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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玉米秸秆不同收获时间对其营养成分含量

和干物质消化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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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试验以中糯
%

号&中糯
0

号和京科糯
0&&&*

个糯玉米品种为试验材料!开展了摘穗后秸秆不同收获时

间对其营养成分含量和
J<J

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随摘穗后时间延长!秸秆的
6JY

和
7JY

含量都逐渐减少!

而
G̀Z

含量则都逐渐增多!

J<J

都逐步提高(而且!总糖含量也显示增加&

7JL

含量也显示减少的基本趋势'可

见!糯玉米摘穗后收获秸秆的间隔时间越长!秸秆的营养价值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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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玉米籽粒含直链淀粉很少!含支链淀粉却高

达
/1c

以上!且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特别是鲜食糯

玉米籽粒具有黏软清香&细腻&甘甜可口&营养丰富&

风味独特的特点!深受消费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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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

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糯玉米的

需求急剧增加!糯玉米生产得到大力发展*

)

+

'无论

是沿海还是内陆!糯玉米的生产经营都快速增长!种

植面积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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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冀西北为例!该区域鲜食玉

米的生产&加工已经实现产业化*

.

+

!以糯玉米为主要

产业的乡镇随处可见'然而!关于糯玉米秸秆营养

价值的研究却很少!特别是糯玉米摘穗后!秸秆作为

饲料何时收获为宜未见报道!相关的报道仅限于甜

玉米秸秆*

9!(

+

'因此!笔者开展了糯玉米秸秆不同收

获时间对其营养成分含量和
J<J

的影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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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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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材料

选用目前冀西北生产中广泛种植的中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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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糯玉米品种为试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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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地背景

试验在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宣化县

洋河南镇的试验田中进行'该地域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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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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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和取样
!!

在
0&%0

年
1!%&

月进行!

1

月
%1

日采用人工点播的方法播种!种植密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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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亩b%

!具体为行距
.&32

!株距
0132

'播

种前于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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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浇春水!

9

月
9

日浇夏水!

9

月
(

日

施肥!每亩施尿素
0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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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品种各自原有的

特征及品质!全部采用雌雄穗套袋人工授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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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粉后第
0.

天摘穗!秸秆则在摘穗后当天&第
*

&第
.

和第
/

天分别取样'每个品种每次取样一行!株数

为
/

$

%*

株'取样后称全株重&摘穗后重&穗重和裸

穗重!称重完毕后尽快用铡草刀切短!晾干!测定干

物质含量'

%'*'0

!

化学成分分析
!!

取风干样品!测定水分&

粗脂肪&粗蛋白&粗灰分含量*

%%

+

(按
:']'̂A-G#>,P

等的方法*

%0

+分析中性洗涤纤维"

6JY

#&酸性洗涤纤

维"

7JY

#和木质素(按
N';$#-

C

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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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淀

粉葡萄糖苷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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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ZAP'6#'

7b9011

#水解&比色测定样品的总糖含量(水溶性

碳水化合物"

G̀Z

#含量采用蒽酮比色法进行分析!

其样本前处理方法$取风干样品
)

C

!加入
%&&2L

蒸馏水!

)&k

下搅拌
*&2$-

!过滤'再取该溶液
1

2L

以蒸馏水稀释!并定容至
1&2L

!取最后稀释液

进行蒽酮比色法测定
G̀Z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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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干物质消化率测定
!!

体外干物质消

化率"

J<J

#的测定按
]'<'7'=$??

E

等的两阶段

法*

%1

+进行'首先在厌氧
*/k

条件下!用瘤胃液的

稀释液消化
&'1

C

底物样品
)(B

!然后用胃蛋白酶

在
*/k

&酸性条件下!再消化
)(B

'瘤胃液采自装

有永久性瘤胃瘘管并饲喂精粗料比为
*&r9&

饲粮

的西门塔尔
n

冀南杂交一代阉牛'培养结束后!测

定残渣中的干物质含量!计算
J<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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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
!!

采用
G7G

统计分析软件

"

G7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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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广义线性模型"

IL<

#进行单因

子试验方差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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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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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糯
#

号糯玉米秸秆不同收获时间对其营养

成分含量和
?9?

的影响

中糯
%

号糯玉米摘穗后不同时间收获秸秆的主

要营养成分含量和
J<J

的比较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以看出!中糯
%

号糯玉米秸秆的
6JY

和
7JY

随摘穗后时间的延长!含量逐渐减少!呈线性规律变

化!且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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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表观数值也随摘穗后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

少'与此同时!

G̀Z

&总糖则随摘穗后时间的延长!

含量逐渐增加!呈线性规律变化!且不同时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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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蛋白以

摘穗后当天含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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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糯玉米秸秆不同收获时间对其营养

成分含量和
?9?

的影响

中糯
0

号糯玉米摘穗后不同时间收获秸秆的主

要营养成分含量和
J<J

比较结果见表
0

'由表
0

可以看出!中糯
0

号糯玉米秸秆的
6JY

和
7JY

也

都随摘穗后时间的延长!含量逐渐减少!呈线性规律

变化!其中
6JY

在各时间比较差异均显著或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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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表观数值变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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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类似'

G̀Z

和总糖
0

项指标与纤维性物质正相反!它们随

摘穗后时间延长!含量逐渐增多!呈线性规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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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I

5̂.8

7

8:.0.G! cJ<

指标
KP>2

摘穗后时间%
"=$2>ARP>4>A4,P4$

QQ

$-

C

& * . /

G@<

<

值

<TA?F>

对比
Z#-P4A,P< m

L 8

ZA

&'11/

[

&'19(

A

&'11&

[

&')/*

3

&'&&)

%

&'&&%

%

&'&&%

%

&'&&%

:

&'&/.

A

&'&/0

[

&'&(.

3

&'&(.

3

%

&'&&%

%

&'&&%

%

&'&&% &'&&)

粗蛋白
Z4F">

Q

4#P>$-

%&'*.

A

%&'%(

A

%&'%&

A

/'*/

[

&'%%0 &'&%* &'&&) &'&(&

粗灰分
Z4F">A,B

.'0)

3

9'(.

A

9'9&

A

9'&%

[

&'&..

%

&'&&% &'&&0

%

&'&&%

粗脂肪
Z4F">RAP

0'&.

A

%'.)

[

%'1)

[

%'*0

[

&'&91 &'&%& &'&&0 &'01*

6JY

.*'/&

A

.0'%.

[

1('/1

3

19'%1

"

&'**%

%

&'&&%

%

&'&&% &'/*0

7JY

*.'(.

A

*.'9*

A

*)'%1

[

*0')1

[

&')). &'&&. &'&&% &'%1)

7JL

)'0(

A

)')&

A

*'**

A

*')0

A

&'00% &'&1% &'&0% &'/)/%

G̀Z

/'9)

3

%*'9/

[

%.')1

A

%9')(

A

&'09/

%

&'&&%

%

&'&&% &'&&.

总糖
=#PA?,F

C

A4

%*'*1

3

%1'%1

[

%/'0%

A

%('(.

A

&'%*)

%

&'&&%

%

&'&&% &'&&%

J<J

*.')(

A

*/'90

A

)*'9&

A

)9'%0

A

)'&&0 &'*09 &'&(& &'/(*

差异均显著或极显著"

<

%

&'&1

或
<

%

&'&%

#'

J<J

虽然在摘穗后各时间差异不显著!但也基本

呈现逐渐提高的趋势'

粗脂肪含量仅以摘穗当天为最高!与其他时间

差异显著"

<

%

&'&1

#!而其他时间相互差异均不显

著"

<

'

&'&1

#!但表观数值也呈随摘穗后时间延长

而减少'粗灰分含量随摘穗后时间延长呈二次曲线

变化!其中除第
*

与第
.

天差异不显著"

<

'

&'&1

#

外!其他差异均显著或极显著"

<

%

&'&1

或
<

%

&j&%

#'粗蛋白含量除了摘穗后第
/

天显著"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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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少于其他时间外!其他差异均不显著"

<

'

&j&1

#'磷含量随摘穗后时间延长而逐渐减少!呈线

性规律变化!其中除第
.

与第
/

天差异不显著"

<

'

&'&1

#外!其他差异均显著或极显著"

<

%

&'&1

或

<

%

&'&%

#'钙含量以摘穗后第
*

天最多!第
/

天最

少!第
.

天和摘穗当天介于它们之间'

!GJ

!

京科糯
!"""

糯玉米秸秆不同收获时间对其营

养成分含量和
?9?

的影响

京科糯
0&&&

糯玉米摘穗后不同时间收获秸秆

的主要营养成分含量和
J<J

比较结果见表
*

'由

表
*

可以看出!

6JY

和
7JY

也都随摘穗后时间延

长!含量逐步降低'其中!

6JY

在各时间比较!差异

均显著或极显著"

<

%

&'&1

或
<

%

&'&%

#!

7JY

除在

摘穗后第
*

与第
.

天差异不显著"

<

'

&'&1

#外!其

他差异也均显著或极显著"

<

%

&'&1

或
<

%

&'&%

#'

7JL

除摘穗后第
/

天最少!与其他时间差异显著

"

<

%

&'&1

#外!其他差异均不显著"

<

'

&'&1

#(虽然

如此!从表观数值看!

7JL

随摘穗后时间延长也基

本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

G̀Z

也随摘穗后时间延

长!含量逐渐增加!呈线性规律"

<

%

&'&&%

#变化!其

中!除第
*

与第
.

天差异不显著外!其他差异均显著

或极显著"

<

%

&'&1

或
<

%

&'&%

#'总糖含量虽然摘

穗后当天&第
*

&第
.

天相互比较差异不显著"

<

'

&j&1

#!但第
/

天最高!且与其他时间差异显著"

<

%

&'&1

#'

J<J

虽然在摘穗后不同时间比较差异也

不显著"

<

'

&'&1

#!但表观数值也是逐渐提高'

粗脂肪和粗灰分含量的变化情况基本一致!摘

穗当天最多!摘穗后第
.

天次多!而第
*

和第
/

天较

少!且相互比较差异显著或极显著"

<

%

&'&1

或
<

%

&'&%

#'粗蛋白含量除摘穗后第
.

天最多!与摘穗当

天&第
/

天差异显著"

<

%

&'&1

#外!其他时间差异均

不显著"

<

'

&'&1

#'磷含量也以摘穗后第
.

天最

多!但摘穗当天次多&第
/

天最少&第
*

天次少!且相

互差异显著或极显著"

<

%

&'&1

或
<

%

&'&%

#'钙含

量则以摘穗后第
*

和第
/

天最多!第
.

天最少!摘穗

当天介于二者之间!相互比较除第
*

与第
/

天差异

不显著"

<

'

&'&1

#外!其他均显著或极显著"

<

%

&j&1

或
<

%

&'&%

#'

表
J

!

京科糯
!"""

糯玉米秸秆不同收获时间对其主要营养成分含量和
?9?

的影响

H4B;3J

!

H53+8I;:38,3.I54-@32<+8

7

<+*3.8<53,.8<38<2.I*4+88:<-+<+.84;,.*

A

.838<248F?9?.I<53E4P

D

,.-82<4;>.I

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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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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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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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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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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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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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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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9'&&

3

9'01

[

.'*(

"

&'&0(

%

&'&&%

%

&'&&% &'&&0

粗脂肪
Z4F">RAP

%'(.

A

%'&&

"

%'10

[

%'**

3

&'&)/ &'&&% &'&&( &'&&0

6JY

.%'&.

A

19'*)

[

1.')*

3

1%'9*

"

&'0*0

%

&'&&%

%

&'&&% &'%&)

7JY

*)'.9

A

*%'9%

[

*%'.&

[

0('0.

3

&'0)/

%

&'&&%

%

&'&&% &')(*

7JL

*'1&

A

*'0&

A

*'*/

A

0'9)

[

&'%%& &'&0( &'&%* &'%(*

G̀Z

%*'9)

3

%.'*0

[

%.'90

[

%('91

A

&'0.%

%

&'&&%

%

&'&&% &'*)(

总糖
=#PA?,F

C

A4

%('1/

[

%('%*

[

%('.%

[

0%'/(

A

&'0*9 &'&&%

%

&'&&% &'&&%

J<J

*/'&%

A

10'9.

A

1*'09

A

19'*&

A

1')&. &'%.( &'&1% &'*/1

J

!

讨
!

论

本试验中虽然钙&磷&粗蛋白&粗灰分和粗脂肪

1

项指标随摘穗后时间延长!含量呈现的变化趋势

在不同糯玉米品种秸秆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表
%

&表

0

和表
*

#!但
6JY

&

7JY

&

G̀Z

和
J<J)

项指标的

变化呈现高度一致!即
6JY

和
7JY

含量逐渐减

少!而
G̀Z

含量逐渐增多!

J<J

逐渐提高(总糖和

7JL

含量的变化虽然未达到高度一致!但都显示随

摘穗后时间延长!总糖含量增加&

7JL

含量减少的

基本趋势"表
%

&表
0

和表
*

#'饲料中纤维性物质含

量降低意味着该饲料更容易消化!营养价值得以提

高(饲料中
G̀Z

和总糖含量增加意味着饲料更容

易消化利用'本试验中
J<J

确实也随摘穗后时间

)10



!

0

期 闫贵龙等$糯玉米秸秆不同收获时间对其营养成分含量和干物质消化率的影响

延长而提高'因此!本试验结果客观证实了糯玉米

摘穗后收获秸秆的间隔时间越长!秸秆的营养价值

越高(同时!

*

个糯玉米品种的秸秆都随摘穗后时间

延长营养价值逐步提高的一致性说明了糯玉米秸秆

在这方面具有很明显的共性'

本试验中!

*

个糯玉米品种秸秆的钙&磷&粗蛋

白&粗灰分和粗脂肪
1

项指标随摘穗后时间延长!含

量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可能主要是由于不同的品种

具有不同的遗传物质基础所致'而
6JY

&

7JY

&

G̀Z

和
J<J)

项指标的变化呈现高度一致!总糖

和
7JL

含量变化也呈现基本一致趋势!说明不同

的糯玉米品种在这
.

项指标方面具有一致的遗传物

质基础'至于为什么糯玉米秸秆随摘穗后时间延

长!纤维性物质含量逐渐减少&总糖和
G̀Z

含量逐

渐增加&

J<J

逐步提高3 其原因可能主要是糯玉

米穗虽然被收获了!但其茎秆和叶仍然碧绿多汁!处

于旺盛的生命代谢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糯玉米

植株的光合作用仍在进行!而此时穗已被收获!光合

作用所形成的营养物质"如
G̀Z

和总糖#必然就只

能保留在秸秆中!并随时间延长而得到积累'由于

这种积累!使得其他营养成分"如
6JY

&

7JY

&

7JL

#

的比例相应减少'

本试验结果中
*

个糯玉米品种秸秆的
G̀Z

随

摘穗后时间的延长其含量逐渐增多与崔卫东等利用

华珍甜玉米品种研究不同收割时间对甜玉米秸秆的

营养价值和青贮发酵品质的影响时!夏季甜玉米摘

穗后时间延长!秸秆中水溶性糖含量逐步增加的情

况相一致*

9

+

'

本试验结果中糯玉米秸秆随摘穗后时间延长!

G̀Z

含量逐渐增加!但
G̀Z

含量增加的量不是均

匀的!而是
&

$

*"

比较多!以平均值计为
*'0/

个百

分点!

*"

以后则增加变缓!

*

$

."

为
%'*)

个百分

点!

.

$

/"

为
%')/

个百分点(以每日计算时!前
*"

每日增加
%'%&

个百分点!

*"

后则每日增加
&')9

个

百分点'这与崔卫东等和王守义等*

9!(

+测定甜玉米

摘穗后秸秆糖含量的增加趋势规律相一致!只是本

试验结果中糖含量增加速度降低时更缓慢'

本试验结果显示!中糯
%

号&中糯
0

号和京科糯

0&&&*

个糯玉米品种秸秆的
G̀Z

和总糖含量分别

为
%0'*)c

$

%(')9c

&

%.'*.c

$

0%')%c

"以平均

值计#'这一水平不仅远高于普通玉米"农大
(&

和

农大
*%*(

的
G̀Z

和总糖含量分别为
%'*1c

&

0j/*c

和
%'()c

&

*'0(c

*

%9

+

#!同时也达到了崔卫东

等报道华珍甜玉米品种秸秆含糖量为
%%')(c

$

0&')&c

*

9

+

&王守义等报道的鲁甜玉
%

号甜玉米品种

秸秆含糖量为
('&1c

$

%1'0*c

*

(

+的水平'可见!

糯玉米与甜玉米虽然籽粒性状特性二者有明显的区

别!但其秸秆的糖含量则较为一致'当然!糯玉米具

有高糖含量的特性!可能是造成糯玉米秸秆饲喂家

畜效果好*

%(

+的最主要原因'

本试验中!

*

个糯玉米品种秸秆的总糖含量为

%.'*.c

$

0%')%c

"以平均值计#!这与靳玲品等应

用康奈尔净碳水化合物
!

蛋白质体系评定我国北方

奶牛常用粗饲料的营养价值时对
)

种糯玉米秸秆测

定糖含量结果为
%('&*c

$

0)'*/c

*

%/

+相一致'

%

!

结
!

论

%'#

!

本试验条件下!中糯
%

号&中糯
0

号和京科糯

0&&&*

个糯玉米品种秸秆的
6JY

和
7JY

都随摘

穗后时间延长含量逐渐减少!而
G̀Z

含量则逐渐

增多!

J<J

逐步提高(总糖和
7JL

含量的变化虽

然未达到高度一致!但也显示总糖含量增加&

7JL

含量减少的基本趋势'可见!糯玉米摘穗后收获秸

秆的间隔时间越长!秸秆的营养价值越高'

%'!

!

本试验条件下!中糯
%

号&中糯
0

号和京科糯

0&&&*

个糯玉米品种秸秆的
G̀Z

随摘穗后时间延

长!含量的增加是不均匀的!前
*"

每日增加
%'%&

个百分点!

*"

后则每日增加
&')9

个百分点'

%'J

!

本试验条件下!中糯
%

号&中糯
0

号和京科糯

0&&&*

个糯玉米品种秸秆的钙&磷&粗蛋白&粗灰分

和粗脂肪
1

项指标随摘穗后时间延长含量变化没有

明显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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