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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黑龙江省引进优质水稻新品种 8个， 在沿黄稻区靖远县北湾镇进行新品种适应性试验。 试验结果
表明， 引进品种在当地种植均能够成熟， 其中松粳 9 号高抗稻瘟病， 松粳 9 号和松粳 15 号的产量表现突出， 2
个品种的产量分别为 10 659.67 kg/hm2 和 10 434.78 kg/hm2， 较对照分别增产 8.72 %和 6.42%， 且综合性状优良，
分蘖率高， 成穗率高， 穗大粒多， 株型紧凑， 米质优， 适应白银市沿黄稻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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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白银市沿黄稻区属西北干燥单季稻作带，
具有良好的气候、 土壤、 水资源等天然优势， 海
拔较高（1�300～1�550�m）、 气候干燥（年蒸发量
1�700～1�900�mm）、 降水稀少（年降水量低于 280�
mm）、 昼夜温差大（超过10�℃）、 春季低温冷害频
繁， 在全国水稻种植区中生态条件较为特殊［1�-�5�］。
为了促进当地水稻产业的发展， 提高水稻产量与
品质， 甘肃省白银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2013 年从黑
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院五常水稻研究所引进品种
松粳 9 号等 8 个， 进行了新品种适应性试验， 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参试水稻品种共 8 个， 松粳 3 号、 松粳 6 号、
松粳 9 号、 松粳 11 号、 松粳 12 号、 松粳 15 号、
松粳 16 号和稻花香 2 号， 以上品种均由黑龙江省

农业科学院五常水稻研究所提供， 以当地主栽水
稻品种宁粳 16 号为对照品种（CK）。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靖远县北湾镇， 当地海拔 1�475�m，
年降水量 240�mm， 无霜期 166�d， 年平均气温 8.8�
℃， ≥10�℃的有效积温 3�200�℃， 稳定通过 10�℃
的日数为 160～175�d， 年日照时数 2�630～3�030�
h， 太阳年总辐量为 5�328.12～5�796.62�MJ/m2。 试
验地属典型的灌淤土， 老稻田， 肥力中等， 含盐
量 1.5～4.5�g/kg。

试验采用旱育稀植育苗技术， 每品种为 1 个
小区， 随机区组设计， 3 次重复， 小区面积 13.34�
m2。 行穴距为 30×15�cm， 每穴插 3～5 苗， 插苗
22.2 万穴 /hm2。 育苗采用小弓棚旱育秧技术， 播
前进行种子处理， 4 月 15 日晒种 1�d， 4 月 16 日
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按种子重量的 0.3%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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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物候期/（日/月） 播种-齐穗

/�d
全生育期

/d播种期 始穗期 齐穗期 成熟期

松粳3号 23/4 30/7 7/8 24/9 106 153

松粳6号 23/4 26/7 2/8 24/9 101 153

松粳9号 23/4 30/7 7/8 23/9 106 152

松粳11号 23/4 4/8 11/8 29/9 110 158

松粳12号 23/4 27/7 4/8 23/9 103 152

松粳15号 23/4 31/7 8/8 22/9 107 151

松粳16号 23/4 30/7 7/8 23/9 106 152

稻花香2号 23/4 4/8 11/8 20/9 110 149

宁粳16号（CK） 23/4 2/8 10/8 23/9 109 152

品种名称 基本苗
/�（万株/hm2）

最高苗数
/�（万株/hm2）

分蘖率
/%

有效穗
/�（万穗/hm2）

成穗率
/%

株高
/cm

穗长
/cm

穗粒数
/粒

结实率
/%

千粒重
/g

松粳3号 110.45 592.22 436.19 546.35 92.25 73.5 12.3 82 90.11 25.28

松粳6号 114.72 590.43 414.67 558.72 94.63 73.2 14.7 96 92.31 22.32

松粳9号 106.40 572.95� 438.49� 542.00� 94.60� 82.4� 16.0� 133 93.66� 23.64�

松粳11号 112.45 598.75� 432.46� 528.20� 88.22� 81.2� 15.2� 80 86.96� 22.58�

松粳12号 96.45 558.90 479.47 515.05 92.15 90.3 16.7 123 93.18 23.40

松粳15号 99.40 568.30 471.73 526.80 92.70 66.7 14.2 129 92.14 24.00

松粳16号 103.10 573.75 456.50 531.50 92.64 77.3 16.8 96 93.20 23.24

稻花香2号 107.05 589.13 450.33 538.05 91.33 70.2 15.0 81 92.05 23.72

宁粳16号（CK） 104.30 578.10 454.27 530.95 91.84 81.5 14.5 110 91.67 22.50

后放在容器中， 加适量水浸种 48�h， 然后再用清
水浸种 3�d 后催芽， 4 月 23 日育苗， 5 月 24 日插
秧。 观察记载物候期， 田间观察记载抗逆性， 成
熟期每小区随机抽样 10 株考种， 按小区单收记
产。
2���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由表 1 可以看出， 参试品种生育期在 149～
158�d， 当地种植均能够成熟。 其中稻花香 2 号生
育期较短， 为 149�d， 较对照品种宁粳 16 号早熟 3�
d； 松粳 15 号生育期 151�d， 较对照早熟 1�d； 松
粳 9 号、 松粳 12 号和松粳 16 号生育期 152�d， 与
对照相同； 松粳 3 号和松粳 6 号生育期 153�d， 较
对照晚熟 1�d； 松粳 11 号生育期相对较长， 为 158�
d， 较对照晚熟 6�d。
2.2 抗逆性

田间观察表明， 参试品种均出苗整齐， 植株

生长健壮。 苗期松粳 3 号和松粳 16 号易感稻瘟
病， 其余品种抗病性较强。 穗期松粳 9 号高抗稻
瘟病， 松粳 3 号稻瘟病比较严重， 其余品种中抗
稻瘟病感病。 所有品种抗倒伏。
2.3 主要农艺性状

由表 2 可以看出， 参试品种基本苗以松粳 6
号最多， 为 114.72 万株/hm2， 较对照品种宁粳 16
号（CK）多 10.42 万株 /hm2； 松粳 9 号、 稻花香 2
号、 松粳 3 号和松粳 11 号较对照多 2.10 万～8.15
万株/hm2； 松粳 16 号、 松粳 15 号和 松粳 12 号较
对照少 1.20 万～7.85 万株/hm2。 最高苗数以松粳
11 号最多， 为 598.75 万株/hm2， 较对照品种宁粳
16 号（CK）多 20.65 万株/hm2； 稻花香 2 号、 松粳 6
号和松粳 3 号较对照多 11.03 万～14.12 万株/hm2；
松粳 16 号、 松粳 9 号、 松粳 15 号和松粳 12 号较
对照少 4.35 万～19.20 万株/hm2。 分蘖率以松粳 12
号最高， 为 479.47%， 较对照多 25.2 百分点； 松

表 1 参试水稻品种的物候期及生育期

表 2 参试水稻品种的主要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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粳 16 号松粳 15 号较对照高 2.23～17.46 百分点；
稻花香 2 号、 松粳 9 号、 松粳 3 号、 松粳 11 号和
松粳 6 号较对照少 3.94～39.6 百分点。 有效穗以
松粳 6 号最高， 为 558.72 万穗 /hm2， 较对照多
27.77 万穗 /hm2； 松粳 16 号、 稻花香 2 号、 松粳 9
号和松粳 3号较对照多 0.55万～15.4万穗 /hm2； 松
粳 11 号、 松粳 15 号和松粳 12 号较对照少 2.75
万～15.9 万穗 /hm2。 成穗率以松粳 6 号最高， 为
94.63%， 较对照高 2.79 百分点； 松粳 12 号、 松粳
3号、 松粳 16 号、 松粳 15 号和松粳 9 号较对照高
0.31～2.76百分点； 稻花香 2号和松粳 11号低于对
照。 株高以松粳 12 号最高， 为 90.3�cm， 较对照高
8.8�cm； 松粳 9号较对照高 0.9�cm； 其余品种较对照
低 0.4～14.3�cm。 穗长以松粳 16 号最长， 为 16.8�
cm， 较对照长 2.3�cm； 松粳 6 号、 稻花香 2 号、 松
粳 11 号、 松粳 9 号、 松粳 12 号较对照长 0.2～2.2�
cm； 松粳 15 号、 松粳 3 号较对照短 0.3～2.2�cm。
穗粒数以松粳 9 号最多， 为 133 粒， 较对照多 23
粒； 松粳 12 号、 松粳 15 号较对照多 13～19 粒；
其余品种较对照少 14～30 粒。 结实率以松粳 9 号
最高， 为 93.66%， 较对照多 1.99百分点； 稻花香 2
号、 松粳 15 号、 松粳 6 号、 松粳 12 号、 松粳 16
号较对照高 0.38～1.53百分点； 松粳 3号、 松粳 11
号较对照低 1.56～4.71 百分点。 千粒重以松粳 3号
最高， 为 25.28�g， 较对照多 2.78�g； 松粳 11号、 松
粳 16号、 松粳 12号、 松粳 9号、 稻花香 2 号、 松
粳 15 号较对照多 0.08～1.50�g； 松粳 6 号较对照低
0.18�g。
2.4 产量表现

由表 3可见， 参试品种中， 有 4个品种的产量
高于对照品种， 4个品种的产量低于对照品种。 松
粳 9 号的产量最高， 为 10�659.67�kg/hm2， 较对照
品种增产 8.72%； 松粳 15 号次之， 产量 10�434.78�
kg/hm2， 较对照品种增产 6.42%； 松粳 6 号居第 3
位， 产量 10� 082.46� kg/hm2， 较对照品种增产
2.83% ； 松粳 16 号居第 4 位， 产量 9� 962.52�
kg/hm2， 较对照品种增产 1.61%。 松粳 12 号、 松
粳 3 号、 稻花香 2 号和松粳 11 号的产量低于对照
品种， 产量在 8�958.02～9�460.27�kg/hm2， 较对照
品种减产 3.52%～8.64%。 通过 dps 软件方差分析
表明， 松粳 9 号较对照品种宁粳 16 号极显著增

产， 松粳 15 号显著增产， 松粳 6 号和松粳 16 号
产量高于对照品种， 但与对照品种差异不显著。

2.5 品质分析
2015 年将收获的种子作为样品委托农业部稻

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依据 NY/T593-�
2013 标准检验糙米率 82.9%， 整精米率 71.4%，
精米率 75.1%， 垩白度 0.4%， 垩白粒率 6%， 透明
度 1 级， 碱消值 7.0 级， 胶稠度 72�mm。 直链淀粉
含量 17.1%， 蛋白质含量 8.2%， 粒长 4.9�mm， 籽
粒长宽比 2.0。
3���小结

在参试的 8 个品种中， 松粳 9 号和松粳 15 号
的产量表现突出， 分别为 10� 659.67� kg/hm2 和
10� 434.78� kg/hm2， 较对照分别增产 8.72� %和
6.42%， 与对照品种分别有 1%和 5%水平上的显著
差异， 且综合性状优良， 分蘖率高， 成穗率高，
穗大粒多， 株型紧凑， 米质优， 适应当地推广种
植。 松粳 6 号和松粳 16 号产量高于对照品种， 但
与对照品种没有差异显著性， 穗型整齐， 灌浆快，
产量较好， 可以作为进一步筛选利用的材料； 松
粳 12 号、 松粳 3 号、 稻花香 2 号和松粳 11 号产
量低于对照， 可以利用其抗性、 优质等优点作为
育种资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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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13.34�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对照
增产
/%

位
次

松粳3号 12.36 9�265.37�ef�EF -5.5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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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参试水稻品种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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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高效农业的兴起， 天水市蔬菜种
植业迅速发展， 面积不断扩大， 复种指数逐年提
高， 尤其是反季节周年种植的保护地大棚蔬菜栽
培已成为广大菜农种菜致富的重要途径［1�］。 其一
次性投资相对较少， 而种植周期短， 复种指数高，
采收次数多， 经济效益高， 周年均可生产、 采收，
供应上市。 但是， 由于推广的部分黄瓜品种抗病能
力弱， 由假古巴霜霉菌（Pseudoperonospron�cubensis
（Berk.et�Curt.）Rostov）［2�］导致黄瓜霜霉病发生严重，
特别是冬春季节， 由于设施内空气湿度大， 病虫
害发生特别严重， 严重影响了黄瓜产量、 品质和
效益的提高。 据调查， 黄瓜霜霉病在天水市露地
及保护地黄瓜上普遍发生， 一般年份减产 20%～
30%， 严重时达到 40%～50%， 甚至绝收， 导致菜
农盲目大量施用农药， 既加大了成本， 又增加了
污染。 为促进天水市蔬菜产业健康发展， 我们进
行了黄瓜霜霉病防治药效试验， 为科学合理施用
农药提供参考。
1���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药剂为 48%烯酰吗啉·福美双可湿性粉剂

（山东科大创业生物有限公司）、 48%三乙膦酸铝可
湿性粉剂（山东科大创业生物有限公司）、 50%烯
酰吗啉水分散粒剂（江苏耕耘化学有限公司）、
48%甲霜灵·烯酰吗啉可湿性粉剂（山西奇星农药有
限公司）、 75%代森锰锌水分散粒剂（美国杜邦公
司）、 60%烯酰·锰锌可湿性粉剂（山东省青岛东生
药业有限公司）， 指示黄瓜品种为津绿 21-21。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天水市秦州区玉泉镇西十里池滩里
村。 试验地块为连片大棚区， 总面积约 667�m2，
为天水市常年蔬菜基地， 土质为砂壤土， pH�6.7，
中性偏酸， 肥力中等， 前茬作物辣椒。

试验共设 6 个药剂处理和1个清水对照（CK），
药剂处理为 48%烯酰吗啉·福美双可湿性粉剂
1�500� g/hm2、 48%三乙膦酸铝可湿性粉剂 3�750�
g/hm2、 50%烯酰吗啉水分散粒剂 450�g/hm2、 48%
甲霜灵·烯酰吗啉可湿性粉剂 900�g/hm2、 75%代森
锰锌水分散粒剂 1�875�g/hm2、 60%烯酰·锰锌可湿
性粉剂 1�500�g/hm2。 试验采取随机区组排列， 重
复 3 次， 重复间距 50�cm， 试验小区面积 6�m2。 每
处理种 3 垄， 行距 50�cm， 株距 30�cm。 2010 年 3

摘要： 对50%烯酰吗啉水分散粒剂、 60%烯酰·锰锌可湿性粉剂及当地常用药剂75%代森锰锌水分散粒剂等
6种药剂进行防治黄瓜霜霉病对比试验， 结果表明， 60%烯酰·锰锌可湿性粉剂1 500 g/hm2保产效果最好， 48%烯
酰吗啉·福美双可湿性粉剂1 500 g/hm2、 50%烯酰吗啉水分散粒剂450 g/hm2处理防效和保产效果相对较好， 平均
防效分别为88.69%、 86.51%和84.92%。

关键词： 药剂； 黄瓜霜霉病； 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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