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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杂交稻新组合五丰优316生产陛能分析

李歆华，黄广平，王新

(汕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广东汕头515021)

摘 要：五丰优316是汕头市农科所近年用五丰A(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育成)与该所育成的恢复系汕恢316组配育成

的籼型杂交稻感温组合。利用2004年早造广东省杂交稻Ⅸ域性试验资料，分别对五丰优316与对照组合华优8830的丰产性、稳

定性与适应性进行分析和比较。结果表明：五丰优316的丰产性优于对照组合华优8830，对环境具有良好的适应性．是一个较有

发展前途的杂交稻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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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丰优316是汕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近年用五丰A

(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育成)与本所育成的恢复系汕

恢316组配育成的籼型杂交稻感温组合。2003年早造经

汕头市农科所品比，2004、2005年早造经广东省区试及

2005年生产试验等试验鉴定程序。2006年1月通过广东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经综合鉴定，该组合在丰产性、适应

性、稻米品质等方面优于对照组合华优8830和中9优

207，是一个较有发展前途的优质中熟杂交稻新组合。五丰

优316全期匀生稳长，分蘖力中等，功能叶厚、直。剑叶角

度小，后期耐热性强，熟色好，植株型态集散适中。科高

101 cm，每667 m2有效穗数18．3万条．成穗率61．7％。

66-3％，穗长21．5 cm，着粒密，每穗总粒161粒，结实率

87．2％，千粒重22．3 g。在广东省早造种植，全生育期123—

124 d，比对照组合华优8830长l d．比中9优207短2

d。对稻瘟病全群抗性频率60．2％，属中感，其中对中C群、

中B群和中A群抗性频率分别为70．19％、22．23％和

75．0％，田间发病轻；感白叶枯病．对C4、C5菌群分别表现

为中感和高感。经广东省区试鉴定。五丰优316早造米质

鉴定为部标优质3级，外观l级，整精米率51．2％．垩白粒

率16％，垩白度4％，直链淀粉13％，胶稠度85 mm。长宽

比2．8111。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其生产性能，使其在生产上能

因地制宜合理利用，现根据2004年早造广东省杂交稻区

域性试验的汇总资料，对五丰优316与对照组华优8830

在丰产性、稳定性和适应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2004年早造参试材料包括天丰优122(复试)、优优

372(复试)、西杂21l(复试)、明优06、五丰优372、五丰优

316、优优316、天丰优450、中优399、粤杂510、屯杂1号和

华优8830(CK)等12个组合。

1．2试验方法

试验在广东省不同稻作区的13个试点(湛江、肇庆、东

源、汕头、惠来、惠州、广州、新会、阳江、高州、梅州、韶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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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雄)进行，代表不同的生态环境和栽培条件。各试点试验

按统一方案实施，3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面积为

13．3 m2。

12l产量稳定性和适应性分析按George C．C．Tai提

出的模式I习估计品种的遗传型稳定性参试＆。和又。，以＆；和走
度量品种的产量稳定性，并以此评价品种的适应性。两个参

数的计算公式为：每面‰
爻；星(世)c堡：弘(璺噬1

(m—1)MSE／mp

式中，＆。为第i个品种环境效应的线性响应，又。为第i个品

种对环境效应的直线响应的离差，MSL为环境方差．MSB

为环境内区组方差，MSE为误差方差，m为参试品种数，P

为重复次数，S·(∥)。为环境效应与互作效应的样本协方

差，s2(g，)i为第i个品种的互作效应的样本方差。S·(∥)；和

．s2(at)。的计算公式为：

s·(g，)，三k(∥)，】／(凡一1)

酽。(g，)F二【(玉)≈]／(n-1)

式中，n为环境数，乃为第．『个环境效应的环境效应估计值，

(亩)≈为第i个品种与环境互作效应估计值。
1．2．2产量构成因素稳定性分析计算五丰优316产量构

成因素(有效穗、每穗粒数、千粒重)在各试点的变异系数．

以此评价产量构成因素的稳定性。

2结果与分析

2．1丰产性

2004年早造区试结果(表1)表明，五丰优316的丰产

性能突出，平均产量7．92 t／hm2，名列12个参试材料第2

位，比对照组合华优8830增产8．3％。在13个参试点中．五

丰优316比华优8830(CK)增产的有12个点，增产幅度在

4．13％一16．36％之间。

2．2产量稳定性和适应性

2004年早造区试结果按Tai氏模式估算的品种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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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参数＆i和是(表1)。一个完全稳定的品种应为&产一1，

叉产1。其不因环境的变化而影响产量；而一个具有平均稳

定性的品种应为＆。=0、是：1，其对所有环境都表现良好的适

应性。＆。为正值的品种一般属于稳定性低的类型，其对环

39

境变化反应敏感。是值越小，表明对＆。值的置信度越大。由

表1可知，五丰优316的适应性参数&l-一0．02，在一l～0之

间且接近于0，表明该组合的稳产性好，对不同的栽培环

境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表1 各参试组合的丰产性和稳定性分析(2004早造)

。 。
产靖 比CK+ 兰!墨型竺 产鼍 适应馋参数 稳定性参数 丝亡堕况——

4 。
(t／hm2) (％) 0．05 O．01 名次 a； 入， 增产点数 增产率(％)

优优316 8．00 +9．38 a A l 一0．05 l 1．6l 12 0．33。23．05

五丰优316 7．92 +8．30 a A 2 -0．02 17．99 12 4．13。16．36

天丰优122 7．88 +7．79 ab A 3 一O．14 18．78 12 1．55。18．69

粤杂510 7．80 +6．69 ab A 4 -0．02 15．10 12 0．80。21．56

天丰优450 7．61 +3．97 ab A 5 —0．10 6．39 10 1．85。12．15

中优399 7．53 +2．96 ab AB 6 —0．18 16．89 10 0．68。13．76

华优8830(CK) 7．3l ab ABC 7 —0．17 7．20

两杂2ll 7．28 _o．54 ab ABC 8 —0．21 9．24 6 0．39。11．15

明优06 7．25 一O．84 ab ABC 9 —0．10 18．04 6 1．65～15．24

屯杂l号 7．03 —3．87 be ABC 10 +0．00 lO．10 6 0．56—5．89

优优372 6．47 —1 1．5l c BC l l +O．67 184．17 7 0．88～14．12

五丰优372 6．44 一12．00 c C 12 +O．32 152．32 7 2．48，l 1．1l

23产量构成因素稳定性和高产途径

2004年早造五丰优316的产量构成因素的平均值、变

异系数列于表2。从表2可以看出，五丰优316的有效穗

数、每穗实粒数和千粒重都较均匀协调。有效穗数变幅为

234．0万一331．5万条／hm2。变异系数为11．33％：每穗实粒数

的变幅为114．0～175．4粒，变异系数为13．88％：千粒重的变

幅为20．40～23．00 g，变异系数为3．68％。其中以每穗实粒

数的变异系数最大。五丰优316的有效穗数和千粒重的变

异系数比华优8830(CK)分Nd,1．20％和1．17％，每穗实粒

数的变异系数比华优8830(CK)大1．58％，表明五丰优316

有效穗数和千粒重对环境变化的反应敏感度较华优8830

(CK)dx，而每穗实粒数对环境变化反应较为敏感，因此．在

五丰优316的栽培中，应把提高每穗实粒数作为夺取高产

的主攻目标。

表2五丰优316产量构成因素的稳定性

分析项目
互塑堡塑f互墨尘竺2 垫馒兰堑墼!塾!堕! 王堑重!g!

五丰优316

234．0—33 1．5

271．3

11．33

竺塑!!!堕竺塑 至圭垡!!鱼 堡垡!!!Q堡塑 亘主垡!!鱼 堡垡!!!堕垦塑
255．6—375．0 1 14．0～175．4 93．5—126．5 20．40～23．00 21．10～25．10

312．9 140．3 l 11．2 22．05 23．65

12．53 13．88 12．30 3．68 4．85

变幅

平均值

变异系数

3结语

本研究以2004年早造广东省杂交稻区域试验结果为

基础，对籼型杂交稻感温新组合五丰优316的丰产性、稳

定性、适应性和产量构成闪素稳定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其丰产性能突出，稳产性好，对不同的栽培环境具有良好

的适应性。其高产的主要原因是穗数、每穗实粒数及千粒

重均匀协调。在产量构成因素中，每穗实粒数是该组合最

活跃的因素．不同的栽培条件下对每穗实粒数影响最大。

其产量主要是受每穗实粒数制约，栽培上应把增加粒数作

为夺取高产的主攻方。具体措施上。在保证足够穗数的基

础上，可以适施穗肥，以增加总颖花数，适当增施磷、钾肥，

及时露晒田，提高结实率；加强后期的水分管理．酌施粒

肥，保持根系活力，提高籽粒的充实度，从而达到高产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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