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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优质杂交水稻新组合徽两优 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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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西省萍乡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萍乡 337000；2 江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泰州 225311）

摘要：徽两优 8061 是江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选育的籼型优质光温敏核不育系

1892S 与萍乡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选育的恢复系 R8061 配组而成的高产优质杂交水稻新组合。2019 年 10 月通过国家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国审稻 2019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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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育经过
父本 R8061 是 2007 年从“中恢 8006”中选择

到自然杂交变异株，再经南繁北育多代系谱法选育，

2010 年 F5 基本稳定并开始测交配组，与Ⅱ -32A、

P51A 等三系恢复系测交，F1 育性恢复好、结实高、

杂种优势强，定名为 R8061。R8061 与中恢 8006 相

比，株高增加 5cm、穗长增加 2cm、每穗总粒数增加

40 多粒、千粒重减少约 6.0g，米质更好。

由江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安徽省农

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选育的籼型优质两系光温敏核

不育系 1892S 为母本。

2012 年正季在萍乡市用 1892S 与 R8061 配组，

当年在海南三亚试种，表现良好。2013 年正季在萍

乡参加本所品比和小面积试种，表现株叶型态好，有

效穗多，生育期适中，结实率高，后期落色好，产量高，

品质优良。2014-2015 年 2 年参加江苏红旗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组织的品种多点筛选试验，均表现产量高、

品质优、抗性好。2016-2018 年，徽两优 8061 参加江

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绿色通道”长江中下游中

籼迟熟组区域试验，并通过国家绿色通道试验品种审

定。参试品种名称是两优 8061，品种审定名称是徽两

优 8061。2019 年 10 月通过农业部国家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国审稻 20196114）。

2　产量表现
徽两优 8061 于 2016 年参加江苏红旗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绿色通道”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组区

域试验，每 hm2 平均产量 9.40t，居第 1 位，比对照丰

两优四号（CK）增产 6.4%，达极显著水平，增产点

比例 81.8% ；2017 年续试，平均产量 9.50t，居第 1
位，比对照增产 8.5%，增产点比例 90.9% ；2 年区试

平均产量 9.45t，比对照增产 7.5%。2018 年生产试

验中平均产量 9.23t，比对照增产 3.6%，增产点比例

95.5%。2018 年在萍乡上栗和芦溪百亩试种示范的

平均产量分别为 9.53t 和 9.32t。

3　特征特性
3.1　主要农艺性状　 徽 两 优 8061 全 生 育 期

133.9d，比丰两优四号（CK）早熟 1.8d。株型紧凑，

穗型较大，长势旺盛，分蘖力较强，叶色绿，灌浆

速度快，后期熟色好、抗倒性好。有效穗数 226.5 
万 /hm2，株高 113.8cm，穗长 25.5cm，每穗总粒数

210.2 粒，结实率 81.7%，千粒重 25.3g。
3.2　稻米品质　经农业农村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检测，米质主要指标 2 年的综合表现：糙

米率 82.2%，整精米率 65.9%，长宽比 3.2，垩白粒率

11%，垩白度 1.9%，透明度 1.3 级，碱消值 5.4 级，胶

稠度 73.3mm，直链淀粉含量 13.3%，达到农业行业

《食用稻品种品质》标准三级。

3.3　抗性表现　2 年抗性的综合表现：稻瘟病综

合指数为 6.2，穗颈瘟损失率最高级 9 级，白叶枯

病 5 级，褐飞虱 9 级，抽穗期耐热性 1 级；属高感

稻瘟病，中感白叶枯病，高感褐飞虱，抽穗期耐热 
性强。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播种育秧及移栽　该品种适宜在长江中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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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作中稻栽培。播种期一般在 4 月下旬至 5 月

下旬，旱育秧或水育秧，培育多蘖壮秧。

适时移栽，秧龄 25~30d 为宜，每穴 1~2 苗，中

上等肥力田块栽插规格 16.7cm×26.7cm，中等及肥

力偏下的田块适当增加密度。

4.2　肥水管理　 每 hm2 大 田 需 肥 总 量 纯 氮

210~270kg、磷肥 600~750kg、钾肥 225kg，总用量

的 60% 做基肥，移栽活稞后追施 75~120kg 尿素

促分蘖，孕穗至破口期追施 45~75kg 尿素作穗粒

肥。采取“浅水栽秧、寸水活稞、薄水分蘖、深水抽

穗、后期干干湿湿”的灌溉方式，达 270 万株 /hm2

苗时及时排水晒田控苗。

4.3　病虫害防治　综合防治病虫害，播前用强氯

精浸种，秧田期注意施药防治稻飞虱，以预防南方

黑条矮缩病；大田做好稻曲病、南方黑条矮缩病、

纹枯病、稻瘟病、白叶枯、稻飞虱、螟虫等病虫害的

防治，尤其注意防治稻瘟病。

5　制种技术要点
5.1　隔离区选择　选择肥力中等偏上、排灌方便、

光照充足、无冷浆、适宜机械化操作并且隔离条

件好的田块，时间隔离 25d 以上，空间隔离 700m 
以上。

5.2　播期与花期安排　江西萍乡属于丘陵山区地

形，7 月中旬至 8 月份为全年最高温时段。因此，

将 1892S 育性敏感期安排在 7 月中旬至 8 月上旬

最为安全，抽穗扬花期安排在 8 月中旬较为适宜。

采用 2 期父本，第 1 期安排在 5 月上旬播种，第 2
期隔 7~8d 播种。母本与第 1 期父本叶差 5.8 叶，

时差 21d。
5.3　培育壮秧，适龄移栽　父本采用水育秧，秧龄

为 30d 左右，平均带蘖 3 个以上。母本可采用水育

秧或旱育秧，秧龄为 20d 左右。2 期父本行株距为

26.7cm×16.7cm，母本行株距为 16.7cm×13.3cm，

父本与母本之间为工作行，行距为 20cm。

5.4　加强肥水管理　秧田用肥，每 hm2 用 45% 含

量的复合肥（N-P-K=15-15-15，下同）450kg 作

基肥，移栽前 7d 施用尿素 150kg 作起身肥。大

田用肥，每 hm2 用 45% 含量复合肥 450kg 犁耕深

施作基肥；母本移栽返青后用 45% 含量的复合肥

225kg 和尿素 75kg 作追肥；孕穗期间视生长平衡

情况，可适当补施穗粒肥，一般用量为 45% 含量

复合肥 100kg 左右。水分管理坚持“浅水移栽，

深水返青，薄水分蘖，适时晒田，深水抽穗，成熟湿

润，干湿交替”的原则。

5.5　花期预测与调整　选有代表性的田块进行剥

查。幼穗分化前Ⅲ期，父本比母本早 1 期；幼穗分

化中期，父本比母本早 0.5~0.8 期；幼穗分化后期，

父本比母本早 1~2d 或同期视为理想花期。花期

相遇不好时，在幼穗分化Ⅴ期前对发育快的父本

每 hm2 施尿素 150kg 或对发育快的母本重施尿素

300kg。
5.6　喷好“九二 0”　1892S 对“九二 0”不敏感 [1]，

R8061 对“九二 0”敏感。母本抽穗为 5%~8% 时， 
每 hm2 用 300kg“九二 0”，重施母本，轻施父本。

隔 1~2d，施第 2 次“九二 0”，每 hm2 用量为 300kg， 
父母本均衡喷施。

5.7　病虫害防治　1892S 易感稻曲病和稻粒黑

粉病 [2]，要着重防治这 2 种病。防治稻曲病用络

铵铜 4.5kg 兑水 450kg 喷施，防治黑粉病用爱苗

375mL 在抽穗前和齐穗期各喷施 1 次 [3]。注意防

治其他病虫害，如稻蓟马、稻纵卷叶螟、二化螟、三

化螟、稻飞虱、矮缩病、纹枯病、稻瘟病。

5.8　除杂及收割　在抽穗前和扬花期，除去各类

杂株。授粉结束后及时割掉父本，母本成熟 90%
时抢晴收割。在收、晒、运、贮过程中防止机械混

杂，确保种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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