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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优组合与华优组合的特征特性与产量构成因素分析

冯建成1．杨彬元2

(1．漳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福建漳州363005；2．漳州市种子管理站，福建漳州363000)

摘要：以2010年漳州市早稻区试中的特优组合和华优组合为材料．分析比较特优组合和华优组合的特征特性和产量构成因

素．指出两类组合的主要差异：特优组合属于大穗大粒型，华优组合属j二多穗小粒型，此差异是由各自母本遗传的；同时对高产、优

质、抗病的■系杂交稻选育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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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优组合是以龙特浦A为母本的=三系杂交稻，该类

组合的主要特点是千粒重大。大多数组合的千粒重达到

27 g以上，米质中等；华优组合是以Y华农A为母本的三

系杂交稻，该类组合的主要特点是干粒重小，所配组合的

千粒重介于22。24 g，米质较优。这两类组合各自的特点

是由各自的母本遗传的：特优组合的母本龙特浦A千粒

重27～28 g，米质中等【11；华优组合的母本Y华农A的千粒

重21 g左右，米质较优121。特优与华优组合在漳州均有较

大推广面积，华优组合尤其适合在漳州作早稻种植，分析

其特征特性及产量构成因素，并加以比较，为高产、优质、

抗病的三系杂交稻选育提供参考。

1材料与方法

对漳州市2010年早稻区试汇总资料中的特优组合与

华优组合进行主要特征特性的比较，并对其中较高产的特

优106和华优桂99进行产量及其构成凶素分析，所有统

计分析均在DPS软件上进行。

2结果与分析

2．1产量表现

从表1可以看出。特优组合特优106比对照华优桂

99增产3．38％，增产达极显著水平，比华优229、华优8813

等华优组合增产6．77％～9．44％，均达极显著水平；华优桂

99比华优229、华优8813和华优98增产3．28％一5．86％，

增产均达极显著水平。可见．特优106是高产组合，华优桂

99是中高产组合，华优229、华优8813和华优98则属于

较低产组合。根据特优组合与华优组合的产量、米质和抗

性。建议特优106于2011年早季继续区试；建议华优

229、华优8813和华优98终止试验。

2．2特征特性分析

22l抗稻瘟病鉴定各个华优组合的抗稻瘟病表现不尽相

同(表1)，华优8813和华优229表现中抗稻瘟病．华优98表

现中感稻瘟病，华优桂99表现感稻瘟病。华优桂99已在漳

州市推广7年，可能其抗性退化而致其感稻瘟病。可见，用Y

华农A配制的组合容易选育出抗稻瘟病的组合．主要是因为

Y华农A是一个抗稻瘟病的不育系t21。特优106表现中感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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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0年漳州市早稻区试组合小区产量、米质和抗性

注：(1)小区面积13．33 m2；(2)同列数据后小写英文字母不同

者表示差异显著．大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极显著。

瘟病．主要是由于龙特浦A的使用年限已达25年，其抗瘟性

已退化，现在表现为感稻瘟病，由其配制的组合大多数表现

中感或感稻瘟病，说明要选育抗稻瘟病的三系杂交稻组合关

键在于选育出抗稻瘟病的三系不育系。

2．2．2 米质 特优106的米质外观表现为中等．华优

8813和华优98的米质外观表现为中等．华优229和华优

桂99的米质外观表现为优质(表1)。由于特优组合的母

本龙特浦A的米质较差，所配组合的米质难于达到优质

米标准，特优103除外131；华优组合的母本Y华农A的谷

粒细小，米质较优，所配组合的米质较易达到优质米标准。

2．23生育期 特优106的平均生育期140．0 d，比华优桂

99(CK)迟熟1．8 d，比华优229、华优8813、华优98分别迟

熟1．3、5．3、1．3 d(表2)，特优106比4个华优组合的平均生

育期137．6 d迟熟2．4 d。说明选育全生育期140 d左右的

表2 2010年漳州市早稻区试组合的生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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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杂交稻组合在漳州市做早稻种植容易获得高产。

2．2．4 形态特征特优106的株高112．2 cm．穗长24．2

em(表3)，株型集散适中，叶色浓绿，冠层三叶直立。群体

通风透光良好，茎秆坚韧，基部节间短、粗，具有较强的抗

倒伏能力；前期早生快发．繁茂性好，根系发达。分蘖力强。

成穗率高，结实率高，千粒重大。4个华优组合的平均株高

108．5 cm，平均穗长21．4 cm，株型集散适中，叶色浓绿，冠

层i叶直立，群体通风透光好；茎秆较细，抗倒伏能力较

弱；前期早生快发，繁茂性好，根系发达。分蘖力强．成穗率

高，千粒重小，平均为23．3 g。可见。两类组合形态特征的

主要区别在于：特优组合株高较高，穗子较长，茎秆较粗。

粒重较大，体现出特优组合比华优组合具有较大的生物学

产量及较粗壮的个体。

2．3产量构成因素分析

在产量构成因素中，在4个华优组合中取产量较高、

米质优、在漳州市有较大推广面积、漳州市早稻区试的对

照种华优桂99作为分析对象与特优106进行比较分析

(表4)：在有效穗数方面，特优106的有效穗数平均每

表3特优组合和华优组合株高、穗长和千粒重比较

27

组合 株高(em) 穗长(em) 千粒重(g)

特优106 112．2 24．2 27．5

华优8813 106．6 21．6 22．7

华优98 111．1 21．3 22．9

华优229 108．3 21．2 24．1

华优桂99(CK) 108．1 21．6 23．5

4个华优绑l合平均值 108．5 21．4 23．3

667 m2为15．17万条。比华优桂99减少4．34万条，减少

22．25％；在每穗总粒数方面。特优106平均每穗160．75

粒，比华优桂99增加21．73粒，增加15．63％：在结实率方

面，两个组合的结实率相近．均为85％左右；在千粒重方

面，特优106的平均千粒重为27．48 g，比华优桂99增加

4．0l g，增加17．09％；在理论产量方面，特优106平均每

667 m2产量563．8 kg，比华优桂99增产28．05 kg，增产

率5．24％。可见，特优106是大穗大粒型组合．华优桂99

是多穗小粒型组合，特优106通过大穗大粒来弥补穗数

表4特优106和华优桂99的产量构成因素分析

组 合 项目 有效穗数(万条／667m2) 每穗总粒数(粒) 结实率(％i 千粒重(曲 理论产量(kg，667mO

X蟠 15．17+2．43 160．75±18．02 85．40±3．460 27．48±2．24 563．80±48．79

Cy 16．Ol％ 11．2l％4．05％8．16％8．65％

华优桂99(CK) 变幅 16．30-24．30 118．50～159．70 73．80—91．60 20．80～26．10 463．10～601．10

X．-r．S 19．51±3．03 139．02±16．58 85．5±6．44 23．47±I．86 535．75±57．92

Cy 15．53％ I 1．93％ 7．53％ 7．93％ 10．8l％

不足而获得比华优桂99较高的产量。

从变异系数看，两个组合的4个产量构成冈素的变异

系数大／]'lll顷序相同。依次为有效穗>每穗总粒数>千粒重>

结实率。两者仅在结实率因素方面差异较大：特优106为

4．05％，华优桂99为7．53％。说明通过这两类组合的母本

来配出高产组合的町能性很大。

3结论与讨论

从特征特性比较看。特优组合特优106的生育期140

d左右，比华优组合迟熟2．4 d；特优106中感稻瘟病，4个

华优组合的抗瘟性从感病、中感到中抗稻瘟病；特优106

的米质外观巾等，4个华优组合的米质外观表现为两个中

等、两个优质；特优组合表现植株较高，茎秆粗壮，穗大粒

多．华优组合植株较矮．多穗小粒。因此，适宜于漳州市做

早稻种植的i系杂交稻的选育标准：全生育期140 d左

右，中抗稻瘟病，株高110 cm左右，茎秆粗壮，冠层叶直

立，穗大粒多，米质优。

从产量构成因素比较看．特优106属于大穗大粒型组

合(160．75粒／穗，千粒重27．48 g)，华优桂99属于多穗小粒

型组合(每667 m2有效穗数19．5l万条。比特优106多

4．34万条，千粒重23．47 g)，两者在穗粒结构上的差异主要

是由母本遗传所致。特优106的母本龙特浦A的千粒重

27～28 g，其所配组合千粒重容易超过27 g，而华优组合的

母本Y华农A的千粒重仅为21 g左右。所配组合的千粒

重23 g左右，难于突破27 g。但Y华农A米质较好，抗性

较好，容易配制出抗性好、米质优的组合．而龙特浦A的米

质较差、抗性较差，较难于培育出米质优、抗性好的组合。因

此，特优组合的恢复系选育应把重点放在谷粒细长、米质

优、抗性好的品系的选择上；华优组合恢复系的选育应把重

点放在大粒型品系(千粒重达到30 g以上)的选择上。

上述两类组合的特征特性及产量构成因素分析结果

表明，要选育出优质、高产、抗病的三系杂交稻组合．关键

在于优质、大穗大粒、抗病的不育系的选育：可将龙特浦B

与Y华农B杂交再用Y华农B或龙特浦B回交，选出优

质、大穗大粒、抗病的株系与龙特浦A或Y华农A回交转

育出优质、大穗大粒、抗病的不育系，或用优质、高产、抗

病、大穗大粒的水稻种质资源如佳辐占141进行杂交转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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