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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优质水稻新品种吉粳 88 选育报告

赵劲松"张三元 *"张俊国"李 彻"林秀云"全成哲"张学君"严永峰

(吉 林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水 稻 研 究 所"吉 林 公 主 岭 136100)

摘 要!高 产 优 质 新 品 种 吉 粳 88 特 点 是 半 直 立 穗 型#少 蘖 大 穗#高 产#优 质 #抗 病 #抗 冷 #耐 肥 抗 倒 伏 "属

晚 熟 品 种$ 2004 年 在 前 郭 县 新 立 乡 20 hm2 连 片 地 块 上 进 行 大 面 积 生 产 示 范$ 秋 季 经 国 家 专 家 组 现 场 实 地 测

产 验 收"产 量 为 11 160.0 kg/hm2"达 到 国 家 北 方 粳 型 超 级 稻 产 量 水 平"通 过 国 家 验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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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育方法及经过

1999 年以日本高 产优质品种 奥羽 346 为母本"以抗逆性强&大穗&少蘖的 长白 9 号 为 父 本 配 制 杂

交组合"收获 F0 当代杂交种子$ 当年冬季在海南加代并进行抗稻瘟病鉴定"淘汰杂株和发病单株后收

获 F1 代种子$ 2000 年 F2 代在所内选拔圃种植"当选的优良单株经室内考种决选于冬季在海南岛种植

加代"同时进行抗稻瘟病性及耐冷性鉴定$2001 年 F4 代在所内选种圃进行选拔和产量初步鉴定"编号

为 吉 01- 124" 经 测 产 其 产 量 比 对 照 品 种 秋 光

增产 17%"增产潜力表现突出$ 同年冬季 F5 又

送海南加代 扩繁$ 2002 年 F6 代升 入所 内 产 量

比较圃和推荐参加省预 备试验"同 时参加不同

生 态 适 应 性 & 生 产 稳 定 性 鉴 定 试 验 $ 2003!
2004 年 连 续 两 年 参 加 省 区 域 试 验$ 2004 年 与

省区试同步参 加省生产试 验"并较大 面积进行

生 产示范试种$ 于 2005 年 1 月 通 过 省 品 种 审

定委员会审定$

2 试验结果

2.1 丰产性表现

2002 年 参 加 全 省 预 备 试 验 " 共 4 个 试 验

点" 平均产量 8 151.0 kg/hm2" 较对照通 35 产

量 7 659.0 kg/hm2"平均增产 6.4%$
2003"2004年 参 加 全 省 区 域 试 验"两 年 共

14个 试 点 "平 均 产 量 8 089.5 kg/hm2"较 对 照 通

35产量7 804.0 kg/hm2"平均增产3.7%(表1)$

收 稿 日 期!2006- 0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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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吉 粳 88 省 预 试&区 试 各 点 产 量 结 果

年份 试验地点 产量(kg/hm2’
通 35(ck)
产量(kg/hm2’

比 ck 增减(%’

2002 吉林省农科院 7 903.5 6 979.5 13.2
吉林市农科院 7 149.0 7 068.0 1.1
吉林农业大学 8 914.5 8 553.0 4.6
通化市农科院 8 637.0 8 037.0 7.5
平均 8 151.0 7 659.0 6.4

2003 吉林省农科院 6 730.5 7 030.5 - 4.3
吉林市农科院 7 114.5 7 698.0 - 7.5
通化市农科院 8 821.5 8 221.5 7.3
永吉县种子公司 7 020.0 7 545.0 - 7.0
磐石区试站 8 655.0 8 454.0 2.4
前郭吉拉吐农业站 8 145.0 8 700.0 - 6.4
东丰县种子公司 7 404.0 7 303.5 1.4
平均 7 698.0 7 851.0 - 1.9

2004 吉林省农科院 7 768.5 7 128.0 9.0
吉林市农科院 7 774.5 7 902.0 - 1.6
通化市农科院 8 754.0 8 154.0 7.4
磐石区试站 9 790.5 8 488.5 15.3
吉林农业大学 8 089.5 7 926.0 2.1
前郭吉拉吐农业站 9 817.5 9 412.5 4.3
东丰县种子公司 6 942.0 6 303.0 10.1
平均 8 419.5 7 902.0 6.5
3 年平均 8 089.5 7 804.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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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参 加 全 省 生 产 试 验! 共 4 个 试 点! 平 均 产 量 8 515.5 kg/hm2! 较 对 照 通 35 产 量 8 208.0

kg/hm2" 增产 3.7%(表 2)#
在全省品种 生 产 试 验 同 时!为 了 在 较 大 面

积上检验其增产潜力和丰产性表现!2004 年于

前 郭 县 新 立 乡 进 行 了 20 hm2 连 片 大 面 积 的 生

产 示 范 ! 经 国 家 专 家 组 进 行 现 场 实 地 测 产 验

收 ! 按 标 准 水 分 计 算 ! 折 合 产 量 11 160.0

kg/hm2!达到国家北方超 级粳稻的产 量水平!显

示 出 巨 大 的 增 产 潜 力 !丰 产 性 表 现 突 出 !通 过

国家专家组的验收#
2.2 抗稻瘟病性表现

经吉林省农科院植保所 2002!2004 年采用苗 期分菌系人 工接种鉴定!结果表明!吉粳 88 对苗瘟

表现中抗(MR)!详见表 3#

2002"2004 吉 林 省 农 科 院 植 保 所 采 用 成 株 期 在 病 区 多 点 异 地 自 然 诱 发 鉴 定!结 果 表 明!吉 粳 88

对叶瘟表现 为中抗(MR)!对穗 瘟表现感病(S)# 3 年间在 26 个 田间自然诱 发有效 鉴 定 点 次 中 仅 出 现 1

个穗瘟重病点(2002 年在通化市农科院)!穗瘟率为 60%# 从各病级出 现次数来看!对穗瘟抗 性明显优

于对照通 35(表 4 和表 5)#

2.3 稻米品质表现

经农业部稻 米及制品质 量监督 检 验 测 试 中 心 对 吉 粳 88 稻 米 品 质 检 验 结 果!依 照 部 颁$ 优 质 食 用

稻 米% 标 准!其 所 检 验 项 目 中 的 糙 米 率 &精 米 率&整 精 米 率 &长 宽 比 &垩 白 米 率 &垩 白 度&透 明 度 &碱 消

值&胶 稠度&直链淀 粉和蛋白质 11 项 指 标 符 合 国 家 一 级 优 质 米 标 准!在 2005 年 吉 林 省 评 选 出 的 优 质

米品种中!吉粳 88 米质有 明显突破!其测试的各 项数据(包括 食味品尝)表 明!是惟一可 以 同 对 照 品 种

日本优质米秋田小町相媲美的优质品种(表 6)’

3 吉粳 88 特征特性

生育期(143#145 d!需有效积温 2 900$3 100 %)d!属偏晚熟品种# (下 转 第 30 页)

表 & 水 稻 新 品 种 吉 粳 88 品 质 测 定 结 果

项目
糙米率

(%"
精米率

(%)
整精米率

(%)
粒长

(mm"
长宽比

垩白米率

(%)
垩白度

(%"
透明度

(级"
碱消值

(级"
胶稠度

(mm"
直链淀粉

(%"
蛋白质

(%"
一级标准 粳 >83 粳 >74 粳 >65 粳 5.0- 5.5 粳 1.5- 2.0 <5 <1 1 粳 >6 粳 >70 粳 <15- 18 粳 >7
测试结果 84.9 78.5 77.6 4.4 1.6 2 0.4 1 7.0 76 16.7 7.4

表 5 吉 粳 88 穗 瘟 抗 性 多 点 异 地 自 然 诱 发 鉴 定 结 果

品种 鉴定点次
各病级出现次数

最高穗瘟率(%) HS(%) 抗性
0 1 2 3 4 5

吉粳 88 26 20 5 0 0 0 1 60 3.8 S
通 35(ck" 26 13 7 1 4 0 1 100 3.8 S

注(0 级穗瘟率为 0*1 级穗瘟率为 0.1%’5%*2 级穗瘟率为 5.1%(10%*3 级穗瘟率为 10.1%)25%*4 级穗瘟率为 25.1%*50%*5 级穗瘟率为 50%以上’

表 4 吉 粳 88 叶 瘟 抗 性 多 点 异 地 自 然 诱 发 鉴 定 结 果

品种 鉴定点次
各病级出现次数

最高病级 HS(%) 抗性
0 1 2 3 4 5 6 7 8 9

吉粳 88 25 13 2 7 2 0 1 0 0 0 0 5 0 MR
通 35(ck" 25 10 3 5 3 1 1 2 0 0 0 6 0 MS

表 3 吉 粳 88 苗 期 抗 瘟 性 分 菌 系 人 工 接 种 鉴 定 结 果

品种 接种菌次
各病级出现次数

最高病级 HS(%) 抗性
0 1 2 3 4 5 6 7 8 9

吉粳 88 30 17 1 7 0 2 3 0 0 0 0 5 0 MR
通 35(ck" 30 15 4 6 1 1 3 0 0 0 0 5 0 MR

表 2 吉 粳 88 生 产 试 验 各 试 点 产 量 结 果

试验地点
产量

(kg/hm2)
吉林省农科院 9 306.0
吉林农大农学院 8 460.0
双辽农业局水稻所 8 082.0
梅河口市种子公司 8 215.5

比对照

增减(%"
8.2
2.9

- 2.0
5.7

通 35ck 产量

(kg/hm2"
8 602.5
8 220.0
8 239.5
7 771.5

平均 8 515.5 3.78 208.0
注(2004 年生产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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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性状!株高 100!105 cm"株形紧凑"叶片上举"分蘖力中等"受光态势好"有利光合作用#
穗部性状!出 穗后穗部呈 现半直立穗 型"穗大"平 均 每 穗 粒 数 120 粒 左 右"着 粒 密 度 适 中"结 实 率

95%以上#
种子性状!粒形椭圆"长宽比 1.6"颖及颖尖均黄色"稀短芒"千粒重 22.5g#
品 种 特 性!抗 逆 性 强$丰 产 性 好$品 质 优 良"各 项 指 标 达 到 国 家 一 级 优 质 米 标 准# 生 育 前 期 生 长

快"早生快发"生育后期耐冷性强"子粒灌浆快"活秆成熟不早衰# 茎秆强韧"耐肥抗倒伏#

4 栽培技术要点及适应区域

4 月上旬播种"5 月上旬插秧"插秧方式 30 cm"16.5 cm"每穴插 3#4 苗# 施 肥 量 纯 氮 150$170

kg/hm2$纯磷 60%70 kg/hm2$纯钾 90&110 kg/hm2# 生育期间用药剂防治二化螟$稻瘟病等病虫害#
适于吉林省无霜期 143’145 d$生 育期间有效 积温 2 900(3 100 )%d 的 各地晚熟平 原稻作区 种

植"中晚熟稻区也可作为搭配品种栽培#

放风!放风有降温排湿的作用#根据棚内温度高低$天气阴晴$风力大小和植株生长状况确定通气

部位和时间长短"放风以叶片上不结露水为准#
追肥!一般结合浇水同步进行#根瓜膨大时"为促进瓜秧生长可施尿素"施肥量根据地力和苗情而

定"一般施尿素 300 kg/hm2#
盛 瓜 期!3*5 d 浇 1 次 水" 每 浇 两 次 水 的 同 时 施 一 次 肥 " 除 施 尿 素 150+225 kg/hm2$ 硫 酸 钾

225,300 kg/hm2 外"可追施农家有机液肥 12 000-15 000 kg/hm2"结合喷药同时加入微肥#
促进& 回头瓜’!瓜秧满架后及时摘心"结合浇水灌 1 次发酵好的稀粪肥#
植株调整!瓜 秧长有 6.7 片 叶时拉绳吊 蔓"绑& S’形蔓"领 蔓 3/4 次"同时 去 掉 卷 须 及 下 部 的 老

黄病叶及 10 节以下的侧蔓"瓜秧长至 25030 片叶时"及时摘心#

8 病虫害防治

黄瓜病害主要有!苗期猝倒病$沤根(生理)"生长期霜霉病$细菌性角斑病和黑星病等#
猝倒病!主要危害幼苗"1可进行种子消毒$床土消毒及选用抗病品种#2药剂防治# 可用58%雷多

米尔(锰锌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7310 d防治1次"连防243次#
沤根!是由于苗床土壤黏重"土壤水分经常处于饱和状态"加上床土温度过低造成的#防止办法是

改善育苗条件"合理配制床土"增加通透性#
细菌性角斑病!一般选用农用链霉素 2005250 mg/kg 或新植霉素 200 mg/kg 进行叶面 喷施# 细菌

性角斑病与霜霉病同时发生"可喷施 35%的瑞毒唑铜或 25%瑞毒铜 500 倍液"隔 365 d 喷 1 次#
霜霉病!用 75%的百菌清可湿 性粉剂 600 倍加 70%的甲基托布 津 1 000 倍叶面喷 洒"或用百 菌清

烟剂 250 g 烟熏"隔 7710 d 用 1 次"连用 283 次#
黑星病!用 75%的 百菌清 6009800 倍 液 或 用 70%的 甲 基 托 布 津 800:1 000 倍 叶 面 喷 洒"隔 7;

10 d"连喷 2<3 次#

9 采收与产量

开花到采收一般需 7- 12 d"采收的原则是!根瓜早收$腰瓜巧收(顶花带刺)$顶瓜大收#
采 用 模 式 化 高 产 栽 培 技 术"黄 瓜 产 量 可 达 15 万 kg/hm2"比 一 般 栽 培 产 量 提 高 50%"且 采 收 早"经

济效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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