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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高产杂交水稻新品种蓉 7 优 523 制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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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蓉 7 优 523 是四川国豪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选育的不育系蓉 7A 和绵阳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选育的恢复系绵恢 523 组配育成的中籼迟熟三系杂交水稻新品种。2018 年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

编号：国审稻 2018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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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8 年四川国豪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绵

阳游仙、三台、梓潼、安州区水稻制种区域对蓉 7 优

523 分别进行了小制种和 300hm2 以上大面积制种

技术探索。在绵阳地区夏季制种，抗倒抗病，制种产

量高，种子质量好，制种安全系数高，最高产量可达

4.5t/hm2。结合绵阳当地气候特点及亲本特征特性，

从制种田选择、隔离环境要求、父母本播种期、栽插

规格方式、秧田本田肥水管理、全期病虫害防控、父

母本花期预测和调节、父母本“九二 0”喷施、全生产

过程去杂保存等方面对其高产优质制种技术要点进

行以下总结。

1　亲本来源 
1.1　蓉 7A　是成都市农林科学院作物研究所于

2006 年秋在海南陵水以宜香 1B/D702B ∥江农早

2B 杂后材料 47B 为母本，川谷 B/ 蓉 18B 杂交 F1 为

父本进行复合杂交，F4 选株与川谷 A 测交，经多代

回交育成。至 2019 年夏保持系为 F21，不育系为回

交 11 代。一般配合力高，可恢性好，落黄转色极好，

不早衰，米质优，抗稻瘟病。

1.2　绵恢 523　是以内恢 99-14 为母本、蜀恢 881/
千粒稻后代中优良单株为父本杂交，经系谱选育而

成的中籼迟熟恢复系，现为 F16。农艺性状整齐一致，

遗传性状稳定。株高 120cm，穗长 26cm，穗平着粒

200 粒左右，千粒重 26g 左右。

2　品种特征特性
2.1　农艺性状　该品种在长江上游作一季中稻种

植，全生育期 155.2d，比对照 F 优 498 晚熟 1.9d。
2.2　品质　2015 年经中国水稻所米质鉴定：整精米

率 66.0%，垩白粒率 20%，垩白度 3.4%，直链淀粉含

量 15.6%，胶稠度 76mm，长宽比 2.9，达到国家《优

质稻谷》标准 3 级。

2.3　抗性　2016 年、2017 年经四川省农科院、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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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省湄潭县植保所、重庆市渝东南农科院鉴定，稻瘟

病综合指数分别为 3.9、2.2，穗颈瘟损失率最高级 5
级；中感稻瘟病，高感褐飞虱；抽穗期耐热性中等，耐

冷性中等。

3　产量表现
2015-2016 年参加长江上游中籼迟熟组区域

试验，2 年区域试验每 667m2 平均产量 674.7kg，比
对照 F 优 498 增产 5.8%。2017 年参加生产试验，

每 667m2 平均产量 654.7kg，比对照 F 优 498 增产

3.5%。2018 年在四川、重庆、云南高产栽培推广示

范，每 667m2 平均产量 700kg 以上，大田种植 680kg
以上。

4　高产制种技术
4.1　选择基地，适期播种　选择气候状况良好、地

势开阔、光照充足、温度适宜、排灌方便、交通便利、

病虫害发生轻、肥力中等的多年制种区域。搞好制

种田的隔离是保证种子纯度的一个重要条件。制种

基地首先要隔离条件好，具有天然的隔离屏障 [1]，比

如河道、山林、连片的房屋等。其他利用空间隔离的

区域更要加强过程监控。要做到早规划，重落实，从

育秧移栽到授粉前要多次检查核实，务必保证在制

种盛花期间，周边50m范围内无其他水稻抽穗扬花，

如遇风口位置，隔离距离不小于 100m。

依据绵阳地区气象历史以及本组合近几年制

种经验总结，结合父母本特征特性，7 月中下旬为最

佳抽穗扬花期。安排父本播种期为 3 月 15-29 日，

分期播种，抽穗期为 7 月中下旬，播抽期 120~130d，
父母本播种时差 45~55d，叶差 8.5~9.5 叶；母本 5 月

1-10 日播种，播抽期 70~80d。
4.2　精选种子，培育壮秧　播种前，对父母本进行

精选，去除瘪粒、病粒后选晴好天气晒种，提高发芽

率和出苗率，随机取样，做好播前芽率试验，做好种

子计划。浸种用 3‰的强氯精消毒灭菌 12h，再用清

水浸泡 2d，农膜平铺堆放增温催芽，芽长达到谷粒

一半左右时撒播。依据父母本芽率安排种子用量，

一般每 667m2 父本芽谷 0.5~0.8kg，母本芽谷 2~3kg。
1 期父本短期薄膜拱盖，4~6d 后收膜；2 期父本和

母本自然育苗。

4.3　选好秧田，施足底肥　父本稀播育壮秧 90~110
粒 /m2、母本 900~1000 粒 /m2。每 667m2 制种大田

需准备父本秧田为 33~40m2、母本 130~140m2，1.5m

开厢，厢面 1.0m，做到厢面平整无积水，沟直畅通。

秧田每 hm2 施水稻专用复合肥 450~500kg 作底肥；

秧苗 3 叶 1 心时开始追肥，施复合肥 105~120kg 或

碳酸氢铵 150kg，间隔 5~7d 追施 1 次，由轻到重父

本追肥 4~5 次、母本 3~4 次，看苗施肥。移栽前 10d
每 hm2 追施送嫁肥，尿素 60kg。秧苗期以浅水为主，

促进分蘖。

4.4　适时移栽，合理密植　通过近几年的制种摸

索，父本移栽最佳时期在 5 月下旬至 5 月底，秧龄为

50~55d 为宜，不能超过 60d。母本秧龄不超过 30d。
本田移栽，先栽父本，后栽母本。

制种田插秧要坚持浅插、稳插，并且要插直，以

不倒、不浮为原则。父母本返青后，秧苗低位分蘖

多，发得早、发得快，穗大粒多，较大程度提高制种

产量。开厢 3.1~3.3m，父母本最适宜行比为 1∶12。
2 行父本行距 50cm，株距 30cm×30cm，每窝栽足

25 苗左右。父本与母本间距 26.7cm，母本株行距

20.0cm×20.0cm，每窝栽 10 苗左右，基本苗在 10 
万 ~12 万。主穗和分蘖穗抽穗开花较集中，与父本

花期花时相遇较好，异交结实更好，更能获得高产。

栽秧前 5~7d，大田每 hm2 撒施水稻制种专用复合肥

350~400kg 作底肥；父本移栽后 5~7d 返青后，单独

撒施专用肥 150kg 或者尿素 100kg，或者碳酸氢铵

225kg 和氯化钾 120kg 混合作追肥。

4.5　科学管理，水分调控　大田水分管理根据亲本

生长发育特性与需水规律，调节大田中的水、肥、气、

热，做到以水调气、调温、调肥的管水原则 [2]。5 月

底 6 月初移栽至返青，保持田间水深一掌，促扎根返

青活苗；6 月 20 日前返青秧苗期，田间保持花花水

浅水层，促根分蘖；6 月下旬 7 月初，排水晒田，晒至

白根外翻有一指裂缝，叶片直立，脚踏不陷复水；7
月中下旬抽穗扬花期到灌浆期至收获期，田间保持

5~10cm 水层。授粉停止 5d 后，及时排水，以利后期

收割机下田收获。

4.6　花期预测，科学调节　花期预测采用幼穗剥检

法，观测幼穗分化进程。每 667m2 随机选择 5~8 个

固定点，每点每次选 8~10 株主穗，定点不同株。通

过近几年的田间调查分析，父母本差期标准为：父本

Ⅲ期时，母本处于Ⅱ期最佳，是该品种大面积生产制

种的理想花期，后期父母本花期未作任何化学药剂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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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花期相差 1 期以上，在花期调节上，以调控

父本幼穗分化进程为主，调控母本幼穗分化进程为

辅；以促为主，以控为辅。主要的调节措施有：针对

幼穗分化处于Ⅴ期以后的亲本，叶面喷施磷酸二氢

钾和采用割叶的方法促进发育迟缓且肥力偏重的亲

本，还可以叶面喷施“调花宝”促进生长，利用亲本

对药剂敏感程度差异性进行化控处理等。另外，撒

施尿素推迟发育偏快且肥力偏弱亲本。通过不同方

法，力争使双亲花期、花时相遇，争取高产。

4.7　科学使用“九二 0”，整齐穗层　蓉 7A 异交结

实习性好，营养生长繁茂，易于繁殖制种。“九二 0” 
的合理使用时间和使用量以及使用方法，以离颈

不包颈、不倒伏为最佳。父母本穗层整齐，盛花期

5~7d 花时相遇，是水稻制种能否取得高产的最关键

技术措施。在不同的田块之间，土壤肥力不一致，

在田间管理过程中，各制种户具体技术措施落实

时也有先后，导致田间长势达不到整齐一致。这就

要求技术管理人员对所有制种田的情况要做到了

如指掌，“九二 0”施用分别指导落实，打好丰产基

础。一般情况下，母本抽穗 15%~20% 及以后 2~3d
是最佳喷施时间，宜早不宜迟。母本“九二 0”总体

用量控制在 280~450g/hm2。一般情况下，在父本

抽穗达 20%~25% 时开始喷施，总用量控制在 150~ 
200g/hm2。

4.8　人工辅助授粉，提高制种产量　父本晴天 11：30 
开花，12：00-13：30 为盛花期。阴雨天可适当延迟

赶粉时间到 14：30，坚持有粉必赶为原则。目前比

较高效的人工辅助授粉方法主要是竹竿赶粉和绳索

拉粉。

竹竿赶粉授粉时，农户行走在 2 行父本间，一手

一根长度 3~4m 的竹竿，将父本植株用力推向母本，

父本的花粉飘起来，散落到母本行。每天 2~3 次。

一人一天能完成 0.2~0.33hm2 的赶粉工作。

绳索拉粉授粉时，2 人分别站在对面田埂上，

各拉住绳子的一端，顺着父本行将父本拉向母本，

使父本植株上的花粉散落到母本柱头上。每隔

20~30min 赶粉 1 次，赶粉 3~4 次 /d。2 人可以负责

1~1.33hm2/d 成片的授粉工作，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成本。今后必将成为水稻制种户的发展趋势。

4.9　病虫草鸟害防治　杂交水稻制种田种植密度

大、肥力高，是病虫鼠草害的易发区域。其中虫害主

要有稻蓟马、蚜虫、二化螟、三化螟、稻飞虱和稻蝽象

等；主要病害有纹枯病和稻瘟病等。秧苗 1.5 叶前

后，每 667m2 用 10% 千金乳油 60mL 加上 48% 灭草

松水剂 160~180mL 或扫弗特 15~20g，混配兑水 15L
喷雾，消灭稗草和阔叶性杂草 [3]。病虫鸟害防控主

要分为 4 个时期：3 月下旬到 5 月中旬，主要防控稻

蓟马、蚜虫和药物除草；5 月底到 6 月底，主要防控

二化螟、纹枯病、稻瘟病以及大田除草；7 月中下旬

到 8 月初，主要防控二化螟、三化螟、稻飞虱、稻蝽

象、麻雀。防治原则：综合防治，预防为主，以控为主，

以治为辅；减少化学药剂使用量，相同类型的药物交

替使用；结合栽培措施、物理防控、生物防治和农业

防治等手段进行综合防控。种子成熟期可采用盖防

雀网、拉驱雀带、挂假人等方法防控麻雀为害。

5　全程质量监控，适时收获
大田制种用亲本，在使用前必须进行田间鉴

定，纯度合格方能使用。去杂工作贯穿整个生产过

程，早动手，重落实，本着“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

一个”的方针来实施。秧田期多次反复去除父母本

落田谷和杂株，重视“九二 0”使用后 2~4d 的去杂

和检查，重点为抽穗期清理保持系杂株异型株。派

驻质量监督员到生产基地督促去杂。去杂必须在上

午进行：一是光线不强，容易辨认；二是避免可育杂

株开花串粉影响种子质量，一旦发现串粉植株，周围

2m 范围内植株全部割除。

蓉 7A 种子转色快，成熟一致，闭颖较好。授粉

结束 15~20d，90% 的种子黄熟时，随时关注天气情

况，择晴收获，适时抢收。父本提前收割，避免混杂；

母本收割前，收割机必须由生产管理人员检查清理

干净后方能下田，在收、运过程中要严格操作，避免

机械混杂。收获后要及时摊晒，保证种子质量。充

分晒干后，做好标识记载，及时入库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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