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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地粳稻新品种育龙 7 号的选育及栽培要点
辛洪梅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资源研究所，哈尔滨 150086）

摘要：育龙 7 号是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研究所以空育 131 为母本、IR73689-76-2 为父本杂交，再以空育 131 为

父本进行回交，按系谱法选育而成的粳稻品种，2017 年通过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具有熟期适宜、产量高、米

质优、适应性广等优良特性，是适应黑龙江省第一积温带种植的优质与高产并重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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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粳稻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寒地粳

稻种植面积在中国占比 30% 左右，其中 90% 以上分

布在黑龙江省 [1]。黑龙江省位于中国最北端，纬度

高、年平均气温低、无霜期短，寒地粳稻种植面积已

从 1949 年的 12.75 万 hm2 发展到现今的 400 万 hm2。 
特殊的生态条件和地缘优势以及寒地粳稻种植面积

的迅猛发展和优质粳米的市场需求，对粳稻单产提

高、品质改善、总产持续增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4]。

寒地粳稻品种育龙 7 号具有熟期适宜、产量高、米质

优、适应性广等优良特性，是适应黑龙江省第一积温

带种植的优质与高产并重的品种。2018-2020 年在

黑龙江省累计推广面积达 14.42 万 hm2。

1　品种来源
1.1　亲本来源　育龙 7 号的配组方式是空育 131/
IR73689-76-2// 空育 131。母本空育 131 由日本

北海道中央农业试验场以道黄金 / 北明杂交育成，

2000 年经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推

广。空育 131 综合性状优良，曾是黑龙江省第一大主

栽品种，1996-2004 年累计种植面积达 381.4 万 hm2， 
2004 年种植面积为 86.6 万 hm2，占黑龙江省水稻总

播种面积的 53.9%。

父本 IR73689-76-2 来自于 2003-2005 年国际

水稻遗传评价（INGER）的第 24、25 国际水稻抗冷

试验圃（IRCTN）。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对 INGER 提供的 108 份资源材料进行了秧苗期、分

蘖期和孕穗期抗冷性鉴定，各时期抗冷性均较强，

且在黑龙江能收获到种子，可以作为抗冷资源在寒

地稻区加以利用的材料仅 14 份，来自国际水稻所

（IRRI）的 IR73689-76-2 就是其中之一。亲本具有

丰富的遗传背景，亲缘关系和生态关系都很远，在保

持空育 131 寒地水稻品种典型性状的同时，引入了

IR73689-76-2 的大幅度跨越生态区的适应性，为育

成品种育龙 7 号打下了坚实的遗传基础。

1.2　选育过程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研

究所于 2004 年以空育 131 为母本、IR73689-76-2
为父本杂交；2005 年种植 F1，再以空育 131 为父本

进行回交；同年冬季温室加代；2006-2009 年进行

回交并优选株系；2010-2011 年进行产量、抗病、耐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创新跨越工程”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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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等特性鉴定，其中编号为育龙 09098 的品系各方

面表现突出，综合性状优良。

2012 年参加黑龙江省第一积温带早熟组预备

试验；2013-2014 年参加黑龙江省第一积温带早熟

组区域试验；2015 年参加黑龙江省第一积温带早

熟组生产试验。2017 年通过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审定，定名育龙 7 号，审定编号：黑审稻

2017006。

2　品种特征特性
2.1　农艺性状　育龙 7 号为普通粳稻品种，生育

期为 142d，需≥ 10℃活动积温 2650℃左右。分蘖

力强，活秆成熟，抗倒伏，结实率高，粒型椭圆，株高

99.7cm，主茎13片叶，穗长17.9cm，每穗粒数123粒，

千粒重 25.0g。
2.2　品质　2014-2016 年经农业部谷物及制品

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哈尔滨）检测：出糙率

82.9%~83.9%，整精米率 70.4%~70.9%，垩白粒米率

9.5%~16.5%，垩白度 2.3%~2.4%，直链淀粉含量（干

基）17.13%~18.51%，胶稠度 76.5~77.0mm，食味品

质 82 分，达到国家《优质稻谷》标准二级。

2.3　抗性　2013-2015 年经黑龙江省种子管理局指

定抗病鉴定单位鉴定：叶瘟 0~5 级，穗颈瘟 0~3 级，

处理空壳率 8.23%~13.87%。

3　产量表现 
2013 年参加黑龙江省第一积温带早熟组区域

试验，每 hm2 平均产量为 8448.1kg，较对照品种龙稻

11 增产 8.5%，6 个试验点全部增产，其中宾县种子

站点产量高达 9611.1kg，较对照增产 11.3% ；2014
年续试，平均产量为 8705.8kg，较对照品种龙稻 11
增产 10.4%，6 个试验点全部增产，在黑龙江省农业

科学院耕作栽培研究所试验点产量高达 9899.5kg，
较对照增产 21.9% ；2 年区域试验每 hm2 平均产量

为 8577.0kg，较对照增产 9.5%。2015 年参加黑龙江

省第一积温带早熟组生产试验，每 hm2 平均产量为

8335.8kg，较对照品种龙稻 11 增产 7.3%，6 个试验

点全部增产。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育秧田选择和床土调制　为确保旱育苗，选择

地势平坦、背风向阳、排水良好、土壤肥沃且没有农

药残留的旱田做育秧田，要秋整地、秋做床，提高旱

育秧田质量。做好床土的调酸和消毒，确保土壤 pH

值在 4.5~5.5 之间。

4.2　种子处理、播种和移栽　严格进行种子精选和

消毒，商品种子用比重 1.13 的盐水选种。用种衣

剂进行包衣，再用 25% 氰烯菌酯悬浮剂 3000~4000
倍液浸泡，要保证浸种积温达到 100℃，一般 5d 左

右。气温稳定在 5~6℃，棚内床面温度 12℃以上时

开始播种，播种日期一般在 4 月 15-25 日。日平

均气温稳定在 12.5℃时开始插秧，秧龄 30~35d，插
秧日期一般在 5 月 15-25 日，插秧规格为 30cm×

（13.3~16.7）cm，每穴 2~3 株，插秧时要避开低温冷

害天气。

4.3　施肥及田间管理　一般每 hm2 施纯 N 120kg、
P2O5 60kg、K2O 60kg。氮肥 40% 作基肥、30% 作

蘖肥、20% 作穗肥、10% 作粒肥，磷肥全部作基肥，

钾肥分基肥、穗肥 2 次平均施入。要合理灌溉，花

达水泡田，1 周后水整地，沉降 1 周后进行插秧，插

秧后浅水灌溉 2~3cm，保持浅水层到分蘖高峰期，有

效分蘖末期排水晒田 5~7d，控制无效分蘖、促进根

系发育、使茎秆充实、防止倒伏。复水后实施间歇灌

溉至黄熟末期。如果减数分裂期遇低于 17℃低温

冷害，在低温来临前逐渐加深水层，至低温来临时

灌至 20cm 深水护胎，注意水温在 18℃以上，不可灌 
冷水。

插秧前封闭杂草，返青后及时防治禾本科及阔

叶杂草。稻瘟病以预防为主，于始穗期、齐穗期 2 次

用药预防，注意对潜叶蝇、负泥虫、二化螟等虫害的

防治。

4.4　收获　95% 以上谷粒小穗轴及副护颖变黄、米

粒变硬呈透明状表明已经成熟，为适宜收获期，一般

在 9 月 25 日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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