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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子晚连作稻必须 确保 “ 两个 ” 安 全
,
即确保早稻安全穗分化和晚稻安 全齐穗

,

才能

保收 ; 必 须保证两个 “ 足够
” ,

即保证早稻和晚稻 两者都要 有其够 的本 田 营养生长期
,

才能高产
。

在南北气候 交错地区 的热量条件下
,
两个 “ 安全 ” 和两 个 “

足够
” 之 间有着

尖锐矛盾
。

根据 我们 1 9 7 2一 1 9 7 8年试验结果
,

在南北 交错的汉中盆地 (陕西省 南部) ,
有着适

应于 当地 热量条件的早
、

晚稻品种类型
,

可 以 克服
“ 安全”

与
“
足够

” 的矛盾
。

早稻品

种按营养生长和生 殖 生长的关系
,

可金 为
“ 前短后长型 ” 、 “

前后平衡型
” 和 “ 前长后

短型 ” 三种类型
。

晚稻按杭冷能力可 分为
“ 强杭冷型 ” 和 “ 弱抗冷型 ” 。

不 同的晚稻品

种 因生育期 不 同
夕

满足它正常生长需要的所谓足够的本田 营养生长期 长短也不一样
。

这

些不 同品种类型
,

对 当地 的热量条件有不同的适应性
。

通过几年来的实践
,

我们认为
,

在南北 交错地 区的 气侯条件下
,
只要选用适应型的

品种
,

亚采用与之相适应的培育长令壮袂技 术
,

取得 两季高产是有可 能的
。

上述观点讨

于黄河 流域麦茬稻也 有一 定意 义
。

秦岭
、

淮河一线厉来为我国农业和气象工作者所重视
,
这是一个气候

、

农作和果林

南
_

化交错的过渡地带
,
为我国季风亚热带气候的北界

。
1 月份平均气温 。 ℃等温线恰和

这条线吻合
,

) 10 ℃积温为 4 5 0 0℃的等积温线也恰好在此穿过
。

同时 , 它还与干 燥 度为

1
.

0 ,

年降水量约 8 00 毫米的等值线一致
,

是我国旱地与水田农业的基本 分界
。

此 线 以

南
,

温度升高
,

气候潮湿
,

水作比例迅速变大
, 耕作制度由一年二熟向三熟过渡

, 一些

亚热带经济林果也开始出现 了
, 比如棕搁

、

油桐
、

柑桔和批把均有栽培
。

汉 ,扫盆地就处在这一过渡地带
。

巴山
、

秦岭为其南北屏障
,

汉江流贯其间
, _

卜壤肥

沃
,

地势平坦
,

海拔高度在 4 00 一 6 00 米
, 盛产水稻

、

小麦和油菜
。

年降水量 8 50 一 90 0毫

.

方洪寿同志和南郑县爱国大队第 1 3
、

14 队科研组参加了本课题的试验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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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生长期 ( 4 一 1 0月 ) 降水量 7 5 0一 5 0 0毫米
。

全年李 1 0℃的积温为 4 4 0 0一 4 6 0 0℃
,

稳
洲

之渔理? 夕艺收答梦刀尹岔刀夕牙脚少
,

最冷刀平均温度 忍 ℃左 右
夕

最热月平均 温 度 26 一

27 ℃ ,
实行稻麦两熟所需热量充足有余

夕
发展早

、

晚连作稻和绿肥
、

油菜
、

大 元 麦 等

早
、

中茬冬作一年三熟也有可能
。

我国人 口众多
,

人均 占有耕地少
,
而光热资源较优越

,
劳力充足

, 因地制宜发展多

熟种植
, 提高土地利用率 , 是符合我国特点的重要增产途径

。

因此 , 我们在汉中盆地连

续进行了多年试验研究
,

对早
、

晚稻的品种适应型问题进行了探索
,

目的在于为挖掘南

北交错地区气候条件下多熟高产的潜力提供科学 依据
。

同时
,

这一地区早晚连作稻的气

候生态环境和黄河中
一

F游的麦茬稻有甚多类似之处
,

我们的试验结果对北方发展稻麦两

熟可能亦有某些参考意义
。

一
、

问题的提出

如上所述
,

汉中盆地处于南北交错地带
, 其气候既属于季风亚热带气候

,

又因和北

面的暖温带毗邻而带上若干北方气候的色彩
,

因而表现为早春天气多变
, 冷暖 交 替 频

繁
, 气温呈波浪式升降

,

每 当北方冷空气或寒潮入侵
,

常常伴着低温阴雨天气
,

这对早

稻育秧和安全穗分化有重要影响
。

秋季降温又较早
, 晚稻抽穗扬花期间致害冷空气活动

一般出现在 9 月上旬
,

这和晚稻能否安全齐穗关系甚大
。

据汉中盆地历 年气象 资料 分

析
, 这里薄膜育秧和露地 育秧的安全播期大约分别为 3 月 20 日和 4 月 8 日 , 安全插秧期

约庄 4 月 2 0 日 , 晚稻梗型品种的安全齐穗期约在 9 月 5 日
。

关于早稻育秧
,

只要掌握好

播期
,

进行科学秧田管理
,

烂秧并不是一个突出问题
。

因此 , 确保早稻安全穗分化和晚

稻安全齐穗 (简称两个
“
安全

” ) 便成 了早
、

晚稻能否保收的关键
。

在确保两个
“ 安全 ” 的前提下

, 还必须保证两个
“ 足够 ” , 即保证早稻和晚稻两者

都要有足够的本田营养生长期
,

才能取得高产
。

根据我们 1 9了3年早稻品种
“ 珍圭 51 号 ”

分期播种
、

插秧试验结果
,

凡从插秧到幼穗开始分化不足 10 天的 , 或是从插秧到齐穗不

表一 早稻 “
珍圭 51 号 ”

本 田营养生长期和产量因素的关系 ( 19 7 3 )

本田营养生长期 (天 )

株高 (厘米 ) 每穗粒数 千粒重 (克 ) {单穴产量 (克 )

插秧到穗分化…插秧到齐穗
{

1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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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4 0 天的
,

由于本 田营养生长期不足
, 便穗小

、

粒轻
,
植株也变矮

, 单穴产量显著下降

(见表一 )
。

晚稻亦有同样情况
,
如 1 9 7 2年作为晚稻栽培的早熟中梗

“
滕坂 66 号 ” , 在插秧前 7

天就已经开始幼穗分化
,

本 田营养生长差
,

亩产只有 40 9斤
。

1 9 7 3年同一品种 在 插后 10

天开始幼穗分化 , 亩产 6 2 1
.

4斤 ;
13 天才开始幼穗分化的

,

亩产高 达 8 7 7
.

5斤
。

由 此 可

见
,

无论早稻或晚稻
, 从插秧到开始幼穗分化的时间

, 均需 10 天以上 , 如把本田营养生

长期从插秧算到出穗
,

则早稻和晚稻两者均需 40 天以上
,

才能取得较高产量
。

在南北交错地区的热量条件下
,

上述两个
“
安全

” 和两个
“ 足够 ” 之间存在着尖锐

矛盾
。

从两个
“
安全

”
着眼

,

早稻播种以 晚些为好
, 晚稻齐穗则要求早些好

, 但这样就

不能保证早稻和晚稻的两个
“ 足够 ” ,

难以高产
;
从两个

“ 足够
” 着眼 , 早 稻 感 温 性

强
,

播 种 以 早 些 好
,

这 利 于 营养体的繁茂
,
晚稻齐穗则以晚些为好

, 但这样又会影

响两个
“ 安全

” ,

不能保收
。

两个
“
安全

” 和两个
“ 足够 ” 的矛盾

, 就是南北气候交错的

汉中盆地种植早晚连作稻所遇到的基本问题
。

二
、

品种在南北交错地区适应性的探讨

根据几年来试验的结果
,

在南北交错的汉中盆地
,
存在着能够适应 当地热量条件的

早
、

晚稻品种类型
,

从而 可以克服
“ 安全 ” 和 “ 足够 ” 的矛盾

。

关于早稻品种
,

除需具有高产
、

抗病等综 合丰产性状外
,

在汉中盆 地的 热量 条件

下
,

必须考虑以下两个问题
:

(一 ) 安全穗分化问题
。

据前人研究
, 水稻在幼穗分化的雌雄蕊分化至花粉母细胞

减数分裂期
,

如遇上 5 一 6 天以上最低气温在 17 ℃以
一

F的低温
,

就会影响花粉粒的正常

发育
,

显著减低结头 扛
。

1 9 7 3年我们用不同品种试验观察结果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见表

二 )
。

根据 汉中历年气象资料和田 间鉴定结果
,

早稻要求在 5 月 20 日以 后开 始幼 穗分

化
, 6 月 l 日以后进入雌雄蕊分化期才较安全

。

表二 早稻穗分化期低温和结实关系 ( 1 9 7 3)

品 种
播期

旧 /月 )

雌雄蕊分化始期至减
数分裂终期 ( 日 /月 )

其间最低气温小
于 17 ℃ 的 天 数

产量 (斤 /亩 )

124751二九南 2 号

华 矮 选

二九南 3 号

二 九 青

珍 圭 5` 号…

2 5 / 3

2 5 / 3

2 5 / 3

2 5 / 3

2 5 / 3

1 8 / 5—
4 / 6

2 4 / 5—
1 0 / 6

2 7 / 5—
1 4 /G

3 0 / 5—
1 6 / 6

5 / 6—
2 2 / 6

4 5
。

0

1 5
。

8

7
。

8

9
。

l

5
。

6

6 1 0
。

0

9 1 6
。

7

1 0 2 0
.

0

1 0 2 1
。

0

1 1 1 6
。

7

(二 ) 适宜成熟期问题
。

早稻收后还要插植晚稻
,

晚稻又必须在 9 月 5 日前安全齐

穗
,

因此 , 要求早稻在 7 月 20 日左右成熟
, 7 月 25 日以 内插完晚稻

,

才能保证晚稻从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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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到 出穗有 奶天以上的时 间
,
达到高产

。

由于不 同品种的生育期不同 , 特别是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长短不一样
, 对满足上

述两个 ,’2 。” , 即 5 月 20 日安全穗分化和 7 月 20 日适时成熟的反应也不一样
。

通过 1 9 7 4

年用几个早稻品种试验观察结果
, 根据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关系

,
可分为如下三种类

型 (见表三 )
。

表三 早稻的三种生育类型 ( 1 9 7 4 )

营营 养 生 长 期期 生 殖 生 长 期期 全 生 育 期期

III 前短后长型型 共 庆 6 号号 4 5
。

444 6 4
。

999 1 1 0
。

333

二二二九南 2 号号 4 5
。

777 6 5
。

555 1 1 1
。

333

亚亚前后平衡型型 华 矮 选选 5 3
。

666 5 6
。

777 1 1 0
。

333

二二二 九 青青 5 4
。

555 5 7
,

555 1 1 2
。

000

lll 前长后短型型 珍 圭 51 号号 6 2
。

888 5 4
。

000 1 1 6
。

888

圭圭圭陆矮 8 号号 6 2
。

111 5 4
。

888 1 1 6
。

999

第一类品种我们称为
“
前短后长型

” ,

这一类品种的营养生长期短于生殖生长期
。

由于营养生长期短
,

幼穗分化早
, 往往不安全

。

如果推迟播种
, 穗分化安全了

,

但成熟

延迟 (见下图 )
,

而且营养生长期因感温性很强而更短
,

早稻要求的
“ 足 够 ” 不 能 满

足
,

难于高产
。

所 以这一类型品种
, 不适于南北交错地区热量条件下作早稻栽培

。

第二类叫
“ 前后平衡型 ” ,

这一类型品种的全生育期在早稻适期播种范围内和
“ 前

短后长型 ” 差不多
,

但营养生长期要 比它长 7 一 9 天
,

和生殖生长期相接近
,

幼穗分化

一般在 5 月 20 日以后
,

比较安全 多 在 3 月下旬至 4 月初播种
,

能在 7 月 20 日左右适时成

熟 (见下图 )
。

因此
,

这一类型品种是适应于南北交错地区热量条件下的早稻品种的主

要类型
。

第三类叫
“
前长后短型

” ,
这一类型品种在适期播种下营养生长期较长而生殖生 长

期较短
。

由于它的营养生长期长
,

不仅穗分化很安全
,

而且营养体发育 比较充分
,

丰产

潜力大
。

但全生育期较长
,

成熟期比
“ 前后平衡型

” 偏迟几天
,

所以在汉中盆地可以作

为早稻的搭配品种 (见下图 )
。

这一类品种 由于营养生长期较长 , 4 月初播种
, 6 月初

才开始幼穗分化
,

即使迟到 5 月 20 日左右插秧
,

仍可充分满足本 田有 10 天以上营养生长

期刊需要
。

因此
,

对于插秧较晚的油菜茬或大
、

元麦茬三熟制早稻田
,

可 以把它作为骨

干品种
。

关于晚稻
,

前受早稻成熟期
、

后受安全齐穗期的限制
, 季节 甚为 紧迫 , 品种 选用

上
,

除高产
、

抗病等综合丰产性状外
夕 也必须具有以下两个条件

:



早晚连作稻在南北交错地区的品种适应型

|州月门司成熟期ǎ饰à

。
口一

口

一
.

一 O

补分伯鳃
ù

勘
诊

ǎ %)

- - - - -

一前短后长型一一一一前后平衡型一
,

一
.

一一前长后短型
(二九南 2 号 ) (二九青 ) (珍圭51 号 )

图 早稻三种生育类型在不同播期下对两个 ,’2 0,, 的适应性

一是较强的抗冷能力
。

通常认为粳型品种较釉型品种有较强的抗冷能力
。

但梗型品

种的抗冷力又因品种而有差异
,
有的为

“ 强抗冷型 ” ,

有的为
“ 弱抗冷型 ” 。

对照汉中

盆地历年气象资料分析
,

弱抗冷型的安全齐穗期为 9 月 5 日
,

强抗冷型则可以推迟到 9

月 1 0 日
。

因此
,

晚稻选用强抗冷型品种 , 有利于缓和安全齐穗和本田营养生长期足够的

矛盾
。

二是适宜的生 育期
。

水稻正常生长发育所需要的
“ 足够 ” 的本田营养生长期 , 也因

品种而不同
。

根据我们 1 9 7 3年的试验 (见表四 )
,

看到有随着生育期长短 而增 减的 倾

向
。

例如
,

全生 育期 1 00 一 1 19 天的早梗 “ 凡 3 ” ,
从插秧到幼穗分化只需 10 天左右就能

基本满足它正常发育需要
; 全生育期 1 3 6一 1 51 天的晚熟中粳

“
大一 57,, 则 需 要 20 天 以

上
。

如果把本 田营养生长期从插秧算到出穗
, 则分别需要 40 天和 50 天以上的时间

。

否则

植株显著变矮
,

穗子显著变小
。

早粳品种需要的本 田足够 的 营 养 生长期短
, 有利 于确保安全齐穗

。

但这一类品种

的感温性强
,
作为晚稻时

, 营养生长期大大缩短
,

而生殖生长期则相反加长
, 营养生 长

和生殖生长的关系由春播的
“
前长后短

” 变为夏播的
“ 前短后长 ” (见表五 )

,

营养生

长差
, “ 足够 ” 与

“

安全
”
无法兼顾 , 根据 我们几年来试种结果

,
很难取得高产

。

晚熟品种要求的本 田营养生长期长
, “ 足够 ,, 与 “

安全 ” 的矛盾大
。

因此 ,
在南北

交错地区的热量条件下
,
晚稻以选用全生育期 12 0天左右的早熟型中梗为宜

,
这 种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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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不同熟期品种本田营养生长期和株高稼大的 关系 (1 9 7 3 )

熟” 类型

…
品 种

全生育期
(天 )

插秧到穗分化
(天 )

插秧到出穗
(天 )

株高 (厘米l )每穗粒数

八UnUnU tl行才户伪斤了QU
.

…
,口
ù

门éO甘八hUOOQ口Q甘叮`八甲卜̀ū了QUn八0COOJ
.0

:
QUO口nUn
甘OC000口O八ù

`
改ù行了J任刀性口氏注

五

迁
ùJ住11月任n甘1

.

一nJQ自,自1占

一
nU

7 2
。

5 6

7 0
。

3 0

5 3
。

5 7

5 3
。

2 6

ǎ从ànU八On乃32

1 2 9
。

8 0

1 3 6
。

3 2

1 4 5
。

5 6

1 4 0
。

3 3

9口尸0CJ工卜」ób
J4C乙八h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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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使
“
安全

” 和 “ 足够
” 较为和谐统一

。 1 30 天左右的中熟型中粳可搭配使 用
。

对 成熟

较早的苔茬早稻田
,

晚稻也可适当搭配全生育期 1 40 天左右的晚熟型 中粳
。

根据上述南北交错地区热量条件下 早晚连作稻品种适应型的探讨
, 早稻选用 “ 前后

平衡型
”
或

“
前长后短型

” 品种 ,
必须在 4 月初播种 ,

才能在 7 月 20 口左右适时成熟
,

这对于苔子茬是很合适的
, 但如果在油菜

、

大
、

元麦收获后到 5 月 15 一 20 日才栽插
,

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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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早粳
“
凡 3” 迟播对生育期的影响 (1 3 9 7)

播期 (日 /月 )

5 2/ 3

21/ 4

1/ 5

1 0/ 5

25/ 5

1 0/ 6

3 2/ 6

穗分化期
(日 /月 )

齐 穗 期
(日 /月 )

营养生长
期 (天 )

生殖生长
期 (天 )

全生育期
(天 )

八ōé,̀八U八bnA
止ū/,上nn

ù,工,玉八Uōf)ó,上1二,土̀.一1二.1, .一通住QUQé八匕OJ
内
U刀性二dJqJ4内b八bt

廿

丹̀了户勺O乃
àQ自né1几月比八O八匕口氏二口代é月住noC

l
d2 8 / 5

1 7 / 6

2 1 / 6

2 8 / 6

4 / 7

1 3 / 7

2 5 / 7

2 7 / 6

1 0 / 7

1 4 / 7

2 5 / 7

4 / 8

1 3 / 8

2 2 / 8

成 熟 期
( 日/月 )

2 1 / 7

5 / 8

8 / 8

2 / 9

1 1 / 9

2 1 / 9

7 / 1 0

令将长达 45 一50 天
。

晚稻选用中熟型中粳
,

为了确保安全齐穗
, 必须在 6 月 10 日左右播

种 , 到 7 月下旬插秧
,

秧令也长达 40 来天
。

秧令长了
, 便成为老秧

,

特别是晚稻育秧时

正值炎夏
,

秧苗生长快 ,
栽插时植伤重

,

返青慢 , 成为影响高产
、

稳产的重 要原 因 之

一
。

因此 , 在选用适应型品种的同时
,

还必须解决长令壮秧的培育问题
。

三
、

适应型品种及长令壮秧的验证

近年来
,

我们根据上述品种适应型的探讨进行了早晚稻品种适应型组合试验
,

取得

了一定结果
。

例如爱国十三队 1 9 75 年试种麦
、

稻
、

稻三熟制一亩
,

实收元麦 5 83 斤
,

早稻

94 3斤 , 晚稻 56 7斤
,

全年三熟 亩产 2 0 8 9斤
。

1 9 7 7年继续试种麦
、

稻
、

稻三熟制 8
.

27 亩
,

亩产元麦 5 00
.

6斤
, 早稻 91 7斤

,

晚稻 6 33 斤
,

三熟亩产 2 05 6
.

6斤
。

1 9 7 8年扩 大种 植三熟制

2 0亩
,

亩产元麦 4 10 斤 , 早稻 80 0斤
,

晚稻 46 5斤
,

全年亩产也达到 1 6 7 5斤
。

这 些较 高产

量的获得
,

主要就是由于 :

( 1 ) 选用适应型品种
。

早稻品种用 的是 “ 前后平衡型 ” 的 “
二九青

” 夕 以及 “ 前

长后短型
” 的 “ 珍圭 51 号 ” 和 ,’7 0一 5 5,,

, 基本上都能满足 5月 20 日以后安全穗分化及

7 月 2 0日左右适时成熟的要求
,

丰产性能亦比较好
,

适于南北交错的汉中盆地热量条件

下作早稻栽培
,

历年产量稳定在 8 00 一 90 0斤左右
,

并出现了一些千斤田块
。

当然
,

如果

违背前述选用生育类型的原则
,

就会遭致失败
。

比如 1 9 7 3年一亩早稻田
,

不慎使用了
“
前

短后长型 ” 的 “ 二九南 2 号” ,

结果在雌雄蕊分化和减数分裂阶段遇到致害冷空气的连

续侵袭
, 空壳大量增加

, 比用 “
前后平衡型

” 的 “ 二九青 ” 、 “
华矮选

” 等减产 40 %
。

晚稻用的是早熟中粳
“
滕坂 66 号” ,

中熟粳糯 “ 凡 1 3 0 1 ” 及中熟 中粳
“ 9 一 0 3 9

” ,

它们均是于 1 9 7 2一 1 9 7 4年分别 由外地引进的优良品种或杂交后代优良品系
,

经 几年来的

试验
,

它们主要有以 1: 一吐优 良性状 :

第一 , 抽穗扬花期较耐低温
。

据 1 9 7 3
、

1 9了5和 1 9 7 7年 田间鉴定结果
,

这几 个品种在

抽穗扬花期间遇到连续两天 日平均气温在 20 ℃以下的低温
,

仍结实良好 (有 些品 种 如

“
大一 57), 则空壳率明显增加

,
高于空壳率 30 %的受冻指标 )

,

成熟 时青 杆黄 穗 ,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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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抗冷型 ” 。

这就能使安全齐穗期从 9月 5日延至 9月 0 1日 ,
解决或缓和了

“ 安全 ”

与 “ 足够
” 的矛盾

。

第二
,
较抗穗颈稻瘟病

。

汉中盆地晚稻出穗
、

灌浆期间
,

正值秋淋多雨季节
,

利于

穗颈稻瘟病流行
,
对产量威胁甚大

。

据我院植病工作者 1 9 7 4年田 间鉴定
, ] 9 7 6及 1 9 7 7两

年人工接种及 自然诱发鉴定结果
, 这几个品种对穗颈稻瘟病属抵 抗至 中抗 型

。

如 “ 凡

1 3 01 ” ,

平均发病率为 6
.

1%
,

病情指数为 0
.

75 写
,

而对照种 “ 大一 5 7” 的平均发病 率为

3 0
.

7%
,

病情指数为 1 4
.

3%
。

第三 , 产量比较高而稳定
。 “ 凡 1 3 01 ”

据 1 9 7 3一 1 9 7 5年三年试 验结 果
,

比对 照种
“ 大一 5 7 ,, 平均 增 产 5 9

.

7% ; “ 。 一 0 3 9 ,, 据 1 9 7 4一 1 0 7 7年试验结果
,

比 “ 大一 5 7”
一

平

均增产 5 1
.

2%
。

就连在穗大粒多方面比
“ 大一 57 ” 差 的 “

滕坂 66 号沙 ,

由于是强抗冷的

早熟型中粳
,

据 1 9了3一 1 9 7 5年试验结果
,

也比 “
大一 5 7), 平均增产 1 1

.

5%
。

据大田试种

结果 ,
在作为晚稻栽培时

,

这几个品种产量基本稳定在 50 0一 6 00 斤的水平
。

上面的一些结果表明 : 在 象汉中盆地这样的南北 交错地区
, 选择好早晚稻的品种适

应型 , 是取得两季丰收的关键
。

( 2) 培育长令壮秧
。

在选用适应型品种的二同时
,

还必二须解 决培 育长 令壮秧 问

题
,

才能更好地克服
“ 安全 ” 和 “ 足够 ” 的矛盾

。

几年来
,

我们曾经不断试用
“ 水育旱管 ” 、

寄秧等办法培育长令壮 秧 , “ 水 育 旱

管 ” 育成的秧苗往往老而不壮
,

寄秧办法则既费工又费寄秧田
。

后来学 习外地
“ 两段育

秧 ” 经验
,

采用 “
蹲秧

”
办法

,
简而易行

, 效果较好
。

根据 1 9 7 7年早稻
“ 二九青 ” 试验

结果 , 于 4 月 1 日播种
,

分别在 4 月 28 日及 5 月 8 日两期蹲秧进行比较
,

均在 5 月 14 日

插秧
,

第一段秧令分别为 27 天和 37 天
,

第二段为 16 天和 6 天 , 总秧令均为 43 天 , 以不蹲

的一段为对照
。

蹲秧的又采用两种办法进行比较
,

一种是把秧苗铲起
,

仍在秧畦上原地

放下
,

我们称为
“ 松动 ” ; 另一种是把秧畦和秧沟按 7 : 3 的比率修筑

,

蹲秧时把秧苗

表六 早稻
“
二九青

”
礴秧试验部分结果 (播期

: 1 / 4
,

插期
: 1 4 / 5 ) ( 1 9 7 7 )

二 11玲鲜卿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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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起 ,
分成小块

,

分散摆满秧田
,
我们称为

“ 散开
” 。

蹲秧时每亩秧田施尿素约 5 斤
,

以后经常保持水层
。

试验结果 , 不同时期蹲秧
, 不同办法蹲秧

, 和对照相 比
,

均有明显

增产效果 (见表六 )
。

.

限据这个试验结果
,

蹲秧的作用是切断了老根
,

不再深扎
,

促进 了新根发生
,

表现

为总根数多
、

白根多 , 同时控制了地上部分徒长
, 促进秧 苗粗壮

, 鲜重和干重都明显增

加
。

这种秧 苗插下后 , 返青快
,

分桑
一

旱
,

故而有效穗多
、

穗大
、

粒重
,

从而 提 高了 产

量
。

从这个结果看
,

蹲秧早
,

第二段秧令较长的
, 以 “ 散开 ” 为好

,
蹲秧晚

,

第二段秧

令较短的
夕

则 “ 散开” 和 “ 松动 ” 的效果类似
。

至于蹲秧时间 早
、

晚之间
,

在本试验范

围内
,

差异 不很明显
。

晚稻也用 “ 凡 1 3 0 1 ” ,

采取
“ 散开 ” 的办法

, 进行了不同时期的蹲秧试验
, 分别在

播种后的第 25 天
、

30 天和 35 天进行蹲秧
,

总秧令 52 天
。

结果和不蹲的对照对比
,

三个不

同蹲期分别增产 22
.

8%
、

26
.

3%和 29
.

8% , 比早稻蹲秧的效果更为显著
, 并表明以蹲秧

时间较晚
,

第二段秧令较短的为好
。

可见在南北交错地区的热量条 件下
,

采 用蹲 秧办

法
,

并采取适宜的蹲秧期和秧令
,

培育长令壮秧
,

是缓和 “
安全

” 和 “ 足够 ” 的矛盾 ,

达到高产
、

稳产的有效措施之一
。

根据我们几年来对品种适应型以及和品种相适应的长令壮秧的研究
, 认为在南北交

错地区的气候条件下
,

早
、

晚稻存在着生育类型及综合性状方面的品种适应型
,

合理使

用这些适应型
,

并配之以相应的栽培措施
,

就能够获得较高产量
。

而且如前所述
,

汉中

盆地处于季风亚热带北界
,

和北面的暖温带相邻
,

气候上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

和北方相

比 , 不少方面有相通之处
,

尤其对于黄河流域的麦茬稻来说
,

几乎迁到了和汉中盆地晚

稻相类似的气候生态条件
,

比如立秋后冬季风强盛
,

秋季来临十分急促
, 6 一 9 月属 于

雨季
,

秋雨绵绵等
,

对麦茬稻的安全齐穗和中
、

后期的生长发育有重大影响
。

因此
,

我们

提出的一些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办法
,

对进行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可能亦是有一定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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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t r a e t

H a r v e s t e a n b e e n s u r e d o n l y w h e n t h e d o u b l e
一 e r o p P i n g r i e e p o s s e s -

s e s t h e " t w o s a f e t i e s ,, , i
. e .

t h e s a f e t y o f t h e e a r p r e i n o r d i a s t a g e o f

e a r
l y

r i e e a n d t h a t o f t h e e a r f o r m a l e a r i n g o f l a t e r i e e 5 0 a s t o s e -

e u r e t h e l l i g h y i e ld s o f r i e e .

T h e " t w o s u f f i e i e n e i e s ,, S h o u l d a l s o b e

s e e u r e d
,

i
. e .

t o s e e u r e t h e e n o “ g h v e g e t a t i v e g r o w i n g p h a s e o f b o t h

e a r ly a n d l a t e r i e e i n t h e f i e l d s .

A n d y e t , t h e f i r s t " t w o ,, a n d t h e

S e e o n d u t w o ,, a r e d l w a y s e o n t r a d i e t e d u n a e r t n e h e a t c o n d i t i o n s i n i n
-

t e r l o e k e d r e g i o n s a f f e e t e d b y t h e w e a t h e r i n t h e s o u t h a n d N o r t h
.

T h e r e s u l t s o b t a i n e d f r o m o u r e x P e r i m e n t s e o n d u e t e d f r o m 1 9 7 2

t o 1 9 7 8 h a v o s h o w e d t h a t t h e r e h a v e b e e n s o m e t y p e s o f e a r l y a n d

l a t e r i e e v a r i e t i e s s u i t e d t o t h e h e a t e o n d i t i o n s i n t h i s i n t e r l o e k e d

r e g i o n s o f S o u t h S h a a n x i P r o v i n e e , w h i e h a r e a b l e t o o v e r e o m e t h e

s h a r P e o n t r a d i e t i o n s a m o n g t h e m
.

B a s e d o n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o f t h o v e g e t a t i v e a n d g e n e r a t i v e p h a -

s e s , e a r l y r i e e v a r i e t i e s e a n b e d i v i d e d i n t o t h r e e g r o u P s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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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l a t e s t a g e ,, , ( 2 )
“
t h e s a m e g r o w i n g P e r i o d f o r 亡h e t w o s t a g e s ,,

a n d ( 3 ) " t h e l o n g e r g r o w i n g p e r i o d f o r t h e e a r l y s t a g e a n d t h e

s h o r t e r g r o w i n g p e r i o d f o r t h e l a t e s t a g e
. ”

A e e o r d i n g t o t h e e a p a e i t y

o f e o ld
一 r e s i s t a n e e ,

l a t e r i e e v a r i e t i e s e a n b e d e v i d e d i n t o t w o t y P e s :

" h i g h
一 e o l d

一 r e s i s t a n e e ,, a n d u l o w
一 e o l d

一 r e s i s t a n e e ,, v a r i e t i e s .

T h e r e f o r e ,

d 1 f f
e r e n t l a t e r i e e v a r i e t i e s h a v e d i f f e r e n t v e g e t a t i v e g r o w i n g P h a s e s

t o m e e t t h
e i r n o r m a l g r o w t h i n t h e f i e ld s b e e a u s e o f t h e i r d i f f e r e n t

m a t u r e d u r a t i o n s .

T h e s e d i f f e r e n t t y p e s o f v a r i e t i e s h a v e d i f f e r e n t

a
d
a P t i b i l i t i e s f o r t h

e l o e a l h e a t e o n d i t i o n s .

T h
r o u g h m a n y y e a r s , e x p e r i e n e e , w e h a v e e o rr l e t o r e a l i z e t h a t

1t 15 p o s s i b l e t o g e t h i g h y i e l d s o f t h e d o u b l e
一 e r o p p i n g r i C e i n

t h e i n t e r l o e k e d r e g i o n s i n t h e n o r t h a n d S o u t h o n ly b y S e l e c t i n g t h e

s u i t a b l e v a r i e t i e s a n d s u i t a b l e t e e h n i q u e s t o n u t u r e t h e s t u r d y r i e e

s e e d l i n g s .

T h e s e v i e w p o i n t s a r e a l s o o f e e r t a i n i m p o r t a n e e f o r t h e

e u l t i v a t i o n o f r i e e i n t h e w i n t e r w h e a t f i e l d s a l o n g t h e Y e l l o w R i v e :

v a l l e 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