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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籼型不育系五丰A的特征特性及
高产优质繁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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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丰A是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选育的野败型籼稻优质三系不育系，介绍了五丰A的特征特性及高产优

质繁殖技术，包括严格选择繁种基地、合理安排播插期、定向栽培、加强病虫害防治、巧施“九二o”赶粉、严格去杂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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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因具有产量高、适应性广、抗逆性强等优

点．一问世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世界的粮食生产

做出了突出的重大贡献11-21。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我国正式加入WTO，内外因

素均对我国的杂交水稻提出新的要求．在高产、适应性

广的前提下。选育优质杂交水稻新品种对推动我国杂交

水稻的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五丰A是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于1997早造

利用优IB与G9248进行有性杂交、通过连续定向选

择，于1999年早造(F4)挑选农艺性状好、生长旺盛、穗

粒数较多的单株与具有野败型细胞质的23A进行回

交。再通过严格的花粉镜检与株系选择。2003年晚季

已进入BC9F1，五丰B已进入F13，同年10月通过了广

东省科技厅组织的技术鉴定。

迄今为止．利用五丰A配制的组合已有8个分别通

过国家、省、市级品种审定，因系列组合产量高、适应性

广。特别是由于米饭软硬适中、适口性好，因此深受农民

朋友和推广部门的欢迎。应用面积日益扩大；加上随着

新组合的不断育成。对五丰A需求量也逐年增加。为适

应市场的要求。我们对五丰A的特征特性及高产繁殖技

术进行了研究。并总结出高产、优质、高纯度的繁殖技

术。2006年韶关繁殖2．1 hm2，入库种子5．48 t，平均产量

2．61 t／llm2．试样纯度99．85％；2007年繁殖5．8 hm2，入库

种子16．70 t，平均产量2．．88池m2'试样纯度99．88％。

1主要特征特性

1．1不育性

2003年10月。广东省科技厅组织专家组对五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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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进行田间现场鉴定，千株群体不育株率100％，花粉

不育度99．96％，其中典败占95．26％。

1．2植株形态

五丰A株型紧凑，前松后紧，生势旺盛；分蘖力中

等，茎秆粗壮，抗倒性强；剑叶稍宽，叶色浓绿，长度中

等，较挺直；稃尖、叶鞘、柱头均为紫红色；株高80～90

cm，每穗总粒数150—160粒，穗长19—21 cm，千粒重

22-24 g。

1．3 生育期

在海南三亚．2006年11月17日播种，2007年1

月27日抽穗．播始天数71 d：2007年11月23日播

种。2008年2月9日抽穗，播始天数78 d；2008年12

月10日播种，2009年3月22日抽穗，播始天数71 d。

在韶关，2005年6月11日播种。8月11日抽穗，播始

天数61 d．叶片数12．2片。

1．4稻米品质

经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测定。五丰

A谷粒长60 mm，长宽比2．7，垩白粒率1％，垩白度O．4％，

碱消值为4．0级。胶稠度75 mln，直链淀粉含量10．9％。

1．5制种性状

五丰A花时相对集中。高温晴天利于开花，开花高

峰期一般在lO：3肌11：00，阴雨天气相对推后。单穗开花

历期％d，单株开花8～10 d，开花盛期在始穗后4巧d，

开花角度32。，闭颖性好。柱头紫色，长大且外露率高达

83．1％，其中双露率62．3％，活力强，一般情况下可保持

3--4 d。对“九二o”敏感，一般用量205～225 g／hm2。

2高产优质繁殖技术

2．1 严格选择繁种基地。确保不受外来花粉的影响

杂交稻亲本繁殖最忌其他外来水稻花粉的影响，

因此．选择繁种基地首先要考虑隔离条件。本着这一

原则，我们首先选择相对独立的田块，而且要求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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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对周边可能造成影响的田块，原则上一律统一种

植父本材料。

韶关是双季稻作区，单繁殖基地一年只安排一季

水稻．其余闲置时间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影响下一造

繁种的情况下，合理安排种植绿肥或蔬菜等经济作物。

繁殖前提早犁耙沤田，特别是秧地。尽量杜绝上造水稻

落田谷对繁殖质量造成影响。

2．2合理安排播插期。提供良好的授粉条件

韶关地处粤北山区，以山地丘陵为主，9月上旬气

候比较温和．日平均气温28cc左右，昼夜温差大。这段

时间雨水相对较少，同时由于山区形成的独特自然小

气候，夜晚雾水足、湿度大，有利于保持柱头活力，提高

异交结实率。

2．3定向栽培。建立高产群体

2．3．1播前晒种．强氯精浸种催芽 刚收获的五丰A、五

丰B均具有较强的休眠性，浸前晒种5～6 h，做到薄摊、

勤翻、晒透．同时要防止破壳断裂[31。然后用0．3％强氯精

浸种6 h左右，既可以打破种子休眠，又可以消毒种子，

使种子萌发速度更加整齐～致，利于提高秧苗素质。齐

根后要适当控制根的生长。促进芽的生长，使根芽平衡

生长。达到根短芽壮，根芽齐出后适当摊凉锻炼。

2。3．2稀播匀播．培育带蘖壮秧选择地势平坦、易于

排灌、阳光充足的田块作秧地，做到畦面平整，泥土软

而细，表面有一层浮泥。每公顷秧田施用碳酸氢铵60

kg、过磷酸钙450 kg、氯化钾150 kg作基肥，父本播种

量每公顷不超过125 kg，母本播种量每公顷控制在

150 kg以内，第l期父本比母本迟播3 d，第2期父本

比第l期父本再迟3 d。秧苗2叶1心时，每公顷秧田

喷施15％多效唑3．0 kg，以利于分蘖壮秧，秧田喷前排

水。第2 d回水灌溉。并根据秧苗长势追施适量复合

肥。插前3 d追施送嫁肥。田间注意防治稻瘿蚊、稻飞

虱等病虫害。

2．3．3适时移植。插足基本苗母本秧龄18 d开始移

植，单株插植，同丘田母本插完后3 d内插完父本，两

期父本同期插植，每穴插2～3苗，厢宽一般采用1．93

m，父母本行比2：12，母本插植规格13．2 cm×16．5 em，

两期父本插植规格16．5 cm×20 em，三角形插植。

2．3．4合理施肥，加强肥水管理五丰A分蘖力中强，

株型紧凑，茎秆相对较粗壮，剑叶较宽且挺直。栽培上

注意前期攻苗，浅水或适当歇水促分蘖，够苗晒田。倒

三叶露尖至倒二叶露尖期间注意排水晒田，控氮施磷

钾肥．施适量硅肥，可以控制剑叶生长，壮秆防倒，从而

形成有利的授粉态势。见穗前10～15 d施保花肥，喷施

硼、镁等微量元素，则有利于五丰A的开花及柱头外

露．提高异交结实性。浅水扬花，灌浆及完熟期做到干

湿交替，利于籽粒灌浆充实，收割前7 d左右根据实际

情况排水露田。

2．4加强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防治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五

丰A对稻瘟病抗性一般。栽培上注意稻瘟病的发生，

同时加强对纹枯病的防治。粤北山区是稻飞虱、稻瘿蚊

和稻纵卷叶虫易发地带。生产过程中要加强管理，及时

防治。抽穗扬花期慎重用药。以防伤害花丝柱头，影响

结实。

2．5巧施“九二o”．及时赶粉

五丰A对“九二o”较敏感。喷施过早过多容易使

植株过高、导致倒伏。“九二o”的喷施原则是：看苗喷

施，苗齐早喷，苗散迟喷；苗嫩迟喷量少，苗老早喷量适。

一般是在五丰A见穗20％左右开始喷施“九二o”，第1

次90 g／hm2,第2次135 g／hm2，连续喷2次，每次喷施时

父本重喷1次。喷施“九二o”时添加适量的微量元素，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授粉态势[41。有利于提高异交结

实。及时赶粉，每天3~4次，大风小赶，小风大赶；露水大

的天气9：00前加赶1次．便于提早母本花时。

2．6严格除杂。确保纯度

质量是生命．杂交水稻亲本种子的纯度关系到整

个杂交水稻生产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为保证能生产出

高质量的亲本种子，在原种纯度高、隔离条件好的前提

下．如何防止生物学混杂和机械混杂就成为杂交稻亲

本种子优质生产过程中的重中之重151。

播种前及早浸泡生产田。是有效防止上造大田落

田谷致杂的有效途径。同时五丰A叶色较浓绿，植株

较矮．可以在封行前去除部分异型杂株及生长在行间

的落田谷；田间及时去杂，父本在授完粉后马上割掉，

割时尽量割低．防止漏穗；包边及横头父本是除杂的关

键。应在扬花后期还有少量尾花时割除，便于确认。所

有的收割、晒种、包装用具一律检查，做到机械清干净、

晒场扫干净、器具打干净、包装物品翻干净，确保生产

的种子高质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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