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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旱优 93 是上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用自主选育的不育系申旱 3A 与恢复系旱恢 7193 进行配组，精心培育

而成的新一代三系杂交水稻品种组合。该组合具有米质优、产量高、稳产性好、抗倒性强等特点，2022 年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桂审稻 2022030 号，适宜在桂南、桂中及桂北稻作区作早、晚稻种植。对旱优 93 的亲

本来源、选育过程、品种特征特性、产量表现、栽培制种技术要点等进行系统性介绍，有助于该品种的大面积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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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中国主要粮食作物，杂交水稻的大面积

推广为解决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提供了有力保障。然

而常规水稻的种植多采用“水种水管”模式，这一过

程需要大量的农业用水 [1]。我国淡水资源匮乏且分

布不均衡，可供农业的用水量有限，水资源不足已成

为继耕地之后长期限制我国农业发展的一大因素。

另一方面，传统栽培模式下，稻田需要建立较长时期

的水层，这一过程中稻田肥料与农药的施用，不但

会导致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而且会排放大量的温

室气体 [2]。研究表明，移栽水稻全生育期需水量在

800~1000m3 之间，而旱稻全生育期需水量能够降低

50% 左右，约在 400~500m3 之间 [3]。节水抗旱稻在

保持传统水稻优质、高产特性的同时，兼具抗旱能

力，具有用水量小、栽培简单易行、投入低、节能环保

等优点 [2，4]。李俊材等 [5] 研究发现，与传统水稻品

种相比，旱优 73 和 WDR129 在低灌溉量条件下仍

有较高的氮素积累量及产量。因此，选育优质、高产

节水抗旱稻新品种可以有效打破水资源不足对农业

发展的限制并降低稻田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绿色

生态农业。旱优 93 是上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经多年试验选育出的新型优质高产三系杂交水

稻组合，具有高产、稳产、米质优、抗倒性强等优点，

2022 年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

会审定（桂审稻 2022030 号），适合在桂南、桂中及

桂北稻作区进行早、晚稻种植。

1　亲本来源及选育过程
1.1　不育系申旱 3A　2012 年以沪旱 1A 为母本，

在沪旱 1B/ Ⅱ -32B// 沪旱 1B 的 BC4F2 中挑选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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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好、分蘖力强、开花习性好、柱头外露率高的优良

单株作父本进行成对测交。F1 经严格目测与花粉

镜检后保留优良成对株系按每年 2 代加代回交至

BC5F1。选择农艺性状整齐一致、不育性稳定、败育彻

底、米质优、抗性强的不育系 SH-3A 定名为申旱 3A。

1.2　恢复系旱恢 7193　旱恢 7193 是采用复合杂

交，再经多代自交，通过系谱法选育而成的恢复系，

其杂交组合为 R243/ 旱恢 786// 旱恢 198。2011 年

在 R243 与旱恢 786 的 F1 中挑选优良单株作母本与

父本旱恢 198 杂交，剔除假杂种后经 3 年 7 代的筛

选、鉴定、淘汰，最终选择出 7 个优良单株。2015 年

在 7 个株行中挑选 3 个株型好、分蘖力强、开花习性

好、整齐度高的株系分别与沪旱 5A、沪旱 7A、沪旱

9A、申旱 3A 等不育系配组测恢，筛选强恢优势组

合。其中编号 7193 的株系恢复性能稳定、群体整齐

性高，最终入选并定名为旱恢 7193。
1.3　杂交组合旱优 93　2016-2017 年将恢复系旱

恢 7193 与申旱 3A 配组测交，同时在广西南宁、藤

县、岑溪等地设立多个试验点，开展小区品种对比试

验和小规模制种试验。通过多年多点的调查，对其

环境适应能力、抗逆性能和产量潜力进行评估，结

果表明，该组合具有生育期适中、产量高、米质优、

长势繁茂、后期熟色好等特点，2017 年定名为旱优

93。2020-2021 年参加广西桂南早稻迟熟组区域试

验，2021 年参加生产试验。2022 年通过广西壮族自

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桂审稻

2022030 号。

2　品种特征特性
2.1　农艺性状　旱优 93 属于感温型迟熟品种。

在桂南稻区作早稻栽培时，全生育期平均时长为

125.3d，比对照品种特优 7118 成熟时间延长 2.3d；
在桂南稻区作晚稻种植时，全生育期平均时长为

113.6d，比对照品种丰田优 553 成熟时间提前 2.6d；
在桂中及桂北稻区作早稻栽培时，全生育期平均时

长为 122.6d，比对照品种五优 308 成熟时间提前

1.6d；在桂中及桂北稻区作晚稻种植时，全生育期平

均时长为 107.4d，比对照品种天优华占成熟时间提

前 1.2d。该组合株高 119.5cm，叶片中等绿色，柱头与

颖尖白色，颖壳带有浅黄色，有效穗数 228 万穗 /hm2，

穗长 25.1cm，每穗总粒数 164.0 粒左右，结实率约

83.3%，穗部姿态显著向下弯曲，顶端有浅黄色芒，

谷粒长 10.44mm，长宽比 3.65，千粒重 29.5g。
2.2　抗性表现　在 2020-2021 年 2 年区域试验中，

旱优 93 穗瘟损失率最高级 3 级，稻瘟病抗性综合指

数分别为 5.0、4.5；水稻白叶枯病的发病级别分别达

7 级、5 级。综合 2 年区域试验考察结果，对旱优 93
的抗性评价为：中感稻瘟病，感白叶枯病。

2.3　米质分析　2020 年早稻米质检测，旱优 93
粒长 7.0mm，长宽比 3.1，糙米率 79.9%，整精米率

61.0%，垩白度 1.4%，透明度 1 级，碱消值 6.6 级，胶

稠度 68mm，直链淀粉含量 15.8%，符合 NY/T 593—
2013《食用稻品种品质》优质二等食用长粒型籼稻

要求。

3　产量表现
2020 年参加广西桂南早稻迟熟组区域试验，

旱优 93 每 hm2 平均产量达 8.35t，比对照品种特优

7118 增产 4.95%，6 个试点中有 5 个试点表现增产，

增产点率达 83.3%，在所有试验点中旱优 93 的结实

率均在 70% 以上；2021 年续试，旱优 93 平均产量

达 8.04t，比对照品种特优 7118 增产 2.91%，6 个试

点中有 4 个试点表现增产，增产点率达 66.7%，在所

有试验点中旱优 93 的结实率均在 70% 以上；综合

2 年区域试验结果，旱优 93 平均产量为 8.20t，比对

照品种特优 7118 增产 3.93%。2021 年开展生产试

验，旱优 93 平均产量为 8.14t/hm2，比对照品种特优

7118 增产 7.16%。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适时播种，培育壮秧　在桂南稻区作早稻栽培

时，播种工作需不迟于 3 月 15 日完成；作晚稻栽培

时，播种工作需保证在 7 月 20 日前完成。在桂中及

桂北稻区作早稻或中稻栽培时，其播种期自 3 月起

至 6 月 20 日前均可灵活安排。在高寒山区作中稻

种植时，应在 4 月 25 日前完成播种工作。旱优 93
在大田中的一般用种量为 18.75~22.50kg/hm2，在秧

田中的播种量为 75~105kg/hm2。

4.2　适时移栽，合理密植　若采用抛秧种植的方式

进行移栽，应在秧苗叶龄达 3.5~4.5 叶时开始抛秧；

若采用插秧的方式进行移栽，则以叶龄达 5.5~6.0 叶

时开始插秧为宜。栽植密度应控制在 25.5 万~28.5
万穴 /hm2，以保证单株有效穗数及单穗重量。

4.3　科学的水肥管理　科学的水肥管理可以有效

降低稻田碳排放量和投入产出比。全生育期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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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磷、钾肥的合理搭配施用，前期应施足基肥，中期

早施重施分蘖肥，多施钾肥，可以有效保障单株分蘖

数。旱优 93 具有穗大、粒多的优点，因此在中后期

应适时施加穗肥，以保障穗部发育结实。秧苗移栽

时应保持浅水，以保证秧苗移栽后成活及返青；进入

分蘖阶段后应采用浅水灌溉的策略，以促进水稻植

株分蘖；稻田够苗后应及时进行排水晒田作业，以促

进根系生长；待稻田进入孕穗扬花期后要注意保持

田间湿润；灌浆期间歇灌溉至灌浆完成、籽粒黄熟；

应注意避免断水过早，否则会严重影响后期灌浆，降

低稻田产量。

4.4　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的发生会严重影响稻田

产量，旱优 93 中感稻瘟病、感白叶枯病，因此在田间

种植过程中应注意及时做好稻瘟病和白叶枯病的防

治工作，同时也应注意做好稻曲病、矮缩病、稻飞虱

等其他常见病虫害的预防工作。

5　制种技术要点
5.1　花期安排与安全隔离　合理安排父母本播差

期，确保父母本花期相遇是实现杂交制种的关键。

在上海制种时，应尽量保证父母本扬花期连续 3d 晴

朗无阴雨，气温在 25~35℃之间，以便于花粉传播。

父本分两期播种，两期父本间隔 7d。父本播始历

期 102d，母本播始历期 78d，母本与父本播差期相差

24d。为保障种子纯度，要求父本花期与其他水稻品

种的花期应相差 25d 以上，且周围 500m 内没有其

他水稻品种种植。

5.2　适时移栽，合理密植　在育秧之前需将种子暴

晒 1~2d，并使用杀菌剂对其进行消毒处理及浸种。

播种时需保证秧板表面平整且无积水残留，种子均

匀播撒，避免局部堆积。父本种子秧田用种量应控

制在 80kg/hm2，母本若采取插双本的播种方式，用

种量控制在 100kg/hm2。当秧苗叶龄达 4.5~5.0 叶

时可以开始进行移栽作业。移栽前需平整田块，保

证稻田排水通畅，不易积水。父母本行比控制在

2∶9~11。父本的株行距应控制为 20cm×25cm，采

取“品”字形假双行单本种植的方式。母本的株行

距应控制为 13cm×18cm，实行双本种植。

5.3　水肥管理与病虫害防治　移栽前施足底肥，

氮、磷、钾肥配合使用，可适度减少氮肥，增施磷、钾

肥。父本生育期一般比母本长，需提前移栽。父本

移栽后应尽早追施分蘖肥，以确保父本分蘖数。母

本移栽后应注意减施氮肥，以防贪青影响花期。破

口前可适当施加穗肥，保证后期穗部发育正常。水

分管理参照常规大田管理，秉持“浅水移栽，薄水分

蘖，够苗晒田，干湿交替至黄熟”的原则。全生育期

内应注意做好各类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水稻秧苗

期主要以稻蓟马、稻瘟病等病虫害为主，分蘖期需

着重注意二化螟、纹枯病的防治，抽穗期和成熟期

则应重点关注稻曲病、穗颈瘟、稻飞虱、卷叶螟等病 
虫害。

5.4　喷施“九二〇”及人工授粉　在父母本始穗

前剥查幼穗，分析幼穗发育情况进行花期预测，利

用“九二〇”进行花期调节，以确保花期相遇。在

母本抽穗 15%~20% 时进行第 1 次喷施，用量 50~ 
60g/hm2。当母本抽穗 20%~50% 时进行第 2 次喷

施，用量 150~180g/hm2。父本进入盛花期后，每天

10：00 左右开始进行人工赶粉，每天 4 次，每次间隔

30min，持续 7d。
5.5　严格除杂，把好质量关　制种全程应严格做好

除杂工作，确保种子纯度。喷施“九二〇”前后发现

异型株、混杂在母本材料中的保持系等应及时清除；

授粉完成后应尽快割除父本；母本籽粒黄熟达 80%
后应尽快收种，避免落粒、穗上发芽等情况的发生。

收种时应做到单收单晒，避免混杂。晒干后尽早入

库保存，确保种子发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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