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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kg/hm2。第 1 花序开花时随水追施尿素 150

kg/hm2、磷酸二铵 225 kg/hm2。整个生长期注意防

治白粉病、早疫病、棉铃虫［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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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白银市沿黄提灌区半膜覆盖栽培条件下，对引进的 6个青贮玉米新品种进行了观察试验，结果表
明，金岭 17号生物产量最高，为 115 272.75 kg/hm2，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增产 30.75%；其次是奥玉 5102，生
物产量为 114 106.65 kg/hm2，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增产 29.42%。金岭 17号、奥玉 5102综合性状最优，果穗产
量比对照品种豫玉 22号分别增产 14.7%和 3.85%，叶片产量比对照品种豫玉 22号分别增产 41.41%和 77.63%，
在白银市沿黄提灌区种植时 9月中下旬能达到蜡熟期，与白银市的青贮期吻合。建议金岭 17号、奥玉 5102作为
白银市青贮玉米主栽品种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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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市青贮玉米新品种引种试验初报

玉米青贮饲料是一项节能环保的畜牧科技技

术，近年来，玉米秸秆被大批量青贮用来饲喂奶

牛［ 1 - 2］。玉米青贮饲料具有气味芳香，柔软多汁，

适口性好，原料中营养成分保存多、损失少等特

点，是奶牛四季特别是冬春季节的优良饲料。白

银市奶牛产业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目前奶牛场多

采用玉米青贮饲料饲养奶牛，可见青贮玉米直接

关系着奶牛业的发展。但白银市当前种植的玉米

主要以粮饲兼用型为主，生物产量低，饲料报酬

不高，因此，筛选推广高产优质青贮玉米品种，

对于解决白银市青贮饲料质量、提高奶牛生产性

能、加快奶牛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高白银市奶

牛总体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白银市饲草饲料技术推广站对引进的 6个青贮玉

米新品种进行了试验，旨在筛选出适应在白银市

种植的高产优质青贮玉米品种。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青贮玉米品种有金岭 2号、金岭 14号、

金岭 17号、金岭 18号（金岭种业公司提供），奥玉

5102（奥瑞金种业公司提供），吉饲 8号、豫玉22号

（甘肃省草原技术推广总站提供），以当地主栽品

种豫玉 22号为对照，均为包衣种子。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位于沿黄提灌区的白银市白银区四龙

镇永丰村鑫昊车路沟奶牛养殖示范园进行，地理

位置为东经 104毅 18忆 耀 105毅 26忆 ，北纬 36毅 10忆 耀
37毅 00忆，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当地海拔 1 740

m，年总降水量 26 1mm，日照充足，年均气温

10.5 ℃，无霜期平均 250 d。试验地土壤为栗钙

土，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 13.4 g/kg，肥力中等，地

势平坦，灌溉方便，前茬小麦。

1.3 试验方法

试验随机区组排列，3次重复，每品种为 1小

区［ 3 - 8］，小区面积 92.8 m2 （11.6 m×8.0 m），小区

四周设保护行。采用半膜覆盖栽培，按行距 40

cm、株距 30 cm人工点播。播前结合整地施腐熟

有机肥 24 000 kg/hm2、磷酸二铵 300 kg/hm2、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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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播种期 出苗期 大喇叭口期 抽穗期 吐丝期 乳熟期 蜡熟期
吉饲8号 26/4 7/5 18/6 23/7 28/7 24/8 15/9
奥玉5102 26/4 8/5 19/6 25/7 29/7 26/8 19/9

豫玉 22号（CK） 26/4 6/5 10/6 6/7 16/7 7/8 28/8
金岭17号 26/4 8/5 22/6 17/7 25/7 20/8 18/9
金岭14号 26/4 7/5 21/6 18/7 26/7 21/8 18/9
金岭2号 26/4 8/5 20/6 17/7 25/7 17/8 12/9
金岭18号 26/4 8/5 17/6 16/7 23/7 15/8 10/9

无机复混肥 675 kg/hm2。播种前 1 d覆膜，于 4月

26日播种。拔节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 75 kg/hm2，

大喇叭口期结合灌水追施尿素 225 kg/hm2。幼苗

3～4 叶期进行间苗定株，留苗密度为 66 690

株 /hm2。苗期至拔节期除草 2次，全生育期灌溉 4

次，其余管理与大田相同。生育期田间观察记载

各品种物候期及生长势。成熟时每小区去除边行

按对角线法取玉米 10株，地表刈割后现场测定株

高，同时按小区单收统计果穗、叶片、茎秆产量

及生物产量、秸秆产量的鲜重，并计算折合产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物候期

从表 1可以看出，出苗期以豫玉 22号（CK）最

早，为 5月 6日，较其余品种早出苗 1～2 d。大

喇叭口期以豫玉 22号（CK）最早，为 6 月 10 日，

较其余品种早 7～11 d。抽穗期以豫玉 22号（CK）

最早，为 7月 6日，较其余品种早 10～19 d。吐

丝期以豫玉 22号（CK）最早，为 7月 16日，较其

余品种早 7～13 d。以豫玉22号（CK）进入乳熟期最

早，为 8月 7日；奥玉 5102最迟，为 8月 26日，

较对照推迟 19 d，其余品种较对照推迟 10～17 d。

以豫玉 22号（CK）进入蜡熟期最早，为 8月 28日；

奥玉 5102最迟，为 9月 19日，较对照推迟 22 d，

其余品种较对照推迟 13～21 d。青贮饲料的营养

价值，除与品种有关外，还受收割时期的影响，

适时收割能获得高产优质的青贮原料。青贮玉米

在乳熟期鲜重最高，单位面积的生物产量和营养

价值则以蜡熟期最高。综合来看，参试青贮玉米

品种以豫玉 22号进入乳熟期和蜡熟期最早，奥玉

5102进入乳熟期和蜡熟期最晚，其余品种于 8月

17— 24日进入乳熟期，9月 10— 19日进入蜡熟

期，除豫玉 22号（CK）外，其余品种于 9月中旬及

时收割全株青贮最佳。

2.2 生长势

从田间观察可以看出，参试各玉米品种的生

长势除豫玉 22号表现为强，金岭 2号、金岭 14

号表现为一般外，其余品种均表现为较强。

2.3 株高

从表 2可以看出，参试各品种的株高以金岭 2

号最高，为 334 cm，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高 42

cm；金岭 14号次之，为 322 cm，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高 30 cm；金岭 17号居第 3，为 310 cm，较

对照品种豫玉 22号高 18 cm；金岭 17号最矮，为

280 cm，较对照品种豫玉 22 号矮 12 cm。吉饲 8

号与对照品种豫玉 22号相同，均为 292 cm，奥玉

5102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高 10 cm。

2.4 产量

2.4.1 果穗产量 从表 2可以看出，参试品种果

穗产量以金岭 17号最高，为 39 002.10 kg/hm2，较

对照品种豫玉 22号增产 14.71%；奥玉 5102次之，

表 1 参试玉米品种的物候期 日 /月

品种 株高
（cm）

果穗产量
（kg/hm2）

叶片产量
（kg/hm2）

茎秆产量
（kg/hm2）

秸秆产量
（kg/hm2）

生物产量
（kg/hm2）

吉饲8号 292 35 290.95 20 573.40 42 040.80 62 614.20 c C 97 905.15 b B

奥玉5102 302 35 310.65 30 483.55 48 312.45 78 796.00 a A 114 106.65 a A

豫玉 22号（CK） 292 34 001.70 17 160.90 37 001.85 54 162.75 d D 88 164.45 c C

金岭17号 310 39 002.10 24 267.90 52 002.75 76 270.65 a A 115 272.75 a A

金岭14号 322 28 234.75 29 462.25 51 542.60 81 004.85 a A 109 239.60 a A

金岭2号 334 28 276.35 24 651.30 44 227.20 68 878.50 b B 97 154.85 b B

金岭18号 280 33 776.70 21 001.05 30 626.55 51 627.60 d D 85 404.30 c C

淤表中生物产量、秸秆产量、果穗产量、叶片产量、茎秆产量均为鲜重。

表 2 参试玉米品种的株高及产量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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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5 310.65 kg/hm2，较对照品种豫玉 22 号增产

3.85%；吉饲 8号居第 3，为 35 290.95 kg/hm2，较

对照品种豫玉 22号增产 3.79%；金岭 14号果穗产

量最低，为 28 234.75 kg/hm2，较对照品种豫玉 22

号减产 16.96%。其余品种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减

产 0.66%～16.84%。

2.4.2 叶片产量 从表 2可以看出，叶片产量以

奥玉 5102最高，为 30 483.55 kg/hm2，较对照品种

豫玉 22 号增产 77.63%；金岭 14 号次之，为

29 462.25 kg/hm2，较对照品种豫玉 22 号增产

71.68%；金岭 2 号居第 3，为 24 651.30 kg/hm2，

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增产 43.65%；其余品种较对

照品种豫玉 22号增产 19.88%～41.41%。

2.4.3 茎秆产量 从表 2可以看出，茎秆产量以

金岭 17号最高，为 52 002.75 kg/hm2，较对照品种

豫玉 22 号增产 40.54%；金岭 14 号次之，为

51 542.60 kg/hm2，较对照品种豫玉 22 号增产

39.30%；奥玉 5102 居第 3，为 48 312.45 kg/hm2，

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增产 30.57%；金岭 18号茎

秆产量最低，为 30 626.55 kg/hm2，较对照品种豫

玉 22号减产 17.23%。其余品种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增产 13.62%～19.53%。

2.4.4 秸秆产量 从表 2可以看出，参试玉米品

种的秸秆产量除金岭 18号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

低外，其余品种均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高。其中

以金岭 14号秸秆产量最高，为 81 004.85 kg/hm2，

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增产 49.56%；奥玉 5102次

之，为 78 796.00 kg/hm2，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增

产 45.48%；金岭 17 号居第 3，为 76 270.65

kg/hm2，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增产 40.82%；金岭

18号秸秆产量最低，为 51 627.60 kg/hm2，较对照品

种豫玉 22号减产 4.68%。其余品种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增产 15.60%～27.17%。对秸秆产量进行方差

分析的结果表明，金岭 14号与奥玉 5102、金岭 17

号差异不显著，与其余品种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2.4.5 生物产量 从表 2可以看出，参试玉米品

种的生物产量除金岭 18号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

减产外，其余品种均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增产。

其中以金岭 17 号生物产量最高，为 115 272.75

kg/hm2，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增产 30.75%；奥玉

5102 次之，为 114 106.65 kg/hm2，较对照品种豫

玉 22 号增产 29.42%；金岭 14 号居第 3，为

109 239.60 kg/hm2，较对照品种豫玉 22 号增产

23.90%；金岭 18 号生物产量最低，为 85 404.3

kg/hm2，较对照品种豫玉 22 号减产 3.13%，其余

品种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增产 10.20%～11.05%。

参试各青贮玉米品种在刈割时叶片繁茂，叶色浓

绿，株型平展，叶量丰富，长势良好。对生物产

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金岭 17 号与奥玉

5102、金岭 14号差异不显著，与其余品种间差异

达极显著水平。

3 小结

在白银市沿黄提灌区半膜覆盖栽培条件下，

引进的 6个青贮玉米新品种生物产量除金岭 18号

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减产外，其余品种均较对照

增产。其中以金岭 17 号生物产量最高，为

115 272.75 kg/hm2，较对照品种豫玉 22 号增产

30.75%；奥玉 5102 较高，为 114 106.65 kg/hm2，

较对照品种豫玉 22号增产 29.42%。金岭 17 号、

奥玉 5102综合性状最优，果穗产量比对照品种豫

玉 22号分别增产 14.7%和 3.85%，叶片产量比对

照品种豫玉 22号分别增产 41.41%和 77.63%，且

这 2个品种植株高大，长势旺盛，单株叶片数多，

叶片宽大、繁茂，叶色浓绿，茎秆粗壮，属多叶、

青绿、平展型青贮玉米品种。虽然这 2个品种生

育期长，但在白银市沿黄提灌区种植时 9月中下

旬能达到蜡熟期，可满足青贮玉米的生育期要求，

与白银市青贮期吻合。因此，金岭 17 号、奥玉

5102适合作为白银市青贮玉米主栽品种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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