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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超级稻晚稻中熟组合丰源优299 , 进行了不同基本苗数的大田对比试验。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基本苗对丰源优299 的产量、经
济性状及其他农艺性状均有显著的影响 ,以插植178 .5 万苗/ hm2 时的产量最高 , 综合农艺性状最佳。并提出 , 为了充分发挥超级稻组合
的增产潜力 , 应采用相应的栽培技术和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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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theI mpact of Different Essential Seedling of Super Rice- Fengyuanyou299 onthe Grain Yield and Agronomical Trait
SU Li-ying et al  (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 ,Guangdong 516007)
Abstract  Inthis paper ,we had a contrast experi ment with the different basic seedling of later super rice combi nation-Fengyuanyou 299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rain yield ,economic and agronomical traits of Fengyuanyou 299 can be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different basic seedli ngs .The grain yiel d
of super rice- Fengyuanyou 299 planted in 1 785 thousand seedling per hm2 was suitable and its yield was highest and its comprehensive agronomical traits
was the best inthis condition .In this paper it wa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i mprove the cultivation technique and management measure for the potential
yield of the super hybrid rice combi n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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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源优299 是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选育的杂交稻

新组合 , 于2004 年2 月通过湖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 ,2005 年

被中国农业部确定为28 个主推的超级稻品种( 组合) 之

一[ 1 - 2] 。由于该杂交稻新组合表现产量高、米质优、秧龄弹

性好、耐寒、抗倒性好、制种产量较高等特点, 因此很受农户

欢迎, 已成为湖南省大面积种植的杂交稻组合[ 3 - 11] 。为了进

一步发挥该杂交稻新组合的增产潜力, 做到良种良法同步推

广, 笔者进行了不同基本苗数对该杂交稻组合产量影响的研

究, 以期为杂交稻的高产优质栽培技术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设计  试验在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石山村进行 ,

供试超级稻杂交组合为丰源优299 。基本苗数设4 个处理 :

①76 .5 万/ hm2 ; ②127 .5 万/ hm2 ; ③178 .5 万/ hm2 ; ④229 .5

万/ hm2 。密度为16 .7 c m×23 .3 cm, 小区面积20 .0 m2 ,3 次重

复, 采用随机区组排列, 四周设保护行。

1 .2 田间种植方法 丰源优299 于2006 年6 月20 日播种,7

月11 日带泥移栽, 秧龄 21 d。大田基肥施人畜粪27 000

kg/ hm2 , 施三元复合肥 750 kg/ hm2( 分别含 N、P2O5 、K2O 为

10 % 、7 % 、8 %) 。追肥1 次,7 月14 日结合化学除草, 追施尿

素144 kg/ hm2 , 氯化钾112 .5 kg/ hm2 。大田抽穗期叶面喷施谷

粒宝, 防治病虫4 次, 防治效果佳, 禾苗生长稳健, 落色正常。

于10 月15 日收获 , 分小区单收单晒, 核计稻田实际产量。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基本苗数对超级稻分蘖动态的影响

2 .1 .1  对最高苗数和最大日分蘖量的影响( 表1) 。丰源优

299 不同基本苗处理间的最高苗数差异极显著, 最高苗数随

基本苗数增加而增多。处理④最高苗数达609 .0 万/ hm2 , 比

处理①、②和③分别增加67 .1 % 、39 .5 % 和79 .8 % 。最高苗

数出现的时间随基本苗增多而提早。处理④最高苗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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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7 月25 日 , 分别比处理①、②和③提早18、7 和4 d , 处理

①～④最高苗数期分别出现在移栽后32、21、18 、14 d 。大田

平均单株分蘖数却表现相反的变化规律, 处理①～④的平均

单株分蘖数分别为3 .76 、2 .42 、2 .16、1 .65 个, 随基本苗的增加

而减少。最大分蘖量同时出现在7 月22 日。最大分蘖量随

基本苗的增加而增多。处理④的最大分蘖量达72 .0 万/ hm2 ,

分别比处理①、②、③增加182 .4 % 、65 .5 % 、24 .7 % 。

表1 丰源优299 不同基本苗的叶龄与分蘖动态

Table 1 Theleaf ageandtiller dynamics of the different basic seedlings of

Fengyuanyou299

日期Date

month-day

叶龄∥叶

Leaf age

苗数∥万/ hm2 No.of seedlings
处理①

Treatment ①

处理②

Treatment ②

处理③

Treatment ③

处理④

Treatment ④

07-15 5 .9   76 .5 127 .5 178 .5 229 .5

07-18 6 .3 115 .5 171 .0 225 .0 273 .0

07-22 6 .9 217 .5 345 .0 456 .0 561 .0

07-25 7 .3 234 .0 352 .5 489 .0 609 .0

07-29 8 .3 313 .5 429 .0 564 .0 604 .5

08-01 9 .1 342 .0 436 .5 487 .5 558 .0

08-05 9 .7 352 .5 367 .5 510 .0 564 .0

08-08 10 .1 357 .0 378 .0 481 .5 535 .5

08-12 10 .7 364 .5 375 .0 429 .0 495 .0

08-15 11 .3 361 .5 367 .5 415 .5 469 .5

08-19 11 .9 309 .0 345 .0 396 .0 436 .5

  根据韶山当地气候特征, 一般晚稻品种宜在8 月3 日左

右完成有效分蘖, 否则其后的分蘖会受寒露风的影响而不能

抽穗。从该试验结果来看 , 丰源优299 采用的基本苗数处理

①8 月3 日仍在分蘖, 苗数未达最大数 , 而处理②、③、④的分

蘖此时已出现负增长, 苗数均已达最大数, 处理①的最高平

均单株分蘖数仅为3 .76 个, 而最低的处理④为1 .65 个 , 最大

分蘖量随其基本苗的增加而增多。这说明由于丰源优299

的分蘖能力中等, 要按期达到合适的基本苗数必须通过增加

基本苗数来实现。

2 .1 .2  对有效分蘖数和有效分蘖终止期的影响( 表2) 。不

同基本苗处理的大田有效分蘖数以处理①的最多, 为17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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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hm2 , 处理④的最低 , 为124 .5 万/ hm2 。不同基本苗处理的

平均单株分蘖数以处理①最高, 达2 .30 个/ 株, 处理④最低 ,

为0 .54 个/ 株。不同基本苗处理的大田有效分蘖数和平均

单株有效分蘖数随基本苗的增加而减少, 有效分蘖终止期则

随基本苗的增加而提早, 处理④的有效分蘖终止期最早出

现, 在7 月19 日, 比处理①、②、③分别提早7、2、1 d。

表2 基本苗数对丰源优299 有效分蘖数和有效分蘖终止期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effectivetillers and effectivetilleringterminal stage with basicseedling number of Fengyuanyou299

处理
Treatment

大田有效分蘖
Effective tillers infield

穗数∥万/ hm2

Ears
占总穗数比例∥%

Percentage intotal ears

大田单株平均有
效穗数∥个

Per plant average effective
tillers infield

播种- 有效分
蘖终止期∥d

Sowing-effective
tillering terminal stage

移栽- 有效分
蘖终止期∥d

Transplanting-effective
tillering terminal stage

有效分蘖终止期
Effective tillering
terminal stage

① 174 .0 69 .5      2 .30 36      15 07-26
② 156 .0 55 .0 1 .20 31 10 07-21
③ 153 .0 46 .2 0 .86 30 9 07-20
④ 124 .5 35 .2 0 .54 29 8 07-19

  试验结果说明, 较少的基本苗数有利于有效分蘖, 但延

迟有效分蘖终止期; 而较多的基本苗数抑制有效分蘖, 提早

有效分蘖终止期; 随着基本苗的增加, 其有效分蘖终止期叶

龄相对减小, 叶龄指数也降低, 并且叶龄指数低的分蘖株, 其

后段叶片数量多。这主要是因为丰源优299 分蘖能力中等 ,

较少的基本苗数形成较少的田间苗数, 这可以给植株提供足

够的营养生长空间形成有效分蘖数, 而较大的基本苗数可较

早地使分蘖达到其合适苗数, 相对来说形成了较小的单株平

均生长空间 , 如果再继续增加, 势必造成植株相互之间争夺

营养生长空间, 从而抑制植物的生长。另外 , 较大基本苗数

处理较早地达到了合适的苗数, 稻株发育时间增加, 因而形

成了较高质量和较多数量的叶片 , 形成了合理的稻株生长空

间结构 , 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温光资源, 为增产打下基础。

2 .1.3 对成穗率的影响( 表3) 。丰源优299 的成穗率随其基

本苗的增加而降低。处理①的成穗率最高, 为68 .7 % ; 处理④

的成穗率最低, 为58 .1 % 。有效穗数与基本苗数的比例, 处理

①、②、③、④分别为3 .3∶1、2 .2∶1、1 .9∶1、1 .5∶1 , 但总穗数仍是处

理①的最低, 为250 .5 万/ hm2 , 处理④的最高, 为354 .0 万/ hm2 ,

总趋势是随基本苗数的增加而增加。处理①～④的大田分蘖

成穗率分别为60 .4 % 、50 .4 % 、39 .7 % 、32 .8 % 。

表3 基本苗数对丰源优299 的生育期、最高苗数和成穗率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basicseedlings on bearing period, largest number of seedlings and effective ear rateof Fengyuanyou299

处理
Treatment

播种期
Sowing
stage

移栽期
Transplanti ng

stage

最高苗数
万/ hm2

Largest number
of seedlings

成穗率∥%
Effective
ear rate

总穗数
万/ hm2

Total ears

始穗期
Initial earing

stage

齐穗期
Full earing

date

成熟期
Mature stage

全生育
期∥d

Whole bearing
period

① 06-20 07-11 364 .5 68 .7 250 .5 09-03 09-08 10-13 115
② 06-20 07-11 436 .5 64 .9 283 .5 09-02 09-07 10-12 114
③ 06-20 07-11 564 .0 58 .8 331 .5 09-02 09-07 10-12 114
④ 06-20 07-11 609 .0 58 .1 354 .0 09-02 09-07 10-12 114

2 .2 不同基本苗数对超级稻产量和经济性状的影响

2 .2.1 对产量的影响。方差分析表明, 不同基本苗处理之

间的产量差异达极显著水平。由表4 可见, 不同基本苗处理

的产量 , 以处理③的最高, 分别比处理①、②、④增产10 .1 % 、

6 .6 % 、8 .4 % 。并且, 不同基本苗处理的日产量也以处理③的

最高, 比处理①、②、④分别增产11 .3 % 、6 .7 % 、8 .4 % 。

2 .2 .2 对经济性状的影响。丰源优299 各不同基本苗处理

的有效穗数随基本苗的增加而增多( 表4) 。处理④最多, 为

354 .0 万/ hm2 ; 处理①最低, 仅为250 .5 万/ hm2 。每穗总粒数

和实粒数则随基本苗的增多而减少, 处理①的最多, 分别为

134 .8 、111 .2 粒/ 穗; 处理④的最少, 分别为100 .6 、80 .1 粒/ 穗。

结实率 以处 理① 的最 高, 为 82 .5 % ; 处 理④ 的最 低, 为

79 .6 % 。丰源优299 各不同基本苗处理的千粒重相近。

上述试验结果表明, 基本苗数少的处理, 虽然有效分蘖

多, 但是其最高苗数仍未达到合适的苗数, 田间有较多的空

隙空间存在 , 有利于通风透气和利用温光资源 , 得到较好的

营养生长空间和单株平均养分, 有利于提高植株的抗病虫害

能力, 因此其成穗率高、每穗总粒数和实粒数最多; 随着基本

苗数的增加, 其最高苗数趋向最合适的苗数或超过最高苗

数, 植株的营养生长空间越来越拥挤, 或者形成不合理的营

养空间结构和较少的单株平均养分 , 故其成穗率就低, 每穗

总粒数和实粒数少; 千粒重相近 , 说明形成实粒后, 其重量大

小是由其品种的遗传特性决定的 , 在其他栽培条件相同的条

件下, 与基本苗数无关。但是 , 由于千粒重相近, 结实率虽有

变化, 但变化不大 , 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仅2 .9 % , 故它不是

决定总产量的主要因素, 而总穗数是基本苗数要达到合适苗

数才能达到最大, 这说明合适的基本苗数是构成总穗数非常

重要的因素, 是形成丰源优299 高产的基础。

表4 基本苗数对丰源优299 的产量及经济性状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basic seedlings on yield and economic traits of

Fengyuanyou299

处理
Treat-
ment

有效穗
万/ hm2

Effective
ears

每穗总粒
数∥粒

Total grains
per ear

每穗实粒
数∥粒
Effective
grains
per ear

结实率
%

Seed
setting
rate

千粒重
g

1 000-
grain
weight

产量
kg/ hm2

Yield

日产量
kg/ ( d
·hm2)
Daily
yield

① 250 .5 134 .8  111 .2 82 .5 29 .6 7 650 .0 66 .45

② 283 .5 124 .6 99 .8 80 .1 29 .8 7 900 .5 69 .30

③ 331 .5 111 .6 90 .5 81 .1 29 .6 8 425 .5 73 .95

④ 354 .0 100 .6 80 .1 79 .6 29 .6 7 774 .5 6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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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4 最佳农艺措施组合分析。采用频数分析法, 在计算

机上模拟得到的625 个试验组合中, 产量超过45 .00 t/ hm2 的

方案有43 个( 表3) 。由表3 可知, 脱毒甘薯产量在45 .00

t/ hm2以上 , 决策变量的农艺措施为: 施氮量63 .42 ～74 .73

kg/ hm2 , 施P2O5 量67 .76 ～82 .24 kg/ hm2 , 施 K2O 量106 .70 ～

127 .71 kg/ hm2 , 密度4 .60 万～5 .30 万株/ hm2。

图1 单因子对脱毒甘薯的产量效应

Fig.1 Effect comparison among 4experi mental factorsinsweetpotato

3  讨论

甘薯感染病毒后 , 影响到薯苗的正常生理过程, 导致光

合作用减弱, 呼吸作用增强, 病毒加速叶片衰老, 绿叶功能期

缩短; 病毒还与质体竞争磷、氮等养分。甘薯脱毒后, 生长特

性及需水、需肥规律等发生了变化, 生长旺盛, 结薯早, 产量

高[ 14 - 15] 。John 等研究了磷、钾缺乏对甘薯生长的影响[ 16] ,

Sharma 等的研究表明, 甘薯需施氮50 ～80 kg/ hm2 、P2O5 50

kg/ hm2 、K2O 50 ～80 kg/ hm2[ 17] 。该研究表明, 氮、磷、钾及密

度与脱毒甘薯产量之间的关系呈抛物线型回归关系, 在一定

的范围内, 随施肥量和密度的增加, 产量增加 , 超过一定范围

再增加施肥量和密度将造成减产, 随着产量的提高, 脱毒甘

薯对钾的需要量增加。该试验条件下 , 豫薯7 号脱毒甘薯的

最高产量达53 .00 t/ hm2 , 产量在45 .00t/ hm2 以上的农艺措施

组合为 : 施氮63 .42～74 .73 kg/ hm2 , 施P2O5 67 .76～82 .24

kg/ hm2 , 施K2O106 .70 ～127 .71 kg/ hm2 , 密度4 .60 万～5 .30 万

株/ hm2 。因此, 在种植脱毒甘薯时, 应增施钾肥, 适量施用

氮、磷肥, 控制合理的种植密度, 才能获得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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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 .1  丰源优299 的适宜插植基本苗 不同基本苗数对丰源

优299 的产量有极显著的影响, 表现为有效穗数随基本苗数

的增加而增多。同时试验结果表明, 丰源优299 的基本苗

少, 低位分蘖少 , 有效分蘖期长, 有效穗少, 导致抽穗不整齐 ,

产量偏低; 如果基本苗过多, 则其低位分蘖多, 有效穗多, 但

分蘖多, 群体大, 个体发育不良, 病害较重, 也不利于高产。

试验表明, 该组合的基本苗以150 万～165 万/ hm2 为佳。

3 .2  超级稻的配套栽培技术 超级稻晚稻中熟杂交组合在

湖南栽培全生育期大多为113 ～115 d , 全生育期较短, 有效分

蘖期短( 在移栽后15 d 以内) , 因此在超级稻晚稻中熟栽培

上, 需扩大秧田面积, 适量增加大田用种量, 以保证适宜的基

本苗数[ 4 - 6] 。同时用烯效唑拌种, 培育带蘖壮秧, 带泥浅栽 ,

利于返青快分蘖早, 返青后立即追施分蘖肥, 促进低位分蘖

的发生, 提高成穗率, 适时控苗, 防止分蘖过多, 以减轻病虫

危害, 达到环保节本增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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