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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优 6 号是四川华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香

型不育系武香 A 与高产恢复系华恢 016 配组育成

的高产稳产香型杂交水稻新组合，于 2018 年通过贵

州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黔审

稻 20180021。现今西南地区水稻栽培是以人工栽

秧为主，机械栽插为辅，高产是水稻栽培技术研究

的永恒课题，为了尽快在贵州省内推广武优 6 号，

本文描述了武优 6 号的特征特性，在区域试验人工

香型水稻新品种武优 6号高产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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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优 6 号是四川华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香型不育系武香 A 与高产恢复系华恢 016 配组育成的高产稳产香型杂交

水稻新组合，于 2018 年通过贵州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描述了武优 6 号特征特性，在区域试验人工栽培技术的基础

上融合现代机械化栽培技术，总结出了武优 6 号高产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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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量表现
陕农 33 先后于 2009-2010 年度、2010-2011 年度

参加陕西省关中灌区中肥组小麦新品种区域试验和生

产试验，每 667m2 平均产量 522.5kg，比对照小偃 22 增

产 9.3kg，增幅 1.98% ；最高产量 618kg，比小偃 22 增产

11.2%。2016-2017 年度参加河南省引种试验，每 667m2

平均产量 540.7kg，比对照周麦 18 增产 3.40%。2017-
2018 年度参加安徽省引种试验，6 试验点全部增产，每

667m2 平均产量 460.0kg，较对照济麦 22 增产 3.29%。

4　配套栽培技术
4.1　选地，播种　选用地力水平为 500kg 以上的水

肥地种植。于 10 月 5-20 日适期播种，每 667m2 播

量为中肥地 9~10kg，高肥地 8~9kg ；基本苗 12 万 ~ 
14 万。冬前每 667m2 总茎数 45 万 ~50 万，春季最高

总茎数 80 万 ~90 万，亩成穗数 40 万 ~45 万穗。

4.2　肥水管理　以基肥为主，有机肥与无机肥配

合，氮肥与磷肥配合，氮磷比 1∶1.5；全生育期每 667m2

施纯氮 10~12.5kg，P2O5 15~18kg ；播前结合整地施

用 80% 的氮肥和全部磷肥，结合冬灌施用 20% 的

氮肥 [4]。适时冬灌，酌情春灌，干旱时浇好灌浆水。

4.3　病虫草害防治　地下害虫多的田块，可用 4.5%
的甲敌粉或 1.5% 的 1605 粉剂，每 667m2 用 5kg 拌

成药土，犁地时均匀撒施。开春后小麦返青期，杂草

出叶 2~3 片时可以用巨星等防除，结合除草，可以

加喷矮壮素和芸苔素。在小麦抽穗开花期及时进行

“一喷三防”（叶面喷肥，防虫、防病、防干热风），延

长叶功能期，增加粒重，确保优质高产。在赤霉病重

发区或重发年份，及时防治赤霉病。

4.4　收获　蜡熟后期，籽粒变硬，呈现种子本色，择

晴天及时机械单独收获、单独晾晒、单运单贮，保持

优质小麦商品粮的纯度和质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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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技术的基础上融合现代机械化栽培技术，总结

出了武优 6 号的高产栽培技术，供推广及技术人员 
参考。

1　特征特性
该品种属迟熟籼型三系杂交稻。全生育期为

154.4d，比对照 F 优 498 迟熟 0.3d。株高 123.6cm，

株叶型较好，茎秆较粗壮；叶色浓绿，剑叶挺直；叶

鞘、叶缘无色。分蘖力中等，每 667m2 有效穗数

14.1 万穗。穗型较大，穗实粒数 188.3 粒，结实率

77.1%，千粒重 32.7g。粒型较长、粒重较大，颖尖无

色、无芒、后期转色好。2016 年经农业部食品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武汉）测试，米质主要指标为：

出糙率 79.9%，精米率 69.8%，整精米率 45.2%，垩白

粒率 47%，垩白度 11.4%，粒长 7.6mm，长宽比 3.2，
胶稠度 35mm，直链淀粉含量 21.5%，碱消值 5.0 级，

透明度 2 级；食味鉴评 79.5 分，优于对照 F 优 498
（77.3 分）。2016 年经贵州省植物保护研究所鉴定：

稻瘟病综合抗性指数病级 5 级（中感 MS）。2015
年经贵州省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鉴定：耐冷性为 
较弱。

2015-2016 年连续 2 年参加贵州省区域试验，

每 hm2 平均产量 9420.75kg，比对照 F 优 498 增产

3.75%，19 个试点 15 增 4 减，增产点次达 78.9%。

2016 年参加生产试验，每 hm2 平均产量 8667kg，比
对照 F 优 498 增产 5.81%，6 个试点全部增产，增产

点次 100%。2017 年贵州山至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机插秧栽培试验，每 hm2 平均产量 9238kg，比对照

川优 6203 增产 10.2%。2018 年重庆市引种适应性

试验，平丘地区 6 个试点均增产，每 hm2 平均产量

9336kg，比对照 F 优 498 增产 4.6% ；武陵山区 3 个

试点均增产，平均产量 9469.5kg，比对照 F 优 498 增 
产 7.5%。

2　高产栽培技术
2.1　播种及秧田管理　育秧方式采用旱育秧或两

段育秧，秧龄不超过 40d。机插秧采用塑盘旱育秧

或水育旱管的育秧方式 [1]，秧龄 15~20d[2]。清明前 
播种。

2.1.1　播前准备　播种前晒种并用强氯精和使百

克浸种 24h 防治恶苗病，沥干后用吡虫啉 600g/L 
拌种以防治地下害虫。苗床要求选择土面平整、排

灌方便的泥沙地，人工除尽杂草。播种前秧田底肥

每 667m2 用充分腐熟的农家肥 2500kg、过磷酸钙

45kg、碳酸氢铵 45kg、硫酸锌 1.5kg，在翻地前施下，

泥肥混合均匀，整平整绒。不能施厢面肥，以免烧苗。

秧田施底肥时，拌地虫光以防地下害虫。秧田面积

是否充足是影响秧苗素质和水稻产量的重要因素，

秧田面积与本田面积比例为：旱育秧 1∶10，机插秧

1∶80。秧田 1.7m开厢，做到土肥、泥活、田平、沟深、

沟直，厢面无积水。

2.1.2　播种　播种掌握稀播、匀播原则，每 667m2 用

种量人工育苗移栽大田需要 1kg 种子，机插秧大田

需要 3kg 种子。撒播，播种密度 100 粒 /m2，播种后

盖土并施用秧田专用除草剂除草，30min 后起拱盖

膜保温防寒。盖膜有利于苗期壮苗，促进分蘖，提高

秧苗素质，增强抗病能力。

2.1.3　苗期肥水管理　遵循科学肥水管理，培育多

蘖壮秧。出苗期以保温保湿为主，膜内温度不能超

过 35℃，如遇晴天膜内温度过高应及时揭膜通气，

以防烧苗。秧苗 2 叶 1 心时，通风炼苗，控水促根，

炼苗 3~4d 后即可揭膜。揭膜后每 667m2 使用噻虫

嗪 50g 防治蚜虫和蓟马。螟虫的防治按当地虫害预

报使用福戈或垄歌进行防治。3 叶期和 6 叶期各喷

施 1 次三环唑和井冈霉素防治稻瘟病和胡麻叶斑

病，用 500 倍敌克松液喷施以防治青枯病和立枯病，

移栽前 3d，施用三环唑和福戈，带药移栽。从 2 叶

期开始追肥，每长 1 片叶追施 1 次肥，每 667m2 尿素

用量为 5kg。水分管理 3 叶期以前以湿润为主；4 叶

期以后为防止徒长以适当干旱为主，以叶片卷筒才 
浇水。

2.2　移栽　前作收获后及时清理残茬，淹水泡田，

浅旋耕，做到田平、泥绒、水浅，上糊下松，有利于移

栽、抛栽或进行机插秧。本田每 667m2 施用腐熟有

机肥 1000kg、碳酸氢铵 50kg、过磷酸钙 50kg、腐熟

菜饼 50kg、氯化钾 25kg 作底肥，深耕入底层。

人工栽插规格 30cm×20cm，栽插密度为 1.2 万

穴 /667m2，每穴插满 8 个分蘖以上，合理密植，做

到带蘖、带肥、带药、带泥移栽 [3]。机插秧栽插规格

30cm×15cm，栽插密度为 1.5 万穴 /667m2。机插秧

后第 2 天，及时检查浮秧，人工补秧。

2.3　本田管理

2.3.1　施肥管理　移栽成活后，每 667m2 施用尿素

8kg、过磷酸钙 5kg、氯化钾 8kg，缺锌田块施硫酸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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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沿麓地区是东北春小麦中筋、强筋产

业带的主栽地区 [1]。黑龙江省选育的小麦品种非常

适应该地区的种植 [2]。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筋、强筋小麦品种推广应用极具前景。诱变技术

结合常规育种技术培育小麦新品种加快了育种进

程 [3]，为此，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研究所

以龙 00-0657 航天诱变 SP4 和九三 3U108 杂交，F0

经过辐射诱变后，后代根据系谱法选育而成了龙辐

麦 23。该品种在 2016 年参加生产试验，每 hm2 平

均产量 4453.5kg，比对照垦九 10 号增产 4.1%，中抗

秆锈病和叶锈病，中感赤霉病，是东北春麦区具有推

广潜力的抗倒伏、抗病、高产的小麦新品种。适宜在

黑龙江省和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地区及其相似生态条

件下栽培种植。

1　选育过程
2005 年配置杂交高产抗病优质组合龙 00-

0657SP4/ 九三 3U108，F0 种子用 1.0 万 γ 射线处

理，在田间播种获得 F1 植株，正常管理，实时收获，

混合脱粒。在 2006 年春将种子单粒点播于田间获

得 F2 植株，进行农艺性状、生育期和抗病性调查，按

育种目标选株，入选后的单株纳入育种程序，并按

系谱法处理；于 2010 年在 F6 决选出品系龙辐 10-
367。2011-2012 年进行产量对比试验，2013 年进行

异地鉴定，并在 2014-2015 年进行品质分析和病害

小麦新品种龙辐麦 23 及栽培技术
刘文林　张宏纪　孙　岩　刘东军　杨淑萍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研究所，哈尔滨 150086）

摘要：龙辐麦 23 是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研究所利用辐射诱变龙 00-0657SP4/ 九三 3U108 杂交组合 F0 种子，后

代通过系谱法选育而成的小麦新品种。2018 年 5 月通过了农业部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推广。该品种具有稳产、

优质、抗病和适应性广等优异特性，适应黑龙江省和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地区大面积推广种植。详细介绍了龙辐麦 23 的选育过

程、特征特性、产量表现和栽培措施，为该品种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关键词：小麦；高产；龙辐麦 23；诱变育种

基金项目： 小麦诱变育种技术创新与品种创制（2016YFD0102101）

2kg。由于机插秧秧龄短，需氮肥量偏大，每 667m2

应增施尿素 3~5kg。本田期施肥做到有机无机相结

合，氮、磷、钾肥合理搭配，重底肥、早追肥，做到底肥

以氮磷钾肥为主，基、蘖、穗肥以氮肥为主。

2.3.2　水分管理　移栽后保持 5cm 水层，返青后保

持间歇灌溉，秧苗封田应及时排水晒田，促进根系生

长，控制无效分蘖。如遇连续阴雨天则要挖深沟排

水，晒至叶色退绿，厢面见白根为宜。晒田后应及时

复水，并一直保持较深水层。抽穗扬花期至收获则

采用干湿交替的湿润灌溉法。收获前 7~10d 断水，

以保证机收时田间干燥。

2.3.3　病虫害防治　苗期用三环唑、福戈、拿敌稳防

治稻蓟马、蚜虫、螟虫和稻瘟病；扬花期用吡虫啉防治

稻飞虱；母本盛花期喷施克黑净防治稻粒黑粉病。喷

施时间应根据当地病虫监测预报结果和田间调查，喷

施 4h 后如遇降雨等因素影响防效时，要及时补喷。

2.4　收获　九成熟时即可收获。选择晴天及时收

割、晾晒、清选，尽快将水分晒至 14%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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