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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南冬水田杂交中稻强化栽培技术研究

朱永川，熊洪，徐富贤，张林，郭小艺，周兴兵，刘茂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高粱研究所，四川泸州646000

摘要： 

摘 要：在川东南应用水稻强化栽培技术只要选用着粒数在173粒以内的组合，能获得显著的增产，提高稻谷的整

精米率，降低垩白粒率，并且能省工省种，1hm2增收节支125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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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 paddy field hybrid ric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to strengthen research in the 
eastern and southern districts of sichuan province

Abstract: 

Abstract: In the southeast Sichuan application technology of rice intensification, as long as the selection 
of the grains in a combination of less than 173, will be able to obtai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production, 
improve the rice rice rate, lower chalky rice rate, and to the provincial Ministry of species, 1hm2 
increase revenue and reduce expenditure for more than 1250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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