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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西地区水稻品种布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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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近几年在攀西不同生态区水稻品种的试验、示范研究，针对各品种的秧苗素

质、生育期、产量潜力、病虫害发生情况、适应性，提出了不同区域的适宜推广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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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西在全国气候区划中属于中亚热带气候区，

但由于大气环流和地形的复杂，气候也极为复杂多

样。除热带和亚寒带等而外的南亚热带、中亚热带、

北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等均俱全，从水分

条件来看，整个地区虽以湿润、半湿地区为主，但干

旱、半干旱地区也不缺少。区内的气候之复杂，不仅

表现在水平方面上的南北，东西之间的地域差异大，

而且垂直方面上的变化更为急骤而复杂，有“一山有

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十分形象地刻画了攀西地区

气候复杂多样之特色。使得攀西地区水稻分布复杂

多样，既有北部!(""/!.""米的高海拔盐源盆地粳

稻区、又有籼粳混作区、还有籼稻区，尤其是南部金

沙江流域还可种植双季稻，品种繁多。

& *+,-.

&* & 水稻品种比较试验：我们分别于!""!年引进

攀引&号、攀引!号攀、引(号品种、滇屯#"!、以昌米

"&&为对照在籼粳交混区（西昌市小庙乡李家屯李乃

方家）进行品种比较试验，三重复的随机区组试验设

计，品比试验小区为-01’0，并作了示范。!""(年我

们在西昌市月华乡莫通早家进行了2优!’、2优#!,、

2优&(、冈优!"!、’-(+1#!,3的品比试验，三重复的

随机区组试验设计，小区面积为.01.0。!"".年分别

在西昌市月华乡和佑君镇（杂交籼稻区王和荣家）进

行品种比较试验和相应的示范，月华乡品种有榆粳

杂(&、榆粳杂(.、川香优&号、川香优(号、以合系(%为

对照进行品种比较试验，三重复的随机区组试验设

计，小区面积为#01.0；佑君镇引进宜香&#,,、金优

,!#、软香优,号、粳杂(.、以滇屯#"!为优质香稻的对

照，以!优-(-为杂交稻的对照，三重复的随机区组

试验设计，小区面积为#*,01’0，并作了有关品种的

小面积示范。

&*! 栽 插 密 度 常 规 稻 （!(4&"）501&(50、 杂 交 稻

（!’4&(）501&,50，其他栽培技术按常规操作。在整

个生长期间进行生育时期观察，秧苗素质观察，分蘖

动态、病虫害调查，产量及农艺性状测定。

! /0,12

!*& 3456789:;<=

>& !"".?@ABC45689:;<D/0>

品种 叶片数 绿叶数 苗高（50） 叶长（50） 叶宽（50） 茎基宽（50） 发根数 地上部鲜重（6）

金优,!# ,*. ’*- &%*. %*!- "*#% "*% &- "*.-
!优-(- -*" ,*" &%*& -*-. "*,! &*"! &% "*#&
滇屯#"! %*’ ,*’ !"*& %*.! "*## "*-’ !! "*(,
软香优,号 &&*. &"*! &%*, -*". "*’& &*&! &- "*’!
榆粳杂(. &"*’ &"*! !#*’ %*,. "*.( &*"& !( "*’.
宜香&#,,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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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佑君镇不同品种的秧苗素质来看叶片数

和绿叶数以软香优$号和榆粳杂%#最多（表&），而金

优$!’和 宜 香&’$$较 少 ； 苗 高 以 榆 粳 杂%#最 高 达

!’()*+，最低为宜香&’$$为&)*+，其余品种均在&,-
!"*+之间，茎基宽以软香优号、!优.%.、榆粳杂%#
较宽均大于&("*+，金优$!’、滇屯’"!均小于"(,*+，

其中以宜香&’$$最窄为"(.!*+，发根数以榆粳杂%#
和滇屯’"!最多，地上部植株鲜重以榆粳杂%#和软香

优$号最重达到"()!/ 0 株，最轻为宜香&’$$和滇屯

’"!。!""#年月华乡叶片数以川香优%号最多达.(%
片，最少为榆粳杂%#和合系%,；苗高以榆粳杂 %& 最

高 达%’(,*+， 最 低 为 川 香 优%号 和 榆 粳 杂%#只 有

!&*+；茎基宽以川香优%号最宽达到&(%#*+，最窄为

榆粳杂%#和合系统%,，只有"(#*+左右；发根数以川

香优&号和合系%,最多，最少为榆粳杂%#；地上部鲜

重以川香优%号最高达"(.%/，川香优&号和榆粳杂%&
次之，合系%,和榆粳杂%#最低。!""!年西昌小庙乡观

察试验测定，叶龄以滇屯’"!最高，最低为昌米"&&和

攀引!号；分蘖数以攀引&号和攀引%号最多，攀引!号

和昌米"&&较少；茎基宽以攀引%号和滇屯’"!最宽，

最低为攀引!号和昌米"&&；鲜重以攀引&号和滇屯

’"!最重，最低为昌米"&&（"()’/ 0 株）；干重与鲜重相

似。总体来看佑君点!优.%.、软香优$号和榆粳杂%#
秧苗素质相对较好，金优$!’、宜香&’$$和滇屯’"!相

对要弱一些；月华点以川香优&号和川香优%号较高，

榆粳杂%#和合系%,较低；小庙点以攀引&号和滇屯

’"!较高，攀引!号和昌米"&&素质较低。

!(! !"
!""!年小庙乡品种比较结果表明攀引%号、攀引

!号产量最高与对照昌米"&&相比达到极显著水平

（表!）。!""%年1优’!$产量最高为$""(,2/ 0 ))$+!（表

%），最低为).%34’!$5为#’&(%2/ 0 ))$+!，但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差异不显著。!""#年月华乡试验点表明川

香优&号和川香优%号产量最高（表#），最低为合系%,
和榆粳杂%#，但方差分析表明差异不显著。!""#年佑

君镇试验点表明金优$!’产量最高为$&#2/ 0 ))$+!，

最低为榆粳杂%#、软香优$号和!优.%.，方差分析表

明未达显著水平（表’）。

#! !""!$%&’()*+!",-./01

差异显著性

’6 &6

攀引%号 )"·’& 7 3
攀引!号 ’%·,, 7 3
昌米"&& ##·%, 8 5
滇屯’"! #"·!, 8 5
攀引&号 %.·!$ 8 5

注 ： 小 区 面 积 为 #.+!，9:1"("’ ;.(!!.2/，9:1"("& ;
&&(,$2/

#% !""%$23456%&’()*78

处理 1优’!$ 1优&% 1优!) 冈优!"! ).%34’!$5 平均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

注：=;%(",&,&)>="("’;%(.%$.’差异不显著：

## !""#$23456)*0178 9:;2/0<

品种 合系%, 榆粳%& 榆粳杂%# 川香优&号 川香优%号 平均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

注：=;%(%%)>="("’;%(!’,!差异不显著

品种 平均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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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品种 滇屯"#$ !优%&% 宜香’"!! 金优!$" 软香优!号 粳杂&(

生育期（)） ’%# ’%( ’%( ’%* ’+’ ’%$

!% ,-.%&’()*+

品种 合系&+ 粳杂&’ 粳杂&( 川香优’号 川香优&号

生育期（)） ’!" ’!+ ’!" ’!+ ’%&

/" $##(0"1$%2’(345678/

处理 滇屯"#$ !优%&% 宜香’"!! 金优!$" 软香!号 榆粳杂&’ 平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 *$’,’

注：-.’,!!#’/-#,#".&,&$*差异不显著

/* $##$0’(3569)*:+ ,0;

品种 播种期 出苗期 分蘖期 孕穗期 抽穗期 成熟期 生长期（)）

攀引’号 & 0 ’% & 0 $" ( 0 $& ! 0 ’! % 0 $ + 0 $" ’+’
攀引$号 & 0 ’% & 0 $" ( 0 $’ ! 0 ’" ! 0 $+ + 0 ’" ’%’
攀引&号 & 0 ’% & 0 $" ( 0 $# ! 0 ’( ! 0 &# + 0 ’& ’!+
昌米#’’ & 0 ’% & 0 $" ( 0 $* ! 0 ’’ ! 0 $" + 0 #! ’!&
滇屯"#$ & 0 ’% & 0 $" ( 0 $& ! 0 ’$ ! 0 $( 0 #* ’!$

调查结实率表明：$##(年月华乡水稻的结实率

相对于佑君镇高，月华乡除榆粳杂&’（!!,’1）外结

实率均达到%#1以上，而佑君镇仅有金优质!$"和榆

梗杂&(结实率达到%#1，其余均低于%#1，其中软香

优!号只有**,&1。

$,& )*+

$##$年品种比较试验来看，各个品种生育时期

差异很大，成熟期以滇屯"#$和昌米#’’较早，而攀引

$号和攀引 & 号居中，最晚是攀引 ’ 号。攀引 ’ 号最

长，比昌米#’’长’!)，因而风险比较大，尤其是在

$##$年!月连续有$#)的低温，造成结实率降低，产量

低，特别是安宁河对岸的樟木处于荫坡山脚的地方，

种植结实率只有(+,%1，而攀引$号、攀引&号生育期

适中，与$##’年相比减产不明显。

从$##(年品种比较试验来看佑君镇的滇屯"#$
和粳杂&(较早熟，宜香’"!!和!优%&%居中，金优!$"
偏晚、最晚为软香优!号达到’+’)。月华乡以合系&+
和粳杂&(较早熟，粳杂&’和川香优’号居中，而川香

优&号偏晚。由于软香优!号生育期太长，在攀西地区

不能保证安全成熟，因此不能在攀西地区种植。

$,( <=>?
根据$##’年和$##$在西昌市小庙乡和樟木乡示

范的结果表明（表+），两年的示范结果相似，均是以

攀引&号最高，攀引$号居中，均高于当地推广的昌米

#’’品种。攀引’号品种$##’年略高于昌米#’’，$##$
年低于昌米#’’，这是因为攀引’号生育期较长（表

*），$##$年!月遇到攀西地区$#年未遇见的低温冷

害，几乎所有杂交稻品种都遇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

!优!号和!优%&%减产尤盛，幅度达到"#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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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度 品种 面积（"#$） 产量（%& ’ "#$） 比(%)（*）

$++, 攀引,号 +-+./ !/0/ +-+0
攀引$号 +-+1, 23+/ $+-.
攀引.号 +-+.. ,+33+ ..-1/
昌米+,, +-00 !+3+

$++$ 攀引,号 +-.,. 00,/ 4,1-.0
攀引$号 +-!+3 32.0 $-/2
攀引.号 +-/1+ ,,+.+ 1$-3!
昌米+,, +-2!+ 33$/

小面积示范产量结果佑君镇宜香,/33品种单产

为,+,$/%& ’ "#$、榆粳杂.1品种单产为,+.++%& ’ "#$、

川香优,号单产为,+$1,%& ’ "#$ 、川香优.号单产为

2+1$%& ’ "#$、!优!.!为,+./$%& ’ "#$。以!优!.!最

高、其次是榆粳.1、川香优,号、宜香,/33、最低为川

香优.号。

$-/ -./01
苗期各品种有一定的粘虫为害，其中以昌米+,,

和滇屯/+$较为严重，其次是攀引$号，最低为攀引.
号；生育期间有稻曲病发生，其中以攀引,号最为严

重，攀引.号较轻；另外攀引$号、攀引.号和滇屯/+$
还有少量的螟虫为害。但总体来看，病虫害都不是很

严重。

$++1年月华乡合系.2、榆粳.,、榆粳.1有轻度的

稻瘟病，其中后两个品种尚有颈瘟，合系.2、榆粳杂

.,、榆粳杂.1、川香优号有轻度的稻曲病，合系.2、川

香优,号、川香优.号有二化螟危害，其中川香优,号

还有大螟危害。

. 23456

从秧苗素质、生育期、产量、适应性、病虫害等方

面性状的综合表现，表明在偏南的积温较高金沙江

河谷籼稻区宜选择以金优3$/，宜香,/33的高产优质

籼稻品种，而在籼粳混作区宜选择攀引$号、攀引.号

等优质稻品种，而积温较低的偏北或高海拔地区以

粳稻为主的稻区宜选用川香优.号，榆粳杂.,，5优

/$3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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