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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为机插水稻培育矮化壮秧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选用拌种剂、多效唑和旱育保姆3 种化学调控剂对水稻机插秧苗进行矮
化壮秧处理 , 并以不使用化学调控剂作对照 , 研究不同化学调控剂在水稻机插育秧中的作用。[ 结果] 拌种剂、多效唑和旱育保姆均有矮
化壮秧作用 , 在秧龄小于20 d 时 , 采用3 种化学调控剂育秧均可 ; 当培育的机插秧秧龄达到25 d 时 , 以旱育保姆育秧效果最好。28 d 时 ,
旱育保姆处理的秧苗出苗率达80 .31 % , 成苗率达71 .94 % , 出苗率和成苗率均最高 ; 拌种剂处理的成苗率最低。机插后旱育保姆处理的
秧苗综合质量最好。[ 结论] 旱育保姆对水稻机插育秧秧苗矮化壮秧作用明显 , 是值得推广应用的机插水稻化学调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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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Chemical Regulation Agents in Rice Seedling of Mechanical Transpl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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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short and strong rice seedling-raising for mechanical transplanti ng was provided through the experi-
ment . [ Method] Three kinds of chemical regulation agents : seed dressing , paclobutrazol and Dry-raising Nurse were used to treat rice seedling and the ef-
fect of themon short/ strong rice seedling formation was compared and researched based onthe CKtreatment . [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hree
ki nds of chemical regulationagents all could make rice seedling short and strong . Three kinds of agents could be used for short/ strong rice seedli ngforma-
tion while the age of rice seedlingfor mechanical transplanting was less than20 days . While 25 days of rice seedli ng age for mechanical transplanting , the
treat ment of Dry-raising Nurse could produce best efficiency . The rate of rice germination and seedli ng formation was 80 .31 % and 71 .94 %on the 28th
day , respectively , in the treat ment of Dry-raising Nurse ; and the lowest rate of rice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formation was fromthe treatment of seed
dressing agent . The seedli ngfromthe treat ment of Dry-raising Nurse infield after mechanical transplanting showed the best comprehensive quality . [ Con-
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Dry-raisi ng Nurse could produce the obvious efficiency on short/ strong rice seedling formationfor mechanical transplanting and
the agent might be extended and applied in rice seedling-raising for mechanical transplanti 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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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插水稻具有省工、省本、省秧田、增强抗逆性、增加效

益等特点[ 1 - 2] 。水稻机插育秧的显著特点是播种密度大, 标

准化要求高[ 1 ,3] , 其中标准苗高应控制在12 ～17 cm[ 3 - 5] , 苗

高太高时要剪短, 否则就不符合机插要求, 不利于机插, 最终

影响产量。近年来 , 随着机插水稻面积的不断扩大, 培育适

合机插的健壮秧苗 , 提高成苗率, 显得越来越重要。在生产

中, 人们为防止机插稻育秧秧苗生长速度过快 , 通常施用化

学调控剂多效唑或矮壮素[ 3 ,6 - 7] 控制秧苗高度。为了探讨双

季杂交早稻机插壮秧的培育方法, 选用拌种剂、多效唑和旱

育保姆3 种化学调控剂进行了机插秧苗矮化壮秧作用研究 ,

以期为机插水稻培育矮化壮秧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试验于2008 年3 月在江西省南昌县广福镇广

福村进行, 供试品种为春光1 号( G4A ×春恢350) , 种子由江

西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提供。

1 .2 方法

1 .2 .1  试验设计。试验采用软盘( 58 c m×28 c m) 淤泥育秧 ,

播种前在秧床两边的畦沟里撒入尿素0 .25 kg/ m2 , 并与畦沟

里的泥浆反复搅拌, 随后将泥浆装入秧盘。于3 月27 日播

种, 每盘播种量100 g 。当秧龄28 d 时机插, 插秧机选用东洋

PF455S 步行式插秧机。

试验设不使用化学调控剂和使用拌种剂( 江西省农科院

生产,与浸胀的稻种混拌) 、浓度225 mg/ kg 多效唑( 江西农业大

学植保化工有限公司生产,24 .4 g/ 盘,1 叶1 心时喷施) 、旱育保

姆( 江苏扬州绿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生产, 播种时与浸胀的稻

种搅拌) 共4 个处理, 分别以A、B、C、D 表示, 每处理播4 盘。

1 .2.2 测定内容和方法。

( 1) 秧苗素质考查。于播后16、20、25 d , 每处理取20 株秧

苗, 测定主茎叶龄、苗高、根数( 5 mm 以上不定根条数) 、茎基

宽、叶面积、倒2 叶片的SPAD 值( 用日本产SPAD-502 叶绿素

仪测定) ; 同时每处理另取100 株秧苗, 剪根、烘至恒重, 称量

百苗干重。

(2) 出苗率和弱苗率测定。播后28 d 时 , 每个小区切取

10 c m×10 c m 的秧块, 计数出苗数, 计算出苗率( 出苗数/ 所取

秧块种谷总数/ 发芽率) ; 并计算秧苗高度大于平均苗高1/ 2

的苗数, 除以所取秧块种谷总数及发芽率, 得成苗率 , 最后算

出弱苗率。

( 3) 机插质量。机插后5 d 取样记数每穴株数、每株绿叶

数和新生白根数, 算得每株的新根发生数; 同时在机插后5 d

采用随机取样法, 每小区调查3 个2 m 行长4 行的漏插穴数、

漂苗数、死苗数以及折断苗数, 计算漏穴率、漂苗率、死苗率

和伤苗率。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处理下水稻秧苗素质  由表1 可知, 使用化学调

控剂的处理其苗高均显著矮于未使用化学调控剂的对照( A

处理) 。在秧龄小于20 d 时 , 使用拌种剂( B 处理) 和旱育保

姆( D 处理) 的苗高显著矮于使用多效唑( C 处理) 和对照; 秧

龄25 d 时,B 处理的苗高显著矮于C、D 处理, 且 C、D 处理的

苗高显著矮于A 处理。秧龄16、20 d 时,4 个处理的叶龄差异

不显著; 秧龄25 d 时,D 处理的叶龄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单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 .2008 ,36(34) :14915 - 14916 ,14918               责任编辑  张杨林 责任校对 张士敏



株叶面积在秧龄小于20 d 时, 处理间差异较小; 秧龄25 d 时 ,

D 处理大于其他3 个处理。茎基宽4 个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

单株根数在秧龄16 d 时D 处理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但在秧龄

20 、25 d 时,D 处理秧苗根数少于其他处理 , 以 A 、C 处理的较

多。秧苗百苗干重在秧龄16 、20 d 时 ,D、B 处理的较低 ; 秧龄

25 d 时,D、B 处理的秧苗百苗干重较高。各秧龄期 D 处理的

充实度均较高,A 处理充实度均较低, 且 B、C 处理的充实度

总体上高于 A 处理。由图1 可知,D 处理的叶片SPAD 值显

著高于其他处理, 其他3 个处理间叶片SPAD 值差异不显著。

上述结果表明, 在秧龄小于20 d 时 , 采用拌种剂、多效唑和旱

育保姆育秧均可; 当培育的机插秧秧龄达到25 d 时, 以旱育

保姆育秧效果最好。

表1 不同化学调控剂处理对秧苗素质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treating withdifferent chemical regulators ontheseedling quality

秧龄∥d

Seedling age

处理

Treatments

苗高∥cm

Seedling height

叶龄

Leaf age

叶面积∥cm2/ 株

Leaf area

茎基宽∥mm

Base-stemwidth

≥5 mm根数

Number of ≥5 mmroots

百苗干重∥g

Dry weight of 100 seedli ngs

充实度∥mg/ cm

Pl umpness
16 A   11 .43 a 2 .24 a 2 .98 1 .96 a     5 .7 b 0 .93 0 .81

B 8 .95 c 2 .24 a 2 .82 2 .04 a 5 .8 b 0 .86 0 .96

C 10 .47 b 2 .11 a 2 .60 2 .00 a 5 .8 b 0 .97 0 .93

D 8 .50 c 2 .30 a 2 .67 2 .13 a 7 .1 a 0 .83 0 .98

20 A 12 .07 a 2 .46 a 4 .68 2 .04 a 7 .1 ab 1 .01 0 .84

B 9 .71 b 2 .49 a 4 .19 2 .08 a 6 .5 ab 0 .98 1 .01

C 11 .88 a 2 .47 a 4 .15 2 .17 a 7 .3 a 1 .00 0 .84

D 9 .98 b 2 .53 a 4 .68 2 .25 a 6 .2 b 0 .86 0 .86

25 A 14 .40 a 3 .13 b 6 .24 2 .21 a 11 .1 ab 1 .59 1 .10

B 11 .77 c 3 .38 b 6 .29 2 .29 a 10 .0 bc 1 .71 1 .34

C 13 .11 b 3 .28 b 5 .89 2 .33 a 12 .0 a 1 .63 1 .24

D 13 .57 b 3 .66 a 7 .59 2 .38 a 8 .9 c 1 .86 1 .37

 注 :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0 .05 水平有差异 ;A、B、C、D 分别表示不使用化学调控剂和使用拌种剂、浓度225 mg/ kg 多效唑、旱育保姆4 个

处理。下同。

 Note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behind the data in the same column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 .05 level ;A stands for no chemical regulator ; B stands for treatment

with seed dressing agent ; C stands for treatment with 225 mg/ kg paclobutrazol ; Dstands for treatment with Hanyubaomu ; The same as below.

图1 不同化学调控剂处理的秧苗秧龄25 d 时叶片SPAD 值

Fig .1 Leaf SPADvalueof seedlings under different chemical regula-

torstreatments at theseedling ageof 25d

2 .2 不同处理下水稻出苗率与成苗率 由表2 可知,D 处理

秧苗出苗率最高, 弱苗率最低 , 成苗率最高; 其他3 个处理秧

苗出苗率相近, 但 B 处理的弱苗率最高, 致使成苗率最低 ;A 、

C 处理的弱苗率接近, 成苗率也相近。

2 .3 不同处理下水稻机插质量 由表3 可知,A 处理的漂苗

率最高 ,B 处理的漏穴率、伤苗率最高,C 处理的秧苗漏穴率、

伤苗率最低。上述结果说明,C 处理机插质量较好, 其次是 D

处理,A 、B 处理的秧苗机插质量较差; 但机插后苗质 ,B 处理

较好, 其次是D 处理,A 、C 处理较差。可见,D 处理机插后秧

苗综合质量最好。

3  结论与讨论

(1) 拌种剂、多效唑、旱育保姆3 种化学调控剂矮化试验

表明, 使用3 种化学调控剂均能使秧苗苗高降低、茎基宽增

加, 使秧苗充实度均大于未加化学调控剂的处理, 因此,3 种

化学调控剂均有矮化壮秧的作用。

表2 不同化学调控剂处理的秧苗出苗率和成苗率

Table 2 Theseedlingemergencerate andseedling-for medrateunder differ-

ent chemical regulator treatments

处理
Treat-
ment

出苗数
株/ dm2

Emerging
seedlings

出苗率
Seedling

emergence
rate∥%

成苗数
Formed seed-
ling number

株/ dm2

成苗率
Seedling-
formed

rate∥%

弱苗率
Weak

seedling
rate ∥%

A 198 75 .16 165 62 .63   12 .53

B 214 74 .60 162 56 .47 18 .13

C 213 74 .74 179 62 .80 11 .94

D 192 80 .31 172 71 .94 8 .37

 注 : 秧龄为28 d 。

 Note :The seedling age is 28 days old .

表3 不同化学调控剂处理对秧苗机插质量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chemical regulators treatment onthe quality of

machine-transplanted riceseedlings

处理
Treat-
ment

漏穴率
Leaked
hole

rate ∥%

漂苗率
Floated

seedlings
rate∥%

伤苗率
Damaged
seedling
rate∥%

死苗率
Dead

seedling
rate ∥%

株数
Plant

number
株/ 穴

绿叶数
Number of

greenleaves
片/ 株

新根数
Newroot
number
条/ 株

A 21 .88 4 .69 2 .09 0 3 .2 2 .63 3 .31

B 22 .40 2 .61 2 .61 0 3 .4 3 .57 3 .18

C 13 .02 3 .65 1 .56 0 2 .8 3 .49 2 .57

D 14 .99 3 .65 2 .08 0 3 .2 3 .51 3 .00

  ( 2) 3 种化学调控剂对比试验表明, 在秧龄16 d 时各处理

间秧苗素质差异不明显, 但在秧龄25 d 时旱育保姆处理的秧

苗综合素质最好, 从而可以认为旱育保姆在增强秧龄弹性 ,

延长秧龄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 随着育秧秧龄的延长 , 旱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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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播种深度对水稻经济性状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sowing depthontheeconomictraits of rice

处理
Treatment

播种深度∥cm
Sowing
depth

最高苗∥万/ hm2

Highest seedling
number

有效穗∥万/ hm2

Effective
panicle

成穗率∥%
Spike
rate

总粒数∥粒/ 穗
Total grain

number

实粒数∥粒/ 穗
Filled grain

number

结实率∥%
Seed setting

rate

千粒重∥g
1 000-grain

weight

产量
kg/ hm2

Yield

B1 2 .0    277.31    252 .35 91 .0 177 .3 144 .0 81 .2 31 .5 9 323 .70
B2 4 .0 254.05 203 .75 80 .2 174 .6 138 .4 79 .3 30 .8 7 720 .05
B3 6 .0 95.25 74 .20 77 .9 167 .7 130 .2 77 .6 30 .2 2 611 .20

2 .3 N 肥施用量与播种深度互作对产量的影响 表3 表明 ,

不同处理间产量差异显著。以 N 肥施用量187 .5 kg/ hm2 、播

种深度2 .0 c m 最高; 其次是N 肥施用量225 .0 kg/ hm2 、播种深

度2 .0 cm; 以上两处理分别比N 肥施用量150 .0 kg/ hm2 、播种

深度6 .0 c m 处理增产323 .35 % 和312 .70 % 。

表3 不同旱直播深度、N 肥施用量互作对产量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theinteractionbetweendifferent depthof dry direct sow-

ing andthe applicationamount of Nfertilizer onthe yield

处理Treatment

N 肥施用量∥kg/ hm2

Applicationamount
of Nfertilizer

播种深度
cm

Sowing depth

产量
kg/ hm2

Yield

差异显著性
Significance of difference

0 .05 0 .01

187 .5 2 .0 9 735 .00 a A

225 .0 2 .0 9 490 .05 ab A

150 .0 2 .0 9 334 .95 ab A

262 .5 2 .0 8 734 .95 bc AB

187 .5 4 .0 7 890 .00 cd BC

225 .0 4 .0 7 800 .00 d BC

150 .0 4 .0 7 669 .95 d BC

262 .5 4 .0 7 519 .95 d C

187 .5 6 .0 2 790 .00 e D

225 .0 6 .0 2 700 .00 e D

262 .5 6 .0 2 655 .00 e D

150 .0 6 .0 2 299 .50 e D

3  结论

金两优33 具有优质、高产、生育期适中、抗倒性强等优

点, 较好地实现了两系杂优稻外观品质、食用品质和丰产性

的有机统一。该品种具有一定的弱感光性, 适宜在福建省作

中稻及闽西北双季稻区作晚稻栽培。旱直播水稻, 为保证全

苗、保墒情和防止鸟雀和老鼠危害 , 播下的种子要有一定的

土层覆盖。该试验结果表明, 旱直播深度比氮肥施用量对金

两优33 产量的影响程度更大, 播种越深产量越低, 而且产量

是急剧下降, 这是因为种子播种过深 , 导致种子胚轴的伸长

无法超过地面 , 导致死苗, 或出了地面也因消耗太多的种子

养分而成弱苗, 从而造成基本苗不足和弱苗。因此, 在生产

时要尽量浅播, 避免播种过深造成基本苗数不足和弱苗而导

致产量损失。试验表明 , 随施 N 量的增加, 金两优33 的产量

先增后降, 即施 N 量187 .5 kg/ hm2 时产量最高,225 .0 kg/ hm2

时转为下降 , 以施 N 量262 .5 kg/ hm2 时产量最低, 有效穗、实

粒数也呈同样的走势。因此, 金两优33 旱直播要获得高产 ,

播种深度以2 .0 c m,N 施用水平以187 .5 kg/ hm2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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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处理的秧苗更容易满足机插要求。

( 3) 旱育保姆具有高倍吸水、保水、杀菌、促长等功能,

可使水稻秧苗叶片增加, 株高降低 , 根系发达 , 成秧率提高,

能够促进齐苗、全苗、壮苗、多蘖 , 防止青枯病、立枯病及预

防苗期恶苗病[ 8 - 10] 。该试验结果表明 ,4 个处理中旱育保

姆育秧的秧苗素质最好 , 秧苗出苗率和成苗率最高, 机插后

秧苗综合质量最好 , 因此, 认为旱育保姆对水稻机插育秧秧

苗矮化壮秧作用明显, 在该地区有较大的推广价值, 是值得

推广应用的机插水稻化学调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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