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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青贮玉米品种的比较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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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 用 青 贮 玉 米 新 品 种 进 行 比 较 试 验 。 结 果 表 明 ，不 同 青 贮 玉 米 品 种 的 特 点 不 同 ，吉 饲 8 号 和 吉

单 29 两 个 品 种 可 以 作 为 全 株 青 贮 玉 米 品 种 ，又 可 以 作 为 粮 饲 兼 用 型 品 种 。吉 单 185 最 适 宜 作 全 株 青 贮 玉 米

品 种 。 粮 饲 兼 用 玉 米 品 种 应 在 蜡 熟 末 期 至 农 艺 成 熟 期 收 获 ，专 用 型 全 株 青 贮 品 种 收 获 期 在 蜡 熟 初 期 至 蜡 熟

末 期 为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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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和种植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给人们的饮食结构带来巨大变化，肉蛋奶的

需求与日俱增，作为饲料之王的优质青贮玉米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青贮玉米品种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重视。本试验旨在通过对青贮玉米品种的比较，为推广应用提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 年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玉米所试验基地进行。试验地去年秋深翻 "./,% 01，播种时

施口肥二铵、氯化钾各 "%% 23 4 51,。选用省内近年来审定的青贮玉米品种和粮饲兼用玉米品种吉单

,6、吉单 ".( 和吉饲 . 号作为供试品种。种植密度：吉单 ,6 为 - 万、( 万、$ 万株 4 51,，吉单 ".( 和吉饲

. 号为 ( 万、$ 万、* 万株 4 51,。肥料均设 # 个施 肥 量 ， 于 拔 节 至 抽 雄 前 "( 7 分 别 追 尿 素 ,(%、#%% 和

#(% 23 4 51,。分别于乳熟期、蜡熟期和成熟期测定生物产量和营养成分含量。试验小区面积 #( 1,，#
次重复，随机排列，田间管理水平一致。

" 结果与分析

!"# 种植密度对生物产量和子实产量的影响

从 密 度 试 验 结 果 看 ，最 高 生 物 产 量 的 吉 单 ,6 为 -). 万 株 4 51,、吉 单 ".( 为 ()( 万 株 4 51,、吉 饲 .
号为 (). 万株 4 51,。最高子实产量的吉单 ,6 为 -). 万株 4 51,、吉单 ".( 为 ()% 万株 4 51,、吉饲 . 号为

(). 万株 4 51,!表 "&。

!"! 施肥对玉米生育和产量的影响

施肥能促进玉米植株增高、茎加粗和叶片增大，# 个品种的株高、茎粗、叶长和叶宽均随施肥量的

增 加 而 增 加 ，其 中 吉 单 ,6 株 高 、茎 粗 增 幅 较 大 ，吉 单 ".( 茎 粗 、叶 宽 增 幅 较 大 ，吉 饲 . 号 各 项 增 幅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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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表 "#。由于植株增高、茎秆加粗和叶片增大，使光合生产能力增强，为提高产量创造了良好条件。

增加氮肥用量，促进了玉米营养体的增长，使生物 产 量 大 大 提 高 !表 $#。 氮 肥 从 "%& ’( ) *+" 增 加

到 $&& ’( ) *+"，生 物 产 量 增 ,-./$-，增 加 到 $%& ’( ) *+"，生 物 产 量 又 增 加 到 /&-."0-，说 明 增 施 氮

肥 效 果 明 显 ， 并 且 尚 有 潜 力 。 不 同 品 种 对 氮 肥 的 增 产 效 果 有 明 显 差 别 ， 其 中 吉 单 /0% 增 产 最 多 达

"%1"-，其次是吉饲 0 号增产 ""10-，吉单 "2 增产最少为 /&1$-。

增加氮肥施用 量 在 生 物 产 量 大 幅 度 提 高 的 同 时 ，子 实 产 量 也 有 相 应 的 提 高 !表 ,#，提 高 的 幅 度 比

生物产量少了 / 倍，$ 个品种相差不大，施肥量从 "%& ’( ) *+" 增加到 $%& ’( ) *+"3 子粒产量增加 %-.
//-，吉单 "2 肥效稍高一些，增产 //-./"-。

!"# 不同收获期对生物产量和营养含量的影响

玉米到蜡熟期生物产量达到最高峰，蜡熟期以后，随着 植 株 体 内 营 养 物 质 不 断 向 果 穗 输 送 ，子 实

重量不断增加，但由于植株体内水分损失较多，而使生物产量不断下降!表 %#。吉单 /0% 和吉饲 0 号植

株 体 内 水 分 损 失 最 少 ，生 物 产 量 仅 下 降 /1/-.$1,-，而 吉 单 "2 由 于 果 穗 营 养 物 质 积 累 快 ，株 体 失 水

过多，生物产量下降达到 41,-。

玉米的粗蛋白含量乳熟5蜡熟5成熟，也就是说，植株中的粗蛋白含量乳熟期最高，之后逐渐 下 降

!表 4#。粗脂肪从乳熟期至蜡熟期呈上升趋势，从蜡熟期至成熟期则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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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施肥对子实产量的影响 ’( ) *+"

品 种

施肥量!’( ) *+"#
$%& $&& "%&

子实产量 - 子实产量 - 子实产量 -

吉单 "2 2 &%61% //"1, 0 2221& ///16 0 &%21% /&&
吉单 /0% 6 2/21% //&1/ 6 4%61% /&41% 6 /2/1% /&&
吉饲 0 号 2 "$,1& ///1/ 0 4041& /&,1% 0 $/&1& /&&

表 # 施肥对生物产量的影响 ’( ) *+"

品 种

施肥量!’( ) *+"#
$%& $&& "%&

生物产量 - 生物产量 - 生物产量 -

吉单 "2 44 6", //&1$ 4$ //4 /&,1$ 4& %/" /&&
吉单 /0% 04 0&6 /"%1" 60 ,2, //$1$ 42 $&0 /&&
吉饲 0 号 0, 2,& /""10 66 6&6 //"1, 4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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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34 页)水稻!菰属间杂交育种研究经验中发现，利用这种方法和温汤去雄法，在属间部分基因杂

交上较不受亲缘关系的限制。只要选择合适的父本进行杂交，不难成功，后代的孕性较好而且较容易

提高，性状变异丰富，有益性状变异较多，稳定较快，选择效率高，是很有发展前途 的 育 种 途 径 。 在 实

践中相对复态导入法更易操作且结实率更高。

自然界中仍有很多优良基因而水稻中没有，通过实践看复态导入远缘杂交法较不受亲缘关系限

制，因此，可以将其它外源植物优良基因转移到菰稻材料上，结合育种目标选择，实 现 高 光 效 、高 生 物

量 、抗 盐 碱 性 、抗 旱 性 、高 抗 病 性 和 特 殊 理 想 株 型 等 优 良 性 状 聚 集 ，这 种 途 径 将 有 可 能 给 水 稻 育 种 提

供更多的野生种质在育种上利用的广阔前景。

实现一系杂交稻一直是育种家们的目标。通过常规育种很难筛选出无融合基因水稻材料，而远缘

杂交则可以实现，再以远缘杂交创造的多倍体、双胚、不定胚材料为 受 体 创 造 无 融 合 生 殖 材 料 则 事 半

功倍。无融合生殖水稻可以省去杂交种需年年制种的麻烦。以无融合生殖水稻材料为基础，进行杂交

育种可使育种时间缩短 "/3，在杂交早代就可以获得稳定品系，为快速育种提供了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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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段 晓 岚 ，等 & 外 源 567 导 入 水 稻 引 起 性 状 变 异 #’% & 中 国 农 业 科 学 ，$(04，+2,-)/$* &

吉单 $04 生育期较长，灌浆速度慢，子实产量不稳定，但生物产量特别高，公顷产量达 (* 8 9 :;" 以

上，适宜作专用型全贮品种。

吉 饲 0 号 、吉 单 "( 植 株 高 大 繁 茂 ，活 秆 成 熟 、秆 强 抗 倒 、生 物 产 量 高 ，且 茎 青 叶 绿 多 汁 ，营 养 丰

富，子实产量高，可作全株青贮玉米品种，同时又可作为粮饲兼用型品种。

种植密度应根据品种特性、土壤肥力和青贮类型等因素而定。在中上等土壤肥力条件下，吉单 "(
种植密度为 3 万<3&4 万株 9 :;"，吉饲 0 号为 4&4 万<)&* 万株 9 :;"，吉单 $04 为 4 万<4&4 万 株 9 :;"，在

高肥不出现伏旱、秋吊或有灌溉条件下，种植密度可增加 *&4 万株 9 :;"。

施肥要根据玉米吸肥特性、种植密度和土壤肥力等而定。饲用玉米植株高大繁茂，吸肥多，应增加

施肥量，尤其是氮肥。在中上和高肥土壤肥力条件下，总施肥量为：6 "$* =>、?"@4 .* =>、A"@ .4 => 9 :;"，土

壤肥力在中上等以下应适当增加施肥量。在施肥方法上要氮磷钾中微和底口追相结合，氮肥总量的

"4B<2*B作底肥，余下的 .*B<.4B作追肥，钾肥应集中条施作底肥或口肥，磷肥应于播种时作口肥。

粮饲兼用品种适宜收获时期必须掌握秆青叶绿多汁、营养丰富和子实产量高的原则，应在蜡熟末

期至成熟期收获，在吉林省中西部地区晚熟品种应在 ( 月 "* 日至 ( 月 ". 日霜冻前收获；专用型全株

青贮品种收获期在蜡熟初期至蜡熟末期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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