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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推广优质杂交中粳徐优201 。[ 方法] 对徐优201 的特性及无公害栽培技术进行阐述。[ 结果] 该品种具有米质优、产量高、
抗性强等特点 , 并于2005 年通过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结论] 该品种适宜进行无公害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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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haracters and Pollutant-free Cultivation Techniques of Xuyou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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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he research ai med to popularize a newhigh-quality mediumjaponica hybrid rice Xuyou 201 . [ Method] The characters and pollu-
tant-free cultivationtechniques of Xuyou 201 were described . [ Result] This newvariety was examined and approved by Jiangsu Province Variety Examine
and Approve Committee in 2005 for its excellent characters i ncl uding good quality , high yield and strong resistance . [ Conclusion] It is suitable to apply
pollutant-free cultivationto Xuyou 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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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 市场

优质无公害稻米供不应求, 发展优质无公害稻米生产前景十

分广阔。徐优201 系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育成的高产、优

质、高抗杂交中粳, 适宜进行无公害栽培, 并于2005 年通过江

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笔者将对其特征特性及

无公害栽培技术进行探讨, 以期为徐优201 的无公害栽培进

行指导。

1  特性

1 .1  产量水平高 2001 和2002 年在江苏省徐淮地区徐州农

业科学研究所进行优势鉴定, 同时以高产、优质、高抗杂交中

粳9 优、138 为对照( CK) ,2 年平均产量较对照增产8 % ～

15 % 。2003 和2004 年参加省区试 ,2 年平均产量具首位 , 较

对照增产6 .51 % 。2004 年参加了省生产试验,2005 年参加了

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夏稻丰产示范, 均较对照增产极显著 ,

并于2005 年通过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1] 。

2006～2007 年在江苏淮北、安徽淮北、河南沿黄稻区及鲁西

南等地区进行多点示范试种。经多年的试验示范 , 该品种突

出表现为高产、稳产( 表1) 。

1 .2  农艺性状好 徐优201 在淮北属中迟熟品种 , 夏栽全生

育期150 d 左右 , 株高约110 c m, 茎杆粗壮, 株型紧凑适中, 分

蘖力中等。上部3 片叶绿色, 叶片功能期长。齐穗至成熟期

绿色叶面积下降速度缓慢, 成熟时仍保持每株3 片以上绿

叶。叶片光合能力强、速度快 , 光合产物积累迅速, 生长量较

大。光合产物及贮藏物质运转顺畅, 籽粒灌浆迅速, 转色快 ,

熟相佳, 秆青籽黄不早衰。结实率高 , 籽粒饱满 , 充实度好。

一般单株成穗7～9 个, 穗长26 .4 c m, 一次枝梗10 .5 个 , 二次

枝梗30 .5 个, 穗粒数180 ～200 粒 , 结实率85 % 以上, 千粒重

25～26 g 。将徐优 201 与对照 9 优 138 的农艺性状 作比

较[ 1 - 3] , 如表2 所示,2 品种的生育期、株高和分蘖力相当, 但

徐优201 结实率、穗粒数和千粒重均较高, 综合农艺性状明

显优于9 优138。

1 .3 稻米品质优 江苏省2003 年区试抽样送农业部食品检

表1 各年度试验的产量表现

Table 1  Yield performance of thetest in eachyear

试验年度

Test year

试验类型

Test type

平均产量∥kg/ hm2

Average yield

比CK±∥%

Compared with CK±

产量位次

Yield rank
2001～2002 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优势鉴定    9 672 .80    8～15 1

2003 江苏省区试 7 872 .60 5 .72 1

2004 江苏省区试 9 869 .70 7 .15 1

2004 江苏省生产试验 8 882 .85 13 .94 1

2005 徐州农科所夏稻丰产示范 10 500 .00 8 .90

2006～2007 多点示范试种 9 750～10 500

测中心测试结果 : 糙米率84 .8 % , 精米率70 .0 % , 整精米率

66 .2 % , 垩白米率18 .0 % , 垩白度2 .7 % , 碱消值7 .0 , 胶稠度

85 .0 mm, 直链淀粉含量16 .45 % ;2004 年省区试抽样分析结

果: 糙米率84 .1 % , 精米率73 .0 % , 垩白米率19 .0 % , 垩白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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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 , 碱消值7 .0 , 胶稠度81 .0 mm, 直链淀粉含量14 .43 % 。

2 年分析结果米质理化指标均达国标2 级优质标准。与9 优

138 相比, 整精米率高 , 垩百米率和垩百度低 , 品质明显优于9

优138( 表3) 。

1 .4 抗病性较强 据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所接种鉴定 :

高抗稻瘟病; 抗白叶枯病( 第1 年感1 个小种, 中抗3 个小种 ;

第2 年中感2 个小种, 抗1 个小种, 中抗1 个小种) ; 对纹枯病

抗性好( 2 年均为中抗) ; 各试点观察均未发现稻曲病。与9

优138 相比 , 抗稻瘟病和稻曲病的能力稍强( 表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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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公害栽培技术

2 .1 基地选择标准  选择生态条件较好的基本农田保护

区, 远离污染源。①污染源。确保基地周边3 km 内无污染

源。②生态条件。大气、水、土壤等经国家指定的环保部门

审定, 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无公害农产品基地质量标准, 且

土壤肥沃 , 旱涝保收。③区域。选择粳稻主产区、高产区和

良好的生态区。

2 .2  种子处理 ①晒种和精选种子。将种子薄晒2 ～3 d 后

用风选初步剔除空粒和杂质, 再比重选种, 弃除瘪粒、米粒和

虫伤粒。②浸种和消毒。用于浸种的水要清洁, 并且要经常

换水, 防止稻种呼吸使水中氧气减少和二氧化碳等有毒物质

积累。使用符合《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的无毒或低毒药

剂对种子进行消毒, 如可湿性多菌灵、线菌清等, 防治恶苗

病、干尖线虫病和白叶枯病等病害[ 4] 。

2 .3  适期播种 ,培育壮秧  根据徐优201 品种特性、基地气

候条件等因素及试验和示范推广应用表现, 确定徐优201 在

淮北地区适宜4 月底至5 月初播种, 一般大田用种量22 .5

kg/ hm2 , 秧田用种量225 ～300 kg/ hm2 左右。施足有机肥和

氮、磷、钾化肥 , 早施断奶肥, 施好接力和起身肥 , 调节好秧苗

体内的碳氮比, 提高秧苗的发根力和抗植伤能力, 过好移栽

关。6 月上中旬力争早栽, 促早发、快发、争足穗, 适宜秧龄

35 d左右。

图1 徐优201 的精米、穗及田间表现

Fig .1 Milled rice , spikeand yield performanceof Xuyou210

表2 徐优201 与9 优138 农艺性状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agronomiccharacters of Xuyou210and 9you138

品种
Cultivar

生育期∥d
Growth stage

株高∥cm
Plant height

分蘖力
Tillering
ability

有效穗数∥万/ hm2

Effective pa-
nicle number

穗长∥cm
Spike
length

穗粒数∥粒
Grain number

per spike

结实率∥%
Seed-setting

rate

千粒重∥g
1 000-grain

weight

9 优138 9 you138 150 110 中等 Middle 240～270 25.0 150～180 85 25

徐优201 Xuyou 210 150 110 中等Middle 240～270 26.4 180～200 ≥85 25～26

表3 徐优201 与9 优138 抗病性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of the diseaseresistance of xuyou210and 9you138

品种
Cultivar

稻瘟病
Rice blast

白叶枯病
Bacterial
blight

纹枯病
Sheath
blight

稻曲病
Rice false

smut
9 优138
9 you138

R R MR MR

徐优201
Xuyou201 HR R MR R

 注 :HR . 高抗 ;R . 抗 ; MR . 中抗。
Note :HR.High resistant ;R .Resistant ;MR. Middle resistant .

2 .4  合理密植, 培育高质量群体  ①栽插密度。高肥条件

下27 万～30 万穴/ hm2 , 行株距26 .6 c m×13 .3 c m; 中肥条件

下30 万～33 万穴/ hm2 , 行株距26 .6 c m×11 .7 c m 或23 .3 c m

×13 .3 c m, 穴插1～2 本, 基本苗90 万～135 万/ hm2。②合理

的群 体 动态。栽 后 18 ～20 d 达 预定 苗 数 255 万 ～270

万/ hm2 , 栽后28 ～30 d 达高峰苗375 万～420 万/ hm2 , 此后开

始搁田, 最终成穗240 万～270 万/ hm2 , 每穗180 ～200 粒 , 结

实率85 % 以上, 千粒重25 ～26 g 。

表4 徐优201 与9 优138 品质性状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quality characters of Xuyou210 and 9you138

品种
Cultivar

整精米率∥%
Head milled rice rate

垩白米率∥%
Chalky rice rate

垩白度∥%
Chalkiness degree

胶稠度∥mm
Gel consistency

直链淀粉含量∥%
Amylose content

9 优138 9 you138 60 .2 65 9 .8 85 16 .18

徐优201 Xuyou201 66 .2 18 2 .7 85 16 .45

2 .5  科学施肥  ①肥料搭配。肥料运筹应控氮增磷补钾 ,

配施硅、锌、铁等微量元素, 保证大量元素与微量元素的平

衡。以有机肥为主 , 提倡秸秆还田 , 施用经高温腐熟处理的

各种农家肥。②施肥标准。优质有机肥30 ～55 t/ hm2 , 化肥

总量 应 控制 在 氮( N) 200 ～230 kg/ hm2 , 磷( P2O5) 70 ～80

kg/ hm2 , 钾( K2O) 260 ～280 kg/ hm2 。③施肥方法。有机肥、

50 %氮肥、全部磷肥、钾肥、锌肥、硅肥做底肥; 氮素采取“前

促、中控、后补”的分次施氮法, 其基蘖肥多于穗肥 ; 基面肥、

分蘖肥、穗粒肥的比例以5∶3∶2 为宜。

( 下转第106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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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3 种基质的总磷含量变化

Fig .8 Total Pcontent changeof three kinds of matrix

图9 3 种基质的总钾含量变化

Fig.9 Total Kcontent change of three kinds of matrix

  ( 4) 3 种基质在使用过程中有机质呈明显的下降趋

势, 保证了好氧微生物的正常代谢, 有机质含量都符合堆肥

要求。

( 5) 第1、2 周期的氮含量损失较第3 周期大 , 降低了肥料

中的氮养分含量。3 种基质最终产物中的氮、磷、钾含量丰

富, 都适合作为有机蔬菜和花卉种植的高效有机肥料。

( 6) 总的来说, 作为生态厕所的反应基质, 混合基质从各

方面因素考虑要优于纯豆秆和纯稻壳基质。推广混合基质

作为生态厕所的反应基质, 不仅为人类解决废弃资源提供了

一种新的途径, 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新的好氧堆肥方式 ,

具有很好的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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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合理灌溉  按深水活棵、薄水分蘖、蘖够晒田、水层含

苞、干湿壮籽的灌水原则合理灌溉。移栽时水不宜过深, 避

免造成漂秧 ; 栽后返青期适当灌深水 , 水层为苗高的1/ 2 为

宜; 有效分蘖期保持浅水, 有利于分蘖; 进入分蘖高峰期后 ,

撤水晒田, 控制无效分蘖; 孕穗至抽穗后15 ～20 d 内田间保

持适当水层, 有利于幼穗分化, 增加结实率; 此后采取间歇灌

溉保持土壤呈高度湿润状态, 以促进根系活力 , 提高后期群

体的光合功能。断水时间宜在收获前6 d 左右 , 切忌断水过

早, 注意养好老稻, 确保灌浆良好, 增粒增重。

2 .7 病虫害防治 坚持“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原则, 充分

利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等措施, 依据病虫害防

治标准、用药标准 , 实施病虫害综合治理。①农业防治。采

取春耕除草、清洁田园、轮作换茬、间作套种等措施减少病虫

害基数。②生物防治。积极开展以虫治虫、以菌治病、青蛙

治虫、飞鸟治虫、家禽治虫、养鱼锄草等生物防治方法。③化

学防治。科学控制使用农药, 加强对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工

作, 尽量减少农药的不合理使用。在必须进行化学防治时 ,

严格遵守《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NY/ T393 - 2000 的有关规

定, 使用低毒、低残留、安全、高效的农药 , 如纹枯王, 瘟克星 ,

保丰灵 等, 严禁使 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 药, 如久效 磷

等[ 4 - 5] 。④物理防治。可采用灯光诱杀技术, 减少田间落卵

量。在成虫产卵期, 每2 .0 ～3 .3 hm2 稻田设置1 台频振灯

( 或黑光、灯高压汞灯) 诱杀成虫, 可大大减少稻株落卵量, 从

而减轻虫害。

2 .8  产品的收获、储存  当90 % 以上稻谷籽粒黄熟时适时

收获, 过早或过迟收获均会影响米质。收获前先将田间倒

伏、感病虫害的植株淘汰, 防止霉变稻谷混杂。收割后及时

脱粒、干燥、包装、储存, 避免储存时含水量超标。储存库房

应清洁、干燥、通风良好, 无虫害及鼠害。稻谷包装袋下垫木

架, 防底层稻谷受潮霉变。严禁与有毒、有害、具腐蚀性、易

发霉、发潮、有异味的物品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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