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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早熟玉米丰产栽培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根据青海省农业农村厅青农函[2023]98 号《关于

印发 2023年青海省农牧业地方标准制修定项目计划的通知》

和青海省农业农村厅青农函[2022]219 号《关于征集 2023 年

农牧业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编写，标准起草立

项编号为：DB63JH-117-2023。 

（二）起草单位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牛必乐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三）主要起草人 

表 1               主要起草人的表述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陈志国 男 研究员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制定试验方案、起草第

1-7 章 

张怀 男 高级农艺师 青海牛必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起草 5.3、6.4、6.5 节及

附录 A 

郭仁世 男 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数据分析，编制说明第 3

章 

祁国林 男 农艺师 青海牛必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田间试验、提供第 6、7

章数据 

蔡明孝 男 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数据分析编制说明第 3

章 

马德林 男 高级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试验记载，编制说明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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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淑萍 女 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起草附录 A、编制说明第

3章 

张楚飞 男 农艺师 青海牛必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起草附录 A、编制说明第

4章 

李有文 男 农艺师 乐都区农技推广中心 试验验证，提供第 6、7

章数据 

邢瑜 男 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试验记载、引用文件查

询、起草 5.1、5.2、7.5

节 

安宁 男 助理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试验记载，编制说明第

5-7 章 

张建山 男 农艺师 乌兰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 试验验证，提供第 6、7

章数据 

马玉清 女 高级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试验验证，提供第 6、7

章数据 

祝显萍 女 助理农艺师 乐都区农村经济经营服务站 试验验证，提供第 6、7

章数据 

前进 男 农艺师 都兰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 试验验证，提供第 6、7

章数据 

俄日格

力 

男 农艺师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试验验证，提供第 6、7

章数据 

牟国月 男 农艺师 都兰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 试验验证，提供第 6、7

章数据 

张琨 男 农艺师 西宁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试验验证，提供第 6、7

章数据 

马祖力

亥 

男 农艺师 西宁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试验验证，提供第 6、7

章数据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制订本标准是我省玉米产业快速发展的迫切需求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发展草牧业，支持青贮

玉米和苜蓿等饲草料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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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

农业部确定了在我省湟源、互助、门源等 3县进行粮改饲试

点，2017 年开始，省农牧厅将此项工作作为农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在全省大面积实施，通过实行加强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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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全力推动，等措施，使我省粮改饲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 

（二）制订本标准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也是农

区生态畜牧业发展的饲料保障 

饲用玉米能积累较高的能量，具有易贮存、易吸收等特

点。在欧美国家中，玉米青贮饲料早已成为反刍家畜日粮中

主要有效成分和幼畜育肥的强化饲料。发展青贮饲用玉米是

发展奶牛、肉牛、肉羊等食草家畜的有效措施，又能有效缓

解人畜争粮的问题，当前，青贮饲用玉米在我国也越来越受

到重视。2018 年，青贮玉米铁研 53 在我省引种备案成功，

该品种具有生物量大、适应性广、抗逆性强等特点，在我省

西宁、海东、海南、海西等地平均亩产都达到了 7000 公斤

以上。 

近年来，我省东部农业区养殖业快速发展，已成为农民

增收的新的增长点。玉米作为高产高质高值作物，已成为农

区发展养殖业的主要饲料作物。为此制定高产高效青贮玉米

栽培技术规范已成为当务之急。青饲玉米秸秆（干物质）亩

产量比禾本科和豆科饲草高 1000-1400 千克，平均高 1200

千克，增幅 150%以上；亩粗蛋白增质 0-104 千克，平均增质

66 千克，增幅 12.5%以上；青饲玉米亩产值比禾本科和豆科

饲草增值 160-880 元，平均增值 520 元，增幅 36.1%以上。

另外，玉米具有良好的饲用价值，青秸秆中粗蛋白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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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被誉为“饲料之王”。但是，从近几年我省发展青

贮玉米的现状看，在全省海拔 2600-3000 米的区域内，晚熟

品种铁研 53 不能达到青贮玉米的收获标准，使在这个区域

内种植铁研 53 品种而影响了青贮玉米的品质要求。早熟玉

米青早 510 和青玉 517 的选育成功，使我省青贮玉米种植的

海拔高度上升到 2600-3000 米之间，且该品种在这些区域内

能够较好的完成玉米籽粒营养积累过程。因此，研制《早熟

玉米青早 510 丰产栽培技术规范》《早熟青贮玉米青玉 517

丰产栽培技术规范》，对大力发展我省青贮玉米产业，不仅

能有效提高我省农业种植业效益，同时也能增加高蛋白优质

饲草料供给，促进农区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具有较好的推动

作用。 

（三）制订本标准是促进我省青贮玉米产业健康发展保

障 

随着全膜双垄玉米丰产栽培技术的示范推广，我省玉米

栽培面积达到 40 多万亩，较好地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青贮玉米的发展已成为我省农业增收、农民增效最直

接最有效的产业之一。但是，我省目前还没有一个通过审定

的早熟玉米品种在高海拔的环湖农业区和柴达木盆地灌区

种植，致使在这些区域内青贮玉米和早熟玉米的推广缓慢，

也制约了青贮玉米产业的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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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制和起草过程 

（一）成立项目组 

2022 年 12 月，根据青海省农业农村厅青农函﹝2022﹞

219 号《关于征集 2023 年青海省农牧业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

划的通知》要求，由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与青海

省牛必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等单位协

商，针对我省特早熟玉米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向，

决定组成了特早熟玉米和特早熟青贮玉米技术规范编制小

组，由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作为第一起草单位，

联合青海牛必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等

单位和人员参加的两个规范起草工作，并于 2023 年 1 月开

展了该标准的资料收集、汇总和编制工作。 

（二）开展了试验研究等前期工作 

2017 年，我省在全省开展了玉米粮改饲项目实施工作，

已推广优质、丰产、适应性强的青贮玉米铁研 53、纪元 8 号、

豫玉 22、金穗 3号等新品种，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暴露出

了推广品种适应性窄、良种良法不配套、品种种植效益不高

等问题。因此，2017 年底，青海省农牧厅组织青海省种子管

理站、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等单位，抽调技术人员，开展了青贮玉米铁研 53 等品种丰

产栽培技术和早熟、特早熟青贮玉米品种试验筛选和杂交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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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制种技术研究工作课题组，于 2018 年至 2020 年开展了有

关试验研究工作，研究制定了青海省第一项杂交玉米制种技

术规范和青贮玉米丰产栽培技术规范，填补了青海杂交玉米

制种技术的空白，为青海高原杂交玉米制种提供技术支撑；

在青海高原多点建立杂交玉米制种基地，平均亩制种产量达

到 200 公斤以上，为实现青海杂交玉米品种自给打下较好的

基础，逐步改善了青海玉米依赖省外的被动局面。培育审定

的早熟、极早熟玉米新品种在青海省湟源县大华镇池汗村海

拔 2600 米的区域内种植成功，亩产达到 550 公斤，突破

了青藏高原海拔 2500 米以上粮用玉米不能正常成熟的局

限；粮饲兼用玉米新品种铁研 53 在青海省玉树市称多县拉

布乡海拔 3800 米的区域内种植成功，青贮亩产达到 3.2 吨，

突破了青藏高原海拔 3000 米以上青贮饲用玉米不能正常

生长收草的局限。 

（三）经过试验示范，推广品种已经显现出具有良好的

推广前景 

2020 年至 2022 年，先后在海南州共和县、海北州门源

县、海西州德令哈市和东部农业区互助、大通、湟源、湟中

等地安排了青玉 517品种适应性试验和品种区域、生产试验，

试验地点分布在我省东部农业区高位山旱地、环湖农业区和

柴达木盆地灌区，海拔高度在 2400 米～3100 米之间，两年

区域试验中，平均每亩生物产量 7612.5 千克，较对照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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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 4.59%。2021 年生产试验中，平均生物产量每亩 7572.8

千克，较对照品种青早 510 增产 4.34%。 

2017 年-2018 年，先后在海南州共和县、海北州门源县、

海西州德令哈市和东部农业区互助、大通、湟源、湟中等地

安排了青玉 517 品种适应性试验和品种区域、生产试验，试

验地点分布在我省东部农业区高位山旱地、环湖农业区，海

拔高度在 2400 米～2700 米之间，两年区域试验中，平均亩

生物产量 7754.89 公斤，比对照增产 3.01％。生产试验平均

亩生物产量 7712.42 公斤，比对照增产 3.25%。 

早熟、特早熟青贮玉米品种的选育成功，使我省在高海

拔农牧交错区种植青贮玉米成为现实，也为全省青贮玉米的

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储备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四）开展了不同类型品种的栽培试验研究 

1.材料与方法 

①试验材料：参试材料青早 510 为近几年推广的主推品

种，氮肥为尿素，钾肥为 KCl，磷肥为磷酸二胺。 

②试验设计：2022 年-20213 年，试验在海东市乐都区

雨润镇荒滩村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海东农业试

验站（北纬 36°47′45″东经 102°32′58″）进行，海拔

1967.0 米。 

试验采用正交试验设计，不同种植密度和氮肥水平见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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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因素设计 
因素 水平 1 水平 2 水平 3 水平 4 水平 5 

密度（万株/亩）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尿素（kg/亩） 10.0kg 15.0kg 20.0kg 25.0kg 30.0kg 

磷酸二铵（kg/亩） 9.0kg 18.0kg 27.0kg 36.0kg 45.0kg 

硫酸钾（kg/亩） 5.0kg 10.0kg 15.0kg 20.0kg 25.0kg 

 

③测量指标和方法：分别在玉米抽雄期、吐丝期、灌浆

初、中、后期和收获期调查相关农艺性状，随机选取 10 株

取样，测量株高、茎粗、叶片数、结棒数、单株鲜重、干重、

单株产量和小区产量等。 

④统计分析：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处

理表型进行方差分析(ANOVA)，并利用 LSD 法进行多重比较。 

2.结果 

表 2试验设计及产量结果 

处理 
因素 小区产量 

（kg） 

亩产量 

(kg) 1（A） 2（B） 3(C)) 4(D) 

1 1 1 1 1 30.4 1125.98  

2 1 2 2 2 32.2 1192.65  

3 1 3 3 3 31.8 1177.84  

4 1 4 4 4 31.8 1177.84  

5 1 5 5 5 33.1 1225.99  

6 2 1 2 3 32.1 1188.95  

7 2 2 3 4 32.3 1196.36  

8 2 3 4 5 33.1 1225.99  

9 2 4 5 1 32.8 1214.88  

10 2 5 1 2 34.1 1263.03  

11 3 1 3 5 35.7 1322.29  

12 3 2 4 1 39.8 1474.15  

13 3 3 5 2 37.6 1392.66  

14 3 4 1 3 35.7 1322.29  

15 3 5 2 4 36.9 1366.74  

16 4 1 4 2 37.6 1392.66  

17 4 2 5 3 36.4 1348.22  

18 4 3 1 4 35.2 130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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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4 4 2 5 37.1 1374.14  

20 4 5 3 1 37.6 1392.66  

21 5 1 5 4 36.3 1344.51  

22 5 2 1 5 34.3 1270.43  

23 5 3 2 1 37.4 1385.25  

24 5 4 3 2 36.8 1363.03  

25 5 5 4 3 36.9 1366.74  

表 2 表明，多因素处理下产量存在显著差异。产量最高

的是处理 12（每亩密度 7000 株，磷酸二铵 27kg，尿素 15 kg，

KCL5kg），其次为处理 13 和处理 16、处理 20（密度 7000 株，

磷酸二铵 45kg，尿素 20kg，KCl 10 kg），都显著高于其它

处理；产量最低的是处理 1（每亩密度 5000 株，磷酸二铵

9kg，尿素 10 kg，KCL5kg），处理 3、处理 4（每亩密度 5000

株，磷酸二铵 27kg，尿素 20 kg，KCL15kg）、处理 2（每亩

密度 7000 株，磷酸二铵 18kg，尿素 15 kg，KCL10kg），显

著低于其它处理。说明密度是对产量影响的第一因素。在适

当种植密度时，适当增加磷肥可以提升产量；当密度较小时，

适当减少氮肥施肥量可以提升产量。通过极差直观分析，对

试验各因素的影响以种植密度为最大，其次为磷肥、氮肥和

钾肥。通过 k 值分析，发现各因素中 A3、B5、C4、D2 值最

大，因此可以初步确定 A3B5C4D2 为最佳组合。 

（五）编制提纲 

在拟订标准编制工作进度后，编写小组于 2022年—2023

年在海东市乐都区和湟源县大华镇进行特早熟玉米和特早

熟青贮栽培技术的筛选和田间试验工作，制定小组通过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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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讨论，提出制定提纲，决定了制定规程的框架。 

（六）起草文本 

2022 年 7 月至 12 月，起草人员认真查阅了标准制定的

有关文件，对标准的格式、内容、术语表达方式等进行了深

入学习，严格遵循 GB/T1.12009-1《标准化工作导则》所规

定的标准编写要求起草了《特早熟玉米丰产栽培技术规范》

草案。 

（七）征求意见 

初稿编写完成后，于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8 月，起

草组成员内部先后多次对标准文本草案进行的讨论和修改，

并听取和征集了由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等单位和有关农业领域专家意见

和建议，完成了征求意见工作，对征集到的建议通过反复讨

论，全部采纳了提出来的意见，在对标准进行了认真修改后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2023 年 8 月 28 日，受青海省农牧

业标准化委员会委托，组织专家，对该文本进行了预审，对

征集到的建议通过反复讨论和修改，完成了征求意见稿的修

改和完善。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 

系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 

本标准制订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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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本标准的

制订符合以下主要原则： 

1. 有针对性地体现该产品质量安全性的特点，符合青

海省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强的原则； 

2.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原则； 

3. 有利于保障各方利益，促进产业发展的原则； 

4. 便于实施监督，保障农业产品安全的原则。 

（二）制定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以《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地方标准制定规范》

（DB63/T 1789-2020）系列标准为基础，遵照我国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技术规范、标准及其规范，以及行业标准的特

点进行编制。 

该标准的制定主要参考以下规范性文件和资料： 

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禾谷类 

GB/T 8321.10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十) 

DB63/T 1999  青贮玉米丰产栽培技术规范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在国家相关的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基础上结

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标准

没有矛盾。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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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种类型 

在青海省农业种植业结构中具有突出的优势地位。青海

省玉米属于青藏高原玉米区，虽然玉米生产总量小，但发展

速度快，发展潜力大。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玉米从单一

粮食作物向粮经饲兼用作物的转变。其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以粮用玉米栽培为

主，面积不足万亩，籽粒以食用为主，秸秆粉碎饲用或焚烧

作燃料用；第二阶段（上世纪 90 年代—2007 年），随着玉米

小麦带状田种植技术的示范推广，面积增大到 3.45 万亩，

籽粒以食用和饲用并存，秸秆以黄贮为主，青贮为辅；第三

阶段（2008 年—现在），随着玉米全膜双垄栽培技术的示范

推广，玉米栽培区域从低海拔向高海拔、水地向旱地扩大，

面积从 2010 年的 18 万亩增至 2019 年的 31.45 万亩，平均

年增长率 8.3%；2019 年玉米面积占当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的 7.48%，年产量达到 14.18 万吨，却占到当年粮食作物产

量的 13.44%；相比 2018 年栽培面积增加 3.78 万亩，占粮食

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增加 0.92%，年产量增加 2.65 万吨，占

粮食作物产量的比例增加 2.25%。我省玉米产业如此之快的

发展速度必须依靠强有力的产业技术来支撑，这给玉米研究

基础薄弱、专业科研团队缺乏的青海玉米产业提出了严峻的

考验，为此，必须通过实施科学研究来集成和提升我省玉米

产业发展的支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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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在青海省的种植历史较长，已成为青海省主栽作物

之一。但是对青海玉米的研究较少，近几年随着玉米产业的

快速发展，在玉米新品种的引进、鉴定、生产示范等方面开

展的研究较多，2016 年青海省农林科学院从青海省外引进沈

单 16 号、纪元 8 号、金凯 3 号、漯玉 336 4 个青贮饲用玉

米品种，在西宁、湟源、乌兰、德令哈等地区进行了试验鉴

定，筛选出高产群体中的纪元 8号、金凯 3号、漯玉 336 和

较高产群体中沈单 16 号综合性状表现较好；2017 年中国科

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在海拔 2040 米的青海旱地引种豫

玉 22 号、金穗 3号、金凯 3号玉米品种，结果豫玉 22 号综

合性状表现突出，适合在青海旱地推广种植。这些研究打开

了青海玉米品种鉴定选育的开端，也为推动青海玉米深入研

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二）种植区域 

粮饲兼用型玉米“青早 510”品种，于 2018 年通过青海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属极早熟春玉米，生育期 105

天；株高 214 厘米，穗位高 75 厘米，籽粒黄色、半马齿型，

百粒重 28.3 克。籽粒容重 747 克/升。籽粒养分测定：粗蛋

白含量 9.93%，粗脂肪含量 4.16%，粗淀粉含量 73.42%，赖

氨酸含量 0.34%；青贮营养测定：中性洗涤纤维 42.81%，酸

性洗涤纤维 18.35%，粗蛋白 8.06%，淀粉 27.23%。2017-2018

年区域试验中，青早 510 平均生物产量 7754.89 千克/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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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品种青贮铁研 53 均生物产量 7528.37 千克/亩，较对照

品种增产 3.01%。燕麦加燕 2 号生物产量 2996 千克/亩，较

燕麦增产 158.84%。2017-2018 年生产试验中，2018 年青早

510 平均生物产量 7712.42 千克/亩，对照品种青贮铁研 53

均生物产量 7469.43 千克/亩，较对照品种青贮铁研 53 增产

3.25%，燕麦加燕 2 号生物产量 2796 千克/亩，较燕麦增产

175.84%。适宜在海拔 2500 米-3000 米的东部农业区中、高

位山旱地、海南台地和柴达木盆地灌区青贮种植。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规范由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牛必乐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等单位起草，这些单位

及起草人一直从事玉米品种选育、试验研究、良种推广和大

田生产等方面的工作，在规范起草过程中，编写组人员对每

一个技术参数都进行了试验与验证，在该规范起草的后期，

主要编写人员还将标准草案广泛征求育种部门和省内其他

种子、推广、销售企业的意见，共征求到 7条建议，其中采

纳 7 条（起草组讨论稿意见汇总处理表见附件 1）。2023 年 8

月 28 日，受青海省农牧业标准化委员会委托，组织专家，

对该文本进行了预审，共征求到 11条建议，其中采纳 11 条。

因此，该规范起草过程中，各项技术参数和标准文本不存在

重大意见分歧（预审意见汇总处理表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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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一)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是重中之重 

加强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工作，统一规范的玉米种

子生产、加工技术标准，有助于提高玉米产品质量，提高玉

米种植效益和农民种植特早熟玉米的积极性。 

（二）做好后续研究工作 

进一步研究品种的特征特性、生产能力及推广利用价值，

研究品种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及适应能力。做好不同地区的栽

培技术推广，以保证该标准能够在生产中持续发挥作用。 

（三）及时掌握标准实施动态 

在标准实施过程中，一方面要积极推广标准的顺利实施，

另一方面要做好标准的完善工作，及时发现推广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对于出现的风险性问题及时修订，使标准更具实用

性和可操作性。 

 

 

《特早熟玉米丰产栽培技术规范》编写小组 

202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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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组讨论稿意见汇总处理表 

 

标准名称 特早熟玉米丰产栽培技术规范（DB63JH-117-2023） 

序号 标准的章、条编号 修改内容 提出单位（人员） 处理意见及理由 

1 1 按章标题内容写范围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采纳 

2 2 引用文件删除“DB/T 1290”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采纳 

3 7.2 播种期调整为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 标准编写小组 采纳 

4 8.4 
施肥水平设计用化肥施用量，后面分析时改为营

养元素纯量 
标准编写小组 采纳 

5 8.5 将为引用文件 DB63/T 1290 改为 GB/T 8321.10 标准编写小组 采纳 

6 编制说明 建议试验种植前先进行土壤营养成分测定 标准编写小组 采纳 

7 编制说明 建议增加不同时期农艺性状观察值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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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标准征求意见预审汇总处理表 

标准名称：特早熟玉米丰产栽培技术规范 

承办人：陈志国联系电话：13007793142          时间：2023 年 8 月 28 日 

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序号 
标准的章、

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人员） 处理意见及理由 

1 1 适用范围细化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毛小锋 
采纳 

2 2 
如果有“玉米种衣剂”使用

相关方面标准，应引用进来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纳

添仓、郭青云 
采纳 

3 3 
增加“特早熟品种”术语和

定义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李

宗仁 
采纳 

4 4 
删除“种植区域”内容调到

第 1 章 

青海省农作物种子站，

毛小锋 
采纳 

5 5 删除“试验点基本情况”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李

宗仁 
采纳 

6 8.1 “选种”改为“品种选择”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纳

添仓、郭青云 
采纳 

7 8.2 
增加条标题“种子处理”，

增加种子包衣内容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郭

青云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李

宗仁 

采纳 

8 8.3 
“播种方法”中增加“机械
精量播种” 

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王维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李
宗仁 

采纳 

9 9.2 
“灌溉”，灌溉次数改为 3-4

次 

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王维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李

宗仁 

采纳 

10 10 
“收获”，删除“籽粒乳线

消失”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纳

添仓 
采纳 

11 附录 A 

删除“试验地基本情况”附

录 A，增加“主要品种介绍”

附录 A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纳

添仓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李

宗仁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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