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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青贮玉米品种在榆阳区
种植对比试验

高文辉 1 赵利妮 2 张玉飞 3

1.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动物卫生与检疫工作站，陕西榆林 719000；2.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陕西榆林 719000；3.陕西大地种业（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榆林 719000

摘要 对榆阳区近年来种植和引进的豫青贮 23、大京九 26、北农青贮 208、大京九青贮 3912、京九青贮 16、雅
玉 659、金刚青贮 50、华亦 1204、西蒙青贮 707、雅玉 458、海青玉 998、ASF6054共计 12个品种进行分区种植试验，

12个青贮玉米品种各设 1个试验组，互为对照组，测量各品种的生物学产量、株高、穗重、穗长、双穗率、叶茎比

重，筛选出适合榆阳区种植的青贮玉米品种。试验结果表明，华亦1204、金刚青贮50和西蒙青贮707更适宜在本

地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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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贮玉米是籽粒玉米和鲜食玉米之外的一类

饲用玉米，它的果穗、叶片和茎秆均是牛、羊等反刍

动物的优质饲料。因其单位面积产量高、能量密度

大、营养价值较全面、适口性好等特性，又适宜机械

化作业，被全世界广泛用于奶牛、肉牛、绵羊和山羊

养殖业中。榆林市榆阳区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农

牧交错地带，农业生产条件优良，是较理想的肉牛、

肉羊生产地。随着榆阳区肉牛肉羊产业的不断发

展，大力发展青贮玉米种植显得越来越重要。但

是，目前榆阳区青贮玉米的种植面积较小、种植的

品种较杂，且尚无针对相关品种的比较试验，因此

无法确定该地区更适宜种植的青贮玉米品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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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选取在当地种植较多的青贮玉米品种进行比

较试验，通过试验测定供试品种的产量和部分农艺

性状，选出适宜榆阳区种植的青贮玉米品种，以期

为榆阳区、乃至榆林市“粮改饲”——青贮玉米的推

广种植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为促进当地种植与养

殖的一体化发展，实现种植与养殖的优质、高产、高

效提供服务。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品种

供试材料 12个青贮玉米品种：豫青贮 23、大京

九 26、北农青贮 208、大京九青贮 3912、京九青贮

16、雅玉 659、金刚青贮 50、华亦 1204、西蒙青贮

707、雅玉458、海青玉998、ASF6054。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点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马合镇补浪村

陕西大地种业（集团）有限公司（38°29′N，109°30′E），
位于榆阳区北面的风沙草滩区，该区属中温带半干

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8.8 ℃，年平均无霜

期 155 d，年平均风速 2.2 m/s，年平均大风 12.2 d，年
平均沙尘暴 6.8 d，年平均降水量 383 mm，主要集中

在夏季，春冬季降水偏少，气候干燥，多西北风[1]。

试验地能代表榆阳区饲草种植区域的气候、土壤和

栽培条件等，地势平整、土壤肥力中等且均匀、前茬

作物一致、无严重土传病害、具有良好的排灌条件

（雨季无积水、可灌溉）、四周无高大建筑物或树木

影响。

1.3 试验设计

将参试的 12个青贮玉米品种各设 1个试验组，

互为对照组，每组为 1个试验小区，小区设置采用随

机区组设计，试验小区面积为125 m2（5 m×25 m），10
行，行距 0.5 m，株距 0.33 m，深度 3~4 cm。试验点整

个试验地四周设置 2 m保护行，每个试验区间设置

2 m的隔离保护行。

1.4 试验田间管理

1）播种。2020年 4月 22日采用玉米播种机统

一精量点穴播种。

2）田间管理。整地时施足有机肥；在生育期

总追肥尿素 40 kg，玉米叶片 7~9片时追拔节肥

10 kg/666.67 m2，大喇叭口期追尿素30 kg/666.67 m2，

追肥随灌溉实施；在吐丝期喷施叶面肥（叶面宝）和

微量元素肥1次。

3）及时查苗补苗。在出现 3~5片叶时定苗，拔

除病苗、弱苗、杂苗；拔节期和大喇叭口期结合追肥

各进行 1次人工中耕除草。其他田间管理与一般大

田相同，如适时适量进行灌溉，定期喷洒农药以防

治病虫害。

1.5 试验测产取样

于所有参试品种生育期进入蜡熟期后（即 9月
16日），将所有参试品种同时刈割测产，测产时去掉

小区两侧的隔离保护行，将余下的 10行去掉两头，

然后测产。在刈割前每小区随机取样 10株，测量株

高、穗重、穗长、叶茎比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12个青贮玉米品种的出苗期、拔节期、抽穗期、

乳熟开始期、蜡熟开始期和收获生育天数的观测结

果如表 1所示。从表 1可以看出，各品种的生育天

数基本相同，各品种间的生育天数相差最短为 1 d，
最长为4 d。
2.2 产 量

从表 2可以看出，鲜草产量最好的为金刚

青贮 50，达 6 043 kg/666.67 m2；其次为 ASF6054，
达 5 936 kg/666.67 m2；最低的为北农青贮 208，为
4 740 kg/666.67 m2。

2.3 各品种青贮玉米间的农艺性状比较

由表 2可知，所有试验品种在株高、穗重、穗长、

双穗率和叶茎比等农艺性状上均存在差异。参试

的 12个品种的植株高度均在 3 m以上，最高的品种

是京九青贮 16，平均 3.59 m；其次是豫青贮 23和西

蒙青贮 707，平均为 3.43 m；最低的是 ASF6054，为
3.08 m。收获时该 12个品种穗重较重的品种是

AS6054和华亦 1204，分别为 0.46 kg和 0.45 kg；最低

的品种是北农青贮 208，为 0.31 kg。参试的 12个品

种中穗长最长的是ASF6054，平均为 33 cm；最短的

为大京九 26和京九青贮 16，长度均为 23 cm。参试

的 12个品种的双穗率差异较大，最高的达到 50%，

为海青玉 998；最低的仅为 5%，对应品种为北农青

贮208与大京九青贮3912。
青贮玉米叶和茎营养含量有明显区别（表 3），

叶片中矿物质、蛋白质、胡萝卜素等的含量多于茎

秆中的含量，所以叶片的营养价值相对较高[2]。从

表 3中可以看出，参试的 12个青贮玉米品种叶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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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差别，叶重占总重比率较高的品种是华亦

1204和西蒙青贮 707，达到 45.3%和 44.4%，最低的

是AS6054，为16.3%，其他品种为22%~33%。

3 讨 论

在本研究参试的 12个青贮玉米品种中，金刚青

贮 50和ASF6054的产量较高，ASF6054和华亦 1204
的穗重较重，华亦 1204和西蒙青贮 707的叶片比重

较高。雷志刚等[3]在对 16个青贮玉米品种的农艺性

状和产量的通径分析中发现，这些品种玉米的生物

产量和茎粗、植株高度等呈极显著正相关性，即茎

秆越粗、植株高度越高，对应品种的生物产量越大，

表1 青贮玉米各品种生育期记录

试验品种

豫青贮23
大京九26

北农青贮208
大京九青贮3912

京九青贮16
雅玉659

金刚青贮50
华亦1204

西蒙青贮707
雅玉458

海青玉998
ASF6054

小区编号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播种期

04.22
04.22
04.22
04.22
04.22
04.22
04.22
04.22
04.22
04.22
04.22
04.22

出苗期

05.01
05.02
05.01
05.01
05.02
05.01
05.02
05.01
05.01
05.02
05.01
05.01

出苗率%

97
98
98
98
97
97
97
98
98
98
97
98

拔节期

06.10
06.12
06.12
06.11
06.12
06.12
06.12
06.12
06.11
06.11
06.12
06.12

抽穗期

07.22
07.20
07.21
07.20
07.21
07.20
07.21
07.22
07.22
07.21
07.21
07.22

乳熟开始期

08.24
08.25
08.24
08.24
08.25
08.25
08.24
08.25
08.24
08.24
08.25
08.25

蜡熟开始期

09.12
09.12
09.13
09.13
09.15
09.15
09.16
09.15
09.15
09.15
09.16
09.16

收获期

09.16
09.16
09.16
09.16
09.16
09.16
09.16
09.16
09.16
09.16
09.16
09.16

生育天数/d

135
134
136
136
137
138
138
138
138
137
139
139

表2 12个青贮玉米品种农艺性状指标

试验品种

豫青贮23
大京九26

北农青贮208
大京九青贮3912

京九青贮16
雅玉659

金刚青贮50
华亦1204

西蒙青贮707
雅玉458

海青玉998
ASF6054

小区编号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产量/（kg/666.67 m2）
5 618
5 336
4 740
5 488
4 998
5 679
6 043
5 618
5 755
5 144
5 376
5 936

株高/cm
343
337
318
315
359
326
319
309
343
312
328
308

穗重/kg
0.4
0.35
0.31
0.38
0.36
0.32
0.38
0.45
0.36
0.37
0.35
0.46

穗长/cm
25
23
25
26
23
26
28.2
25
30.1
29.2
25.3
33

双穗率/%
20
10
5
5
20
30
20
10
30
40
50
40

测产时间

09.16
09.16
09.16
09.16
09.16
09.16
09.16
09.16
09.16
09.16
09.16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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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本研究中各品种玉米的生物产量与株高并不呈

正相关，推测可能与采样量、品种等有关。席杰军

等[4]在对陕西关中地区 31个青贮玉米品种的比较试

验中提到青贮玉米单产量在（5.5~7.5）t/666.67 m2，

本研究的玉米中有 1/2在该范围内，没达到的推测

可能与环境、品种、密度等有关。

由于青贮玉米的生物产量、穗重、叶片比重均

影响青贮玉米的饲用价值，所以初步推出金刚青贮

50、ASF6054和华亦 1204在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具

有更优良的生产性状和推广价值。对比前人对其

他地区青贮玉米进行的比较试验，可发现本次试验

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研究的取样量少，测定的

数据不全，如未进行茎粗、全株干重、籽粒干重测量

和营养成分分析等，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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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2个青贮玉米品种叶茎比测定结果

试验品种

豫青贮23
大京九26

北农青贮208
大京九青贮3912

京九青贮16
雅玉659

金刚青贮50
华亦1204

西蒙青贮707
雅玉458

海青玉998
ASF6054

叶茎总重（鲜重）/kg

13.9
13.2
11.7
13.6
12.4
14.0
15.0
13.9
14.2
12.7
13.3
14.7

叶

重量/kg
4.5
3.4
3.2
3.1
2.8
3.1
4.1
6.3
6.3
3.8
3.8
2.4

占叶茎总量/%
32.4
25.8
27.4
22.8
22.6
22.1
27.3
45.3
44.4
29.9
28.6
16.3

茎

重量/kg
9.4
9.8
8.5
10.5
9.6
10.9
10.9
7.6
7.9
8.9
9.5
12.3

占叶茎总量/%
67.6
74.2
72.6
77.2
77.4
77.9
72.7
54.7
55.6
70.1
71.4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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