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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临桂兜田列杂交稻再生制种的关健技术进行 r 3年的试验研究一获得了最住 

的技术条什 ，总结丁 一套迁台当地杂交稻再生制种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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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act The key techniques in seed pro tction of hybrid ratooning rice 

~vere experimented in W antian of I ingui countV from l 99 1 to l 994．The op 

timal technical condition was obtained．A set of successful techniques for seed 

productioll of hybrid ratooning rice in local area~vrei'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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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稻再生制种技术是在早稻再生稻栽培技术的基础 L发展起来的制种新技术 其具 

有充分利用温、光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省种、省工．效益高．种质好等优点。在双季 不 

足．一乖有余的【}]稻地区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和推广意义。湖南、湖北、福建等省对此进行 

较早研究。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 1 991年至 1 994年选取在临桂县西北部海拔 300 nl 
～ 1 800 m．年天霜期 170 d～l 75 d，年降雨量 2 000 mill 2 200 111111．有种植双季稻习惯的 

I Jf区宛 进f 了连续 3年的泼验，取得了较明显的试验效果。现总结整理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组合 

汕优 63、汕优桂 99、汕优 8j 

1．2 试验设计 

1．2．1 父母本不同割差期和不同留桩高度对比试验。割差期设父本早割 7 d、3 d、0 d 3个处 

理；父本留桩高度设 30 cm、50 cm、70 Cm 3个处理 ；母本留桩高度设 5 cm、I 5 cm、30 CH1 

l 994—08—28收稿．1996—04—09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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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处理 顺序排列 ．3次重复 。观察考查项 目：(1)不同割差期的父本割始历期天数、花期 

相遇情况．父本及再生制种产量；(2)父本不同留桩高度的割始历期天数及每 666 m 颖花量： 

r 3 母本不同留桩高度的割始历期天数、苗穗数、抽穗整齐度及再生杂种产最 

1．2．2 父本促苗肥 (尿素)不同施用量对比 式验。666 m 施用量设 0 kg、5 kg、10 kg3个处 

理．小区而积 1 33．2 m。+顺序排列 ．3次重复．于头季父本割后 5 d以炳划匮并立小埂隔离后 

遗施。观察考查各处理的割始历期变化、每 666 m 苗数、穗数及颖花量 

1．2．3 母本喷施多效唑试验。设喷施期为头季母本收割前 10 d和收割后 5 d两个处珊． 

后 5 d喷清水为对照+处理区多教唑每 666m：喷量均为 ]00 g．小区面积 33．3m!．顺序排列． 

3次重复．观察两处理 致对照区母本的割岛==i历期．苗穗数变化 及其对杂种产量的影 

1．2．4 用 “920”不同喷抱方法对比试验。设 3个处理：(1)母本抽穗 j 开始，连续 4 d喷 

洒．每天 1次．分 6按每次 ]g／666 iq[1：、 g／666 m：、3 g／666 m：、2 g／6Rf=ril：进行；(2)母 

本抽穗 j 喷 g．隔 日喷 4 gi(3)母本抽德 一次性喷 s g 各种处理 “920”每 06m：J1] 

量均为 8 g．小K而积 66．7 m ．区绀顺序fll-~6．3次重复。观察考查各处理的穗层结构．异 

交结实率和再生杂种产量 

2 结果与分析 

不同割差期对父本割I=cff历期、父母本花期相遇程度 ．头季父本产量及再生制种产量的影 

响见表 1 试验结果表明- l本比母本早帮7 d和3 d，其始穗期分别比父母本同日割的处理 

早 4 d和 2 d．刮始历期托 3 H和 2 d．这是因为早割相应影响了父本茎节腋芽发育所 ：。各 

处理的花期相遇程度均处良好范墨．其中尤以父本早剖 3 d的处理 ．父母本花期吻合最佳．再 

生制种产 爵亦景高 父本 割 7 d的处理一不仪尔种产量不太高，同时还极显著地影响了叠季 

父本的产 

表 1 不同割差期的父本影响情况 

父本不同留桩高度对割始历期及颖花量 

的影响见表 2，试验结果，父本 留桩 30 cm， 

割始历期为 31 d．留桩增高 20 cm，割始历期 

缩短 4 d．其影响程度大于割差期。这与福建 

徐承定等同志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三处 

理的有效颖花量，以留桩5o cm的为蛀高，达 

到 558．1万个／666m ，为头季的 (693．6万 

个)8O．46 ，降低或增加留柱 20 cm，均 因 

减少苗穗 或减 少穗粒数 而较明显地减少 

表 2 父本不同留桩高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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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666Ill 的有效颖花量。 

母本不同留桩高度对割始历期、苗穗数、抽穗整齐度及杂种产量的影 响见表 3。母本不同 

留桩高度的割始历期随桩高而缩短，但其影响程度不及父本大 ，相邻处理高度的割始历期只 

差 l d。总苗数和有效穗随桩高而增加，抽穗整齐度随桩高而降低，杂种产量则以留桩 1 5 ClIl 

的处理为高，留桩 5 cm和 30 cm两处理分别因苗穗的相应减少和穗层结构的相应变劣而有所 

减产。 

父本促苗肥 (尿素)不同施用量对割始历期及颖花量的影响见表4。在头季父本割后7 d， 

每 666 m。条施尿素 5 kg lO kg的处理，出现明显的抽迟抽穗的作用，割始历期分别比对照多 

4 d翻6 dt成穗数和颖花量亦 比对照显著增加 

表3 母本不同留桩高度的影响 

母本喷施多效唑对割始历期、苗穗数、抽穗整齐度及杂种产量的影响见表 5。试验观察发 

现不论是割前或割后对母本喷施多效唑，都有明显增加苗穗数，改善抽穗整齐状况的效果，其 

中尤以母本割后 5 d喷施的效果最好。割后 5 d对每 666 m。母本喷施多效唑 lO0 g，其抽穗期 

比对照推迟 4 d t此效应在有效调节父母本割差期，改善父本经济性状及提高头季父本产量方 

面有实际应用意义。 

表 5 喷施多效唑对再生母本的影响 

“920”不同喷施方法对再生母本穗层结构及异交结实率的影 响见表 6。试验结果表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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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制种实行少量多次喷用 “920”能有效改善穗层结构，克服抽穗参差不齐的状况，进而显著 

地提高异交结实率和制种产量。 

表 6 “920 不同喷施方法对穗层结构及异交结实率的影响 

3 讨论 

目前用于再生制种的组合亲本，一般情况下，父母本从头季收割至再生苗始穗的时间差 

为 6 d～7 d．即理论上父本应比母本早割 6 d～7 d方能保证同期抽穗 然母本在齐穗后 15 d 

～ 18 d便基本黄熟，适宜割桩，而父本正处乳熟盛期。资料证明 ：齐穗 1"5 d，茎秆上只有 

43．4 的腋芽开始分化，此时将上部绿色器官割掉，势必阻碍茎节腋芽的分化发育进度，同 

时也降低再生苗的素质。再则过早收割，又极大地影响父本头季的产量，造成不应有损失。作 

者认 为．母本九成熟收割，父本只比母本稍前 2 d～3 d为理想收割期 至于父母本割始历期 

的差距则可以通过调整留桩高度，增施母本促苗肥及加喷多效唑等措施来进行调节 

父本属上节位腋芽成穗 (秆荪)，保留倒 2、3节位是确保全苗足穗的关键 在适当控制 

头季 “920”用量的前提下，留桩45 cm～5O cm便可实现理想的苗穗颖花数 有人提出 ’ ． 

父本留桩 70 cm以上是争穗足花的关键，但本试验认为，高桩是稍可增穗，但却极显著地减 

少穗平粒数．最 终有效颖 花量倒不 及 中桩 富足 。母本 属低位腋 芽成穗 (泥荪)类型，留 

桩 10 cm左右为理想高度，过低苗穗会相应减少，高桩增穗甚微，反而显著地影响抽穗整齐 

度．恶化授粉穗层结构 

头季父本收割后 5 d～6 d追施尿素 5 kg／666 m ～10 kg／666 m 对促进下部节位腋芽出 

苗成穗，增加单位面积的有效颖花量有显著效果 ，但同时也会适当推迟抽穗．再生制种实践 

中应引起注意 

在头季母本割后 4 d～5 d每 666i31 喷施多效唑 100 g～150 g，对增加苗穗数 ，提高抽穗 

整齐度，改善授粉穗层结构有显著效果，但喷后母本的割始历期要拉长 3 d～4 d。 

再生制种因上下节位发苗先后的缘故，抽穗一般不太整齐。喷施 “920”应采用从少到多， 

分作 4～5次喷完，每 666 m 用量掌握 5 g～8 g为宜。一次大剂量的喷洒会过份拉大穗层厚 

度，破坏授粉穗层结构，甚至会导致尚未发育成熟的下部苗胎不能正常抽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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