本文综合考虑各青贮玉米品种的鲜物质#干物质#玉

米果穗产量及含水量"粮饲兼用型玉米在抽丝后 $%
/ ’* ) 收获最佳" 而专用型青贮玉米新青 * 号在抽

丝后 *" / $% ) 收获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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