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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筛选出适宜兰州新区种植的产量高、品质优的青贮玉米品种，采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选择鸿泰 66、华牧 3号、

科玉 188等 9个青贮玉米品种进行对比试验，对其农艺性状、产量和品质等综合性状进行了测定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

青贮玉米品种的株高、茎粗、叶长、叶宽、鲜草产量和干草产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差异，其中华牧 3号和雅玉 26号的鲜、干

草产量及干物质量等指标均显著高于其他品种（P<0.05），可在兰州新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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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ability Analysis of 9 Silage Maize Varieties in Lanzhou New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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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lage corn is recognized worldwide as a high-quality roughage, which is the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rbivorous animal husbandry in Lanzhou New Area. In order to screen out the silage maize varieties suit⁃
able for planting in Lanzhou New Area, 9 silage maize varieties, including Hongtai 66, Huamu 3 and Keyu 188,
were selected by a randomized block experiment,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traits such as plant traits, nutritional
quality and grass yield were measur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der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The
yield of fresh hay and dry matter of Huamu No. 3 and Yayu No. 26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other vari⁃
eties (P<0.05). The experiment showed that Huamu No. 3 and Yayu No. 26 were suitable for planting in Lanzhou
New area, and could be used as silage maize varieties to expand the planting area.
Key words：Silage corn; Variety; Plant characteristics; Grass yield; Nutrients; Product comparison test

青贮玉米 (Zea mays)是指以收割鲜嫩植株或

在乳熟期至蜡熟期收获包括玉米果穗在内的整株

玉米，经过压实、密封、发酵等程序，加工成越冬

贮备饲料的一种玉米类型，与普通玉米相比，具

有生长周期短、生物产量高、纤维品质好、消化率

高等优点 [1-2]，是牛、羊等牲畜主要的粗饲料来源

之一 [3-4]。在我国，玉米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西

南地区，大致形成一个从东北到西南的斜长形玉米

栽培带，具有巨大的饲草料种植潜力[5-6]。兰州新区

年降水量 300~359 mm，年蒸发量 1 880 ㎜，无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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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39 d，年日照时数 2 476.4 h，海拔 1 910 m，
有效积温 2 226 ℃·d，适宜种植青贮玉米，主要

集中在秦川镇种植。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养殖

业支持力度的加大，兰州新区标准化规模养殖

场迅速增加，对优质牧草的需求量随之增加，当

前种植规模完全不能满足当地及周边养殖场的

需求。该地区用草大都来自宁夏周边地区，一

方面牧草品质难以保证，另一方面成本大幅度

提高，畜牧业的发展受到极大制约，因此，优质

牧草品种的引进及筛选工作已迫在眉睫。本试

验对鸿泰 66、鸿泰 826、华牧 3号、雅玉 8号、雅玉

26、农大 108、科玉 188、秋庆 88、秋庆 1号等 9个
青贮玉米品种进行适应性比较试验，以期筛选

出适应兰州新区种植的产量高、适应性好、品质

佳的青贮玉米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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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为鸿泰 66、鸿泰 826、华牧 3号、雅玉

8号、雅玉 26、农大 108、科玉 188、秋庆 88、秋庆 1
号等 9个玉米品种，其中华牧 3号购于华丰牧业

公司，其他 8个品种均来源于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1.2 试验设计

本试验于 2023年 5-10月在兰州新区秦川镇

进行，播种前将土地整平、施足底肥、深耕细耙，

底肥为发酵牛粪和复合肥，牛粪为 25 000 kg/hm2，

复合肥为 500 kg/hm2。于 2023年 5月 6日播种，覆

膜穴播，播深 3~5 cm，株行距 25 cm×50 cm，密度

7.5万株/hm2。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个品种

设置 3次重复，每个重复种植面积 40 m2。栽培管

理措施相同，观察记录各品种的生长情况、营养

品质指标等。

1.3 测定内容与方法

1.3.1 生育期

播种后，每个小区随机抽取 20株，观察并详

细记录其出苗期、三叶期、拔节期、抽雄期、吐丝

期、开花期、腊熟期等时间节点。

1.3.2 农艺性状

收获期间，每个小区随机取 10株（除去边际

效应），测量株高、穗位高、穗重、茎粗、单株绿叶

数、叶长、叶宽等指标。

1.3.3 草产量

在蜡熟期，每小区随机选取 1 m2青贮玉米（除

去边际效应）人工刈割，留茬高度 5 cm，称量鲜重 ,
计算鲜草产量。每个小区再选取 10 株，置于

105 ℃烘箱中杀青 30 min，80 ℃烘干至恒重，冷却

后称量样品干重，计算干草产量。

1.3.4 营养成分

干物质量采用烘干法进行测定 [7]。收获时，按

品种分别取全株 40株，用粉碎机粉碎，混匀后取

鲜样 1 kg，放入烘箱 105 ℃杀青 30 min，后调至

80 ℃烘干至恒重，称干重，计算含水率。

粗蛋白含量：将上述烘干后的样品磨成粉末，

用凯氏定氮法测定粗蛋白含量。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SPSS 27.0和 Excel 2016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青贮玉米品种的物候期比较

由表 1可知，参试的 9个青贮玉米品种的生育

期为 129~148 d，均能在兰州新区完成生育期。各

品种播种后 13 d出苗，鸿泰 66和鸿泰 826的生育期

比其他品种短，农大 108生育期最长。鸿泰 66、鸿
泰 826、科玉 188最先进入抽雄期，其后秋庆 88、雅
玉 8号开始进入抽雄期，华牧 3号和雅玉 26抽雄最

晚，比最早抽雄的品种晚 8 d。
表 1 9个青贮玉米品种的物候期比较表 月 .日

品种

鸿泰66
鸿泰826
雅玉8号
雅玉26
农大108
华牧3号
秋庆1号
秋庆88
科玉188

播种期

5.6
5.6
5.6
5.6
5.6
5.6
5.6
5.6
5.6

出苗期

5.19
5.19
5.19
5.19
5.19
5.19
5.19
5.19
5.19

三叶期

5.31
5.31
5.31
5.31
5.31
5.31
5.31
5.31
5.31

拔节期

6.16
6.16
6.16
6.16
6.16
6.16
6.16
6.16
6.16

大口期

6.30
6.30
6.30
6.30
6.30
6.30
6.30
6.30
6.30

抽雄期

7.26
7.26
8.1
8.3
8.2
8.3
8.2
8.1
7.26

吐丝期

8.1
8.1
8.3
8.3
8.4
8.4
8.7
8.2
8.2

开花期

8.3
8.3
8.4
8.4
8.4
8.12
8.10
8.2
7.30

水泡期

8.7
8.7
8.9
8.9
8.9
8.20
8.20
8.7
8.5

乳熟期

8.26
8.26
8.28
8.28
8.28
9.3
9.3
8.26
8.22

蜡熟期

9.12
9.12
9.20
9.21
10.1
9.29
9.26
9.26
9.26

枯黄期

9.18
9.18
10.11
10.11
10.11
10.16
10.16
10.16
10.16

生育期/d
129
129
137
138
148
146
143
143
143

2.2 不同青贮玉米品种的农艺性状比较

2.2.1 不同青贮玉米品种的株高及茎粗比较

由表 2可知，9个青贮玉米品种的株高存在差

异，株高范围 2.54~4.08 m，平均株高为 3.40 m，其
中华牧 3号株高最高，为 4.08 m，与雅玉 26差异不

显著，显著高于其他品种；鸿泰 66的株高最低，为

2.54 m。穗位高方面，华牧 3号穗位最高，为 2.07

m，显著高于其他品种；科玉 188的穗位最低，为

1.39 m，与农大 108、鸿泰 826差异不显著。

9个青贮玉米品种的茎粗范围为 19.83~29.30
mm，其中最粗的为华牧 3号，显著高于鸿泰 66、鸿
泰 826、秋庆 88和秋庆 1号，与雅玉 8号、雅玉 26、
农大 108、科玉 188等品种差异不显著；秋庆 1号
的茎秆最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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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不同青贮玉米品种的叶片特征比较

由表 3可知，9个青贮玉米品种的单株叶长为

79.03~104.17 cm，其中雅玉 26 的叶长最长，为

104.17cm，显著高于鸿泰 66及鸿泰 826，与其品种

差异不显著。在叶宽方面，鸿泰 826叶宽最宽，为

13.03 cm；秋庆 1号叶宽最小，为 9.6 cm。在绿叶

数方面，鸿泰 66绿叶数最多，为 12片，显著高于

其他品种；科玉 188绿叶数最少，与雅玉 8号、农

大 108、秋庆 88差异不显著。

2.3 不同青贮玉米品种的产草量比较

2.3.1 不同青贮玉米品种单株产量比较

由表 4可知，9个青贮玉米品种的单株鲜重为

1 000.00~2 166.68 g，其中最高的是雅玉 26，与鸿

泰 66、鸿泰 826、农大 108及秋庆 1号差异显著。

在单株穗重方面，9 个品种单株穗重范围为

181.93~333.64 g，单株穗重最重的为雅玉 26，与秋

庆 88差异不显著，显著高于其他品种；秋庆 1号
单株穗重最轻，为 181.93 g，与鸿泰 826差异不显

著。在单株干重方面，华牧 3号最重，为 800.67 g，
与雅玉 26差异不显著，显著高于其他品种；鸿泰

826单株干重最轻，为 284.00 g。

2.3.2 不同青贮玉米品种产草量比较

由表5可知，华牧3号的鲜草（151 007.55 kg/hm2）

和干草（58 029.00 kg/hm2）产量最高，与雅玉 26差
异不显著；鸿泰 66鲜草和干草产量最低，分别为

91 004.55 kg/hm2和 41 020.50 kg/hm2。

2.4 营养成分分析

由表 6可知，9个青贮玉米品种的干物质含量

为 23.32%~30.77%，其中华牧 3号干物质含量最

高，为 30.77%，与雅玉 8号、雅玉 26差异不显著；

农大 108干物质含量最低，为 23.32%。9个青贮玉

米品种的粗蛋白含量为 7.19%~8.42%，其中华牧 3

表 2 9个青贮玉米品种的株高、穗位高及茎粗比较

品种

鸿泰66
鸿泰826
华牧3号
雅玉8号
雅玉26
农大108
科玉188
秋庆88
秋庆1号
注：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株高/m
2.54±0.26g
3.16±0.12ef
4.08±0.08a
3.78±0.26bc
3.95±0.22ab
3.02±0.16f
3.12±0.03f
3.54±0.12cd
3.42±0.08fe

穗位高/m
1. 60±0.12cd
1.41±0.03de
2.07±0.21a
1.71±0.02bc
1.83±0.06b
1.50±0.05de
1.39±0.08e
1.75±0.06bc
1.69±0.04bc

茎粗/mm
23.70±2.15bcd
23.57±1.00bcd
29.30±0.92a
27.97±2.75ab
25.90±3.70abc
24.93±3.74abc
25.06±0.78abc
23.17±1.62cd
19.83±1.96d

表 4 9个青贮玉米品种的单株产量比较

品种

鸿泰66
鸿泰826
华牧3号
雅玉8号
雅玉26
农大108
科玉188
秋庆88
秋庆1号

单株穗重/g
199.31±9.94d
188.37±12.16de
241.61±10.51c
269.5±5.50b
333.64±13.31a
245.57±5.80c
260.1±10.15bc
317.32±17.86a
181.93±7.5e

单株鲜重/g
1 033.33±340.20d
1 000.00±346.99d
2 073.33±347.75a
2 166.67±431.90a
2 166.68±381.75a
1 146.67±359.07cd
1 673.33±113.72abc
1 766.67±357.96ab
1 346.67±133.17bcd

单株干重/g
350.00±10.00f
284.00±22.72g
800.67±11.02a
762.00±16.17b
796.00±15.28ab
521.00±19.09e
657.00±35.59c
643.00±13.08c
556.67±27.17d

表 5 9个青贮玉米品种的产草量统计表 kg/hm2

品种

鸿泰66
鸿泰826
华牧3号
雅玉8号
雅玉26
农大108
科玉188
秋庆88
秋庆1号

鲜草

91 004.55±3 605.7c
106 005.3±6 000.30c
151 007.55±4 582.80a
133 339.95±6 807.15b
138 673.65±10 743.60ab
122 339.40±11 590.80b
98 998.50±12 749.10c
126 006.30±4 000.20b
128 673.15±11 151.00b

干草

41 020.50±3 607.35e
43 354.95±2 082.75de
58 029.00±4 002.00a
47 523.75±2 501.25bcd
54 027.00 ±4 002.00ab
48 357.45±4 043.40bcd
44 689.05±4 511.55cde
49 691.55 ±3 513.60bcd
51 025.50±1 732.95bc

表 6 9个青贮玉米品种的营养成分统计表

品种

鸿泰66
鸿泰826
华牧3号
雅玉8号
雅玉26
农大108
科玉188
秋庆88
秋庆1号

干物质含量/%
27.12±2.50 bc
25.26 ±1.50cd
30.77±1.10 a
29.64±1.06 ab
29.69±1.05 ab
23.32±2.92 d
25.83±0.45 cd
24.32±1.17 cd
25.32± 0.54cd

粗蛋白含量/%
7.65 ±0.60a
7.56± 0.99a
8.42 ±1.11a
7.61±0.84a
7.91±0.40 a
7.19±0.95a
7.71± 0.38a
7.86±1.09 a
7.46 ±0.86a

表 3 9个青贮玉米品种的叶片特征比较

品种

鸿泰66
鸿泰826
华牧3号
雅玉8号
雅玉26
农大108
科玉188
秋庆88
秋庆1号

叶长/cm
79.03±4.62c
83.3±2.08bc
103.33±3.51a
100.33±16.92ab
104.17±6.72a
88±12.53abc
100.67±9.71ab
85.67±12.90abc
101.00±8.35ab

叶宽/cm
10.8±0.66ab
13.03±2.61a
11.73±2.05ab
11.8±0.27ab
10.77±0.90ab
10.73±0.76ab
9.93±0.51b
11.03±0.42ab
9.6±0.44b

绿叶数/片
12±1.00a
8±1.00b
8±0.58b
5±1.53cde
6±1.00bc
5±0.58de
4±0.58e
5±1.00de
6±0.53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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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含量最高，为 8.42%，与其他品种差异均不显著，

说明 9个青贮玉米品种粗蛋白含量差异不大。

3 讨论与结论

产草量是衡量土地生产能力最重要的指

标［8-9］，影响产草量的因素包括栽培品种的农艺性

状，气候、土壤等环境条件及种植密度、施肥量等

管理措施。研究表明，株高、茎粗、穗位高、单株

绿叶数与生物产量均呈正相关关系 ,其中株高的

高矮直接影响着生物产量的高低 ,植株越高的品

种，生物产量越高 [10]。王艳霞等 [11]对 20个青贮玉

米品种的主要农艺性状与草产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发现 ,株高与草产量呈显著正相关。周波等 [12]研

究发现，株高是影响草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但

绝不是选择品种的唯一因素，对于风沙较大的地

区，选择青贮玉米品种时还需兼顾茎秆粗度，以

此来增加植株的抗倒伏性，茎秆越粗，抗倒伏能

力越强，从而产量和品质也越佳，因此 ,在青贮玉

米品种选育中可将株高和茎粗作为重要参照指

标 [13]。本研究中，9个青贮玉米品种农艺性状表现

均良好，未出现植株倒伏现象，对当地生态环境

的适应性强。

青贮玉米不仅要农艺性状佳，还要适口性好、

消化率高 [14]。另外，干物质含量越高，可被利用的

营养物质越多，产生的经济效益就越大，是衡量

青贮玉米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 [15]。除了青贮玉米

品种本身的特性外，收获时期对产量和品质也有

很大影响，收割太早水分过大，干物质积累没有

达到最大量，推迟收割，营养物质转移，枯叶增

多，穗轴和秸秆木质化程度高，生物学产量降

低 [16]。据研究，在玉米籽粒 2/3腊熟期收割（籽粒

乳线下移至籽粒的 3/4处），营养物质的质量最

佳 [17]。青贮玉米饲料中的干物质含量在 30%~35%
较为适宜 [18]，粗蛋白含量应大于 7%较为合适 [19]。

本试验中 9个青贮玉米品种的干物质含量存在不

同程度差异，其中华牧 3号干物质含量最高，为

30.77%。9个青贮玉米品种的粗蛋白含量均大于

7%，华牧 3号最高，为 8.42%，与其他品种差异不

显著。

综合高产、优质、农艺性状优良等因素进行评

价，9个青贮玉米品种均可在兰州新区种植，其中

华牧 3号和雅玉 26具有较高的生物学产量和良好

的营养品质，粗蛋白含量适中，消化率高，适口性

好，适宜在兰州新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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