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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索杂交水稻制种父本机插秧及施肥方式对其群体生长发育的影响，选用华占、蜀恢５２７和 Ｒ９３１１三
个父本为材料，设计等行距（２０／２５ｃｍ×３０ｃｍ）和宽窄行距（２０／２５ｃｍ×４０、２０ｃｍ）两种６行父本插秧机移栽父本，
以等行距（２０／２５ｃｍ×３０ｃｍ）人工移栽作对照，并采用１、２、３次３种施肥方式处理，观察与考查供试父本开花期和
穗粒构成。结果表明：机插方式和施肥方式对播始历期影响较小；３个父本采用机插秧能显著提高其群体单位面
积有效穗数和颖花数；采用机插秧并分２次或３次施肥可增加其分蘖数；父本华占采用宽窄行机插秧，并以３次施
肥，能够显著增加其单位面积颖花数，父本蜀恢５２７、Ｒ９３１１机插秧能够显著增加单位面积颖花数，并适宜３次
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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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人工进行杂交水稻制种，父本以一行或两
行栽插，不便于机械栽插和收割，而且在授粉后要将

父本割弃，造成父本稻谷损失。采用机械栽插父本

可以多行栽插，授粉结束后不必割弃父本，成熟后可

采用机收［１］。杂交水稻制种父本机插秧是破解劳

动力不足、人工成本高、制种质量与产量不稳定等难

题，促进杂交水稻制种转型升级的主要措施［２，３］，也

是杂交水稻全程机械化制种的一个重要技术环节。

目前，美国、巴西等大面积机械化杂交水稻制种的主

要形式是按父、母本播差期采用机械旱直播或育苗

机插［４］。国内关于父本机械栽插技术研究较少。

刘爱民等人研究表明，采用农用无人机辅助制种授

粉，可以将父母本相间种植的行比扩大到 ６∶４０～
６０，即父本种植６行、母本种植４０～６０行，父本可采
用机插秧。但是，父本机插小苗秧，其生长发育特性

较人工移栽的大苗秧具明显差异。本研究根据杂交

水稻制种对父本群体开花历期和花粉量的要求，将

宽行距小株距插秧机改制成宽行距（３０ｃｍ）大株距
（２０／２５ｃｍ）、和宽窄行距（４０～２０ｃｍ）两种６行插
秧机栽插父本，并试验３种施肥方式，以期找到既能
获得父本有较长抽穗开花期，确保父母本花期相遇，

又能培养花粉量充足的父本群体。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于２０１６年５～１０月，在湖南省武冈市湖南
隆平种业有限公司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进行。

供试父本：华占（生育期中等，分蘖能力强），蜀

恢５２７（生育期较长，分蘖能力较强），Ｒ９３１１（生育
期长，分蘖能力弱）。

育秧盘：５８×２８×２（ｃｍ）毯状育秧盘。
插秧机：２０／２５×３０（ｃｍ）等行插秧机、２０／２５×

（４０、２０）（ｃｍ）宽窄行插秧机。
肥料：复合肥（Ｎ∶Ｐ∶Ｋ＝１５∶１５∶１５）６７５ｋｇ／ｈｍ２，

尿素（Ｎ：４６％）２２５ｋｇ／ｈｍ２。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育秧移栽

试验于５月１１日播种。机插秧育秧用湘晖基
质与过筛细土１∶２混合为育秧盘土，在育秧盘内填

入２／３盘深盘土，先将盘土完全浇透水，种子催芽破
胸后用播种机均匀播于育秧盘内，再用盘土将种子

覆盖并洒少量水，待出苗时将其移至育秧田，秧苗

３７叶时机插秧（６月３日）。对照为水田育秧，秧
苗５５叶时（６月８日）人工移栽。每公顷栽插苗
数，华占５０万，蜀恢５２７与Ｒ９３１１均为４０万。

１２２　试验处理

本试验３个父本均采用栽插方式、施肥次数二
因素顺序排列设计。栽插方式设３种处理：Ａ１宽
窄行机插（密度２０／２５ｃｍ×４０、２０ｃｍ），Ａ２等行机
插（密度２０／２５ｃｍ×３０ｃｍ），Ａ３等行人工插秧（密
度２０／２５ｃｍ×３０ｃｍ）作对照。父本栽插株距华占
为２０ｃｍ，蜀恢５２７、Ｒ９３１１为２５ｃｍ。施肥时期及比
例设３个处理：Ｂ１一次性施肥（１００％基肥）；Ｂ２
分２次施肥（７０％基肥，３０％促蘖肥）；Ｂ３分３次施
肥（７０％基肥，２０％促蘖肥，１０％促花肥）。３个施肥
处理的Ｎ、Ｐ、Ｋ施肥总量相等。

试验田将３个施肥处理设为３个大区，在每个
大区内再设３个试验中区，分别栽插３个父本，每个
中区内安排３种插秧方式为试验小区，每个小区栽
插６行父本，小区长度３０ｍ，栽插后再将每小区分
为３等份，为３次重复，每个重复面积１８ｍ２。为防
止串肥，小区间用薄膜包埂，四周设保护行。

１３　观察记载内容、标准以及方法

（１）苗情动态记载。移栽返青后每个小区连续
定１０穴，调查基本苗数，每５ｄ记载一次苗数，至苗
数连续两次下降为止。

（２）抽穗动态。记载苗情动态的１０穴，分别从
见穗至完穗期，每天定时记载当日已抽出穗数。计

算日抽穗率，分析见穗期、始穗期、齐穗期、完穗期、

播始历期、抽穗历期、盛穗历期。

（３）群体穗粒结构。每个小区记载叶龄苗情的
１０穴，调查每穴有效穗数，并随机选取代表性５穴
植株，考查平均每穗颖花数，计算单位面积有效穗数

和总颖花数。

１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和 ＤＰＳ７０５软件进行数据整
理与统计分析。

６５３ ＣＲＯ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３１（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父本分蘖动态

由表１～３可知，３个父本在同一施肥处理中，
处理Ａ１、Ａ２的分蘖始期均早于处理 Ａ３，且 Ａ１、Ａ２
的最高苗数均多于处理 Ａ３，但 Ａ１、Ａ２处理间分蘖
差异不明显，说明机插秧分蘖早且多。父本华占、蜀

恢５２７和Ｒ９３１１在处理 Ａ１、Ａ２中最高苗日期分别

为７月７日、７月７日和７月１２日，但在处理Ａ３中
最高苗日期比Ａ１、Ａ２迟５ｄ。在同一栽插方式处理
中，Ｂ１、Ｂ２、Ｂ３处理间每穴苗数在分蘖前期均无明
显差异，但在分蘖中、后期，处理 Ｂ２、Ｂ３苗数多于处
理Ｂ１，说明追施促蘖肥能增加每穴苗数。在 Ａ×Ｂ
两因素互作中，处理 Ａ１Ｂ２、Ａ１Ｂ３、Ａ２Ｂ２、Ａ２Ｂ３的最
高苗数均多于其它几种处理，说明３个父本均适宜
采用机插并分２或３次施肥来增加分蘖数。

表１　华占分蘖动态（苗／穴）

处理 ０６－０７ ０６－１２ ０６－１７ ０６－２２ ０６－２７ ０７－０２ ０７－０７ ０７－１２ ０７－１７ ０７－３１
Ａ１Ｂ１ ３０ ５４ ８９ １３９ ２４３ ２８７ ２９８ ２９２ ２７２ １９７
Ａ１Ｂ２ ３０ ４６ ８８ １５７ ２６０ ３１４ ３２４ ３１５ ２９６ ２４７
Ａ１Ｂ３ ３０ ４５ ８３ １５１ ２５８ ３０９ ３１９ ３１１ ２９２ ２５１
Ａ２Ｂ１ ３０ ５３ ９３ １４８ ２４８ ２８３ ２９３ ２８５ ２６７ １８３
Ａ２Ｂ２ ３０ ４７ ８９ １５７ ２６２ ２９７ ３１７ ３１０ ２９２ ２３１
Ａ２Ｂ３ ３０ ４６ ９０ １５３ ２６０ ２９４ ３０９ ２９８ ２８１ ２２７
Ａ３Ｂ１ ３０ ５６ ９３ １７１ ２４１ ２５７ ２６２ ２４８ １７８
Ａ３Ｂ２ ３０ ５１ １０７ １８６ ２５１ ２７３ ２７９ ２５９ ２０１
Ａ３Ｂ３ ３０ ５２ １０２ １７８ ２４７ ２６６ ２７３ ２５６ １９４

表２　蜀恢５２７分蘖动态（苗／穴）

处理 ０６－０７ ０６－１２ ０６－１７ ０６－２２ ０６－２７ ０７－０２ ０７－０７ ０７－１２ ０７－１７ ０７－２２ ０８－０９
Ａ１Ｂ１ ３０ ４３ ７２ １１０ １７９ ２２８ ２５３ ２４９ ２３７ ２２１ １７９
Ａ１Ｂ２ ３０ ５０ ８０ １２６ １９４ ２５７ ２７８ ２７２ ２６２ ２４９ ２１２
Ａ１Ｂ３ ３０ ４３ ７５ １１５ １８７ ２４９ ２７２ ２６４ ２５８ ２４１ ２０９
Ａ２Ｂ１ ３０ ４１ ６０ １０６ １７７ ２３３ ２５６ ２５５ ２４５ ２３６ １７７
Ａ２Ｂ２ ３０ ４４ ７４ １１４ ２１１ ２６３ ２８１ ２７８ ２７３ ２５９ ２０６
Ａ２Ｂ３ ３０ ４０ ６８ １１６ ２０８ ２５８ ２７６ ２６９ ２５３ ２４４ ２１１
Ａ３Ｂ１ ３０ ５１ ７６ １２２ １８３ ２２１ ２３３ ２２８ ２１４ １６３
Ａ３Ｂ２ ３０ ４５ ８２ １３８ ２０３ ２３５ ２５１ ２４５ ２３３ １８１
Ａ３Ｂ３ ３０ ４２ ８９ １３３ １９７ ２３１ ２４４ ２３９ ２２３ １７７

表３　Ｒ９３１１分蘖动态（苗／穴）

处理 ０６－０７ ０６－１２ ０６－１７ ０６－２２ ０６－２７ ０７－０２ ０７－０７ ０７－１２ ０７－１７ ０７－２２ ０７－２７ ０８－１６
Ａ１Ｂ１ ３０ ４３ ７１ ９７ １６１ ２０８ ２３５ ２４５ ２４３ ２３４ ２２１ １７５
Ａ１Ｂ２ ３０ ４９ ７８ １１３ １８１ ２３５ ２５５ ２６５ ２６１ ２５４ ２４５ １９０
Ａ１Ｂ３ ３０ ４８ ６７ １０４ １６９ ２２６ ２５２ ２５９ ２５３ ２４９ ２４１ １８７
Ａ２Ｂ１ ３０ ４１ ７３ １０２ １６３ ２０５ ２３３ ２４７ ２４１ ２３７ ２２６ １７３
Ａ２Ｂ２ ３０ ５１ ８１ １１９ １８２ ２３９ ２６７ ２７３ ２６８ ２６３ ２５３ １８８
Ａ２Ｂ３ ３０ ４７ ７４ １０７ １７１ ２２８ ２５８ ２６９ ２６４ ２６１ ２５５ １８６
Ａ３Ｂ１ ３０ ４９ ７４ １２１ １６６ ２０１ ２１３ ２２５ ２１９ ２０４ １５８
Ａ３Ｂ２ ３０ ４５ ７９ １３４ １８７ ２１９ ２３２ ２３９ ２３２ ２１９ １７１
Ａ３Ｂ３ ３０ ４２ ７６ １２５ １７５ ２１１ ２２７ ２３５ ２２８ ２１８ １６９

２２　父本抽穗特性

由表４可知，在３个父本中，处理 Ｂ３的播始历

期比Ｂ１、Ｂ２的播始历期均仅长１ｄ；华占、蜀恢５２７、
Ｒ９３１１处理Ａ１、Ａ２的播始历期比Ａ３的播始历期分
别仅长２、１、２ｄ。在Ａ×Ｂ两因素互作中，各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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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始历期差异亦较小，说明不同栽插方式和施肥次

数对父本的播始历期影响较小。

父本华占Ａ１、Ａ２处理的抽穗历期均为８ｄ，Ａ３
为８７ｄ，Ｂ１的抽穗历期为８ｄ，Ｂ２、Ｂ３均为８３ｄ；
父本蜀恢５２７处理Ａ１的抽穗历期为１０３ｄ，Ａ２、Ａ３
均为１０ｄ，Ｂ１、Ｂ２的抽穗历期均为１０ｄ，Ｂ３为１０３

ｄ；父本 Ｒ９３１１处理 Ａ１的抽穗历期为１０ｄ，Ａ２、Ａ３
均为 １０３ｄ，Ｂ１、Ｂ２的抽穗历期均为 １０ｄ，Ｂ３为
１０７ｄ。Ａ×Ｂ两因素互作中，各处理抽穗历期差异
亦较小，说明同一父本采用不同栽插方式和施肥次

数对其抽穗历期影响较小（表４）。

表４　各处理的３个父本播始历期和抽穗历期（ｄ）

处理
华占 蜀恢５２７ Ｒ９３１１

播始历期 抽穗历期 播始历期 抽穗历期 播始历期 抽穗历期

Ａ１ ９０ ８０ ９２ １０３ １０１ １００
Ａ２ ９０ ８０ ９２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３
Ａ３ ８８ ８７ ９１ １００ ９９ １０３
Ｂ１ ８９ ８０ ９２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Ｂ２ ８９ ８３ ９２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Ｂ３ ９０ ８３ ９３ １０３ １０１ １０７
Ａ１Ｂ１ ８９ ８０ ９２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Ａ１Ｂ２ ９０ ８０ ９２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０
Ａ１Ｂ３ ９０ ８０ ９３ １００ １０２ １００
Ａ２Ｂ１ ９０ ８０ ９２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Ａ２Ｂ２ ９０ ８０ ９２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０
Ａ２Ｂ３ ９１ ９０ ９３ １００ １０２ １００
Ａ３Ｂ１ ８８ ８０ ９１ １１０ ９９ １００
Ａ３Ｂ２ ８８ ８０ ９１ １００ ９９ １１０
Ａ３Ｂ３ ８９ ９０ ９２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１０

２３　父本穗粒构成

２３１　有效穗数

由表５可知，父本华占不同栽插方式间的单位
面积有效穗数差异显著，表现为 Ａ１＞Ａ２＞Ａ３；不同
施肥次数间以Ｂ２、Ｂ３的单位面积有效穗数较多，显
著高于Ｂ１；Ａ×Ｂ互作效应显著，以 Ａ１Ｂ２、Ａ１Ｂ３单
位面积有效穗较多，说明父本华占机插秧能够显著

增加父本的单位面积有效穗数，且适宜采用宽窄行

机插秧，并以２次或３次施肥效果较好。父本蜀恢
５２７、Ｒ９３１１不同栽插方式间的单位面积有效穗数以
Ａ１、Ａ２较多，均显著高于 Ａ３；不同施肥次数间以
Ｂ２、Ｂ３的单位面积有效穗数较多，显著高于Ｂ１；Ａ×
Ｂ互作效应显著，以 Ａ１Ｂ２、Ａ１Ｂ３、Ａ２Ｂ２、Ａ２Ｂ３单位
面积有效穗数较多，说明父本蜀恢５２７、Ｒ９３１１两种
机插秧方式都能够显著增加其单位面积有效穗数，

并以２次或３次施肥效果较好。

２３２　单穗颖花数

如表５所示，在不同栽插方式间父本华占 Ａ３
的单穗颖花数显著高于 Ａ１、Ａ２，而父本蜀恢５２７和

Ｒ９３１１的单穗颖花数无显著差异；在不同施肥次数
间均以Ｂ３的单穗颖花数较多，且显著高于 Ｂ１、Ｂ２，
说明机插秧对分蘖能力强的父本华占的单穗颖花数

影响较大，但对分蘖能力较弱的父本蜀恢 ５２７与
Ｒ９３１１影响较小；分３次施肥较分１、２次施肥能显
著增加３个父本的单穗颖花数。Ａ×Ｂ互作，华占以
Ａ３Ｂ３单穗颖花数最高，其次为 Ａ１Ｂ３、Ａ２Ｂ２、Ａ３Ｂ２、
Ａ３Ｂ３，蜀恢 ５２７与 Ｒ９３１１以 Ａ１Ｂ３、Ａ２Ｂ３、Ａ３Ｂ２、
Ａ３Ｂ３的单穗颖花数较多，说明３个父本通过分２、３
次施肥可提高机插秧单穗颖花数。

２３３　单位面积颖花数

父本华占在不同栽插方式间和不同施肥次数间

的单位面积颖花数差异显著，表现为 Ａ１＞Ａ２＞Ａ３，
Ｂ３＞Ｂ２＞Ｂ１；Ａ×Ｂ互作效应显著，以 Ａ１Ｂ３单位面
积颖花数最多，说明父本华占适宜采用宽窄行机插

秧，并分３次施肥，能够显著增加其单位面积颖花
数。父本蜀恢 ５２７、Ｒ９３１１不同栽插方式间的单位
面积颖花数以Ａ１、Ａ２较多，均显著高于 Ａ３；不同施
肥次数间的单位面积颖花数表现为 Ｂ３＞Ｂ２＞Ｂ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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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均呈显著差异；Ａ×Ｂ互作效应显著，以 Ａ１Ｂ３、
Ａ２Ｂ３单位面积颖花数较多，说明父本蜀恢 ５２７、

Ｒ９３１１机插秧能够显著增加父本的单位面积颖花
数，并以３次施肥最佳（表５）。

表５　各处理的３个父本穗粒构成

处理

华占 蜀恢５２７ Ｒ９３１１

有效穗

（万穗／ｈｍ２）
单穗颖

花数

颖花数

（亿朵／ｈｍ２）

有效穗

（万穗／ｈｍ２）
单穗颖

花数

颖花数

（亿朵／ｈｍ２）

有效穗

（万穗／ｈｍ２）
单穗颖

花数

颖花数

（亿朵／ｈｍ２）
Ａ１ ３８３８８ａ １８０５２ｂ ６９６６ａ ２７１１６ａ １３５０７ａ ３６６４ａ ２４５３１ａ １３８９１ａ ３３８４ａ
Ａ２ ３６４０７ｂ １８１７２ｂ ６６１７ｂ ２６８３２ａ １３３５５ａ ３５８５ａ ２４３５６ａ １３７７２ａ ３３７８ａ
Ａ３ ３３１０８ｃ １９０７６ａ ６３１４ｃ ２４３０６ｂ １４１１１ａ ３４２８ｂ ２２２０１ｂ １４４８９ａ ３２１５ｂ
Ｂ１ ３４２５９ｂ １８２５６ｂ ６２４２ｃ ２４４６７ｂ １３３１９ｂ ３２７８ｃ ２２４７８ｂ １３７８１ｂ ３０９７ｃ
Ｂ２ ３７１２６ａ １７９１３ｂ ６６４１ｂ ２７０７８ａ １３２１３ｂ ３６０１ｂ ２４４４７ａ １３６６４ｂ ３３３７ｂ
Ｂ３ ３６５１９ａ １９２３４ａ ７０１４ａ ２６７０９ａ １４２３９ａ ３７９８ａ ２４１６２ａ １４６８７ａ ３５４３ａ
Ａ１Ｂ１ ３６５２３ｂ １８０１７ｃｄ ６５７７ｃ ２５４７８ｂ １３１１６ｄ ３３４２ｅｆ ２３２６７ｂ １３５５７ｃｄｅ ３１２９ｄ
Ａ１Ｂ２ ３９６９３ａ １７５４５ｄ ６９６３ｂ ２８１４９ａ １３２２４ｃｄ ３７２１ｂｃ ２５３６１ａ １３４９８ｃｄｅ ３４０３ｂｃ
Ａ１Ｂ３ ３８９５１ａ １８８９７ｂ ７３５７ａ ２７７２１ａ １４１７９ａｂ ３９２９ａ ２４９６７ａ １４５７１ａｂ ３６２１ａ
Ａ２Ｂ１ ３４８１３ｃ １７８５３ｃｄ ６２１３ｄ ２５１１１ｂ １３１５２ｃｄ ３３０３ｅｆ ２３０８７ｂ １３５２９ｄｅ ３１４７ｄ
Ａ２Ｂ２ ３７４３１ｂ １７７１４ｃｄ ６６３１ｃ ２７８１２ａ １３０４３ｄ ３６２７ｃｄ ２５１２１ａ １３３９７ｅ ３３９６ｂｃ
Ａ２Ｂ３ ３６９７７ｂ １８９５１ｂ ７００７ｂ ２７５７３ａ １３８７１ａｂｃｄ３８２５ａｂ ２４８６０ａ １４３９１ａｂｃ ３５９２ａｂ
Ａ３Ｂ１ ３１４３９ｅ １８８９１ｂ ５９３７ｅ ２２８１１ｃ １３９９１ａｂｃ ３１８９ｆ ２１０７９ｃ １４２９７ａｂｃｄ３０１６ｄ
Ａ３Ｂ２ ３４２５３ｃｄ １８４８１ｂｃ ６３２７ｄ ２５２７３ｂ １３６７２ｂｃｄ ３４５６ｄｅ ２２８６３ｂ １４０５３ｂｃｄｅ３２１２ｃｄ
Ａ３Ｂ３ ３３６３１ｄ １９８５７ａ ６６８１ｃ ２４８３３ｂ １４６６６ａ ３６４０ｂｃｄ ２２６６１ｂ １５１０９ａ ３４１８ａｂｃ

　　注：不同处理间同列数据后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

３　结论与讨论

父本有较长抽穗开花期是确保父母本花期相遇

的重要条件之一。为提高母本异交结实率，父本群

体应有充足的颖花数，所以父本采用机插秧及确定

施肥次数，需要掌握父本的播始历期与抽穗历期变

化动态，以及群体颖花数的增减趋势。

本试验表明，３个父本播始历期主要受遗传控
制，在同期播种的情况下，受不同栽培方式（机插

秧、人工栽插、施肥次数）的影响不大。这与詹可

等［７］和张凤龙等［８］的研究结果一致。同一父本在

不同处理下的抽穗历期差异较小，因为抽穗历期主

要由内在的遗传因素和外部的气候环境所决定。水

稻机械化插秧与常规手工插秧相比，其显著特点是

移栽秧龄小（３７叶左右）、栽插时大田水层浅（水层
高度２ｃｍ左右）、栽插深度浅且带土（秧苗入土深
度为１～２ｃｍ）［９］、发根力强、返青快、分蘖好、生长
势强。华占宽窄行机插的颖花数显著高于等行距机

插，主要是因为华占分蘖能力强，充分利用了边际效

应，增强群体的光能利用率，密度适宜能改善田间小

气候，充分发挥个体与群体的生长潜力，从而提高有

效分蘖率，增加颖花数［１０］。蜀恢５２７和Ｒ９３１１因分

蘖能力相对较弱，在栽插株、行距较宽条件下群体增

加表现不明显。３个父本都表现每增加１次施肥，
单位面积颖花数均显著增多，主要是一次施肥处理

的肥料流失率较高，使分蘖期后劲不足，导致有效穗

数显著少于２、３次施肥的处理。施用促花肥能显著
增加单穗颖花数。袁奇等［１１］的研究表明，倒４叶期
施肥可以促进减数分裂期植株体内碳代谢，有利于

减少颖花退化。

Ｔｏｓｈｉｙｕｋｉ［１２］也认为，水稻在抽穗前１４ｄ内干物
质积累越多能形成的颖花也越多。采用２次或３次
施肥方式，有效穗数差异不大，但３次施肥方式显著
增加了单穗颖花数，因此单位面积颖花数也显著增

加。综上所述，杂交水稻制种可以使用大株距加宽

行距水稻插秧机栽插父本，但需进一步研究减少施

肥用工量及延长机插父本抽穗历期的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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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２５００ｋｇ／ｈｍ２，与晚籼稻对照岳优９１１３相当，且
田间抗病性表现较好，可在湘中地区进行小面积示

范试种，其他品种有待进一步试验。

３２　讨论

（１）粳稻发展的问题及对策。湘中地区气候湿
润，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但春温多变，

寒潮频繁，“倒秋”阴雨天多，气温低，水稻病害容易

发生。目前，适宜湘中地区种植的粳稻品种资源缺

乏，这是影响本地粳稻发展的主要问题。当务之急

是要加快粳稻引种步伐，加大适宜该稻区的高产优

质粳稻品种的筛选力度，选出更好的优质、抗病品种

加以推广。

（２）粳稻栽培的关键技术。本次试验采用的是
与晚籼稻相同的栽培技术，而粳稻品种分蘖力较弱，

参试粳稻品种由于秧龄过长出现早穗现象，且用种

量偏少、栽插密度偏稀致使有效穗数不足，导致产量

都比较低，影响了粳稻生产的效果。为了克服粳稻

栽培技术难题，要针对相应品种开展栽培技术试验

与研究，农业部门要加大技术服务力度，指导农户适

当增加用种量，合理密植，科学管理，防治好病虫害，

进一步提高产量。

南方粳稻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政策和

市场的引导，技术的支撑外，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采

取必要的行政推动手段，要制定明确的粳稻发展目

标，因地制宜搞好发展规划，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使

粳稻生产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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