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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作物杂种优势群或杂种优势生态型研究可有效地指导杂种优势亲本组配和利用。本研究用 4 个云南

不同籼粳生态型恢复系 ,分别与 3 个光 (温)敏核不育系测交 ,通过对父本和 F1 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分析 ,在 12 种

杂种优势组配模式中筛选出 2 个云南两系杂交稻的杂优配组模式 :云南偏籼生态型恢复系与籼型蜀光 612s 组配 ,

即籼 ×偏籼配组模式具有较强的杂种优势 ;云南粳生态型恢复系与 95076s 组配 ,即粳 ×粳配组模式 ,在云南高原稻

区由于双亲皆为粳稻 ,抗寒性强 ,结实率高 ,具有较强的杂种优势。在籼生态型的亚型内杂种优势表现不相同 ,培

矮 64s 和蜀光 612s 与籼生态型测交 F1 的单株产量无明显竞争优势 ,但是它们与两系籼型恢复系亚生态型测交具

有明显的杂种优势 ,说明云南两系籼型恢复系亚生态型都是培矮 64s、蜀光 612s 的优势生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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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heterotic ecotype of two2line hybrid rice in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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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op heterotic group or ecotyp e can guide the breeding of hybrids . To s elect heterotic ecotyp es of two2line

hybrid rice in Yunnan bas ed on the analysis of F1s’yield and their components , 3 photop eriod2(themo2) s ensitive genic

male s terile rice lines ( PSMS) , namely Pei’ai 64s , Shuguang 612s and 95076s , were cross ed with 4 ecotyp es of Yun2
nan indica and japonica s ubsp ecies , i. e . Yunnan Indica ecotyp e ( YIE) , Yunnan J aponica ecotyp e ( YJ E) , Yunnan in2
clined to Indica ecotyp e ( YIIE) and Yunnan inclined to J aponica ecotyp e ( YIJ E) . Thes e 4 ecotyp es included 7 s ub2eco2
typ es . YIE was divided into 3 s ub2ecotyp es : Yunnan Indica res torer line of two2line hybrid rice ( YIR) , Yunnan improved

Indica cultivars ( YIIC) and Yunnan Indica s oft rice cultivars ( YISC) ; YJ E was divided into 2 s ub2ecotyp es : Yunnan

J aponica res torer of two2line hybrid rice ( YJ R) and Yunnan improved J aponica cultivars ( YIJ C) . The res ults showed

that 2 of 12 cross2p atterns were heterotic ecotyp es of two2line hybrid rice in Yunnan. The cross combination between

shuguang612s (Indica typ e) and YIIE , Indica ×inclined to Indica , was heterotic model. The other combination between

95076s and YJ E, J aponica ×J aponica , als o had strong heterosis , becaus e both p arents were japonica typ e , whos e F1

had high cold2tolerant and high s eed2s etting rate . However , there were different comp etitive heteros es in cross es be2
tween YIE’s s ub2ecotyp es and 3 PSMS lines . Pei’ai 64s and Shuguang 612s were not heterotic ecotyp es of YIE , whos e

comp etitive heteros es were - 0197 % and 7151 %. But both Pei’ai 64s and Shuguang 612s were heterotic s ub2eco2
typ es of YIR in YIE, and its F1’s grains weight p er plant were 30120 and 31133 g , with comp etitive heteros es of

20112 % and 24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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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杂种优势群和强优势配对模式的构建成

为国内外研究热点[1 2 ] ,因为研究杂种优势生态型

可以提高筛选出强优势组合的机率 ,减少育种的盲

目性。杂种优势群在玉米上已有大量的研究 ,并且

有一些著名的杂优配对模式。但以往的研究多从优

势群的划分开始 ,根据材料的农艺性状或系谱关系

或生化标记及分子标记等将研究材料划分为不同的

类群[3 6 ] 。而根据栽培稻的分类体系将不同来源的

材料划分为属于不同的生态型来研究不同生态型间

的强优势配对模式较少 ,在早籼、中籼、晚籼与早粳、

中粳、晚粳不同生态型之间的杂种优势和杂优配对

模式研究已有报道[7 ] 。以培矮 64s 和 N422s 为不育

系首次筛选出一些有价值的两系杂交稻优势生态

型[8 ] 。在 3 系杂交籼稻方面 ,主要是利用了由我国

长江流域早中籼转育的不育系与国际稻及其衍生系

之间的地理远缘品种间杂种优势[9 ] ,这也可看作是

一种强优势配组模式。

本研究按栽培稻的分类体系将云南 32 份两系

恢复系分成 4 个籼粳生态型 ,包括 7 个亚生态类型。

分别与 3 个不同籼粳类型的光 (温) 敏核不育系测

交 ,通过对 F1 的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的评价 ,来研

究云南两系杂交稻的优势生态型 ,为两系杂交稻高

产育种发掘新的种质资源 ;探讨云南两系杂交稻的

杂优配组模式。

1 　材料与方法

111 　供试材料及籼粳分类

根据形态指数法[10 ]调查亲本的形态指数值 ,将

32 份父本分为籼型 (15 份) 、粳型 (9 份) 、偏籼型 (4

份) 、偏粳型 (4 份) 4 个生态型。籼和粳生态型材料

较多 ,且复杂 ,因此 ,将籼型分为 3 个亚生态型 ,即 5

份云南两系籼型恢复系、5 份云南育成籼稻、5 份云

南籼软米 ;粳型分为 2 个亚生态型 ,即 4 份云南两系

粳型恢复系、5 份云南育成粳 ;父本共包括 7 个亚生

态型 (表 1) 。培矮 64s 划归为偏籼类型 [7 ] ; 蜀光

612s 的形态指数为 5 ,属籼型 ;95076s 的形态指数为

21 , 属粳型。

2003- 02 在海南三亚 ,按 NCII 设计 ,将 32 份父

本分别与 3 个光 (温) 敏核不育系测交配制 96 个杂

交 F1 组合。

112 　杂交组合的优势鉴定

2003 03 25将96 个杂交 F1 组合及其父本播种

在云南的弥勒县 (海拔 1 450 m) ,05 01移栽 ,密度为

26 cm ×13 cm ,单本种植 ,随机区组设计 ,3 次重复 ,

每小区种植 3 行 ,每行 11 株。成熟时每小区取中间

行 5 株调查单株产量与产量构成因素 ,以 Ⅱ优 838

为对照分析竞争优势。

2 　结果与分析

211 　恢复系自交产量

由表 1 可知 ,32 份父本单株产量变幅为 16166

～34178 g ,平均为 24175 g ;较 CK 增、减产幅度为

- 33173 %至 38135 % ,平均比 CK减产 1153 %。每

穗实粒数 105195 粒 ( CK114168 粒) 、每穗总粒数

152115 粒 ( CK187108 粒 ) 、千 粒 重 25124 g

(CK26162 g)均比对照减少。株高 99112 cm 比对照

(9318 cm ) 略高 , 但是 , 单株有效穗 10195 穗

(CK8157) 和结实率 70188 % ( CK60196 %) 较对照

高。4 个生态型中只有偏籼生态型的单株产量较对

照平均增产 11123 %。亚生态型中只有云南育成籼

亚生态型单株产量较对照平均增产 5144 %。说明

在海拔较高的云南籼稻区 (海拔 1 450 m) ,偏籼生态

型和云南育成籼亚生态型中的部分常规稻品种 (系)

杂种 F1 的单株产量 ,结实率 ,单株有效穗数等产量

性状都有超过目前国内主推三系杂交籼稻之一 Ⅱ优

838 的潜力。

212 　培矮 64s 与不同生态型测交 F1 产量构成因素

表 2 结果表明 :培矮 64s 与 4 个生态型测交 F1

的单株产量无明显竞争优势 ,最高仅为 5145 %。但

是在籼生态型的亚型中杂种优势表现不尽相同 ,培

矮 64s 与两系籼型恢复系亚型测交 F1 的单株产量

高达 30120 g ,较对照Ⅱ优 838 (25114 g) 竞争优势也

达到 20112 %。说明两系籼型恢复系亚型是培矮

64s 的优势生态型。从 F1 结实率看 ,只有与粳生态

型测交 F1 的结实率 66162 % ,超过对照 (60196 %) ,

单株产量竞争优势为 5142 %。说明两系粳型恢复

系和云南育成粳与培矮 64s 测交的主要优势是提高

F1 的结实率 ,且培矮 64s 与籼与粳测交 F1 都表现出

一定的竞争优势证明培矮 64s 有一定的广亲和性。

213 　蜀光 612s与不同生态型测交 F1 产量构成因素

蜀光 612s 与云南不同生态型测交 F1 的单株产

量平均竞争优势为 4185 % ,在 3 个不育系中最高

(表 3) 。因此 ,蜀光 612s 是云南两系杂交稻杂种优

势利用首选的不育系之一。蜀光 612s 与云南偏粳

型恢复系测交 F1 的总粒数为 201131 粒 ,超过对照

Ⅱ优 838 (187108 粒) ,表现为正优势。说明云南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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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云南不同生态型恢复系的自交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

Table 1 　Yield and components of restorer lines of various ecotypes in Yunnan

生态型 亚生态型 恢复系名称
株高/

cm

单株有效

穗数

每穗实

粒数

每穗总

粒数

结实率/

%

千粒重/

g

单株

产量/ g

比对照

增减/ %

籼型

两系籼型

恢复系

云恢 808 91120 6180 90191 138136 65170 25150 23113 - 8100

云恢 72 83160 14100 94186 131143 72117 29167 25140 1103

R155 104160 12100 170158 247192 68181 22128 31183 26161

R115 83120 11100 59145 160127 37110 25184 16193 - 32166

R64 88160 11100 112164 213100 52188 26107 26105 3162

平均 90124 10196 105169 178120 59133 25187 24167 - 1188

云南育成籼

文稻 4 号 112100 12100 91142 129175 70146 24125 31160 25170

宏成 10 号 96120 10100 97120 147150 65190 30145 24188 - 1103

常粒杂交 102140 12100 78175 143125 54197 22165 28138 12189

红优 1 号 108100 7100 117157 197186 59142 24130 26133 4173

滇超 5 号 107140 10100 124150 173100 71197 23161 21135 - 15108

平均 105120 10120 101189 158127 64154 25105 26151 5144

云南籼软米

毫木细 94140 13100 97169 163185 59162 24188 28158 13168

云恢 290 81180 12100 80100 93133 85171 26104 26196 7124

滇屯 502 97180 7100 94143 112100 84131 30111 22195 - 8171

滇陇 201 81180 11100 61164 82173 74151 24193 17130 - 31119

紫米系 15 108100 11100 103127 126127 81179 25153 22125 - 11150

平均 92176 10180 87141 115164 77119 26130 23161 - 6109

平均 96107 10165 98133 150170 67102 25174 24193 - 0184

粳型

两系粳型

恢复系

云恢 2 号/ R187 97100 16100 80106 88150 90147 28102 25132 0172

云恢 4 号/ R187 105100 13100 111168 133115 85153 23112 23113 - 8100

云恢 11 号/ R187 109100 11150 127149 155148 83106 19142 22104 - 12133

云恢 124 97120 11100 124173 144118 86151 23132 20165 - 17186

平均 102105 12188 110199 130133 86139 23147 22179 - 9137

云南育成粳

合靖 6 号 103120 9100 78122 140167 55161 21190 24190 - 0195

曲 3 110140 8100 161113 198163 81112 24175 27174 10134

西南 175 81160 14100 67136 117171 57122 26194 23110 - 8111

合系 39 111160 9100 144144 181178 79146 19169 20140 - 18185

楚粳 17 100160 10100 117130 133100 88120 27137 26128 4153

平均 101148 10100 113169 154136 72132 24113 24148 - 2162

平均 10117 11128 112149 143168 78158 23184 23173 - 5161

偏籼型

云 R168 94100 14100 64171 149150 43129 20113 16166 - 33173

制 1 108140 16100 128125 169175 75155 29124 27186 10182

制 2 88170 12100 114183 125183 91126 31128 34178 38135

制 12 96140 9100 105144 210167 50105 26134 32155 29147

平均 96188 12175 103131 163194 65104 26175 27196 11123

偏粳型

制 9 106140 8100 79150 149100 53136 25194 19148 - 22151

制 14 99170 10100 119110 172190 68188 28110 26159 5177

楚粳优 1 号 108160 10100 147190 159170 92161 27172 25180 2163

R187 113100 10100 143130 177180 80160 18121 20194 - 16171

平均 106193 9150 122145 164185 73186 24199 23120 - 7172

总平均 99112 10195 105195 152115 70188 25124 24175 - 1153

Ⅱ优 838 (CK) 93180 8157 114168 187108 60196 26162 25114 01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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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培矮 64s 与云南不同生态型测交 F1 的产量构成因素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yield and its components of F1 between pei’ai64s and various ecotypes of Yunnan two2line hybrid rice

生态型 亚生态型 组合数 株高/ cm
单株有

效穗数

每穗实

粒数

每穗总

粒数

结实率/

%

千粒重/

g

单株

产量/ g

竞争

优势/ %

籼型

两系籼型恢复系 5 87. 78 13. 80 95. 48 173. 21 54. 96 23. 60 30. 20 20. 12

云南育成籼 5 98. 12 11. 40 91. 99 184. 61 50. 83 24. 11 22. 08 - 12. 16

云南籼软米 5 92. 09 12. 20 89. 83 159. 09 54. 83 24. 51 22. 41 - 10. 87

平均 92. 66 12. 47 92. 43 172. 30 53. 54 24. 07 24. 90 - 0. 97

粳型

两系粳型恢复系 4 91. 84 12. 56 91. 12 129. 10 72. 27 22. 50 26. 07 3. 70

云南育成粳 5 98. 24 10. 72 101. 55 166. 72 60. 97 23. 91 26. 93 7. 13

平均 95. 04 11. 64 96. 33 147. 91 66. 62 23. 21 26. 50 5. 42

偏籼型 4 100. 70 9. 50 106. 61 179. 23 58. 82 25. 27 25. 95 3. 22

偏粳型 4 97. 58 10. 00 78. 25 135. 91 58. 08 23. 15 26. 51 5. 45

总平均 95. 19 11. 45 93. 55 161. 12 58. 68 23. 87 25. 74 2. 37

Ⅱ优 838 (CK) 93. 80 8. 57 114. 68 187. 08 60. 96 26. 62 25. 14 0. 00

表 3 　蜀光 612s 与云南不同生态型测交杂种 F1 的产量构成因素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yield and its components of F1 between shuguang612s and various ecotypes of Yunnan two2line hybrid rice

生态型 亚生态型 组合数
株高/

cm

单株有

效穗数

每穗实

粒数

每穗总

粒数

结实率/

%

千粒重/

g

单株

产量/ g

竞争

优势/ %

籼型

两系籼型恢复系 5 94. 44 13. 60 102. 60 158. 27 66. 32 26. 46 31. 33 24. 62

云南育成籼 5 105. 27 12. 00 91. 35 162. 12 56. 30 26. 18 25. 91 3. 05

云南籼软米 5 97. 04 14. 00 76. 89 142. 21 54. 21 26. 64 23. 84 - 5. 16

平均 98. 92 13. 20 90. 28 154. 20 58. 94 26. 42 27. 03 7. 51

粳型

两系粳型恢复系 4 100. 79 11. 00 92. 34 180. 64 49. 34 24. 27 26. 32 4. 71

云南育成粳 5 101. 30 11. 40 80. 04 171. 25 42. 96 27. 48 21. 08 - 16. 16

平均 101. 04 11. 20 86. 19 175. 94 46. 15 25. 87 23. 70 - 5. 72

偏籼型 4 93. 85 11. 25 117. 85 173. 52 68. 23 26. 45 31. 59 25. 64

偏粳型 4 108. 60 12. 75 109. 09 201. 31 53. 96 23. 91 24. 44 - 2. 79

总平均 100. 18 12. 29 95. 74 169. 90 55. 90 25. 91 26. 36 4. 85

Ⅱ优 838 (CK) 93. 80 8. 57 114. 68 187. 08 60. 96 26. 62 25. 14 0. 00

粳型恢复系与蜀光 612s 测交其主要优势是提高 F1

的每穗总粒数。

蜀光 612s 与偏籼生态型测交 F1 的结实率为

68123 % ,较对照 Ⅱ优 838 (60196 %) 明显提高 ,单株

产量达 31159 g ,竞争优势高达 25164 % ,说明云南

偏籼型恢复系是蜀光 612s 的优势生态型 ;但是 ,蜀

光 612s 不具有广亲和性 ,它与粳生态型测交存在一

定的育性障碍 ,结实率仅为 46115 % ,因此 ,单株产

量竞争优势为 - 5172 %。

此外 ,蜀光 612s 与其他 3 个生态型测交 F1 的

单株产量无明显竞争优势 ,最高仅为 7151 % ;在籼

生态型的亚型中杂种优势表现也不尽相同 ,蜀光

612s 与两系籼型恢复系亚型测交 F1 的单株产量达

31133 g ,竞争优势高达 24162 %。说明两系籼型恢

复系亚型是蜀光 612s 的优势生态型。

214 　95076s 与不同生态型配组 F1 产量构成因素

95076s 与云南各生态型测交 F1 的单株产量平

均竞争优势为 - 5119 % (表 4) ,明显低于其他 2 个

不育系 ,主要是由于其平均结实率低 (48167 %) 、每

穗平均实粒数少 (83121 粒) 引起的 ,说明 95076s 不

具有广亲和性 ;但与该不育系测交 F1 有一个非常明

显的特点 ,就是千粒重较大 ,平均千粒重为 26194 g ,

多数在 25 g 以上。说明 95076s 与云南各生态型测

交 F1 的主要优势是提高 F1 的千粒重。

95076s与籼恢测交 F1 存在育性障碍 ,平均结

实率 仅 为 35150 % , 单 株 产 量 竞 争 优 势 为

- 20104 % ,而 95076s 与云南粳生态型测交 F1 单株

产量达到 27197 g ,竞争优势达 11124 %。说明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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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95076s 与云南不同生态型测交杂种 F1 的产量构成因素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yield and its components of F1 between 95076s and various ecotypes of Yunnan two2line hybrid rice

生态型 亚生态型 组合数 株高/ cm
单株有

效穗数

每穗实

粒数

每穗总

粒数

结实率/

%

千粒重/

g

单株

产量/ g

竞争

优势/ %

籼型

两系籼型恢复系 5 103. 72 12. 00 64. 38 167. 95 37. 84 29. 61 21. 29 - 15. 33

云南育成籼 5 112. 48 11. 20 66. 51 176. 67 36. 52 27. 22 21. 26 - 15. 44

云南籼软米 5 111. 48 15. 00 49. 17 163. 06 32. 14 26. 82 17. 76 - 29. 35

平均 109. 23 12. 73 60. 02 169. 23 35. 50 27. 89 20. 10 - 20. 04

粳型

两系粳型恢复系 4 101. 89 15. 63 106. 85 155. 15 68. 79 24. 24 27. 91 11. 04

云南育成粳 5 101. 32 8. 40 114. 20 189. 89 59. 92 26. 40 28. 02 11. 45

平均 101. 60 12. 01 110. 53 172. 52 64. 36 25. 32 27. 97 11. 24

偏籼型 4 113. 85 9. 15 99. 51 188. 77 53. 25 28. 35 26. 21 4. 26

偏粳型 4 115. 35 13. 50 81. 88 159. 35 52. 21 25. 93 24. 39 - 2. 97

总平均 108. 58 12. 13 83. 21 171. 55 48. 67 26. 94 23. 83 - 5. 19

Ⅱ优 838 (CK) 93. 80 8. 57 114. 68 187. 08 60. 96 26. 62 25. 14 0. 00

粳生态型是 95076s 的优势生态型。

215 　3 个不育系与不同生态型测交 F1 中产量超过

对照 10 %的比率

由表 5 可知 ,以培矮 64s 为母本的测交组合中 ,

培矮 64s 与云南偏籼生态型恢复系测交 F1 单株产

量超对照 10 %以上的强优势组合数所占比率达

75 % ,说明云南偏籼生态型恢复系与培矮 64s 测交

较易得到强优势组合。

以蜀光 612s 为母本测交的组合中 ,出现超对照

10 %以上的强优势组合数最高 ,平均达到 5311 %。

蜀光 612s 与籼生态型、偏籼生态型恢复系测交 F1

中单株产量超对照 10 %以上的强优势组合数分别

达 6617 %和 75 % ;在以 95076s 为母本测交的组合

中 ,95076s 与粳生态型测交组合中超对照 10 %的强

优势组合所占比率达 7718 %。说明蜀光 612s 和

95076s 广亲和性较差 ,杂种优势利用主要以亚种内

组合为主。

就云南不同生态型恢复系而言 ,偏籼生态类型

和两系籼型恢复系亚生态型与光 (温)敏两系不育系

测交 F1 单株产量超对照 10 %以上的强优势组合数

所占比率都达 6617 % ,主要是亚种内组合。说明云

南偏籼生态类型和两系籼型恢复系亚生态型应作为

云南两系杂交籼稻的优势生态型而引起重视。

3 个光 (温)敏两系不育系与云南不同生态型测

交 F1 都能较大地增加单株有效穗数 ,从而提高了产

量竞争优势。3 个不育系与云南各生态型恢复系测

交 F1 株高变幅在 90～116 cm 之间 ,株高基本能适

应云南生产的需求 ;而培矮 64s 与籼与粳测交 F1 都

表现出一定的竞争优势证明培矮 64s 有一定的广亲

和性。蜀光 612s 与云南各生态型测交 F1 单株产量

平均竞争优势为 3 个不育系中最高达 4185 % ,是云

南两系杂交籼稻育种中实用性较好的不育系之一。

95076s 与云南各生态型测交 F1 平均千粒重为

26194 g ,多数在 25 g 以上 ,说明 95076s 与云南各生

态型测交 F1 的主要优势是提高 F1 的千粒重 ;但是 ,

蜀光 612s 和 95076s 广亲和性较差 ,杂种优势利用

主要以亚种内组合为主。

3 　讨 　论

311 　3 个光 (温) 敏两系不育系和云南各生态型的

应用评价

粳生态型恢复系与培矮 64s 和 95076s 测交 F1

的结实率分别达 66162 %和 64136 % ,高于对照 Ⅱ优

838 (60196 %) ,测交 F1 单株产量平均竞争优势分别

达到 5142 %和 11124 % ;因此 ,在云南高原籼稻区

(弥勒 ,海拔 1 450 m) 利用粳生态型恢复系与培矮

64s和 95076s 测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 F1 的结

实率 (因为抗寒性较强) 。偏籼生态类型和两系籼型

恢复系亚生态型与光 (温) 敏两系不育系测交 F1 单

株产量超对照 10 %以上的强优势组合数所占比率

均达 6617 % ,因此 ,这 2 个生态型应作为云南两系

杂交籼稻的优势生态型而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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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生态型中产量超对照 10 %以上的组合数及所占比率
Table 5 　Number and percentage of the combination type with strong competitive

heterosis more than 10 % of yieldin Yunnan two2line hybrid rice %

生态型 亚生态型 培矮 64s 蜀光 612s 95076s 合计

籼型

两系籼型恢复系 60. 0 (3/ 5) 3 100. 0　 (5/ 5) 40. 0 (2/ 5) 66. 7 (10/ 15)

云南育成籼 40. 0 (2/ 5) 60. 0 (3/ 5) 0. 0 (0/ 5) 33. 3 (5/ 15)

云南籼软米 20. 0 (1/ 5) 40. 0 (2/ 5) 0. 0 (0/ 5) 20. 0 (3/ 15)

平均 40. 0 (6/ 15) 66. 7 (10/ 15) 13. 3 (2/ 15) 40. 0 (18/ 45)

粳型

两系粳型恢复系 25. 0 (1/ 4) 25. 0 (1/ 4) 75. 0 (3/ 4) 41. 7 (5/ 12)

云南育成粳 60. 0 (3/ 5) 40. 0 (2/ 5) 80. 0 (4/ 5) 60. 0 (9/ 15)

平均 44. 4 (4/ 9) 33. 3 (3/ 9) 77. 8 (7/ 9) 51. 9 (14/ 27)

偏籼型 75. 0 (3/ 4) 75. 0 (3/ 4) 20. 0 (2/ 4) 66. 7 (8/ 12)

偏粳型 25. 0 (1/ 4) 25. 0 (1/ 4) 0. 0 (0/ 4) 16. 7 (2/ 12)

总平均 46. 7 (14/ 32) 53. 1 (17/ 32) 34. 4 (11/ 32) 43. 4 (42/ 96)

　　　注 : 3 括号中分子表示超竞争优势 10 %的组合数 ,分母表示这个类型所配组合数。

312 　云南两系杂交稻杂种优势生态型组合模式

通过本研究在 12 种云南两系杂交稻杂种优势

组配模式中 ,筛选出 2 种云南两系杂交稻强优势杂

种优势配对模式 :云南偏籼生态型恢复系与蜀光

612s 组配 ,即亲缘关系相对较远的籼 ×偏籼组合模

式具有明显的杂种优势 ,其 5 个测交 F1 的单株产量

平均达 31159 g ,较对照 Ⅱ优 838 (25114 g)竞争优势

高达 25164 % ;云南粳生态型恢复系与 95076s 组

配 ,测交 F1 的单株产量达 27197 g ,较对照 Ⅱ优 838

(25114 g)竞争优势达 11124 %。主要原因是在云南

高原稻区粳型不育系 ×粳型恢复系在所有配组类型

中由于双亲皆为粳型 ,抗寒性强 ,测交 F1 具有较高

的结实率而获得最高的竞争优势。

在籼生态型的亚型内杂种优势表现不尽相同 ,

培矮 64s 和蜀光 612s 与籼生态型测交 F1 的单株产

量无明显竞争优势 ,仅为 - 0197 %和 7151 % ;但是

培矮 64s 和蜀光 612s 与两系籼型恢复系亚生态型

测交 F1 的单株产量高达 30120 g 和 31133 g ,竞争优

势达 20112 %和 24162 %。说明云南两系籼型恢复

系亚型同是培矮 64s、蜀光 612s 的优势生态型。

水稻是一种对光温条件反应比较敏感的作物 ,

不同品种都有其最适的生态条件 ,F1 的适应性与亲

本的适应性密切相关 ;因此 ,在筛选优势生态型和强

优势组合时 ,本地的育成恢复系和地方品种都应值

得重视。这样有助于解决云南高原水稻抽穗到成熟

期间常遇到低温 (17 ～18 ℃)冷害的问题 ,同时应加

强 F1 适应性和稳定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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