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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育水稻广亲和品系的综合评价
〔

亲和性及主要农艺性状

李 自超 ② 王 象坤 黄燕红 杨 斌
植物科技学院

摘 要 从厂
‘

亲和品种与釉稻或粳稻的杂交组合中选育了 个高代稳定品系
,

以其作母本
,

分别与

个釉或粳测验种杂交配组
,

共配制约 个组合
,

以鉴定它们的亲和性
,

通过检测 的小穗育性
,

从这

个稳定的品系中筛选出 个广亲和品系
。

另外
,

其它 个品系也初步鉴定为广亲和品 系
。

主要农艺性状

的评价表明这 片 个广亲和品系绝大多数在亚种间
,

代杂种优势利用中是有用的
。

关键词 水稻 广亲和品系 亲和性 农艺性状

中图分类号

、

,

一

优 良的广亲和品种 是直接利用釉粳亚种
,

强大优势的重要亲本
,

近年来已从

云南地方品种
、

美国稻
、

爪哇型品种筛选出了
、

三磅七十箩
、 、

等广亲和品种
。

另外
,

也杂交选育了在农艺性状和亲和能力上都有所改 良的新的 〔’〕,

如
、

培矮
、

轮回
、

热研
、

号等
。

人们曾试图利用这些广亲和品种通过化学杀雄

途径直接选配釉粳强优组合
,

但 由于化杀技术
、

制种等方面的问题
,

未能如愿
。

广亲和基因与

收稿 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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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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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基因及光敏雄性核不育基因的结合
,

才真正看到了利用亚种间优势的曙光
,

目前轮回
、

培矮 的育成图
,

二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的利用有可能指 日可待
。

丰富的广亲和品

种是利用这一优势的关键
,

尽管筛选和选育了一批
,

但从质量和数量上都是远远不足

的
,

而且能直接利用的更是十分有限
。

本试验是从 年开始
,

以
, ,

,

等
、

美国稻
、

日本稻等优良品种及丛桂 号
、

双桂 号等丰产型品种为

亲本
,

选育了一批农艺性状优 良
、

丰产性好的稳定品系
,

试图从这些优 良稳定品系中筛选出

广亲和品系
,

为利用亚种间的杂种优势提供广亲和资源
。

材料与方法

以被测的釉粳交的高代稳定品系 简称
“ 品系 ,’ 份为母本

,

分别与 个釉或粳测

验种杂交配组
,

共配制约 个组合
,

测交所用的测验种为

釉 稻 个
、 一 、

银桂粘
、 一 一 一 、 、

南京
、

清早香
、

丛桂

号
、 一 、

陆清早
。

梗稻 个 科情 号
、

初 向
、

中百 号
、

滇渝 号
、

巴利拉
、

秋光
、

桂花黄
、

恢
、

喜峰
、

一 、

光辉 号
。

所有 个品系于
一 一

播种
,

由于秧 田水温较低
,

除草剂用量过大
,

苗期生长缓

慢
, 一

插秧
,

大 田设 个重复
,

密度为
,

田间记载抽穗期
,

收获时在田间

量其株高
,

每品系每重复收 个单株
,

室内考种
,

考种项 目为有效穗数
、

主穗长
、

穗颈长
、

主穗

粒数
、

千粒重
、

单株产量和结实率
。

, 于
一

在盛营养土的塑料盒中播种
,

月初大 田插秧
,

成熟后
,

每组合收 个主穗
,

进行考种
,

计算结实率
。

结果与分析

亲和性评价

广亲和 品种提亲和力和广谱性的划分
,

观点不一阁
,

根据华北地区杂种 育性表现和

广亲和品种亲和性的表现特点
,

每一被测品种要与 个或 个以上的釉和梗测验种测交
,

凡

与釉
、

与粳的测交组合的平均结实率均在 以上者
,

定为广亲和 品种
,

其中
,

平均结实

率为 以上者为一级
,

一 者为二级
,

者为三级
。

依据这一标准
,

从 个品系中筛选出了 个广亲和品系
,

按形态指数法这 个广亲

和品系有 个偏釉
,

其余 个均为粳型或偏粳类型
,

从表 可知
, , , ,

,

等 个品系为一级广亲和品系
,

等 个为二级广亲和品系
,

等 个为三级广亲和品系
。 ,

等 个品系只与釉测验种测交
,

而没有与粳测验种测交
,

这是因为这些品系是从粳梗交中选育出来的
,

大量的杂交试验表

明
,

这类品系不存在与粳不亲和的现象
。

试验中除本文分析的 个广亲和 品系外
, , , , , ,

男
, , , , , , , , ,

共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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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测交 的结实率
、

广亲和 品系的级别

结实率

品系编号 釉 粳 广亲和级别

给合数
,

平均 组合数 平均
百且百且百且曰︹洲︸

⋯
︺一乙月了月了月了比匕曰八且八乙

连且‘

︸百皿﹃且

百且且万舀

,自曰拓口八」口口几月了内匕八︶吐亡了内舟匕甘曰匕自八己了叮口内匕月了片了只件矛只﹃了一了月了月了目,︺自左盆曰

百且且

任且眨几任,月,曰,︺自连几六自乙︺左几勺目左三

洼几自

甘

百皿百且﹄

月啥月了︸月了,目八曰口‘任二口八︸一匕自洼‘已八八︶任︸月匕一挑︶一了,丹内月门八︶月丹月了月了,曰,目乙,自自,︺乙自,曰,︺︺口曰目孟任任

甘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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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广 亲和 品系的主要农艺性状和单株产量

占占系编号

‘

丰

中百 号

培

生育期川 株高 穗数

,

魂

,

穗长 穗颈长 主穗粒数 千粒重 单株产量 结实率
,了月了︺左
且八巧。
‘

。口月任丹月任只︺内八八八︸火。月斗左,。乙夕︺︺,︺内了。‘﹄。只︸叹“。月峥反︸了八曰︺。冉八月伙八八人八月工︸︺口︺门工。门了匕‘︺。任月孤

。

任。占。内‘夕︺月任。‘。︸月了︸。,才内了,几任月﹄‘‘八︶

廿

﹄刁户

⋯
叮口冉卜只︸

一上︸、内卜

口门了月任任︺︵污口只︸,哎只

‘任而勺孟认
占‘及月心乙怪月︺内了‘八乙汤任巴乙︺

﹃吕八乙︸,工,今白“斗办︼月了今︺‘任﹃,‘。八丫甘行沙内一月

⋯⋯
,六﹄八书﹄乙口月卫,月八乙︺。八月刁乙︼,止‘工﹄今山‘乙︼﹄白宁月︺,︺,︺今︺︺乙山,

自乙︸目﹄口曰八,八

︸及八石月了

⋯⋯
‘络乙月性月任

月了月性八

⋯
尸丹

︸胜人︺汤任“任八工

⋯⋯
月八‘‘任乙匕曰

﹄口八曰乙匀八︺月了︹找︸甲口匕︺,口八入口月性口︼

⋯⋯
八自曰︺门了︺甘,上‘口八︺山山白夕白自白乙山‘乙,‘宁︺八︸八‘白乙

月且八。工尸刀︺门刀厂口公
口斗任勺‘洲口月了叹了川庄
上改几几卜︺洲口目
山任‘住只︺口内任,曰八︸,‘山︺。妇冉︸︺曰月月琦,注

几

八、八。乃八自凡六城曰。自八山氏乃八八乃勺八八乃八八月“岛八八伪八乃八八,。,,,,巧,。八,,,八八,任,月性,盆,︸,,
口弓‘川,,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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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系也初步鉴定为广亲和品系
,

其中 可能为一级广亲和品系
。

由于暂时没有农艺性

状方面的资料
,

本文对这 个品系未作详尽的的分析
。

农艺性状评价 表

生育 期 个 广 亲和 品 系在 北
、

京地 区 月底播种
,

个 品 系 生育 期 为
,

个品系为
,

个品系为
,

与对照品种
,

中百 号相 比
,

所有品

系生育期短 一
,

这可能在釉粳杂种 优势利用中是个有利特性
。

株高 釉粳杂种
,

植株普遍增高
,

影响群体产量
,

因此
,

在选育广亲和 品种时
,

应着

重选择中秆或半矮秆类型
。

在 个品系中
,

株高小于 者有 个
,

一 者

个
,

者 个
, 。 者 个

,

只有 一个品系株高大于
,

为
。 。

由此可知
,

这批广亲和品种
,

大多数为中秆或半矮秆类型
。

有效穗数 个品系中
,

大多数都达到 中高等分萦水平
,

其中 个品系的有效穗

数在 个以上
,

个品系为 个
,

有效穗数小于 个的只有 个品系
。

穗颈长 包颈会使结实率下降
,

据研究釉粳杂交
,

代的穗颈长介于两亲本之间巨 」,

因此选育穗茎较长的品系对釉粳杂种
,

的利用是有利的
。

试验中穗颈长大于 的有

个品系
,

的有 个品系
,

有 个品系
,

除 稍有包颈外
,

所有品系均

无包颈出现
。

主穗长
、

主穗粒数和结实率 个广亲和品种
,

主穗长大于 的有 个
,

的有 个
,

的有 个
,

小于 的只有 个
。

许多品系着粒较密
,

穗粒

数较多
,

主穗粒数在 粒以上的有 个品系
,

一 粒的有 个品系
,

一 粒的

有 个品系
,

粒以下的有 个品系
。

由此可看出
,

多数品系属大穗或中穗型
。

以 为

亲本选育出的品系
,

穗子较小
,

这可能由于美国稻 本身穗子较小所致
。

个品系中
,

多为釉粳交组合选育而来
,

有些品系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低育性
。

结实率

在 以上者有 个品系
,

在 者有 个品系
,

一 者有 个品系
,

有 个品系
,

且这 个品系皆为粳釉交选育而来
。

与对照相 比
,

绝大多数品系的结实

率高于对照
。

总体来看
,

年结实率偏低
,

主要是由于 田间除草剂用量过大
,

生育期推迟
,

及秋后气温偏低等原因造成
。

千粒 重和单株产量 千粒重是构成亩产量的主要因素之一
,

在 个品系中
,

大于

的有 个
,

最高的达 一 的有 个 一 的有 个 小子 的有

个品系
。

由此可知
,

个品系千粒重变化较大
,

但大部分品系属中
、

大粒品系
。

从表 可知
,

几乎所有的品系单株产量都超过了对照的广亲和 品种
。

其中单株产量大于

的有 个品系
,

的有 个品系
,

的有 个品系
,

小于 的只有

个品系
。

与生产上推广的品种中百 号相比
,

有半数的品系达到或超过中百 号
,

说明这批

广亲和品系
,

不但在许多农艺性状
,

而且在产量方面都得到了较好的改良
。

个别单株产量低

的品系
,

主要是 和 所参与的组合选育而来
。

讨论

本试验所评价的 个广亲和品系
,

主要是为利用釉粳亚种间杂种优势提供广亲和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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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本
,

因此在选育过程中
,

力图从弥补两亚种杂种 的不足及克服杂种
,

的缺点出发
,

选

育各农艺性状及产量性状优 良的广亲和品系
。

釉粳杂种
,

生育期推迟
,

影响正常成熟
,

另外
, ,

植株高大影响群体产量
,

因此
,

选育

中
、

早熟
、

中秆或半矮秆的广亲和亲本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

本试验中的
气

多数品系达到 了这一

目标
。

釉粳两亚种间的杂种优势研究表明
,

分莫力
、

颖花数等性状具有很大的杂种优势
,

而千

粒重和穗颈长优势较小
,

因此
,

千粒重较大
、

穗颈较长的广亲和品种的选育是不可忽视的
。

总之
,

在这批广亲和品系的选育过程中
,

每一代选择中都以优良的农艺性状和产量性状

为标准
。

因此
,

每一品系都具有优 良的株型和产量性状
,

有些品系还具有良好的品质
。

从结

果来看
,

这种以广亲和品种为亲本进行的新的广亲和品种选育
,

先以农艺性状和产量性状为

标准选择优良品系
,

待其稳定后
,

再进行亲和性测定的途径是有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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