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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鉴定和筛选适合安徽省生产需要的高产尧优质尧抗逆
性强的中稻新品种袁 省种子管理部门在六安市组织了中稻
新品种引种试验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参试品种为 11个袁分别为域优 559尧特优 37尧全
优 36尧域优 205尧协优 527尧中优 293尧域优 129尧e辐丰优 11尧
宜香 3003尧域优 906和 29优 559袁对照品种为汕优 63遥
1.2 方法 试验在六安市裕安区徐集镇东方红村进行袁土
壤为黄白土袁肥力中上袁前茬闲茬遥 旱育秧 4月 21日播种袁
播种量为 1 200 kg/hm2曰5月 17日移栽袁 基施 25 %复合肥
渊 N 颐P 颐K 为 11 颐6 颐8冤 为 750 kg/hm2曰4 月 30 日追尿素 150
kg/hm2袁同时袁撒野 精克草星冶化学除草曰5月 15日人工除草 1
次袁拔除田间稗草多次曰6月 2日用野 乐斯本冶防治二化螟曰7
月 12日用野 蚜虱净冶尧野 叶蝉散冶和野 井冈霉素冶防治稻飞虱和
纹枯病曰7月 26日用野 杀虫双冶防治稻纵卷叶螟遥 6月 14日
烤田袁6月 28日复水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参试品种的生育特性及主要经济性状表现渊 表 1冤 从

表 1可以看出院特优 37尧全伏 36尧中伏 293和宜香 3003的
齐穗期早于对照袁 其他各参试品种同于或迟于对照曰 特优
37尧全伏 36的成熟期比对照提前袁宜香 3003与对照相同袁
其他参试品种均迟于对照曰 各参试品种全生育期与成熟期
的变化趋势相同袁 即特优 37尧 全优 36的全生育期比对照
短袁宜香 3003与对照相同袁其他参试品种均比对照长曰中优
293和 29优 559的基本苗数低于对照袁 其他各品种均高于
对照曰全优 36尧协优 527尧29优 559的最高苗高于对照袁其他
各品种均低于对照曰全优 36尧协优 527尧29优 559的有效穗
数高于对照袁其他各品种均低于对照曰全优 36尧域优 205尧协
优 527和 29优 559的株高高于对照袁其他各参试品种均低
于对照曰特优 37尧金优 36尧域优 205尧协优 527和 29优 559
的穗长短于对照袁其他各参试品种均长于对照曰全优 36的
穗总粒数和穗实粒数比对照少袁 其他各参试品种均比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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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参试品种生育特性及主要经济性状表现

齐穗期 成熟期
全生育
期椅d 基本苗

万/hm2
最高苗
万/hm2

有效穗
万/hm2

株高cm 穗长cm 穗总粒数
个

穗实粒数
个

结实率% 千粒重g
域优 559 08蛳10 09蛳09 141 48.0 442.5 262.5 141.3 25.0 141.0 116.7 82.8 28.5
特优 37 08蛳03 09蛳01 133 46.5 394.5 270.0 130.9 22.2 166.0 146.9 88.5 29.7
全优 36 07蛳28 08蛳30 131 48.0 474.0 330.0 118.0 18.6 105.6 90.3 86.0 32.0
域优 205 08蛳09 09蛳08 140 51.0 459.0 246.0 138.0 21.5 133.9 108.3 80.9 29.5
协优 527 08蛳05 09蛳07 139 48.0 486.0 300.0 131.3 23.0 125.9 112.1 89.0 34.0
中优 293 08蛳04 09蛳09 141 34.5 358.5 217.5 149.3 26.0 200.0 150.8 75.4 28.0域优 129 08蛳09 09蛳08 140 49.5 405.0 244.5 145.0 24.4 168.5 148.4 88.1 29.6
e辐丰优 11 08蛳08 09蛳07 139 48.0 549.0 252.0 122.7 27.0 165.0 140.3 85.0 27.0
宜香 3003 08蛳03 09蛳06 138 42.0 478.5 271.5 139.3 27.0 135.0 111.1 82.3 30.0域优 906 08蛳06 09蛳08 140 46.5 427.5 246.0 146.0 25.1 140.0 119.3 85.2 26.8
29优 559 08蛳08 09蛳07 139 36.0 411.0 288.0 132.0 23.5 136.0 109.1 80.2 29.8
汕优 63(CK) 08蛳05 09蛳06 138 43.5 451.5 264.0 130.6 23.6 125.0 97.8 78.3 33.0
多曰中优 293的结实率低于对照袁其他各参试品种均高于对
照曰协优 527的千粒重高于对照袁其他各参试品种均低于对
照遥总的来说袁各参试品种的生育特性及主要经济性状与对
照相比差别不大遥
2.2 参试品种的主要农艺性状尧抗性及产量表现渊 表 2冤 从

表 2可以看出院域优 559单产为 8 335.0 kg/hm2袁比对照汕优
63增产 5.8 %袁且两者在 0.05水平上有差异曰株型紧凑袁叶
色绿袁叶姿挺直袁生长繁茂曰抗病性强遥 特优 37 单产为
8 182.5 kg/hm2袁比对照减产 5.0 %袁但两者在 0.05水平上无
差异曰档型紧凑袁叶色深绿袁叶姿挺直袁生长繁茂曰抗病性强遥
全优 36单产为 7 477.5 kg/hm2袁 比对照减产 5.0 %袁 且两者在

0.05水平上有差异曰株型紧凑袁叶色深绿袁叶姿挺直袁生长繁
茂曰抗病性强遥 域优 205单产为 7 8 880.0 kg/hm2袁比对照增产
0.1 %袁且两者在 0.05水平上无差异曰株型适中袁叶色绿袁叶
姿一般袁生长繁茂曰抗病性强遥协优 527单产为 8 915.0 kg/hm2袁
比对照增产 13.2 %袁且两者在 0.01水平上有差异袁位居第
2曰株型适中袁叶色绿袁叶姿挺直袁生长繁茂曰抗病性强遥 中优
293单产为 8 727.5 kg/hm2袁 比对照增产 10.8 %袁 且两者在
0.01水平上有差异袁位居第 5曰株型适中袁叶色绿袁叶姿挺直袁
生长繁茂曰抗病性较强遥 域优 129单产为 8 947.5 kg/hm2袁比
对照汕优 63增产 13.6 %袁且两者在 0.01水平上有差异袁位
居第 1曰株型适中袁叶色绿袁叶姿挺直袁生长繁茂曰抗病性强遥e
辐丰优 11单产为 8 787.5 kg/hm2袁比对照增产 11.6 %袁且两
者在 0.01水平上有差异袁位居第 4曰株型适中袁叶色深绿袁叶
姿挺直曰抗病性强遥宜香 3003单产为 8 852.5 kg/hm2袁比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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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参试品种主要农艺性状尧抗性及产量表现
品种 株型 叶色 叶姿 长势 叶瘟 穗颈瘟 白叶枯病 纹枯病 小区均产椅kg 折合单产椅kg/hm2 比对照依椅% 排序 差异性
域优 559 紧凑 绿 挺直 繁茂 无 无 无 轻 11.11 8 335.0 5.8 7 c BC
特优 37 适中 绿 挺直 繁茂 无 无 无 轻 10.91 8 182.5 3.9 8 cd C
全优 36 紧凑 深绿 挺直 繁茂 无 无 无 轻 9.97 7 477.5 -5.0 12 e D
域优 205 适中 绿 一般 繁茂 无 无 无 轻 10.51 7 880.0 0.1 10 d CD
协优 527 适中 绿 挺直 繁茂 无 无 无 轻 11.89 8 915.0 13.2 2 a A
中优 293 适中 绿 挺直 繁茂 无 无 无 轻 11.64 8 727.5 10.8 5 b AB
域优 129 适中 绿 挺直 繁茂 无 无 无 轻 11.93 8 947.5 13.6 1 a Ae辐丰优 11 适中 深绿 挺直 繁茂 无 无 无 轻 11.72 8 787.5 11.6 4 ab AB
宜香 3003 适中 绿 挺直 繁茂 无 无 无 轻 11.80 8 852.5 12.4 3 ab A
域优 906 适中 深绿 挺直 繁茂 无 无 无 轻 11.49 8 620.0 9.5 6 bc B29优 559 适中 绿 挺直 繁茂 无 无 无 轻 10.54 7 920.5 0.3 9 d CD
汕优 63(CK) 适中 绿 挺直 繁茂 无 无 无 轻 10.50 7 825.0 11 d CD
增产 12.4 %袁且两者在 0.01水平上有差异袁位居第 3曰株型
适中袁叶色绿袁叶姿挺直袁生长繁茂曰抗病性强遥 域优 906单
产为 8 620.0 kg/hm2袁比对照增产 9.5 %袁且两者在 0.05水平
上有差异曰株型适中袁叶色深绿袁叶姿挺直袁生长繁茂曰抗病
性强遥 29优 559单产为 7 920.5 kg/hm2袁比对照增产 0.3 %袁

但两者在 0.05水平上无差异曰株型适中袁叶姿挺直曰生长繁
茂曰抗病性强遥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袁协优 527尧中优 293尧域优 129尧e辐丰优
11和宜香 3003的综合性状较好袁比较适宜在六安市种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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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弱光处理对番茄苗期功能叶片胞间 CO2浓度的影响

渊 图 4冤 由图 4可以看出袁 在光强减弱后袁 番茄叶片胞间
CO2浓度升高袁 但不同品系在不同光强下的变化趋势稍有
不同遥品系 1尧2尧3尧4尧5随光强的减弱袁胞间 CO2浓度逐渐升
高曰品系 6尧7尧8尧10在 2种遮光处理时胞间 CO2浓度均高于
对照袁且 2层遮光处理均比 1层遮光处理低遥品系 9的 2层
遮光处理的胞间 CO2浓度低于对照袁 而 1层遮光处理高于
对照遥
3 结论与讨论

光是光合作用的能量来源袁光强下降使光合速率降低遥
同时袁光也是蒸腾作用的主要能源袁叶片吸收的光能袁只有
少部分用于光合作用袁而大部分用于蒸腾作用袁光照对蒸腾
作用起决定性的促进作用 [4]遥 该试验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
点遥此外袁光还调节植物气孔的导度和光合碳同化许多酶的
活性[4]遥气孔是植物叶片与外界环境进行水和二氧化碳交流
的主要媒介袁 因而生长在不同光环境下的植物叶片的气孔
导度会产生适应性变化袁 其行为与植物叶片的蒸腾和光合
性能有着密切的关系[5袁6]遥 植物通过调节气孔来调节蒸腾速
率袁以适应水分平衡的需要遥气孔导度的增加使二氧化碳进

入细胞间隙的量增加袁 细胞则通过同化 CO2袁 提高光合速
率袁从而又降低胞间 CO2浓度遥 因此袁光合速率与胞间 CO2
浓度和气孔导度密切相关遥 该试验中弱光使番茄气孔导度
降低而胞间 CO2浓度增加袁 说明光合作用暗反应对 CO2的
利用率降低袁因此光合速率的下降是非气孔因素造成的曰而
品系 2尧4尧5尧10在 2层遮光处理时气孔导度的相对增加使
叶片光合速率下降幅度相对较小袁 说明光合速率的下降与
气孔因素也有关遥 从该试验的结果看袁品系 2尧4尧5尧10对弱
光的耐受能力相对较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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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弱光处理对番茄苗期功能叶片光合速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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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弱光处理对番茄苗期功能叶片胞间 CO2浓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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