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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使用 杂交稻品种
“

汕优 63
”

在安宁河流域干热河谷稻 区的云 甸乡实施水稻高产攻关

试验
。

栽培措施上采取两段育秧培育壮秧
,

确定适宜基本苗
,

宽窄行栽插合理密植
,

控制最高苗
; 施

肥方式方法上磷肥与农家肥堆沤 作底肥
,

氮肥
“

重底早追
,

前促 中控后补
” ,

钾肥在水稻生育中期重

施
,

合理 配方:N :P K为 .2 :5 :1 1
.

5
,

补施微量元素硅肥
。

经验收
,

产量达 1 3 6 1.2 5 k g/ h m , 。

【关键词】 安宁河流域 ; 杂交稻 ; 高产
; 配套技术

[中图分类号 1 5 5 1 1
.

0 3 3 [文献标识码 I A I文章编号 ] 16 7 3一 18 9 1 (2 X() 5 )以
一

X() 19一 0 3

水稻生产中
,

如何提高单产
,

充分发挥作物的生

产潜力
,

是作物生产上必须考虑的问题
。

水稻单产建

国以后逐年得到提高
,

农业专家对此作了大量工作
。

云南
、

浙江已有单产过 巧《XX〕k岁h时的记载
,

攀西地

区尚无超过 135 00 k岁h时的报道
。

过去会理县水稻最

高单产 12 5 5 5 k岁h m Z (2 00 2年 )
,

而根据光热条件计算

产量远不止于此
,

主要存在的问题在于栽培技术和

施肥方式方法及肥料配 比上
。

凉山州安宁河流域下

游干热河谷稻区光热资源充足
,

作物生产潜力大
,

为

研究干热河谷稻区水稻单产能否突破 12 75 0k 岁 h时
,

我们使用杂交稻品种
“

汕优 63
”

在安宁河流域干热河

谷稻区的云甸乡实施水稻高产攻关试验
,

实施面积

0
.

1Zh m Z。

本试验力图在栽培技术和施肥方法这两方

面探讨杂交稻在干热河谷稻区的高产栽培技术
,

以

期为干热河谷稻区的稻作丰产提供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验 田情况 水稻高产攻关试验设 在会理县

云 甸 乡荆 凉 村 三 社胡光 明家承 包 田 内
,

面 积

0
.

1 Zh m Z ,

土壤为红壤性水稻土
,

土种砂泥 田
,

前作小

麦
。

1
.

2 供试品种 杂交稻
“

汕优 63
” 。

l
·

3 产量目标 单产突破 12 7 5 Ok g / h m , 。

1
.

4 栽培措施 配套栽培措施总的 目的是培育壮

秧和满足水稻对外界环境条件的要求
,

减轻病虫害

的发生
,

增加穗数
、

粒数和粒重
。

具体措施如下
:

1
.

4
.

1 旱秧床地膜覆盖育小苗 3月 10 日播种
,

每平

方米播破胸谷 25 0一 3 X() g并盖膜
,

二叶一心揭膜炼苗
,

苗床管理同地膜育秧
。

1
.

.4 2 湿润袂田假植攻分集 寄栽秧 田做成湿润秧

田
,

Zm开厢
,

3月 2 4日假植
,

单苗寄栽规格6
.

s x 7 e m
。

1
.

.4 3 适时移栽
,

合理密植 4月 3 0 日移栽
,

秧龄

5 0 d
,

单株平均带集 .5 2个
,

大田宽窄行东西向拉线栽

秧
,

移栽规格 (4 0 + 13
.

3 ) x l 3
.

3 e m
,

每公顷栽插 2 8
.

1 2 5

万穴
,

每穴一株
,

基本苗 14 .6 25 万苗
,

浅水促分粟
,

返

青后施用农得时除草
。

1
.

.4 4 水浆管理 栽后2 d8 左右
,

最高苗达到 4 5 0万 /

h耐
,

将宽行泥土起于种植行
,

形成垄作
,

晒垄控制分

靡
,

保持沟中有水
,

放养鱼苗
。

1
.

.4 5 肥料施用 大 田肥料用量及施肥方式方法依

据以前高产栽培的试验情况进行改进
,

采取
“

重底早

追
,

前促中控后补
”

的施肥法
。

:N :P K按 .2 :5 川
.

5比例进行配方
,

每公顷用过磷

酸钙 1 14 0 k g
,

农家肥 3创叉洲) k g
,

尿素6 9 k0 g
,

硫酸钾

5 5 5 k g
。

重底肥
:

将农家肥和磷肥混合堆沤 30 d施于耕翻

的田中后进水耙田
,

在最后一次耙 田时每公顷施人

硫酸钾 15 Ok g
,

尿素 37 5 k g
,

硅酸铁 15o k g
。

早追肥 :
栽秧后 7 d左右

,

返青时每公顷及时施入

收稿 日期
:
2 00 5一08

一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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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2 4 0 k g
,

硫酸钾 3 0() k g
。

补施粒肥 :
齐穗时每公顷施用尿素 7 5 k g

,

硫酸钾

10 5 k g
,

磷肥 7 5 k g进行追肥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不同年度的产量构成因素

本试 验经会 理县农 业局 现场 验收
,

产量 为

13 6 12
.

5 k岁 h m Z ,

比 2 0() 2年高产攻关 的 12 5 5 5 k岁 h m Z

高 10 57
.

5 k岁hm
Z。

分析他们的产量构成 (表 l )
,

无论是

亩有效穗
、

穗实粒数还是千粒重
,

本试验都得到 了提

高
,

并且稻穗整齐度好
,

大小穗差异较小
,

说明栽培措

施的改进 以及肥料管理的改善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

.2 2 不同育秧方式与秧苗素质

旱秧床地膜覆盖育小苗
,

湿润秧 田宽窄行寄插

攻分粟
,

是培育带粟壮秧 的关键
,

从表 2可以看出
,

通

过两段育秧
,

早秧床培育小苗及宽窄行寄插比以前

采用的地膜一段育秧培育的秧苗更壮
,

分雍更好
,

秧

龄弹性更大
。

.2 3 不同移栽方式与稻株长势

表 1 200 2年与2 00 3年高产攻关试验产里构成因素表

年度
有效穗

(万穗 / hm Z
)

稼实粒数

(粒 /穗 )

千粒重

( g )

理论产量
(k g/ h m Z

)

实际产量
(kg/ hm Z

)

2 X() 3年

2 00 2年

4 33
.

65

礴29
.

1 5

1 1 2 1

10 6
.

2

2 8
.

7

2 8 6

1 39 64
.

1

1 3 0 34
.

7

13 61 2
.

5

1 25 5 5

表2 不同育秧方式与秧苗紊质比较表

年度 育秧方式
产量

(k合 / ll m Z )

移栽白根数

(根 /株 )

返青天数

(d )

平均带雍数

(个 )
秧苗素质

200 3年 两段育秧 1 36 1 2
.

5

12 5 55
.

0

50 健壮

采用宽窄行东西向拉线栽秧
,

合理密植
,

较四尺

划格栽秧改善了田间小气候
,

通风透光和边际效应

增强
,

后期绿叶多
。

通风透光条件好
,

叶片光合功能

时间长
,

光能利用率高
,

干物质积累多
,

且茎杆健壮
,

有效降低了病虫害的危害
,

增强了抗倒力
。

宽窄行栽

插合理调节了群体结构
,

使个体与群体协调发展
,

减

轻穗多与粒重的矛盾
。

表现出
“

稀中有密
,

密中有稀
” ,

稻株个体生长一致
,

达到增穗增粒
,

减少小穗 (表 3 )
。

2 .4 不同施肥法的稻株长势与产量

促控结合
,

合理配方施肥
,

增施微量元素肥料
-

表3 不同移栽方式与稻株长势比较表

移栽方式
产量 抽穗后期

绿叶数 (片 )

小穗比重

(% )

茎基宽 收获时剑叶

宽窄行栽插

k岁h m Z
)

1 36 1 2
.

5

最高苗

(万苗 )

4 8 3
.

7 5

注 : 小德 比重为德粗数小 于 9 0杜的稻穗所 占比 重
。

硅肥
,

提高水稻的抗倒伏能力
,

满足水稻吸肥生理

达到增穗增粒加粒重的目的
。

(见表 4)

施肥量和施肥方式的改进是依据杂交稻在干热

河谷区的生长发育特点 以及其吸肥特性
,

水稻各生

表4 水稻 1 36 12
.

5k g与1 2 5 55k朗巴料管理比较

年 度

200 3年

尿紊 硫酸钾

690 55 5

60() 3 (减)

过磷酸钙 硅酸铁 施肥方式方法 产量 (k岁h m Z ) 成熟度 空批率

1 14()

750

1 50

0

重底早追
,

前促中控后补

2X() 2 V
”

字形施肥法

136 1 2
.

5

12 5 5 5

倒伏情况

无

基本无

9 9%

99%

育期的需肥特点而采取
,

在以前高产栽培试验的基

础上改进了肥料用量及搭配比例
,

增加 了钾肥和硅

肥
,

目的就在于充分满足杂交稻生长发育所需的养

份条件
,

使其达到壮杆抗倒
,

增穗增粒重的目的
。

从表 4可以看出
,

采用
“
重底早追

,

前促 中控后

补
”

施肥法
,

结合钾肥早施
、

重施
、

补施硅肥
,

满足了

杂交稻的生理优势
,

根系发达
,

分孽力强
,

库容量大

而源充足
,

能有效地促进水稻生长发育进程
,

抑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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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无效分粟的发生
,

达到提高稻穗整齐度
,

减少空

批率
,

增加穗粒数和粒重的 目的
。

增施硅肥
,

以满足

水稻对微量元素的要求
,

增强水稻的抗逆性
,

提高水

稻光合产物的合成
、

运输 和积 累
,

以达到
“

库大
、

源

足
、

流畅
”

的效果
。

杂交稻需钾量较大
,

吸钾旺盛时期

是水稻生育中期
,

要及时补充钾肥
。

在高氮水平下
,

钾利用率高
。

但高肥栽培若管理不当
,

势必造成全 田

分雍过多
,

有效穗减少
,

穗差异大
。

3 讨论

本试验是在水稻高产 1 2 5 55 k酬h扩栽培技术基

础上
,

在干热河谷稻区
,

通过育秧方式的改进
,

大田

栽插方式以及肥料配比
、

数量
、

施用方式方法的改革

而取得的 13 6 12 .5 k岁 h耐的高产
,

有以下几个问题值

得探讨
:

1
、

本试验产量能否在相似气候区再现值得试

验
。

从试验的水稻长势长相和产量构成因素看
,

只要能

够满足水稻生长发育的外界环境条件是可以再现的
。

2
、

关于试验的肥料用量
,

由于土壤供肥能力和

肥料利用率无条件测试
,

因此肥料用量是依据理论

施肥量结合 2 0( 幻年高产攻关试验 ( 12 5 5 5 k g乃 l
耐 )的

肥料用量及配比以及稻株叶片长势长相 田间表现来

综合确定的
,

是否是最佳用量值得探讨
,

同时
,

水稻

产量与肥料用量的最佳经济效益值得试验
。

3
、

从田间观察记载看
,

宽行在抽穗后灌浆期方

全部封行
,

因此
,

密度是否还可以加大
,

但是否加大

密度会对稗粒数和粒重造成过大的影响
,

有待于探

索
。

我们认为
,

密度加大到每亩 2万窝
,

抽穗时封行应

不会对粒数和粒重形成大的影响
,

产量还可以增加
,

可望突破 15 X( 犯 k岁h时
。

4
、

从省外亩产过 15《XX)k g / h m Z的水稻栽培看
,

密

度在 30 万穴h/ m Z
左右

,

基本苗 33 万八时左右
,

最高苗

可达 3 4万八耐
,

有效穗 29 万八m Z左右
,

实粒数 12 0粒 /

穗左右
,

千粒重 2 8 9左右
。

可见密度还可以加大
。

在肥

料施用上还应进行改进
,

增粒增重应从肥料配比上

下功夫
,

把促控措施很好地结合起来
,

一方面能确保

成熟度
,

另一方面又要达到增穗增粒和增粒重的目

的
,

提高稻穗整齐度
,

则亩产是可望突破巧《x刃 k g的
。

5
、

稻鱼共生
,

可以减轻病虫害的发生
,

培肥水稻

土壤
,

增加经济效益
。

对水稻是否还有其它作用
,

有

待探索
。

6
、

稻田垄作
,

虽然所起作用较大
,

但费工费时
,

在大面积应用推广中存在难度
。

4 结论

杂交稻在干热河谷稻区
,

通过早秧床地膜夜盖

育小苗
,

湿润秧田宽窄行寄插攻分雍
,

大田东西向拉

线宽窄行栽壮秧
,

结合 N
、

P
、

K及微量元素肥料的配合

施用
,

采取
“

重底早追
,

前促中控后补
”

施肥
,

水稻能

够获得 13 5 X() k酬俪
2的高产

,

并可望达到 15( 0 张酬han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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