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1003－8701（2002）03－0021－04

水稻不同穗形品系高产栽培试验研究

张　强�吴长明�傅秀林�赵国臣�李学谌�曹静明�隋鹏举
（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吉林 公主岭136100）

摘　要：为了探讨水稻不同穗形的增产潜力�力求在穗形、株型上有所突破�2001年开展了4
个品系不同穗形高产栽培试验。试验结果表明：直立穗形和半直立穗形理论产量水平均达11775
～12050kg／hm2�比散穗形增产1815～2090kg／hm2�增产18∙2％～22∙7％�说明直立穗形和半直立
穗形品种高产栽培产量潜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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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稻高产育种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不同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而又内涵不同的水
稻株型理论。如杨守仁和陈温福的理想株型和优势利用相结合的理论［1－3］�黄耀祥的半矮
秆丛生早长超高产育种［1�4］�IRRI 的新株型育种［1�2］�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理论［5］等。不同
理论都有其优点�都能适合当地的生态特点�选育出适合当地生产的超高产品种［6］；然而在
吉林省还未有成熟的理论依据�针对各种理论的主要株型特点�选择4个典型株型的品系进
行栽培试验�以探讨不同穗形水稻品种的增产潜力［3�7�8］�力求在穗形和株型上有所突破�为
吉林省超高产育种和栽培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9－11］。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表1　不同穗形新品系性状
品系名称 穗　形

株高
（cm）

一穗粒数
（个）

千粒重
（g）

产量潜力

（kg／hm2）
1999F90 直　立 98∙5 143∙0 26 10500～11250
1999F60 半直立 98∙5 115∙0 26 10500
1999F45 散　穗 100∙0 128∙0 25 10500
吉优32 一次枝梗 98∙0 69∙9 25 9750

　　注：4份材料为1999年试验表现较好的新品系。
1∙2　试验方法
1∙2∙1　试验设计

采用大区对比�每个新品系种植500m2�田间顺序排列。吉优32田间代号为 D�F45田
间代号为 C�F60田间代号为 B�F90田间代号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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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田间土壤养分情况
2001年5月18日对试验田进行了土壤养分分析�结果如表2。

表2　试验田土壤养分分析结果
土壤取样

深度（cm） pH值 全量养分（％） 速效养分（mg／kg）
N P K N P K

有机质

（％）
0～10 6．88 0．17 0．080 1．98 159．1 52．63 122．6 1．9004
11～20 7．50 0．15 0．082 2．11 156．2 56．89 130．1 1．8309

1∙2∙3　主要栽培技术
大棚盘育苗：4月15日播种�每盘播芽种60g�每个新品系播30盘�营养土育苗�控温控

湿管理。
整地施底肥：2000年秋旋耕15cm�2001年4月末再次旋耕�深度13cm�同时每1000m2

施有机肥（鸡粪精）50kg（含 N15％�P2O56％�K2O6％）、复合肥20kg（含 N15％�P2O515％�
K2O15％）、尿素10kg。

插秧：5月20日插秧�插秧密度 F90为27cm×13cm（8×4寸）�每穴3～4苗；F60为27
cm×13cm（8×4寸）�每穴3苗；F45和吉优32为30cm×15cm（9×4∙5寸）�每穴3苗�划印
插秧。

本田管理：合理施肥�平稳促进。分蘖肥在6月1日�每小区追尿素5kg�二铵12∙5kg；
在6月5日每小区再追尿素5kg。穗肥 A 区�7月18日追尿素2∙5kg�7月25日再追尿素
2∙5kg；B区、C区未追穗肥；D区7月28日追尿素2∙5kg。同时�试验田每个小区喷施“粒粒
宝”1袋。

灌溉为浅－湿（干）－浅节水灌溉。插秧至分蘖开始时浅水�有效分蘖停止期（6月25～
7月5日）排水晒田�控制无效分蘖�孕穗开始浅水灌溉�9月15日排干。

试验田病虫害防治：7月27日用40％富士一号乳油75mL／500m2�加水375mL�喷施防
治稻瘟病；8月5日B区再喷一次富士一号防治穗颈瘟；7月29日用杀虫双防治二化螟；8月
3日 A区用“乌克净”防治稻曲病。
2　结果与分析
2∙1　秧苗素质分析

表3　不同穗形秧苗素质比较
品种

株高
（cm）

叶片数
（个）

分蘖数
（个）

根长
（cm）

根数
（个）

地上百株干重
（g）

F90 18．5 4．5 1．0 6．4 15．8 7．5
F60 19．4 4．3 1．1 6．0 18．1 7．4
F45 16．8 4．1 1．0 4．5 14．4 5．4
吉优32 17．5 4．2 1．0 5．0 15．2 7．2

　　从表4结果看出�秧苗综合性状以 F60和 F90较好�F45较差。
2∙2　田间生育动态分析
2∙2∙1　 田间分蘖与株高动态（表4）
　　从表4不同穗形品系株高增长速度来看�A 区（直穗品系）增长较慢�至7月15日为
70∙3cm；C区增长最快�至7月15日株高达90cm；其他两区增长也较快�至7月15日分别
增长到85∙2cm（B区）和80∙2cm（D区）。

22 吉 林 农 业 科 学　　　　　　　　　　　　27卷



表4　不同穗形品系田间生育动态

品系　 项　目
调查日期（月·日）

6·01 6·05 6·10 6·15 6·20 6·25 6·30 7·05 7·10 7·15
出穗期

（月·日）
F90 株高（cm） 21．7 27．3 34．6 39．9 46．5 53．9 57．0 63．5 67．9 70．3 7·30

分蘖（个） 3．4 3．9 9．6 14．5 19．3 22．6 23．7 23．4 22．7 20．1
F60 株高（cm） 27．4 34．5 39．9 43．6 51．0 60．7 66．7 74．1 80．0 85．2 7·28

分蘖（个） 3．7 6．2 12．4 20．8 23．0 28．8 27．7 27．0 26．7 23．1
F45 株高（cm） 26．8 31．4 40．0 46．1 55．9 66．5 70．2 77．1 85．8 90．0 7·26

分蘖（个） 4．0 6．8 12．4 20．9 24．4 26．2 25．6 25．2 24．0 23．9
吉优32 株高（cm） 23．8 29．6 35．1 39．2 49．0 53．4 58．6 64．9 71．4 80．2 8·04

分蘖（个） 4．9 8．2 12．4 20．4 27．1 36．1 37．3 36．4 36．0 34．0
　　从分蘖动态来看�分蘖最多的是 D区�最高分蘖达到37∙3�最少是 A区�最高分蘖仅为
23∙7�B区最高分蘖为28∙5�而 C 区为26∙3。其次从最高分蘖出现的日期来看也不相同�A
区和D区在6月30日�而B区与C区则出现在6月25日�相差5d。有效分蘖期则提早到6
月20日�比往年早5d。说明今年有效分蘖率较低�A区 F90仅为59％�B 区 F60为52∙4％�
C区 F45为74％�D区吉优32为77∙7％�有效分蘖率均未达到85％�说明有效穗数较少。
2∙2∙2　 抽穗期间水稻生育调查

表5　不同穗形抽穗期生育性状对比
　　项　目 A区 B区 C区 D区
穗　形 直穗 半直穗 散穗 一次枝梗
叶角（°） 20 30 20 40
叶宽（cm） 1∙0 1∙5 1∙2 1∙0
叶　色 浓绿 稍绿 稍绿 绿
分　蘖 少 中 少 极多
粒数（粒／穗） 170 160 130 90
株高（cm） 100 110 115 98
叶面积指数 5∙112 5∙897 5∙686 5∙599
叶平均开张角度（°） 83∙02668∙45474∙660 81∙914
消光系数 0∙699 0∙616 0∙663 0∙646
　　注：叶角为倒二叶�叶面积指数、叶平均开张角度和消
光系数均为8月15日测。

　　从表5分析看：A 区叶片平均开展角度
最大（83∙026°）�叶色深�叶片较窄�一穗粒数
较多（170粒）�株高较矮�叶面积指数较少
（5∙112）�植株生育健壮；B 区叶片平均开展
角度最小（68∙454°）�叶片较宽�穗子较大（160
粒）�叶面积指数最大（5∙897）�植株较高（110
cm）�生长较旺�发生部分穗颈瘟�造成后期
部分倒伏；C 区叶色较绿�叶片较宽�叶片平
均开展角度中等（74∙660°）�穗子中等（130
粒）�植株过高（115cm）�叶面积系数较大
（5∙686）�田间长势过旺�造成部分倒伏�影响

干物质的积累和运转；D区叶面平均开展角度较大�叶色深�叶片较窄�分蘖最多�穗子较小
（90粒）�株高最矮（98cm）�叶面积指数适中�植株生长较健壮。
2∙3　不同穗形产量结果分析

表6　不同穗形产量性状对比
品系　　 穗形　 区号

密度

（穴／m2）
穗数

（穗／穴）
穗数

（穗／m2）
穗粒数

（粒／穗）
秕粒率

（％）
千粒重

（g）
理论产量

（kg／hm2）
F90 直　立 A1 28 13．5 378．0 158．4 10．0 26 12450A2 28 14．6 408．0 137．5 29．0 26 11670

-X 14．0 393．0 148．0 19．5 12050
F60 半直立 B1 28 15．5 433．0 122．2 32．0 26 11000B2 28 14．7 412．0 146．7 16．0 26 12570

-X 15．1 422．5 134．5 24．0 11775
F45 散　穗 C1 22 7．7 390．0 126．6 8．0 25 9875C2 22 21．3 469．0 112．3 16．0 25 11470C3 22 18．8 415．0 102．8 17．0 25 8533

-X 19∙2 424∙7 113∙9 13∙6 9960
吉优32 一次枝梗 D1 22 28．3 623．0 64．2 11．3 25 7999D2 22 26．1 576．0 76．0 23．0 25 8755

-X 27．2 599．5 70．1 17．2 8377
　　从表6分析看：①每平方米穗数 D区最多达599∙5穗�C区次之为424∙7穗�B 区占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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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为422∙5穗�A区最少为393穗。②每穗实粒数 A区最多为148粒�B 区其次为134∙5粒�
C区第三为113∙9粒�D 区最少�仅70∙1粒。③秕粒率以 B 区最高为24％�A 区第二为
19∙5％�D区第三为17∙2％�C区最低为13∙6％。④千粒重各区差异不明显。⑤理论产量 A
区最高为12050kg／hm2�B 区第二为11775kg／hm2�C 区第三为9960kg／hm2�D 区最低为
8377kg／hm2。⑥从穗形上看�A区直立穗形产量最高�半直立穗形第二�散穗形产量较低。
3　结　论

通过一年的试验结果看出�不同穗形品种之间产量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直立穗形品
种 F90、半直立品种 F60�每公顷理论产量达到11775～12050kg�比散穗形 F45每公顷增产
1815～2090kg�增产18∙2％～22∙7％�说明其产量潜力还是很大的［1�6］�如果把秕粒率控制
在10％～15％�公顷产量12000kg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产量构成来分析�公顷产量达到12000kg以上�要求每平方米穗数达到400～430穗�
一穗实粒数达到135～150粒�秕粒率控制在10％～15％�千粒重达到25～2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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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ice Varieties with Different Panicle Type High-yield
Experiment in Cultivation Technique

ZHANG Qiang�WU Chang-ming�FU Xiu-lin�et al．
（Rice Institute�Jil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Gongzhuling13610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research yield potential of rice varieties with different panicle type�we made
an experiment in2001．Field experiment proved that erect panicle and sem-i erect panicle can attain a
yield potential of11775～12050kg／hm2�has a18．2％～22．7％ yield advantage over common pani-
cle type．The result of cultivation showed that the yield potential of erect panicle and sem-i erect panicle
rice is higher than common panicle rice．

Key words：Rice；Panicle type；Varieties；High-yield cultivation；Yield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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