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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东北地区几种饲用玉米的产量和抗病性

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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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筛选出适合在滇东北地区推广种植的青贮新品种。【方法】 以当地主推品种雅玉

04889 为对照种，按照云南省区域试验及公开发表文献所提供的数据采集方法，在 2018 年对比了曲辰

30 号、曲辰 31 号、曲辰 32 号、曲辰 33 号、曲辰 34 号、曲辰 35 号几个青贮玉米品种的产量和抗病性，在

2019 年继续对比雅玉 04889、曲辰 31 号、曲辰 32 号和曲辰 33 号几个青贮玉米品种的产量和抗病性，并

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所有品种中仅有曲辰 32 号是紧凑型。2018 年，干物质产量最高的为曲辰 32
号，后面依次是曲辰 33 号、曲辰 34 号、曲辰 31 号、曲辰 30 号、曲辰 35 号；2019 年，曲辰 32 号的干物质产

量依然最高。2018 年，雅玉 04889 对灰斑病的抗性最差；2019 年，所有品种的抗病性一致。【结论】 综合

考虑农艺性性状、抗病性和产量，曲辰 32 号最适合作为青贮玉米在滇东北地区进行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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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Zea mays）一直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同时

也 是 人 类 发 展 所 必 须 的 工 业 原 料【1】。 随 着 农 业 的 发

展 ，饲 草 供 应 不 足 导 致 部 分 粮 食 作 物 被 用 于 动 物 养

殖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就 是 玉 米 。 通 常 ，玉 米 因 含 有 较 高

的 淀 粉 和 较 低 的 中 性 洗 涤 纤 维 和 酸 性 洗 涤 纤 维 含 量

而 备 受 畜 牧 业 生 产 者 的 青 睐 。 为 提 供 更 多 的 牧 草 ，

2015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开展粮改饲和种养

结合模式试点，促进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

结 构 协 调 发 展 ”。 粮 改 饲 重 点 是 调 整 玉 米 种 植 结 构 ，

引导种植全株青贮玉米。在此背景下，国家及时设立

了 一 些“ 粮 改 饲 ”试 点 ，调 整 种 植 结 构 ，对 饲 料 玉 米 种

植和青贮加工等进行研究，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饲

用玉米的研究依然值得探究，如玉米病害对玉米产量

的影响。

研 究 表 明 ，籽 粒 型 玉 米 主 要 病 害 包 括 丝 黑 穗 病 、

大 小 斑 病 、玉 米 枯 纹 病 、玉 米 锈 病 、灰 斑 病 、茎 腐

病［3-5］。然而，有关青贮玉米病害的研究却相对较少。。

邹刚等［6］对西南地区玉米的主要病害进行研究，其中

云南北部灰斑病是我国的高发地区，造成玉米产量不

同 程 度 的 降 低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玉 米 病 害 与 倒 折 率 是

影 响 玉 米 产 量 的 重 要 因 素［7］。 然 而 ，受 气 候 条 件 、品

种 、管 理 技 术 和 种 植 制 度 的 影 响 ，玉 米 病 害 存 在 较 大

差 异 ，而 不 同 病 害 对 全 株 玉 米 产 量 的 影 响 也 有 所 差

异。滇东北地区肉牛养殖业占 GDP 的比重较高，以昭

通为例，昭通小黄牛是昭通市的六大高原特色产业之

一，以此支撑发展起来的“昭通小肉串”更是高度依赖

本地的小黄牛养殖，但优质牧草的缺乏限制了当地畜

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引进并筛选出适合当地大面积

推 广 种 植 的 优 质 牧 草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 。 本 研 究 旨 在

通过比较不同饲用玉米品种的抗病性和生物产量，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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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适宜滇东北地区栽培的优质青贮玉米品种，以促进

当地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1　材料和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 验 地 位 于 云 南 省 昭 通 市 昭 阳 区 永 丰 镇 绿 荫 村

（27°17 ′30 ″ N，103°38 ′04 ″ E），海拔 1 930 m，属于亚热

带 和 暖 温 带 共 存 的 高 原 季 风 立 体 气 候 。 2018 年 的 年

均气温为 12. 6 ℃，年降均水量为 740 mm，年日照时数

为 1 717 h。 2019 年 均 气 温 为 13. 3 ℃ ，年 降 水 量 为

585 mm，年 日 照 时 数 为 1 861 h。 近 20 年 平 均 温 度 为

12. 3 ℃ ，平 均 降 水 量 为 682 mm，平 均 年 日 照 时 数 为

1 819 h。栽培制度为一年一熟，即玉米（春播）-休耕

（冬季），是当地气候类型下的玉米主产区能够很好的

代表该区域的栽培制度。

1. 2　试验设计

试 验 设 计 以 云 南 曲 辰 种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推 荐 的

曲辰 30 号、曲辰 31 号、曲辰 32 号、曲辰 33 号、曲辰 34
号 、曲 辰 35 号 6 个 优 良 新 品 种 为 试 验 对 象 ，以 国 审 西

南饲用玉米品种雅玉 04889 为对照品种，这些品种具

有 抗 病 性 适 中 、产 量 表 现 稳 定 等 特 点 ，这 也 是 目 前 西

南 地 区 饲 用 玉 米 的 通 用 对 照 品 种 和 滇 东 北 当 地 的 主

推 品 种 。 试 验 时 间 为 2018 年 和 2019 年 ，供 试 品 种

2018 年播种期 4 月 16 日，定苗期 5 月 3 日，2019 年 4 月

5 日播种，定苗期 4 月 23 日。2018 年测试品种为曲辰

30 号、曲辰 31 号、曲辰 32 号、曲辰 33 号、曲辰 34 号、曲

辰 35 号 。 2019 年 第 1 轮 试 验 淘 汰 综 合 表 现 较 差 的 曲

辰 30 号、曲辰 34 号和曲辰 35 号 3 个品种，并对剩余的

曲辰 31 号、曲辰 32 号、曲辰 33 号 3 个品种以同样试验

设计进行试验，继续以雅玉 04889 为对照。试验设计

为随机区组排列，每个品种 3 次重复，小区长 5 m、宽 4 
m，面 积 20 m2，每 小 区 5 行 ，宽 窄 行 种 植 ，幅 带 1. 6 m，

行距 0. 8 m，密度 6. 75 株/m2。

1. 3　田间管理情况

在 播 种 时 ，施 用 玉 米 专 用 长 效 缓 释 肥 750. 0 
kg/hm2（N∶P2O5∶K2O=30∶10∶10）做 底 肥 ，2018 年 和

2019 年分别在 4 月 23 日和 5 月 3 日施肥。2018 年因雨

水 较 好 ，仅 播 种 时 灌 溉 1 次 。2019 年 6 月 中 旬 之 前 春

旱较为严重，进入 6 月下旬后，雨水较正常年份偏多，

因 地 块 底 墒 较 好 ，仅 播 种 时 灌 溉 1 次 ，对 试 验 影 响 不

大，可充分表现出各品种的特征特性。

1. 4　测定项目与方法

参 照 高 会 林 等［8-9］推 荐 的 方 法 ，对 下 述 测 定 项 目

进行观测记载。

（1）记录出苗期 ：小区有 50% 穴数的幼苗出土高

度 2~3 cm 的日期。

（2）抽雄期 ：小区 50% 以上的植株雄穗顶端露出

顶叶的日期。

（3）吐 丝 期 ：小 区 50% 以 上 的 雌 穗 吐 出 花 丝 的

日期。

（4）株 型 ：吐 丝 后 目 测 ，分 平 展 、半 紧 凑 、紧 凑

型 3 种。

（5）株高：测玉米地上部分的自然高度。

（6）穗位：测量地表到最上部果穗着生节的高度，

求其平均值，用 cm 表示。

（7）倒伏率：乳熟末期，植株倾斜度大于 45 度但未

折 断 的 植 株 占 该 试 验 小 区 总 株 数 的 百 分 率 ，以 %
表示。

（8）折秆率：乳熟末期，果穗以下部位折断的植株

占该试验小区总株数的百分率，以%表示。

1. 4. 2　抗病性　参照王晓鸣等［9-10］推荐的方法，将各

种病级划分为 1 级、3 级、5 级、7 级、9 级，鉴定下述病害

的 病 级 ，抗 病 鉴 定 及 DNA 指 纹 鉴 定 单 位 为 云 南 农 业

大学云南省农作物品种抗性鉴定站。

（1）叶 部 病 害 ：灰 斑 病 。 在 玉 米 进 入 乳 熟 后 期 进

行调查。取 3 重复中发病最重的一个重复全区进行调

查，调查时目测每份鉴定材料群体的发病状况。调查

重点部位为玉米果穗的上方叶片和下方 3 叶，根据病

害症状描述，逐株进行调查并记载单株病情级别。分

别计算各病级发病株率后进行评价。定级标准：当该

品 种 某 种 病 害 发 病 最 高 病 级 株 数 超 过 该 群 体 总 株 数

10% 以上时，则定为该病发生级别。

（2）玉米穗腐病：在玉米成熟后进行调查，每份鉴

定材料选取 30 个果穗，剥去苞叶，逐个调查记载果穗

发病级别，计算平均病情级别后进行评价。

（3）玉 米 锈 病 ：在 玉 米 进 入 乳 熟 期 进 行 调 查 ，取 3
重复中发病最重的一个重复全区进行调查，调查时目

测 每 份 鉴 定 材 料 群 体 的 发 病 状 况 。 调 查 重 点 部 位 为

玉米果穗的上方叶片和下方 3 叶，根据病害症状描述，

逐株进行调查并记载单株病情级别，分别计算各病级

212



第  44 卷  第  4 期 草  原  与  草  坪  2024 年

发病株率后进行评价。

（4）玉 米 丝 黑 穗 病 ：玉 米 进 入 乳 熟 期 后 观 察 玉 米

雄穗或雌穗有黑色粉末孢子，调查全小区内发病株占

总株数的百分率。

1. 4. 3　玉米产量　 玉 米 产 量 参 照 王 宁 等［11］的 方 法 。

当 绝 大 多 数 品 种 处 于 灌 浆 至 乳 线 位 于 籽 粒 中 部 50%
±10%（腊 熟 期）时 统 一 收 获 。 2018 年 收 获 期 为 9 月

17 日；2019 年收获期 9 月 4 日。

（1）鲜重：每个小区每个品种选取中间 3 行实收测

量鲜重。在测定生物产量的同时，每个小区中间 3 行，

任选 1 行，从中间连收 10 株，全株粉碎后混合取鲜样 1 
kg 备用。

（2）干重：将 1 kg 混合后的鲜样，放入鼓风干燥箱

105 ℃ 杀 青 15 min，75 ℃ 烘 干 48 h，至 恒 重 后 进 行 称

重。通过样品的折干率，折算出每公顷干重。

1. 5　数据分析

使 用 Excel 2019 对 数 据 进 行 统 计 ，使 用 SPSS 20
软 件 进 行 数 据 分 析 ，并 用  Origin 2022b 软 件 绘 制 主 成

分分析图。玉米生物产量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

重比较采用 Duncan 法（P<0. 05），数据均为平均值加

减标准误差。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玉米品种农艺性状及生物产量比较

各品种出苗日期基本一致，生长期最短为 134 d，

最长为 145 d，且年际间同一品种生育期相差不大，最

长 为 3 d，可 见 试 验 品 种 生 长 期 相 对 稳 定 ，差 异 较 小 。

相 比 对 照 ，所 有 试 验 品 种 在 该 区 域 可 正 常 成 熟 收 获 。

从株型来看，所有品种中两年间仅有曲辰 32 号是紧凑

型（表 1），曲辰 33 号为平展型，其余为半紧凑型。

数 据 显 示 ，2018 年 ，对 照 品 种 雅 玉 04889 鲜 重

50 836. 11 kg/hm2、干 重 20 988. 89 kg/hm2，曲 辰 30 号

鲜 重 43 653. 17 kg/hm2，相 比 对 照 减 少 14. 12%、干 重

14 788. 89 kg/hm2，减 产 20. 99%，曲 辰 31 号 鲜 重

58 150. 00 kg/hm2，增 产 14. 38%、干 重 19 447. 22 kg/hm2，

减 产 7. 35%，曲 辰 32 号 鲜 重 70 272. 22 kg/hm2，增 产

38. 23%、干 重 28 047. 22 kg/hm2，增 产 33. 63%，曲 辰

33 号 鲜 重 64 105. 56 kg/hm2，增 产 26. 10%、干 重

23 091. 67 kg/hm2，增 产 10. 00%，曲 辰 34 号 鲜 重

62 233. 33 kg/hm2，增 产 22. 41%、干 重 22 569. 44 
kg/hm2，增产 7. 53%，曲辰 35 号鲜重 40 969. 45 kg/hm2，

减 产 19. 41%、干 重 15 625. 00 kg/hm2，减 产 25. 56%，

干重产量较对照增产，从高到低依次为曲辰 32 号、曲

辰 33 号 、曲 辰 34 号 。 第 2 年 ，较 对 照 雅 玉 04889 鲜 重

50 836. 11 kg/hm2、干 重 23 336. 11 kg/hm2，曲 辰 31 号

鲜 重 47 133. 22 kg/hm2，减 产 7. 2%、干 重 24 805. 56 
kg/hm2，增 产 6. 29%，曲 辰 32 号 鲜 重 54 083. 33 
kg/hm2，增 产 6. 38%、干 重 24 936. 11 kg/hm2，增 产

6. 86%，曲 辰 33 号 鲜 重 49 850. 00 kg/hm2，减 产

1. 94%、干 重 25 605. 56 kg/hm2，增 产 9. 72%（表 2）。

通 过 对 鲜 重 、干 重 产 量 和 株 高 进 行 多 重 比 较（LSD
法），鲜重方面，2018 年曲辰 32 号、曲辰 33 号较对照雅

表 1　物候期、植株性状及品种主要特征

Table 1　Phenological stage，plant traits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varieties

时间/年

2018

2019

品种

雅玉 04889（YY04889）（CK）

曲辰 31 号（QC31）

曲辰 32 号（QC32）

曲辰 33 号（QC33）

曲辰 30 号（QC30）

曲辰 34 号（QC34）

曲辰 35 号（QC35）

雅玉 04889（YY04889）（CK）

曲辰 31 号（QC31）

曲辰 32 号（QC32）

曲辰 33 号（QC33）

出苗期

（月⁃日）

04⁃28
04⁃25
04⁃25
04⁃25
04⁃25
04⁃25
04⁃25
04⁃13
04⁃13
04⁃13
04⁃12

抽雄期

（月⁃日）

07⁃8
07⁃11
07⁃14
07⁃9
07⁃8

07⁃12
07⁃1

06⁃27
06⁃23
06⁃29
06⁃24

吐丝期

（月⁃日）

07⁃10
07⁃14
07⁃16
07⁃11
07⁃11
07⁃14
07⁃5

06⁃28
06⁃24
06⁃30
06⁃27

生长期/d

140
142
145
140
145
145
134
140
140
142
140

株型

半紧凑

半紧凑

紧凑

平展

半紧凑

半紧凑

半紧凑

半紧凑

半紧凑

紧凑

平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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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04889 增产极显著，2019 年曲辰 32 号较对照增产显

著。干重方面，2018 年曲辰 32 号较对照雅玉 04889 增

产极显著，曲辰 33 号增产显著，2019 年参试品种较对

照不显著。株高方面，2018 年对照雅玉 04889 较所有

试验品种差异极显著，曲辰 30 号、曲辰 34 号较其他试

验品种差异极显著，2019 年对照雅玉 04889 较所有试

验品种差异极显著（P<0. 01），曲辰 32 号较曲辰 31 号

差 异 极 显 著（P<0. 01）。 综 合 两 年 数 据 分 析 ，株 高 高

低与产量高低并不呈正相关，曲辰 32 号干重产量连续

两年表现为增产，稳定性好、推广潜力大，曲辰 31 号、

曲辰 33 号产量稳定性略差，应注意采收期。

2. 2　不同年份及品种的玉米抗病性

2018 年 ，除 了 曲 辰 31 号 和 曲 辰 32 号 对 灰 斑 病 表

现 为 高 抗 外 ，其 余 品 种 对 灰 斑 病 表 现 为 中 抗 或 抗 病 ，

尤其是雅玉 04889 对灰斑病的抗性相对其他品种来说

最 差 ；除 了 曲 辰 34 号 、曲 辰 35 号 对 锈 病 表 现 为 中 抗

外 ，其 余 品 种 表 现 为 高 抗 ；所 有 品 种 对 穗 腐 病 和 丝 黑

穗病均表现为高抗。2019 年，雅玉 04889、曲辰 31 号、

曲辰 32、曲辰 33 号对灰斑病，穗腐病、丝黑穗病、茎腐

病，均表现为高抗（表 3）。

2. 3　不同品种间的产量、农艺性状和抗病性主成分

分析

根 据 主 成 分 图 显 示（图 1），不 同 品 种 在 图 中 分 布

的位置差异较大，且重叠度较低，说明以农艺性状、产

量 和 抗 病 性 为 关 键 信 息 对 品 种 栽 培 适 宜 性 进 行 评 估

是有效的。在所有信息中，锈病、灰斑病、鲜重和穗位

表 2　不同玉米品间产量与农艺性状

Table 2　Yield of different maize varieties

年份和品种

2018

2019

雅玉 04889（YY04889）（CK）

曲辰 30 号（QC30）

曲辰 31 号（QC31）

曲辰 32 号（QC32）

曲辰 33 号（QC33）

曲辰 34 号（QC34）

曲辰 35 号（QC35）

雅玉 04889 YY04889（CK）

曲辰 31 号 QC31
曲辰 32 号 QC32
曲辰 33 号 QC33

鲜重/
（kg·hm-2）

50 838. 11bcB

43 653. 17cB

58 150. 00bAB

70 272. 22aA

64 105. 56abA

62 233. 33abAB

40 969. 45cB

50 836. 11abA

471 33. 22bA

54 083. 33aA

49 850. 00abA

鲜重增长

率/%

0. 0
-14. 13

14. 38
38. 23
26. 10
22. 41

-19. 41
0. 0

-7. 29
6. 38

-1. 94

干重/
（kg·hm-2）

20 988. 89bcB

14 788. 89dC

19 447. 22cBC

28 047. 22aA

23 091. 67bB

22 569. 44bcB

15 625. 00dC

23 336. 11aA

24 805. 56aA

24 936. 11aA

25 605. 56aA

干重增长

率/%

0. 0
-20. 99
-7. 35
33. 63
10. 01
7. 53

-25. 56
0. 0

6. 29
6. 86
9. 72

株高/cm

324aA

312bB

297cC

298cC

300cC

314bB

261dD

339aA

295cC

310bB

306bBC

穗位/cm

155
148
158
130
142
139
125
162
135
146
133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 05），同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  显著（P<0. 01）。

表 3　不同玉米品种间的抗病性

Table 3　Disease resistance of different maize varieties

时间/年

2018

2019

品种

雅玉 04889（YY04889）（CK）

曲辰 30 号（QC30）

曲辰 31 号（QC31）

曲辰 32 号（QC32）

曲辰 33 号（QC33）

曲辰 34 号（QC34）

曲辰 35 号（QC35）

雅玉 04889（YY04889（CK）

曲辰 31 号（QC31）

曲辰 32 号（QC32）

曲辰 33 号（QC33）

灰斑病

5
3
1
1
3
3
3
1
1
1
1

穗腐病

1
1
1
1
1
1
1
1
1
1
1

锈病

1
1
1
1
1
3
3
1
1
1
1

丝黑穗病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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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品种的分布影响较大，通过分析，曲辰 32 号在综合

考 虑 农 艺 性 状 、产 量 和 抗 病 性 的 情 况 下 ，表 现 最 为 稳

定，在滇东北地区具备推广价值。

3　讨论

3. 1　不同品种间抗病性对玉米籽粒产量的影响

倒伏会造成玉米产量下降，陈玉水等［12］的研究表

明 ，倒 伏 发 生 时 减 产 轻 者 达 15%~20%，重 者 减 产 可

高 达 50%。 株 高 、穗 位 与 抗 倒 伏 之 间 有 密 切 联 系 ，玉

米 的 穗 位 与 株 高 成 线 性 关 系 ，即 y=0. 599 5x+
26. 285 5，两者呈正相关，达到极显著水平［13］，换言之，

株 高 越 高 ，穗 位 越 高 ，也 就 越 容 易 倒 伏 。 我 国 南 方 地

区适宜种植株高在 210 cm 左右的玉米品种［14-15］，果穗

的 节 位 不 高 ，植 株 重 心 比 较 低 ，抗 风 能 力 就 比 较 强 。

在本研究中，2018 年参试品种中株高和穗位最矮的是

曲辰 35 号，但较对照减产严重，说明青贮玉米不同于

普 通 籽 粒 玉 米 ，在 关 注 株 高 穗 位 的 同 时 ，全 株 生 物 产

量也是衡量品种优劣的重要指标，这也是曲辰 35 号在

2019 年淘汰并未种植的原因。

玉米灰斑病是一种真菌性的病害，灰斑病能导致

玉 米 减 产 20%~60%，国 外 发 病 比 较 严 重 ，广 泛 分 布

于美国、欧洲、非洲地区［16-17］。2003 年在云南西南地

区首次发生，导致玉米减产 10%~40% ［18］。普通型锈

病和南方型锈病是我国主要发生的锈病类型，普通型

的 锈 病 可 导 致 玉 米 减 产 10%~20%。 玉 米 灰 斑 病 与

玉米锈病有相同的病发条件，即低温和高湿。在本研

究 中 ，2018 灰 斑 病 比 锈 病 表 现 更 明 显 ，对 玉 米 锈 病 表

现 抗 性 较 高 ，除 了 曲 辰 34 号 和 曲 辰 35 号 表 现 出 中 抗

以外，其余均表现为高抗；2019 均为高抗，这说明低温

高 湿 环 境 可 能 更 有 利 于 灰 斑 病 的 发 生 。 玉 米 穗 腐 病

发病率一般为 5%，严重时品种发病率可达 50%，产量

损 失 高 达 30%~40%［19-22］ 。 一 般 认 为 玉 米 丝 黑 穗 病

病株率等于减产率，滇东北地区属于丝黑穗病的高发

区 ，但 在 本 研 究 中 ，两 年 间 所 有 品 种 对 丝 黑 穗 病 抗 性

较强，并无差异，均是高抗品种。

综合前人及本研究的结论来看，曲辰 32 号连续两

年生物产量位居前列，应该与该品种的综合抗病性好

有直接关系，曲辰 31 号虽然综合抗病性好，但生物产

量 并 未 表 现 出 连 续 的 高 产 稳 定 性 ，这 说 明 ，综 合 抗 病

性 好 是 具 备 高 生 物 产 量 的 前 提 ，高 产 与 否 ，也 取 决 于

自身的遗传特性，如株高、果穗大小等。此外，2018 年

试 验 ，曲 辰 35 号 和 曲 辰 34 号 对 灰 斑 病 和 锈 病 抗 性 差

于 其 他 品 种 ，减 产 也 较 为 严 重 ，这 说 明 即 使 在 相 同 环

境 中 ，品 种 间 依 然 存 在 巨 大 差 异 ，第 一 轮 对 这 两 个 品

种 的 淘 汰 符 合 试 验 设 计 目 标 。 说 明 在 品 种 引 试 筛 选

过 程 中 ，综 合 抗 病 性 好 ，必 须 作 为 品 种 考 核 的 基 本

前提。

3. 2　不同玉米品种农艺性状对产量的影响

玉 米 的 农 艺 性 状 有 很 多 种 ，如 株 高 、穗 位 、株 型 、

生 育 期 、百 粒 重 等 ，每 一 个 农 艺 性 状 对 玉 米 的 产 量 都

有不同的影响，有学者对玉米的部分农艺性状进行关

联 分 析 ，，发 现 穗 长 、株 高 、百 粒 重 影 响 较 大 ，这 与 其 它

学者的研究有所差异［23-27］，这可能是由不同地区的种

植 时 间 、土 壤 状 况 、气 温 、田 间 管 理 方 式 、品 种 本 身 因

素等所造成的综合差异。本研究结果发现，曲辰 32 号

在株高、株叶形态、生育期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这

3 个指标分别对应了品种的单株高产潜力、群体耐密

性以及干物质积累时间的长短，在产量数据里曲辰 32

号 的 高 产 ，也 恰 恰 验 证 了 这 一 结 论 。 因 此 ，在 玉 米 品

种 选 育 或 引 种 时 要 考 虑 这 些 重 要 农 艺 性 状 的 综 合 差

异 ，以 期 选 育 出 适 合 当 地 种 植 的 青 贮 品 种 。 此 外 ，以

往的农艺性状关联分析更多的是围绕籽粒玉米开展，

青贮玉米方面的相关报道较少，若要揭示收获时乳线

位 置 、茎 秆 粗 度 、籽 粒 类 型 等 农 艺 性 状 与 全 株 产 量 的

关联度，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图 1　产量和抗病性的主成分图

Fig. 1　Principal component plot for yield and 
disease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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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 试 验 研 究 表 明 ，曲 辰 30 号 、曲 辰 31 号 、曲 辰 32
号、曲辰 33 号、曲辰 34 号、曲辰 35 号 6 个试验品种，在

综合考虑农艺性状、抗病性和干重产量等多重因素的

情况下，曲辰 32 号因株型紧凑、抗性好、年际间生物产

量稳定，且较对照增幅较大，适合替代雅玉 04889 作为

青贮玉米在滇东北地区推广种植。曲辰 31 号、曲辰 33
号在稳产性、抗病性上略差，在该区域需要谨慎推广。

曲 辰 30 号 、曲 辰 34 号 、曲 辰 35 号 3 个 品 种 在 丰 产 性 、

抗病性上有较大缺陷，不建议在该区域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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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yield and disease resistance of 
several forage corn in northeast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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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Agriculture and Life Sciences，Zhaotong University，Zhaotong 657000，China；2. Zhaot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Zhaotong 65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Corn silage，known for itshigh feeding value，isan important feed crop. This study aims to 
select new silage maize varieties suitable for popularization and planting in northeast Yunnan.【Method】 Using YY 
04889 as the control variety，this study compared the yield and disease resistance of several silage maize varieties，in⁃
cluding YY04889（CK），QC30，QC31，QC 32，QC 33，QC 34 and QC 35，in 2018.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were 
based on regional trials and published literaturefromYunnan Province. In 2019，the comparison was continued with 
YY 04889，QC31，QC32 and QC 33 to analyze yield and disease resistance further.【Result】 The study found that 
QC 32 demonstratedcompact growth among all varieties. In 2018，QC 32 had the highest dry matter yield，followed 
by QC 33，QC 34，QC 31，QC30 and QC 35. QC 32 maintained the highest dry matter yield in 2019. In the first year，

YY 04889 showedthe poorestresistance to gray spot disease，whilein the following year ，the resistance of all varieties 
was consistent.【Conclusion】 Considering agronomic traits，disease resistance and yield，QC 32 is the most suitable 
for silage cultivation in northeast Yunnan.

Key words：silage corn；yield；disease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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