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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湖北省中稻品种区域试验在襄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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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5 年在湖北省襄阳市进行了中稻品种区域试验，结果表明，武两优 5 号、尤群 6 号、弘两优 326、

华两优 0131、丰两优四号、E 两优 476、深 08S/R45 在襄阳综合表现好，适合较大面积示范种植；惠两优 72 熟期

早，适合在襄阳前茬偏晚田块或地区种植；两优 311、广占 63-4S/R958、孝糯优 6 号、益两优 16 表现一般，不适

合在襄阳种植。

【关键词】: 中稻；区域试验；襄阳；表现

【中图分类号】: S511.32 【文献标识码】: A

为了湖北省中稻品种审定和合理布局以及向国家区域试验推荐品种提供科学依据，对申请在湖北省审定的中稻品种进行丰

产性、稳定性、适应性、抗逆性和米质鉴定。

1 材料与方法

1.1 参试品种

参试品种共 12 个：两优 311，广占 63-4S/R958，孝糯优 6号，华两优 0131，惠两优 72，丰两优四号，益两优 16，E两优

476，武两优 5 号，尤群 6 号，深 08S/R45，弘两优 326。

1.2 试验设计

采用随机区组排列，重复三次。小区长 6.67m，宽 2m，面积 13.34 ㎡。株行距 16.67×20cm。每小区 10 行，每行 40 穴，

全小区共 400 穴，每穴 2 粒谷苗。试验四周设置保护行，第一区组种植对应小区品种。区组间空 3 穴，同一区组各小区间、小

区与保护区间空 1 行作走道，四周保护行不少于 4 行。

1.3 试验地基本情况

1.3.1 秧田期。①播种与育秧：4 月 14 日浸种、4 月 16 日催芽、4 月 17 日播种，水育秧。②秧田：前作空白田，土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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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性土，肥力中等偏上。3 月 30 日整田，机耕机旋一次，4 月 6日机旋牛耖一次。4 月 12 日施水稻专用复合肥（15-15-15）

50kg/667m
2
作底肥，4 月 28 日追施尿素 5kg/667m

2
。5 月 1 日施尿素 7.5kg/667m

2
。5 月 11 日追施送嫁肥尿素 7.5kg/667m

2
。

1.3.2 试验田。本田空白田，土质粘性土、较肥。5 月 10 日整地耕田，施耖口肥用水稻专用复合肥（15-15-15）30kg/667m
2
。

5 月 18 日移栽，秧龄 31d，5 月 22 日返青。5 月 24 日追施分蘖肥，尿素 10kg/667m
2
。水分管理：深水返青、浅水分蘖，中

期适时晒田，后期浅水勤灌、湿润管理。6 月 17 日、7 月 11 日和 8 月 2 日田间人工拔草各一次。6 月 25 日晒田，7 月 11 日

复水。7 月 13 日、7 月 20 日、7 月 26 日、8 月 3 日和 8 月 12 日用乐斯本（48％毒死蜱）100ml、阿维菌素 40mg、宽带 10ml、

吡蚜酮 10ml 防二化螟、三化螟、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等。

2 试验表现

2.1 生育期及植株性状

参试的 12 个品种，7 月 29 日～ 8 月 9 日相继始穗，其中惠两优 72、武两优 5 号较早，两优 311、孝糯优 6 号、E 两优

476、弘两优 326 最晚。9 月 4 日～ 9 月 14 日陆续成熟，其中惠两优 72、广占 63-4S/R958、武两优 5 号较早，两优 311、孝

糯优 6 号、尤群 6 号、弘两优 326 最晚。全生育期集中在 140 ～ 150d 之间。较早的品种有广占 63-4S/R958、华两优 0131、

惠两优 72、武两优 5 号、深 08S/R45，全生育期在 140 ～ 143d。较晚的有两优 311、孝糯优 6 号、尤群 6 号、弘两优 326，

全生育期在 146 ～ 150d。孝糯优 6 号、弘两优 326 整齐好，叶色浓绿，叶姿挺，长势繁茂（见表 1）。

2.2 抗逆性

参试的 12 个品种中丰两优四号、深 08S/R45 纹枯病发病中等，其余的均较轻，白叶枯病未见发生。弘两优 326 倒伏面积

90%，其它品种未见倒伏。

2.3 产量及主要经济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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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试品种的产量在 635.65 ～ 726.47 kg/667m
2
之间， 尤群 6 号产量最高为 726.47 kg/667m

2
，武两优 5 号产量其次为

717.40 kg/667m
2
，弘两优 326 产量第三为 713.37kg/667m

2
，丰两优四号产量居五为 702.22 kg/667m

2
，其他品种的产量都在

635.65kg ～ 709.25 kg/667m
2
之间；穗长最长的是孝糯优 6 号，为 29.7cm，最短的是益两优 16，为 24.2 cm；每穗总粒数最

多的是 E 两优 476，为 289.00 粒，最少的是广占 63-4S/R958，为 132.7 粒；实粒数最多的是 E 两优 476，为 249.5 粒，最少

的是广占 63-4S/R958，为 126.9 粒；结实率最高的是广占 63-4S/R958，为 95.63%，最低的是弘两优 326，为 72.15%；千粒重

最重的是两优 311，为 30.59g，最轻的是弘两优 326，为 23.71g（见表 2）。

3 品种评述

（1）两优 311：产量 635.65kg/667m
2
，居第 12 位。该品种分蘖力较弱，生长势强，叶片呈绿色。株型适中，叶片挺直，

着粒较稀，大中穗型，后期转色好，抗倒性强，千粒重大，群整齐度一般，结实率差，丰产性差，生育期长，有轻微纹枯病，

不适合在襄阳种植。

（2）广占 63-4S/R958：产量 640.30kg/667m
2
，居第 11 位。该品种分蘖力强，生长势强，叶片呈绿色。株型适中，群整齐

度好，叶片挺直，穗小粒少，后期转色好，千粒重较高，结实率高，生育期短。但抗倒性强，丰产性差，有轻微纹枯病，不适

合在襄阳种植。

（3）孝糯优 6 号：产量 673.97kg/667m
2
，居第 9 位。该品种分蘖力一般，生长势强，叶片呈浓绿色。株型较松散，叶片

挺直，后期转色好，大穗大粒型，结实率一般，抗倒性强，丰产性较差，成穗率低，不适合在襄阳种植。

（4）华两优 0131：产量 684.78kg/667m
2
，居第 8 位。该品种分蘖力强，生长势繁茂，叶片呈绿色。株型较松散，群整齐

度一般，叶片挺直，后期转色好，生育期较早，成穗率较高，穗子较大，结实密集，结实率较好，千粒重一般，不适合在襄阳

种植。

（5）惠两优 72：产量 701.98kg/667m
2
，居第 6 位。该品种分蘖力和生长势均强，叶色呈绿色。株型适中，群整齐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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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挺直，后期转色好，成穗率较高，穗子中等，结实密集，结实率较好，千粒重一般，生育期早，抗倒性强，有轻微纹枯病，

可在襄阳适当规模种植。

（6）丰两优四号：产量 702.22kg/667m
2
，居第 5 位。该品种分蘖力中等，生长势繁茂，叶片呈浓绿色。株型适中，叶片较

披垂，生育期较早，后期转色好，成穗率较低，大穗多粒性，结实率较高，千粒重较大，抗倒性强，有中等纹枯病。丰产性较

强，适合在襄阳种植。

（7）益两优 16：产量 648.03kg/667m
2
，居第 10 位。该品种分蘖力强，生长势一般，叶片呈绿色。株型适中，群整齐度一

般，叶片挺直，后期转色好，生育期较早，抗倒性强。成穗率一般，穗子较小，结实较稀，千粒重较小，不适合在襄阳种植。

（8）E 两优 476：产量 700.93kg/667m
2
，居第 7 位。该品种分蘖力中等，生长势强，叶片呈绿色。株型较松散，群整齐度

好，叶片挺直，后期转色好，生育期中等，成穗率低，穗大粒多，结实率好，千粒重较大，抗倒性强，有轻微纹枯病，适合在

襄阳偏早熟茬口田块或地区种植，结合采用早播早插促早熟的管理措施。

（9）武两优 5 号：产量 717.40kg/667m
2
，居第 2 位。该品种分蘖力和生长势均强，叶片呈绿色。株型较松散，群整齐度

一般，叶片较披垂，后期转色差，生育期较早，成穗率中等，穗大粒多，结实密集，结实率中等，千粒重较高，丰产性强，适

合在襄阳偏早熟茬口田块或地区种植，结合采用早播早插促早熟的管理措施。

（10）尤群 6 号：产量 726.47kg/667m
2
，居第 1 位。该品种分蘖力和生长势均强，叶片呈绿色。株型较松散，叶片挺直，

熟期较长，后期转色中等，抗倒性强，成穗率一般，穗子中等，结实密集，结实率较好，千粒重较小，丰产性好，适合在襄阳

种植，但该品种生育期偏长，应采用早播早插促早熟的田管措施。

（11） 深 08S/R45： 产量 709.25kg/667m
2
，居第 4 位。该品种分蘖力和生长势均强，叶片呈绿色。株型适中，群整齐度

一般，叶片挺直，后期转色好，抗倒性强，有轻微纹枯病，成穗率高，穗子较小，结实密集，结实率一般，千粒重较大，生育

期较短，丰产性较好，适合在襄阳种植。

（12）弘两优 326：产量 713.37kg/667m
2
，居第 3 位。该品种分蘖力中等，生长势强，叶片呈浓绿色。株型适中，群整齐

度好，叶片挺直，后期转色中等，生育期较长，抗倒性差，有轻微纹枯病，成穗率较高，株型较高，穗子较大，世界密集，结

实率较差，千粒重小，不适合在襄阳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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