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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前期育成的８个高原杂交粳稻新组合为研究对象，对其产量及主要农艺性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
品种ＫＺ１０８与ＫＺ１０１，ＫＺ１１１，楚粳２７这３个品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穗粒数与实粒数、实粒数与结实率都
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实粒数与着粒密度存在显著正相关；有效穗与着粒密度、千粒质量与结实率存在极显著负相

关．其余品种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与对照相比也存在一定的竞争优势．表明滇型杂交粳稻新组合 ＫＺ１０８，
ＫＺ１１０，ＫＺ１０６，ＫＺ１０４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关键词：滇型杂交粳稻；新组合；农艺性状；比较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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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是重要的粮食作物．自上世纪７０年代从普
通野生稻中获得优异的种质资源开创杂交水稻革命

以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全世界的粮食生产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人们长期的有目的性
的选择，杂交稻中的一些有利基因正在逐渐丧失．开
展遗传多样性育种，可选择不同来源的种质资源，而

高原粳稻的选育与推广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相同种质的水稻资源中，通常杂交稻比常规稻

更有优势．高源粳稻中，杂交粳稻显然比常规粳稻更
有优势，在常规育种形态改良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杂

种优势发展杂交粳稻，将是提高粳稻区生产水平的

首选技术途径［１－３］．杂交粳稻的优良综合品质性状
如抗性、产量和米质等方面比常规粳稻和杂交籼稻

等具有优势［４－７］．
随着云南杂交粳稻选育加入中国杂交粳稻协作

组织的大家庭，“云南造”的杂交粳稻也步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期．拟以前期育成的８个高原杂交粳稻新
组合为研究对象，对其产量及主要农艺性状进行比

较分析，旨在了解和掌握其特征特性，明确滇型杂交

粳稻新组合与常规稻之间农艺性状的差异，以便发

挥滇型杂交粳稻新组合的优势和潜力，改进其缺点，

为培育和筛选出综合性状优良的滇型杂交粳稻新组

合提供科学参数与方案．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供试材料为８个高原粳稻新组合（品种），分别

为 ＫＺ１０１，ＫＺ１０３，ＫＺ１０４，ＫＺ１０５，ＫＺ１０６，ＫＺ１０８，
ＫＺ１１０和ＫＺ１１１，另外ＤＺ５０１和楚粳２７为两个对照
品种，均由昆明学院校级研究课题“高原粳稻新品

系的比较研究与选育”课题组提供．其中 ＤＺ５０１
（ＣＫ１）为云南省品种委员会审定的杂交品种，其产



量高，为普及推广的杂交品种；楚粳２７（ＣＫ２）为常
规稻，是当地的主栽品种，其产量较高且栽种面积较

广．８个高原粳稻新组合的亲本见表１．

表１　粳稻杂交新组合

品种 母本（♀）×父本（♂）　　
ＫＺ１０１ Ｄ５Ａ（♀）×Ｓ１（♂）
ＫＺ１０３ Ｄ５Ａ（♀）×Ｓ３（♂）
ＫＺ１０４ Ｄ５Ａ（♀）×Ｓ５（♂）
ＫＺ１０５ Ｄ６Ａ（♀）×Ｓ６（♂）
ＫＺ１０６ Ｄ６Ａ（♀）×Ｓ７（♂）
ＫＺ１０８ Ｄ６Ａ（♀）×Ｓ８（♂）
ＫＺ１１０ Ｄ６Ａ（♀）×Ｓ１０（♂）
ＫＺ１１１ Ｄ６Ａ（♀）×Ｓ１１（♂）
ＤＺ５０１ Ｄ５Ａ（♀）×Ｙ１１（♂）
楚埂２７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地点选择在昆明市富民县的散旦乡，海拔

１８４０ｍ．小区面积１１ｍ×６０ｍ＝６６ｍ２，随机区组
排列，行株距０２０ｍ×０１２ｍ，每小区３００丛，每丛
２苗，共设计３个重复．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８日播种，５月
１日移栽．其余生产措施及管理方式与当地大田生
产相同．
１３　主要农艺性状测定

主要测定产量、有效穗、实粒数和千粒质量等几

项指标．
１４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用 ＤＰＳ７０５和 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产量方差分析
水稻小区产量方差分析见表２．

表２　水稻小区产量方差分析结果

品种

　　　　　　　　　区组／ｇ　　　　　　　 差异显著性

重复

Ｉ
重复

ＩＩ
重复

ＩＩＩ
均值

标准

差

标准

误
５％ １％

ＫＺ１０１ ６４０ ７４７ ７８２ ７２３ ０７４ ０４３ ｂ Ａ

ＫＺ１０３ ６９５ ７７５ ８２６ ７６５ ０６６ ０３８ ａｂ Ａ

ＫＺ１０４ ７５６ ８０１ ８５２ ８０３ ０４８ ０２８ ａｂ Ａ

ＫＺ１０５ ７２９ ７２９ ８５５ ７７１ ０７３ ０４２ ａｂ Ａ

ＫＺ１０６ ７３４ ７４５ ９４１ ８０７ １１６ ０６７ ａｂ Ａ

ＫＺ１０８ ８８８ ８７２ ９０８ ８８９ ０１８ ０１０ ａ Ａ

ＫＺ１１０ ８１８ ９３３ ７９２ ８４８ ０７５ ０４３ ａｂ Ａ

ＫＺ１１１ ５６８ ７４３ ８４１ ７１７ １３８ ０８０ ｂ Ａ

ＣＫ１ ８６７ ７８９ ７０３ ７８６ ０８２ ０４７ ａｂ Ａ

ＣＫ２ ７２９ ６８９ ７３７ ７１８ ０２６ ０１５ ｂ Ａ

由表２可见，品种ＫＺ１０８与ＫＺ１０１，ＫＺ１１１和楚
粳２７等３个品种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品种间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２１１　产量配对ｔ测验

水稻产量配对ｔ测验的数据见表３．
由表３可知，品种ＫＺ１０８与常规稻楚粳２７的差

表３　水稻产量配对ｔ测验

品种 ＫＺ１０１ ＫＺ１０３ ＫＺ１０４ ＫＺ１０５ ＫＺ１０６ ＫＺ１０８ ＫＺ１１０ ＫＺ１１１ ＣＫ１ ＣＫ２

平均值／ｇ ７２３０ ７６５０ ８０３０ ７７１０ ８０７０ ８８９０ ８４８０ ７１７０ ７８６０ ７１８０

Ｐ值（与ＣＫ１） ０５５０ ０８３０ ０８５０ ０８８０ ０８７０ ０２００ ０４００ ０６４０ — —

Ｐ值（与ＣＫ２） ０９３０ ０５００ ００９９ ０２７０ ０２８０ ０００１　 ０１５６ ０９９１ — —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１．

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与 ＤＺ５０１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其余品种与两个对照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试
验结果显示，品种 ＫＺ１０８产量显著高于对照楚粳
２７．从田间调查结果看，ＫＺ１０８抗倒伏性、抗病性等
综合性状存在很大的优势，说明在实际生产上

ＫＺ１０８是值得推广应用的杂交稻新品种．
２１２　产量平均数比较分析

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品种间的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试验组－对照组）／对照组×１００％．
尽管从产量配对ｔ测验上只有ＫＺ１０８与常规稻

楚粳２７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是从表 ３可以看
出，这些品种在产量表现上也存在一定的优势．品种
ＫＺ１０６，ＫＺ１０８，ＫＺ１１０的平均产量和最高产都比
ＤＺ５０１的高；品种 ＫＺ１０１，ＫＺ１０３，ＫＺ１０４，ＫＺ１０５，
ＫＺ１０６，ＫＺ１０８，ＫＺ１１０的平均产量和最高产都比楚

粳２７高．虽然它们与对照组在产量上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但是都存在一定的竞争优势．由于所选择的
对照组都是当地的主栽品种，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优

势，因此可以推测，所选育的新品种在栽培上都是具

有潜在利用价值的新品种．
从竞争优势上看，品种 ＫＺ１０１，ＫＺ１０３，ＫＺ１０５，

ＫＺ１１１与ＤＺ５０１相比、品种 ＫＺ１１１与楚粳２７相比
竞争优势相对较弱，但都相差不是很大（见下表４），
说明它们的产量存在较好的发展潜力，通过加强栽

培技术研究和管理，同样可以在生产上推广利用，值

得进一步研究．
２２　品种间的差异
２２１　水稻有效穗方差分析

从下表５可以看出，有效穗方差结果表明，品种
ＫＺ１０１，ＫＺ１０３，ＫＺ１０４，ＫＺ１０５，ＫＺ１０６，ＫＺ１０８，ＫＺ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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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７个品种的有效穗与常规稻楚粳２７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ＫＺ１０１，ＫＺ１０３，ＫＺ１０４，ＫＺ１０５，ＫＺ１０６等 ５

个品种的有效穗与常规稻楚粳２７的差异也均有统计
学意义；品种ＫＺ１１０与ＤＺ５０１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表４　水稻产量平均数比较分析

品种项目 ＫＺ１０１ ＫＺ１０３ ＫＺ１０４ ＫＺ１０５ ＫＺ１０６ ＫＺ１０８ ＫＺ１１０ ＫＺ１１１ ＣＫ１ ＣＫ２

平均值／ｇ ７２３ ７６５ ８０３ ７７１ ８０７ ８８９ ８４８ ７１７ ７８６ ７１８

变幅／ｇ ７８２～６４０８２６～６９５８５２～７５６８５５～７２９９４１～７３４９０８～８７２９３３～７９２８４１～５６８８６７～７０３７３７～６８９

竞争优势

（与ＣＫ１）／％
－８０ －２７ ２２ －１９ ２７ １３１ ７９ －８８ — —

竞争优势

（与ＣＫ２）／％
０７ ６５ １１８ ７４ １２４ ２３８ １８１ －０１ — —

表５　水稻有效穗方差分析结果

品种
　　　　　　　　　　　　　　　区组／（粒·穗 －１）　　　　　　　　　　　　　　　　　 　　　差异显著性　　　

重复Ｉ 重复ＩＩ 重复ＩＩＩ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５％ １

ＫＺ１０１ ５２５ ６４５ ５７５ ５８２ ０６０ ０３５ ａ Ａ

ＫＺ１０３ ５８５ ６５５ ６１０ ６１７ ０３６ ０２１ ａ Ａ

ＫＺ１０４ ６３０ ６２５ ６２０ ６２５ ００５ ００３ ａ Ａ

ＫＺ１０５ ６００ ５３５ ６２５ ５８７ ０４７ ０２７ ａ Ａ

ＫＺ１０６ ６２５ ６２０ ６００ ６１５ ０１３ ００８ ａ Ａ

ＫＺ１０８ ５４５ ５６０ ５４５ ５５０ ００９ ００５ ａ ＡＢ

ＫＺ１１０ ５１０ ４２０ ４４０ ４５７ ０４７ ０２７ ｂ Ｂ

ＫＺ１１１ ５８５ ５０５ ５７５ ５５５ ０４４ ０２５ ａ ＡＢ

ＣＫ１ ６３０ ６３０ ５２０ ５９３ ０６４ ０３７ ａ Ａ

ＣＫ２ ５０５ ４４０ ４３０ ４５８ ０４１ ０２４ ｂ Ｂ

２２２　水稻实粒数方差分析
表 ６表明，品种 ＫＺ１０１，ＫＺ１０５，ＫＺ１１０，ＫＺ１１１

的实粒数与 ＤＺ５０１和常规稻楚粳２７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品种ＫＺ１０５的实粒数与 ＤＺ５０１和常规稻
楚粳２７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一般来说，有效穗、
实粒数等是影响产量的重要因素，有效穗越多、实粒

数越多则产量越高［８－９］，可试验中，有效穗和实粒数

表现出显著差异的品种间产量却并未表现出相应的

差异，这是否是试验误差造成的，比如田间肥力差

异，或是在移栽时出现多栽少栽的情况，从而造成滇

型杂交粳稻新组合在产量上与对照组相比，表现不

出差异的统计学意义，有待今后再探究．

表６　水稻实粒数方差分析结果

品种
　　　　　　　　　　　　　　　区组／（粒·穗 －１）　　　　　　　　　　　　　　　　　 　　　　　　差异显著性　　

重复Ｉ 重复ＩＩ 重复ＩＩＩ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５％ １％

ＫＺ１０１ ８３０６ １００９７ １１２７９ ９８９４ １４９７ ８６４ ｃｄ ＢＣ

ＫＺ１０３ １０６３６ １０１２９ １０６６４ １０４７６ ３０１ １７４ ｂｃ ＢＣ

ＫＺ１０４ １１９５３ １１１６３ １１１１４ １１４１０ ４７１ ２７２ ｂｃ ＡＢ

ＫＺ１０５ ７０９２ ８５５６ ８７９１ ８１４６ ９２１ ５３２ ｄ Ｃ

ＫＺ１０６ １２０３０ １３１８７ １２６８４ １２６３４ ５８０ ３３５ ａｂ ＡＢ

ＫＺ１０８ １１０８２ １２７９３ １３０３３ １２３０３ １０６４ ６１４ ａｂ ＡＢ

ＫＺ１１０ １３２９３ １４２２３ １４７２３ １４０７９ ７２６ ４１９ ａ Ａ

ＫＺ１１１ １６０５８ １４１６９ １１５３７ １３９２１ ２２７１ １３１１ ａ Ａ

ＣＫ１ １１１９２ １１１８２ １１９４３ １１４３９ ４３７ ２５２ ｂｃ ＡＢ

ＣＫ２ １１４７９ ９６１４ １３３４４ １１４７９ １８６５ １０７７ ｂｃ 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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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水稻千粒质量方差分析
表 ７结果表明，品种 ＫＺ１０１，ＫＺ１０４，ＫＺ１０５，

ＫＺ１０８，ＫＺ１１０与品种 ＫＺ１０６，ＫＺ１１１之间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品种ＫＺ１０３与品种 ＫＺ１０６间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品种ＫＺ１０５与ＫＺ１０６，ＫＺ１１１间的差
异也有统计学意义．型杂交粳稻新组合千粒质量与
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有可能也是由于

试验误差的因素造成．

表７　水稻千粒质量方差分析结果

品种
　　　　　　　　　　　　　　　　　　　　　区组／ｇ　　　　　　　　　　　　　　　　　　　　　　　　差异显著性　　　　

重复Ｉ 重复ＩＩ 重复ＩＩＩ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５％ １％

ＫＺ１０１ ２６２０ ２６１０ ２６８０ ２６３７ ０３８ ０２２ ａ ＡＢ

ＫＺ１０３ ２４２１ ２５１１ ２６３９ ２５２４ １１０ ０６３ ａｂ ＡＢ

ＫＺ１０４ ２５２５ ２７３０ ２５０６ ２５８７ １２４ ０７２ ａ ＡＢ

ＫＺ１０５ ３０３３ ２７８５ ２４９０ ２７６９ ２７２ １５７ ａ Ａ

ＫＺ１０６ １９４９ ２２６０ ２２９３ ２１６７ １９０ １１０ ｃ Ｂ

ＫＺ１０８ ２５４１ ２６２０ ２６１７ ２５９３ ０４５ ０２６ ａ ＡＢ

ＫＺ１１０ ２６５０ ２７４０ ２４８０ ２６２３ １３２ ０７６ ａ ＡＢ

ＫＺ１１１ １７３０ ２３５７ ２５５０ ２２１２ ４２９ ２４８ ｂｃ Ｂ

ＣＫ１ ２４１０ ２４７５ ２４９０ ２４５８ ０４３ ０２５ ａｂｃ ＡＢ

ＣＫ２ ２４２４ ２４００ ２５２０ ２４４８ ０６４ ０３７ ａｂｃ ＡＢ

３　小结与讨论

１）试验结果显示，品种 ＫＺ１０８产量显著高于对
照楚粳２７．从田间调查结果看，ＫＺ１０８抗倒伏性、抗
病性等综合性状存在很大的优势，说明在实际生产

上ＫＺ１０８是值得推广应用的杂交稻新品种．
２）品种ＫＺ１０６，ＫＺ１０８，ＫＺ１１０的平均产量和最

高产都比 ＤＺ５０１的高；品种 ＫＺ１０１，ＫＺ１０３，ＫＺ１０４，
ＫＺ１０５，ＫＺ１０６，ＫＺ１０８，ＫＺ１１０的平均产量和最高产
都比楚粳２７高．由于所选对照组都是当地的主栽品
种，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优势，因此可以推测，所选育

的新品种在栽培上都是具有潜在利用价值的新

品种．
３）一般来说，有效穗、实粒数等是影响产量的

重要因素，有效穗越多、实粒数越多则产量越高，可

试验中，有效穗和实粒数表现出显著差异的品种间

产量却并未表现出相应的差异，这是否是试验误差

造成的，比如田间肥力差异，或是在移栽时出现多栽

少栽的情况，从而造成滇型杂交粳稻新组合在产量

上与对照组相比，表现不出差异的统计学意义，应在

今后再探究．
４）综上所述，试验研究所比较的各个杂交粳稻

新组合（品种）对云南高海拔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

条件具有很好的适应性，与当地主栽品种对比，具有

较好的潜在利用价值，特别是 ＫＺ１０４，ＫＺ１０６，
ＫＺ１０８，ＫＺ１１０等杂交新组合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
前景，可为改良云南高原粳稻区品种多样性提供新

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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