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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杂交水稻川华优 320 高产制种技术
于小军 1，2　钟露平 1　陈辉志 1　龚　桥 2　钟光跃 2

（1 贵州山至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遵义 563000；2 四川华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 610100）

摘要：川华优 320 是四川华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自育优质不育系川华Ａ与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选育的抗病恢

复系成恢 3203 配组育成的高产优质香型杂交水稻新组合，根据组合亲本的特征特性，结合制种基地的种植习惯和气候条件，

总结出川华优 320 的高产制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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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cm 左右，株型半紧凑，分蘖力较强，单株成穗数

10~12 个 [1]。叶色浅绿略带黄，剑叶略小，直立。叶

缘、叶鞘、稃尖及柱头黄色。川华 A 穗子较长，平均

24cm，粒型为长粒型。播种至抽穗历期 87d，比冈

46A 长约 10d，其主茎叶片数 14.2 叶。晴天开花时

间集中在 11：50-12：30，午前开花比例 70% 左右，

柱头外露 75%，双柱头外露率 38%。川华 A 套袋自

交不育株率 100%，其自交结实率为 0；花粉镜检鉴

定，其花粉败育率 100%，其中典败率 99.2%、圆败率

0.8%。经四川省农科院植保所接种鉴定，叶瘟 3~5
级、颈瘟 5~7 级。

1.2　父本成恢 3203　在绵阳地区，成恢 3203 播始

历期 118d 左右，主茎叶片数 16 叶；株高 108cm，穗

粒数 180 粒，结实率 91%，千粒重 30g，分蘖力强，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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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华优 320 是四川华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自育优质不育系川华Ａ与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

究所选育的抗病恢复系成恢 3203 配组育成的中籼

中熟优质三系杂交水稻新品种，于 2018 年通过四川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川审稻 20180015）。
四川华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2018 年在绵

阳地区进行了该组合的制种技术研究，每 hm2 制种

产量由原来的 1.425t 达到 2.25t。现将其亲本特征

特性及高产制种技术总结如下。

1　亲本特征特性
1.1　母本川华 A　经在基地连续 3 年观察，其株高

150~300kg 之间。

4.4　收获　因苦荞的无限花序，导致籽粒成熟相对

不一致，应在籽粒成熟 70% 左右进行及时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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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半紧凑，叶色淡绿，耐肥性好、抗逆性强；穗子较

长，颖尖、叶鞘、叶舌、叶耳无色 [2]。花药饱满，花粉

量足；花时集中，花期较长，制种产量较高。

2　品种特征特性  
该品种全生育期 141.8d，比对照辐优 838 长

0.6d。株高 108.9cm，叶鞘绿色、颖尖秆黄色、柱头白

色。每 hm2 有效穗数 220.5 万，穗长 25.2cm，穗粒数

164.7 粒，结实率 88.1%，千粒重 29.0g。2015 年在四

川省水稻区域试验中取样，经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

量鉴定检验测试中心检测：出糙率 80.2%，整精米率

59.3%，长宽比 3.3，垩白粒率 22%，垩白度 2.7，胶稠

度 68mm，直链淀粉 16.1%，蛋白质 7.4%，米质达到

国家二级标准。经四川省农科院植保所稻瘟病抗性

鉴定：2015 年感叶稻瘟病，中感颈稻瘟；2016 年中

感叶稻瘟病、颈稻瘟。

3　产量表现
2015-2016 年 2 年参加四川省区域试验，每 hm2

平均产量 8.5t，比对照品种辐优 838 增产 6.08%，

2 年共 18 个试点，16 点增产，增产点率 89%。2017
年参加生产试验，每 hm2 平均产量 8629.2kg，比对照

品种辐优 838 增产 86.5%，7 个试点均增产。

4　高产制种技术
4.1　制种田的选择　要选择阳光充足，地势平坦、

排灌便利、水源充足、肥力中等且没有土传病害的

田地。本田周围水稻抽穗扬花期错开 20d 以上；在

200m 内无同期抽穗扬花的非本组合制种的水稻品

种，制种规划区内严禁种植“酒谷”以及用于制作米

粉、凉糕的桂朝 2 号等常规品种。

4.2　播差期的确定　2016 年本组合制种采取 2 期

父本。根据绵阳地区的气候特点，授粉时间安排在

7 月中下旬为宜，3 月 25 日播种第 1 期父本，4 月 2
日播种第 2 期父本，7 月 19 日前后抽穗，播始历期

116d ；2018 年尝试 1 期父本播芽谷，2 期父本哑谷

播种，花期基本相遇。母本播期在 4 月 26 日，抽穗

期在 7 月 16 日左右，播始历期 83d 左右。

4.3　种子的催芽　川华 A 种子许多闭颖不严，极容

易感染细菌，播种前先晒种 [3]，然后使用使百克杀菌

剂做浸泡消毒处理，1kg 种子使用 10mL，浸泡 8~10h
为宜。川华 A 种子千粒重仅有 20g 左右，加之有相

当一部分的种子颖壳张开，催芽的风险较大，所以川

华 A 种子在使百克药液中浸泡后就洗净分发到制

种户手中，直接播种到秧母田中。父本由公司统一

浸种催芽，使用使百克药液浸泡 24h 后再用清水浸

泡 24h，37~38℃下恒温催芽。

4.4　秧田管理　为培育多蘖壮秧，父本采取旱育秧

2 段寄插。父本芽谷 1~2mm 时分户发放播种。苗

床整细整平后用清水浇透，再用敌克松药液消毒处

理，父本种子均匀撒播后，用细砂土均匀覆盖。播种

覆土后用扫弗特喷施厢面，以预防草害，最后起拱盖

膜。父本 1 叶 1 心时，按 3 寸（10cm）见方的规格寄

插，每穴 3~4 粒谷，插前 1~2d 揭膜或者开窗炼苗。

绵阳地区清明前后气候还不稳定，父本秧田必需起

拱盖膜。父本秧苗 3 叶 1 心前，严禁灌水上厢，晴天

厢沟中必需有水，厢面以湿润为主。棚内温度过高

要及时揭薄膜、开对口窗通气，以防高温烫伤秧苗。

3~4 叶时开窗炼苗 1~2d，并适时揭膜；揭膜后，以少

吃多餐的原则追肥，每 hm2 追施乙铵 25kg，每隔 7d
左右追施 1 次；追肥时可以灌浅水上厢，水的管理要

干湿交替，以促分蘖。揭膜后使用甲双恶霉灵、三环

唑、吡虫灵等注意防治青枯病、苗稻瘟病，蓟马、蚜虫

等病虫害，喷雾时注意清洁喷雾器。

为了育秧安全，根正苗旺后每 667m2 使用稻杰

10mL 除草，喷施除草剂注意排干厢面的水，48h 以

后厢面可以关“花花水”。移栽前 3~4d 每 hm2 使用

福戈 150mL、三环唑 600g、爱苗 150mL 1 次，做到带

药移栽。母本的田间管理参照父本的管理，但要注

意水源的管理，1 叶 1 心以前严禁长时间淹水，水分

过少可以适当补水，田间湿润后要立即排水。

4.5　移栽及规格　5 月 20 日左右开始移栽，父本

为大 2 行，3.6m 开厢（含 2 行父本），1、2 期父本 
1∶1 间插，父本 3~4 粒谷栽插。栽插规格为株距

33cm，父本与母本行距 23cm，父本行间距 50cm ；母

本秧龄 28~30d 时开始移栽，每穴栽 1~2 粒谷，栽插

规格 17cm×26cm。父母本栽插比例为 2∶13 为宜，

单行父本的父母本行比 1∶10，2.52m 开厢，父本与

母本间距、父本株距、母本的密度不变。

4.6　本田管理

4.6.1　肥水管理　平整大田时，每 hm2 施用碳酸氢

铵 525kg、过磷酸钙 750kg、腐熟菜饼 300kg，氯化钾

150kg 作为底肥，先施肥，后耕田耙平。先栽父本，

后栽母本，移栽 7d 后，每 hm2 用尿素 45kg 混合卞丁

或农得时 6kg 撒施除草，撒施除草剂后保持 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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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水层 7d。基本苗达到要求后要及时排水晒田，以

促进根系生长，控制无效分蘖。晒田至叶见黄、根见

白根，田见裂纹为标准，如遇连续阴雨天则要挖沟

排水，以防止母本营养生长过旺而影响花期。进入

幼穗分化期，特别是已经进入 4 期或 5 期的时候必

需及时复水，并一直保持较深水层到乳熟期；丢竿后

10d 以上才能排水晒田，高膀田还要注意灌水保湿。

特别是在赶粉期如遇高温必需保证田间水的深度，

以调节田间温度和湿度以利于散粉和结实。赶粉期

若遇夜雨，清晨应该赶露水，降低田间湿度，促进温

度回升快和母本按时张颖开花。

4.6.2　病虫草害防治　6 月中旬根据虫情预报，

每 hm2 使用垄戈 150mL、富士一号 750mL、爱苗

150mL、拿敌稳 150mL，防治稻螟虫、稻瘟病、纹枯病

等病虫害；7 月中旬破口前 3~4d，使用上述药物再

防治 1 次。赶粉结束后，使用吡虫啉 600g 防治稻 
飞虱。

4.7　花期预测与调节　由于本组合父本花期较长，

所以安排父本比母本早 2~3d 抽穗为宜。花期预

测主要采用幼穗剥检法 [4]。父本幼穗分化Ⅱ期中

后期时，母本幼穗分化Ⅱ期初为最佳，父本幼穗分

化期Ⅴ期中时，母本幼穗分化在Ⅳ期中和Ⅴ期之间

为最佳。若遇父本晚，则调节宜早不宜迟，每 hm2

可以给父本追施氯化钾 180kg，或辅助以磷酸二氢

钾给父本叶面喷施。若遇父本早 4~5d 或者以上，

则每 hm2 使用尿素穴施父本 150kg，或割叶调节、

多效唑叶面喷施以调节严重偏早的父本；同时辅

助以微调母本花期，母本叶色偏绿田块，叶面喷施

0.2%~0.5% 磷酸二氢钾及 0.2%~0.3% 硼肥 2~3 次。

幼穗分化进入Ⅶ期还可以喷施调花宝以调节偏晚的 
亲本。

4.8　赤霉素的合理喷施　本组合母本幼穗对“九二

0”反应较为敏感。父本早出 1~3d 这种花期相遇

好的田块，父本抽穗达 5%~10% 时，每 hm2 单独喷

60~90g，母本抽穗达到 25% 时，父母本同时喷 180g，
次日或隔天父母本同时再补喷 90g ；父本偏迟田块

应在父本破口期，以调花宝30~60g辅以“九二0”15g
少量多次喷施父本，每天 1~2 次，一直调节到父本

可以正常使用“九二 0”为标准，则母本的“九二 0”
喷施时间不能过早，等母本抽穗到 30% 左右时才

可以给父本与母本喷施 180~200g。次日补喷“九二

0”90g，父本视情况决定是否再单独喷施。喷施“九二

0”时间应在上午 9：00-11：00，下午 16：00-18：00，
父本高出母本 10~15cm 为最佳。喷施“九二 0”要

求顺风避雨，如喷施 2h 内下雨要重喷 [5]。

4.9　赶粉　川华 A 花时集中花期较短，赶粉一定

要及时、有效。原则是盛花期每天赶粉 2~3 次，

人工赶粉每人 0.2hm2 为宜，机械赶粉每人 0.4hm2 

为宜。

4.10　严格去杂，确保质量　种子的质量就是企业

的生命，种子生产的每个时期都要严格质量把关。

从催芽、育秧开始就要严防混杂，移栽的时候特别注

意不能栽混，把父本或者其他品种栽到母本中去，更

不能把其他品种当父本栽插。母本始穗前后要坚决

割除异型株、早穗株、散粉株，所有明显杂株必须抢

在重喷“九二 0”之前完全清除，重喷“九二 0”之后

继续扎实去杂，同时要注意割除父本中的杂株。丢

竿后注意清除母本中晚抽穗的杂株。

4.11　适时收获　种子有八成熟就要抢晴天收获。

收获过程中，务必打扫干净收割机、口袋、晒垫等工

具，严防机械混杂。本组合种子建议在晒垫中翻晒，

严禁在水泥地板上高温下暴晒，以防种子断裂及高

温烫伤种胚。

5　小结
川华优 320 品种的耐肥力强、剑叶直立、穗子

长、米质优，产量高、抗性好，有着极大的推广空间，

该品种种子需求会日益增多。“公司 + 农户”的传

统制种虽然是目前的主流，但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

调整，种植大户制种或者公司流转土地制种也是制

种模式的新探索。研究适合“大户”规模化、产业化

的制种技术已是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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