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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系杂交稻新组合深两优1173的选育 

及高产栽培技术
陈　淳　周丹华　刘永柱　王　慧　陈志强　黄　明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642）

摘要：深两优 1173 是以不育系深 08S 为母本、优良恢复系航恢 1173 为父本，组配选育而成的两系杂交稻新组合。该组合

具有穗大粒多、丰产性突出、适应性广、高抗稻瘟病等特点，2018 年通过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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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作为我国 60% 人口的主食 [1]，其新品种的

选育极其重要，尤其是杂交水稻的成功培育与推广，

为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 [2-3]。其中，石

明松于 1973 年首次发现了光温敏核不育材料 [4]，为

我国两系水稻杂种优势的利用开辟了新途径。

深两优 1173 是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以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清华深圳

龙岗研究所选育的两系不育系深 08S 为母本，本中

心航天诱变及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相结合育成的恢

复系航恢 1173 为父本，组配而成的杂交稻新组合，

其株型中集，穗大粒多，丰产性突出，米质优，高抗稻

瘟病，2018 年通过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审定编号：粤审稻 20180049。

1　亲本来源及选育过程
1.1　亲本选育　深 08S 为光温敏型两系不育系，由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清华深圳龙岗研究

所育成，来源于 Y58S/ 早优 143。其株型稍散，分蘖

适中，植株较矮（60~65cm），剑叶稍内卷挺直，穗型、

粒型中等，柱头外露好，异交率高。

恢复系航恢 1173 是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所选育的高抗稻瘟病、品质优良的优质

恢复系。2008 年早季以本单位通过航天诱变选育

的优质恢复系航恢 173 为轮回亲本、高抗稻瘟病种

质 H4 为供体亲本进行杂交，2008 年晚季种植 F1，

与航恢 173 回交，从回交群体中通过分子标记辅助

选择，选择含有稻瘟病抗性基因 Pi46 和低直链淀粉

Wxb 等目的基因且株型与轮回亲本相似的优良单

株；入选单株连续自交并继续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含

目标基因的优良单株（系）直至 BC2F4；2012 年对入

选株系进行测恢、测配和测抗等分析，最终育成高抗

稻瘟病、低直链淀粉含量、高配合力的新恢复系，命

名为航恢 1173[7]。

1.2　品种选育　2013 年早造利用航恢 1173 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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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S 进行测配，2013 年晚造种植该杂交组合，表现出

弱感光，熟期适中、穗长粒多、丰产性突出，杂种优势

明显，比对照品种广 8 优 2168 增产极显著等特点。

2014-2015 年晚造在广州、肇庆、清远、江门、潮州等

地进行多点试验，均表现为高产稳产、抗性好等突

出特点。该组合于 2016 年和 2017 年参加广东省晚

造感温迟熟组区域试验，2017 年晚造参加广东省生

产试验，2018 年通过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

2　产量表现
2016 年参加广东省晚造感温迟熟组区域试验，

每 hm2 产量为 6.90t，较对照品种广 8 优 2168 增产

4.87%，增产达极显著水平；2017 年续试，每 hm2 产

量为 7.13t，较对照品种广 8 优 2168 增产 7.47%，增

产达极显著水平。2017 年参加广东省晚造生产试

验，每 hm2 产量为 7.12t，比对照种广 8 优 2168 增产

2.66%。该品种丰产性突出、稳产性较好。

2018 年晚季在江门、肇庆等地进行示范推广种

植，其中，肇庆地区每 hm2 平均产量为 7.31t，江门地

区的平均产量为 7.02t。

3　特征特性
3.1　主要农艺性状　深两优 1173 属弱感光型两系

杂交稻组合。晚造全生育期 112~113d，比对照品

种广 8 优 2168 晚 1d。株型中集，剑叶挺直，株高

108.5~114.2cm ；分蘖力中等，穗长粒多，每 667m2 有

效穗数 16.1 万 ~16.7 万穗，穗长 25.2~25.9cm，每穗

总粒数 170~178 粒，结实率 84.8%~87.4%，千粒重

21.3~22.1g ；秆硬抗倒，后期转色熟色好，耐寒性中

等。

3.2　稻米品质　深两优 1173 稻米品质优，米饭适

口性好。2016 年在广东省晚造区域试验中被鉴定

为国标和省标优质 3 级；整精米率 55.1%，垩白粒

率和垩白度分别为 7% 和 0.5%，直链淀粉含量为

15.2%，胶稠度 72mm，长宽比 3.2，食味品质分 76；
2017 年在广东省晚造区试中被鉴定为部标优质 3
级，整精米率 63.7%，垩白度 0.3%，透明度和碱消值

分别为 2 级和 6.9 级，胶稠度 54mm，直链淀粉含量

为 14.9%，长宽比 3.2。
3.3　抗病性　在广东省区域试验抗病性鉴定中，

深两优 1173 表现为高抗稻瘟病，2016 年晚造对稻

瘟病菌中 B、中 C 群及全群抗性频率分别为 100%、

95.24%~100% 和 90.0%~96.55% ；在 2016 年、2017
年晚造田间自然诱发病圃中，叶瘟和穗瘟分别为

1.0~1.7 级和 2.2~2.3 级；白叶枯病抗性鉴定为高感。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适时播种，合理密植　深两优 1173 除粤北以

外全省各地可作早、晚造种植。广东早稻 2 月下旬

播种，秧龄 20d 左右；晚稻 7 月中旬左右播种，秧

龄 15d 左右，比感温型品种早播 10d 左右。播种

前晒种，选用合格优质种子。秧龄控制在 15~20d
进行大田移栽，合理密植，插足基本苗。栽插规格

20cm×20cm，每 hm2 栽插 22.5 万 ~27 万穴，每穴

1~2 苗，每 hm2 抛栽 22.5 万 ~25 万苗。

4.2　科学水肥管理　插秧前施足基肥，早施、重

施追肥，巧施、适施促花肥和保花肥。早稻插秧后

15~17d、晚稻插秧后 12~15d 施复合肥 225kg/hm2 作

分蘖肥并保持浅水以促分蘖早发，适时施用除草剂。

当全田苗数达到目标穗数的80%~90%时排水晒田，

控制无效分蘖，但不要重晒。拔节孕穗期至齐穗期

保持浅水层，穗分化始期每 hm2 施尿素 45~60kg、氯
化钾 120~150kg。黄熟期间歇灌溉，干湿交替，保持

田间湿润。收获前 7d左右断水，切忌后期断水过早。

4.3　病虫草害防治　深两优 1173 高抗稻瘟病，高

感白叶枯病，栽培上要特别注意防治白叶枯病，尤其

是在台风暴雨来临前或过境后应重点防护，分蘖期

至孕穗期要控制发病中心，控制病害于点发阶段。

在大田期间，应依据当地的病虫害预测预报，适时开

展稻瘟病、矮缩病、白叶枯病、纹枯病、稻飞虱和稻纵

卷叶螟等主要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尽量选用高效、低

毒、低残留的对口农药。

5　高产制种技术要点
5.1　亲本的插播期　抽穗扬花期要求日气温在

30~35℃，相对湿度 70%~75%。在制种基地的选择

上，可以考虑选择海拔 280~350m 的范围；在制种季

节的选择上，应当着重考虑育性敏感期没有连续 4d
以上低于 24.0℃的异常低温天气出现。广州地区可

以考虑秋制，抽穗扬花期最好安排在 7 月中旬，同时

尽量避开台风的影响。

结合父母本的播始历期，可以安排母本在 5 月

1 日播种，7 月 20 日前后抽穗扬花。安排 2 期父本，

第 1 期在 4 月 14 日播种，第 2 期在 4 月 20 日播种，

可确保花期相遇。插植密度父母本行比为 2∶16。



育繁制种68 2019年第12期

优良糯玉米骨干自交系 QN-51 的选育及利用
胡俏强 1，2　潘玖琴 2　钱　俊 1　秦吉洋 3　吉善良 1　赵元凤 3　刘玉金 1　戴惠学 1，2

（1 江苏润扬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仪征 211400；2 南京市蔬菜科学研究所，南京 210042； 
3 仪征市作物栽培技术推广站，仪征 211400）

摘要：QN-51 是利用不同生态区域的品种资源构建基础群体，再经过农艺性状选择、抗性鉴定，结合配合力测定，通过多

代自交筛选实现优良性状聚合，从而培育出的优良糯玉米骨干自交系，具有自身制种产量高、品质好、配合力高、综合抗性强等

特点。对 QN-51 的选育过程、主要农艺性状及其改良创新和育种利用情况进行了介绍，旨在为今后优良糯玉米自交系和杂交

种的选育提供参考。

关键词：糯玉米；骨干自交系；QN-51；选育；利用

糯玉米（Zea mays L. sinensis Kulesh）为玉米属

糯质型玉米亚种，是受隐性基因 wx 控制的玉米突

变类型。糯玉米胚乳所含淀粉几乎全部为支链淀

粉，富含人体必需的赖氨酸及多种维生素等营养成

分，因其适口性好且具有甜、糯、香的风味和易于消

化吸收的特点倍受消费者的青睐，近年来其市场需

求越来越大 [1]。优良杂交糯玉米品种的选育必须

以自交系为基础 [2]，正确选择亲本自交系以及组配

出优良组合是糯玉米杂交育种工作成败的关键 [3]。

由此可见，糯玉米育种工作中的核心任务就是优良

自交系的选育，而种质资源的广泛引进研究和改良

创新是糯玉米自交系选育的基础，也是提高糯玉米

杂交种品质、产量和抗性水平的重要环节 [4-5]。目

前对生产上综合表现优良的糯玉米种质进行改良、

创新，拓宽种质基础，仍然是选育优良糯玉米自交

系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提高糯玉米育种水平最为

快捷有效的方法。QN-51 是南京市蔬菜科学研究

所等单位以引进的不同来源糯玉米品种渝糯 930、
苏玉糯 901、苏玉糯 639、玉农晶糯和桂糯 519 为基

础材料选育而成的品质优良、配合力高、抗逆性好

的糯玉米骨干自交系；以其为母本已配制出通过审

定的糯玉米杂交种 3 个、苗头新品系 1 个。本文对

其选育经过、特征特性、种质创新、杂交利用等进行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8YFD0100103-3）；2017 年江
苏农业重大新品种创制项目（PZCZ201712）

通信作者：戴惠学

母本插植规格为 13.3cm×16.7cm，每穴双苗；父本

双行插植，规格为 20.0cm×33.3cm ；父母本间距

26.7cm 为宜。

5.2　科学喷施“九二〇”　深 08S 稻穗包颈度较轻，

但植株对赤霉素钝感，每hm2施“九二○”500g左右。

母本抽穗 10% 时开始喷施“九二○”，每 hm2 施用量

为 180g，第 2 天喷施 270g，考虑到父母本株高的差

异及父本株型，父本不必单独喷施。加强人工辅助

授粉，在盛花期人工赶粉 3~4 次，连续赶粉 7d 以上。

5.3　严格去杂保纯，及时收获　苗期、抽穗期和黄

熟期等期间均要除杂，尤其是赶粉前要及时去除田

间异杂株。收种时应先割除父本，再采收母本，母本

应单收单晒，以防止机械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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