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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Heterosis of Hybridization
between Indica and Japonica Rice

Ⅱ∙The Heterosis of Main Physiology Characters and Economic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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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study�the heterosis and difference between positive hybridity and reciprocals hy-
bridity of main physiology characters and economic characters were discussed．The results were：the het-
erosis of hybridization between different varieties was different�some characters were positive superiori-
ty�some were negative superiority．The difference between positive hybridity and reciprocals hybridity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was different�some were obvious and some were not obvious．The heterosis was
properly us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varieties and hybridization tape in the breeding．

Key words：Hybridity of indica and japonica rice ；Heterosis；Physiology characters；Economic
characters

大豆品种简介

吉育58号
由吉林省农科院大豆所育成�2001年经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认）定。
品种特征特性：该品种属早熟品种�亚有限结荚习性�需≥10℃有效积温2400～2600℃�生育期112～

115d。株高80～90cm�主茎型�有分枝�植株较收敛�秆强不倒伏。主茎节数18～20个�结荚均匀�荚褐色。
尖叶、紫花、灰毛。子粒椭圆形�种皮黄色有光泽�种脐黄色�百粒重18～20g。蛋白质含量37∙9％�脂肪含
量22∙4％。经网室人工接种鉴定为中抗大豆花叶病毒病1、3号株系。

产量水平：1998～2000年在3省区试中平均产量2558kg／hm2�在2年生产试验中平均产量2402kg／
hm2�分别比对照品种绥农8号增产6∙4％和6∙8％。

栽培要点及适应区域：一般5月初播种�播种量为60～75kg／hm2�等距点播。瘠薄地保苗25万株／hm2

左右�肥地保苗20万株／hm2左右。播种前施有机肥1万 kg／hm2�播种时施磷酸二铵100kg／hm2或适量复
合肥。6月末或7月初及时防治大豆蚜虫�8月中旬防治大豆食心虫。适宜吉林、延边、通化和白山等早熟
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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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进一步扩源�是提高谷子生产潜力的环节之一。
3　结论与讨论

光合“源”多指植株的绿色部位。叶片是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它制造的光合产物
遵循“优先供应生长中心或就近供应�同侧运输”的原则。上3叶长出的时间比较晚�抽穗后
叶片光合能力强�制造的大量营养物质�供应该生育阶段的生长中心穗部�对穗部器官的形
成和发育至关重要�在谷子产量形成中上3叶起着极其重要作用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研
究的两个品种上部叶总效率分别是58∙55％和61∙24％�可见中、下部叶及其它器官的贡献
率也很大。所以谷子要想再高产�在重视上部叶的同时�要注重中、下部叶及其它器官的物
质生产�协调好源库之间的关系�扩源增产。实践证明�源库关系是随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
化。根据源库的相互促进和反馈机制�可开源拓库�提高开花后单位面积负荷量�以库促源
来协调源库关系。合理地采取扩库、增源、畅流的途径来获得高产。通过株型改良�不仅可
以改良群体受光态势�而且光合源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大�从而生物产量增加�经济系数提高�
使谷子三低问题得到解决�产量必然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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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品种简介

吉育55号
由吉林省农科院大豆所育成�2001年经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认）定。
品种特征特性：该品种属中早熟品种�亚有限结荚习性�需≥10℃有效积温2500℃�生育期119d左右。

株高100cm�分枝较少�秆强不倒伏�主茎结荚较密�三四粒荚较多�白花�圆叶�灰毛。子粒圆形有光泽�种
脐黄色�百粒重23g左右。蛋白质含量41∙52％�脂肪含量20∙8％。人工接种鉴定为中抗大豆花叶病毒病

1、3号株系�田间自然发病鉴定为抗大豆病毒病、灰斑病和霜霉病。
产量水平：1998～2000年在区试中平均产量2184∙7kg／hm2�2000年生产试验中平均产量为2656∙8kg／

hm2�分别比对照品种吉林33增产10∙4％和5∙7％。
栽培要点及适应区域：播种期一般以4月末5月初为宜�播种量50～60kg／hm2�保苗20万～21万株／

hm2。播种前施有机肥2万 kg／hm2�播种时施磷酸二铵150kg／hm2�加强田间管理。8月8～13日用甲铵磷
或 DDV800～1000倍液喷施防治大豆食心虫2次�防治效果最佳。适宜吉林省东部山区、半山区及白城等
中早熟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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