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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新质源不育系犑犠８０３犃产量及其

氮素利用效率的配合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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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不同杂交水稻亲本产量及氮素利用效率的配合力。【方法】选用包括ＪＷ８０３Ａ不育系在

内的５个不育系（ＪＷ８０３Ａ、８０３Ａ、Ｇ４６Ａ、珍汕９７Ａ、Ⅱ３２Ａ）和５个恢复系（绵恢２０４０、涪恢３１１、蜀恢５２７、明恢６３、辐

恢８３８）配置不完全双列杂交，对不同杂交组合的产量及氮素利用效率配合力进行分析。【结果】氮素利用效率、氮素

收获指数与产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８６９和０．９００，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在以产量和氮素利用效率作为选择目标时，

８０３Ａ、ＪＷ８０３Ａ和蜀恢５２７都属于Ⅰ类亲本，其中ＪＷ８０３Ａ／蜀恢５２７的产量优势最强，并具有较好的氮素吸收利用

率。【结论】选用一般配合力高的亲本配组，最有可能获得强优势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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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世界上主要的水稻生产国之一，水稻种

植面积约占世界水稻总种植面积的２０％，占全国粮

食作物面积的２９％
［１］。氮肥是水稻生长的主要肥

料，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氮肥用量越来越大，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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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全球氮肥用量是１９６０年的７倍，但水稻氮

素利用效率随着氮肥用量的增加而明显下降［２］。氮

肥利用率低和大量的氮素损失不仅增加了生产成

本，而且还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一系列环境问题，如地

下水污染、江河湖泊的富营养化等。因此如何提高

水稻氮肥利用率，已成为水稻生产和环境保护的热

点。水稻品种的氮素需求量和有效利用率，在籼稻

和粳稻间有较大差异，即便是相同亚种品种间的氮

素利用效率也存在较大差异，并且因土壤质地不同，

对氮素的吸收反应也不同［２６］。通过产量选择对生

理氮素利用效率进行间接选择，无论在施氮区还是

未施氮区均有显著效果，生理氮素利用效率在施氮

和未施氮条件下均有明显的直接选择效果［７］。

８０３Ａ是西南科技大学水稻研究所选育的野败型优

质不育系，ＪＷ８０３Ａ是该所选育的与８０３Ａ同核异

质的、具有爪哇稻品种 Ｖａｒｙｌａｎｖａ胞质的新质源不

育系，其细胞质线粒体与野败型、Ｄ型杂交水稻存在

明显差异［８］，已于２００７０８通过四川省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组织的技术鉴定。本研究选用不同类型

的水稻亲本，按照 ＮＣＩＩ法配制一套不完全双列杂

交组合，在相同的高产栽培条件下，对水稻抽穗后干

物质积累和氮素利用效率的配合力进行了分析，旨

在探明其高产生理特性和氮素利用效率。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选用５个不育系（Ａ）：８０３Ａ（野败型）、

ＪＷ８０３Ａ（ＪＷ型）、Ｇ４６Ａ（冈型）、珍汕９７Ａ（野败型）

和Ⅱ３２Ａ（印水型）；５个恢复系（Ｒ）：绵恢２０４０、涪

恢３１１、蜀恢５２７、明恢６３和辐恢８３８，均由西南科技

大学水稻研究所提供。

２００６年配制２５个不完全双列杂交组合：８０３Ａ／

绵恢２０４０，８０３Ａ／涪恢３１１，８０３Ａ／蜀恢５２７，８０３Ａ／

明恢 ６３，８０３Ａ／辐 恢 ８３８；ＪＷ８０３Ａ／绵 恢 ２０４０，

ＪＷ８０３Ａ／涪恢３１１，ＪＷ８０３Ａ／蜀恢５２７，ＪＷ８０３Ａ／明

恢６３，ＪＷ８０３Ａ／辐恢８３８；Ｇ４６Ａ／绵恢２０４０，Ｇ４６Ａ／

涪恢３１１，Ｇ４６Ａ／蜀恢５２７，Ｇ４６／明恢６３，Ｇ４６／辐恢

８３８；珍汕９７Ａ／绵恢２０４０，珍汕９７Ａ／涪恢３１１，珍汕

９７Ａ／蜀恢５２７，珍汕９７Ａ／明恢６３，珍汕９７Ａ／辐恢

８３８；Ⅱ３２Ａ／绵恢２０４０，Ⅱ３２Ａ／涪恢３１１，Ⅱ３２Ａ／

蜀恢５２７，Ⅱ３２Ａ／明恢６３，Ⅱ３２Ａ／辐恢８３８。

１．２　试验方法

２００７０４０３在西南科技大学农园试验基地播

种，栽插，小区面积２０ｍ２，３次重复。试验田土壤养

分含量：全Ｎ１．９８ｇ／ｋｇ，速效Ｎ８０．３ｍｇ／ｋｇ，速效

Ｐ４３．３ｍｇ／ｋｇ，速效Ｋ７６．２ｍｇ／ｋｇ。

１．３　测定项目及方法

根据供试水稻杂交组合的生育进程，分别在水

稻抽穗期、灌浆中期（抽穗后２０ｄ）、成熟期每小区按

平均分蘖数取样３株，于１０５℃杀青３０ｍｉｎ，８０℃

烘干７２ｈ，测定各时期水稻各部位的干物质量；成熟

后每小区取样３株，调查穗长、穗着粒数、结实率、千

粒重、有效穗数、小区产量等农艺性状，并利用凯氏

定氮法测定成熟期各部位的氮含量。依据程建峰

等［９］的方法，估算氮素吸收总量、氮素利用效率和氮

素收获指数等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氮素利用效率 ＮＵＥ／（ｇ·ｇ
－１）＝地上部干重／

地上部氮素积累量；

氮素收获指数 ＮＨＩ＝稻谷产量／氮素吸收总

量×１００％。

按张亚东等［１０］的方法分析一般配合力（ＧＣＡ）

和特殊配合力（ＳＣＡ）效应，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ｓｐｓｓ１１．５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杂交水稻组合产量、氮素利用效率、氮素收获

指数的方差分析

杂交水稻组合产量、氮素利用效率（ＮＵＥ）、氮

素收获指数（ＮＨＩ）的方差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表

１显示，所配２５个杂交水稻组合间的产量、氮素利

用效率、氮素收获指数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说明各

组合间存在遗传差异。除氮素利用效率外，母本×

父本的产量和氮素收获指数的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说明这些性状受可遗传的基因加性效应控制，同时

也受不可遗传的非加性效应影响。不育系（母本）和

恢复系（父本）的产量、氮素利用效率和氮素收获指

数的方差均明显大于母本×父本，说明基因加性效

应在三系杂交稻杂种优势利用中具有重要作用，亲

本选择对选配强优组合是极其重要的。母本的方差

明显大于父本，说明在产量、氮素利用效率和氮素收

获指数方面，不育系对组合的影响大于恢复系，因此

选用一般配合力较高的不育系，是配组出高产、高氮

素利用效率杂交组合的基础。

２．２　杂交水稻组合一般配合力（ＧＣＡ）和特殊配合

力（ＳＣＡ）的效应分析

由表２可知，一般配合力效应在同一亲本不同

性状间及同一性状不同亲本间存在明显差异，表明

不同亲本在不同性状上其加性效应大小不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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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性状一般配合力效应值来看，母本ＪＷ８０３Ａ 产

量、氮素利用效率、氮素收获指数的一般配合力效应

最大，８０３Ａ次之，说明ＪＷ８０３Ａ和８０３Ａ的一般配

合力效应均明显大于其他３个不育系。父本蜀恢

５２７产量、氮素利用效率、氮素收获指数的一般配合

力效应最大，绵恢２０４０次之，明恢６３各项指标的一

般配合力效应均最小。

表１　杂交水稻组合产量、氮素利用效率（ＮＵＥ）、氮素收获指数（ＮＨＩ）的方差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ｃｏｍｂ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ＵＥａｎｄＮＨＩａｎｄ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

变异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产量 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 氮素利用效率 ＮＵＥ 氮素收获指数 ＮＨＩ

自由度

犱犳

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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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值

犉Ｖａｌｕｅ

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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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

犕犛

犉值

犉Ｖａｌｕｅ

自由度

犱犳

方差

犕犛

犉值

犉Ｖａｌｕｅ

区组Ｒｅｐｔｉｔｉｏｎ ２ １．５２ ０．００１ ２ ４．０１ ０．１１ ２ １．０２ ０．０５

组合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２４ ２７１６．５２ １６０．４３ ２４ １００．４４ ３３．８６ ２４ ５３．８４ ２６．１０

不育系（母本）Ａ ４ ３５２４．１３ １７．７１ ４ ７５．０５ １２．０２ ４ ５９．６５ １２．０１

恢复系（父本）Ｒ ４ １１０６．９５ ５．５６ ４ ３２．７０ ５．２４ ４ ２７．９４ ５．６３

母本×父本 Ａ×Ｒ １６ １９８．７２ ５．８３ １６ １４．７５ ２．１５ １６ ４．９７ ２．４１

误差Ｅｒｒｏｒ ５０ １６．９３ － ５０ ２．９７ ! ５０ ２．０６ －

　　注：表示在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 表示在０．０１水平差异显著。下表同。

Ｎｏｔ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ｔｈｅ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ｔｔｈｅ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ａｍｅｉｎｔｈｅｎｅｘｔｔａｂｌｅ．

表２　杂交水稻组合的一般配合力（ＧＣＡ）和特殊配合力（ＳＣＡ）的效应值

Ｔａｂｌｅ２　ＧＣＡａｎｄＳＣＡｅｆｆｅｔ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ｈｙｂｒｉｄｒｉｃ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指标

Ｉｎｄｅｘ

不育系

Ａ

ＳＣＡ

明恢６３

Ｍｉｎｇｈｕｉ６３

辐恢８３８

Ｆｕｈｕｉ８３８

绵恢２０４０

Ｍｉａｎｈｕｉ２０４０

涪恢３１１

Ｆｕｈｕｉ３１１

蜀恢５２７

Ｓｈｕｈｕｉ５２７

ＧＣＡ

产量

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

珍汕９７ＡＺｈｅｎｓｈａｎ９７Ａ ０．７５ －１．２０ －０．９８ ２．２５ －０．８２ －１．９０

８０３Ａ －２．４２ －２．２９ １．２５ －０．３８ ３．８４ ３．７９

ＪＷ８０３Ａ －３．０６ －０．３８ １．１０ －１．１４ ３．４８ ６．２８

Ｇ４６Ａ ２．５６ １．９３ －０．８７ －１．６１ －２．０１ －４．４８

Ⅱ３２Ａ ２．１６ １．９５ －０．５０ ０．８９ －４．４９ －３．６８

ＧＣＡ －３．７４ －２．０２ ２．２４ ０．１８ ３．３４

氮素利用

效率

ＮＵＥ

珍汕９７ＡＺｈｅｎｓｈａｎ９７Ａ ０．１３ －０．３２ ０．４９ ０．０６ －０．３７ －０．５３

８０３Ａ －０．２８ －０．３１ －０．３３ ０．０８ ０．８４ ０．６５

ＪＷ８０３Ａ －０．４８ ０．０８ －０．４５ ０．０９ ０．８７ ０．９３

Ｇ４６Ａ ０．４５ ０．２７ ０．１５ －０．２０ －０．６７ －０．４４

Ⅱ３２Ａ ０．１８ －０．４２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６２

ＧＣＡ －０．４５ －０．１７ ０．２９ －０．３７ ０．７０

氮素收获

指数

ＮＨＩ

珍汕９７ＡＺｈｅｎｓｈａｎ９７Ａ ０．０５ 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５５

８０３Ａ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４１ ０．６４

ＪＷ８０３Ａ －０．４０ －０．４６ ０．０７ －０．２０ ０．９８ ０．７７

Ｇ４６Ａ ０．１０ ０．１９ ０．１６ ０．０７ －０．５２ －０．５４

Ⅱ３２Ａ ０．２３ ０．４６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６９ －０．３３

ＧＣＡ －０．４５ －０．４３ ０．３４ ０．０１ ０．５４

　　从表２还可以看出，同一亲本所配组合以及同

一组合不同性状间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差异很大，表

明基因互作的多样性有差异。综合各性状来看，

ＪＷ８０３Ａ／蜀恢５２７和８０３Ａ／蜀恢５２７产量、氮素利

用效率、氮素收获指数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值均相对

较高。说明这两个组合的产量、氮素利用效率和氮

素收获指数的非加性效应较强，是产量和氮素利用

效率得到较好结合的组合。

对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效应值进行比较分

析发现，在产量、氮素利用效率、氮素收获指数特殊

配合力效应值较高和较低的杂交组合中，其双亲产

量、氮素利用效率、氮素收获指数的一般配合力效应

值高低不同。表明杂交组合特殊配合力效应的高低

与双亲一般配合力效应高低无直接关系。双亲一般

配合力效应高的杂交组合，其特殊配合力效应不一

定高，如蜀恢５２７各性状一般配合力效应值均最大，

但所配组合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值变化幅度较大，其

中产量的变化在－４．４９～３．８４、氮素利用效率变化

在－０．６７～０．８７、氮素收获指数变化在－０．６９～

０．９８。说明特殊配合力效应的表现较为复杂，难以用

亲本的一般配合力效应来判断。

２．３　稻谷产量性状及氮肥利用有关性状的相关性

分析

由表３可见，稻谷产量与氮素利用效率及氮素

５５第１２期 张　玲等：杂交水稻新质源不育系ＪＷ８０３Ａ产量及其氮素利用效率的配合力分析



收获指数均呈极显著正相关，说明氮素生理利用效

率和氮素收获指数较高的水稻品种，一般表现为稻

谷产量较高。

表３　稻谷产量性状与氮肥利用有关性状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Ｎ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指标

Ｉｎｄｅｘ

穗长

Ｐａｎｉｃｌｅｌｅｎｇｔｈ

穗着粒数

Ｓｐｉｋｅｌｅｔｓ／

ｐａｎｉｃｌ

结实率

Ｓｅｅｄ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千粒重

１０００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

有效穗数

Ｐａｎｉｃｌｅｓ／

ｐｌａｎｔ

稻谷产量

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

氮素利用

效率

ＮＵＥ

氮素收获

指数

ＮＨＩ

穗长Ｐａｎｉｃｌｅｌｅｎｇｔｈ １

穗着粒数Ｓｐｉｋｅｌｅｔｓ／ｐａｎｉｃｌ ０．２０９ １

结实率Ｓｅｅｄｓｅｔｔｉｎｇｒａｔｅ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９ １

千粒重１０００ｇｒａｉｎｗｅｉｇｈ ０．３０５ －０．５７５ ０．０３１ １

有效穗数Ｐａｎｉｃｌｅｓ／ｐｌａｎｔ －０．１９６ －０．１１１ ０．３４０ －０．３６５ １

稻谷产量 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 ０．３８０ ０．４００ ０．４４９ －０．１２２ ０．０９２ １

氮素利用效率 ＮＵＥ ０．４７１ ０．３５１ ０．４０８ ０．０８２ ０．１２８ ０．８６９ １

氮素收获指数 ＮＨＩ ０．４４３ ０．３３３ ０．４３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７ ０．９００ ０．７９６ １

　　由表３可见，稻谷产量与穗着粒数、结实率呈显

著正相关；穗长、结实率与氮素利用效率和氮素收获

指数均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氮素收获指数高、穗大

粒多、结实率高的水稻组合一般表现稻谷产量较高，

具有较高的氮素利用效率，这与朴钟泽等［４］的研究

结果相符。本试验中，８０３Ａ和ＪＷ８０３Ａ系列组合

表现穗大粒多，结实率好，稻谷产量高，其氮素利用

效率和氮素收获指数也相应较高。

２．４　杂交水稻组合亲本的特殊配合力方差

特殊配合力方差是亲本在参与的杂交组合中，

对组合的特殊配合力作出贡献的潜在能力。特殊配

合力方差大的亲本，在与其他亲本杂交时，有可能出

现偏离一般配合力效应所估计的极端后代，这在杂

交水稻育种利用中尤为重要。

由表２和表４可见，特殊配合力方差（?２ＡＲ）因性

状、亲本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不育系 ８０３Ａ、

ＪＷ８０３Ａ、Ｇ４６Ａ、Ⅱ３２Ａ产量的特殊配合力方差均

较大，其中ＪＷ８０３Ａ和８０３Ａ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均

明显优于其他３个不育系，而且这两个不育系氮素

利用效率的特殊配合力方差也较大，说明这两个不

育系具有配制出高产和氮素吸收力强组合的潜力；

在氮素收获指数方面，ＪＷ８０３Ａ和８０３Ａ虽然都具

有较高的一般配合力效应，但ＪＷ８０３Ａ的特殊配合

力方差明显大于８０３Ａ，说明从ＪＷ８０３Ａ所配组合中

有可能筛选出籽粒高氮素积累的组合，即蛋白质含

量高的组合。恢复系中，蜀恢５２７各性状的特殊配

合力方差均较大，其一般配合力效应也较高，是杂交

水稻育种的一个优良亲本。

表４　杂交水稻组合亲本的特殊配合力方差及所属类型

Ｔａｂｌｅ４　ＳＣＡｔｈｅ?
２
ＡＲａｎｄｔｈｅｔｙｐｅｏｆｐａｒｅｎｔ

亲本

Ｐａｒｅｎｔ

产量

Ｇｒａｉｎｙｉｅｌｄ

氮素利用效率

ＮＵＥ

氮素收获指数

ＮＨＩ

特殊配合

力方差

?２ＡＲ

亲本利用

价值分类

ＴｙｐｅｏｆＰａｒｅｎｔ

特殊配合

力方差

?２ＡＲ

亲本利用

价值分类

ＴｙｐｅｏｆＰａｒｅｎｔ

特殊配合

力方差

?２ＡＲ

亲本利用

价值分类

ＴｙｐｅｏｆＰａｒｅｎｔ

珍汕９７ＡＺｈｅｎｓｈａｎ９７Ａ ２．１７ Ⅳ ０．１２ Ⅳ ０．０１ Ⅳ

８０３Ａ ６．８８ Ⅰ ０．２５ Ⅰ ０．０７ Ⅱ

ＪＷ８０３Ａ ６．０４ Ⅰ ０．２６ Ⅰ ０．３４ Ⅰ

Ｇ４６Ａ ４．４２ Ⅱ ０．２０ Ⅱ ０．０９ Ⅳ

Ⅱ３２Ａ ７．４２ Ⅱ ０．０６ Ⅲ ０．１９ Ⅱ

明恢６３Ｍｉｎｇｈｕｉ６３ ６．７５ Ⅱ ０．１４ Ⅱ ０．０６ Ⅳ

辐恢８３８Ｆｕｈｕｉ８３８ ３．５９ Ⅱ ０．２６ Ⅱ ０．１５ Ⅱ

绵恢２０４０Ｍｉａｎｈｕｉ２０４０ １．１８ Ⅱ ０．１５ Ⅰ ０．０１ Ⅱ

涪恢３１１Ｆｕｈｕｉ３１１ ２．４７ Ⅲ ０．０２ Ⅳ ０．０２ Ⅳ

蜀恢５２７Ｓｈｕｈｕｉ５２７ １２．９５ Ⅰ ０．３３ Ⅰ ０．４８ Ⅰ

２．５　杂交水稻组合亲本的利用价值

根据亲本各性状的ＧＣＡ效应和ＳＣＡ方差，按

徐静斐等［１１］亲本利用价值的分类方法进行分类 （即

ＧＣＡ效应高，ＳＣＡ方差大的为Ⅰ类；ＧＣＡ效应高，

但ＳＣＡ方差小的为Ⅱ类；ＧＣＡ效应低，ＳＣＡ方差大

的为Ⅲ类；ＧＣＡ效应低，ＳＣＡ方差小的为Ⅳ类），各

不育系和恢复系各性状的分类结果列于表４。由表

４可见，按产量分：８０３Ａ、ＪＷ８０３Ａ、蜀恢５２７属Ⅰ类

亲本，为理想亲本；Ｇ４６Ａ、Ⅱ３２Ａ、明恢６３、辐恢

８３８、绵恢２０４０为Ⅱ类亲本，为优良亲本；涪恢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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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Ⅲ类亲本，只能利用其特殊配合力。按氮素利用

效率分：８０３Ａ、ＪＷ８０３Ａ、绵恢２０４０、蜀恢５２７属Ⅰ类

亲本，Ｇ４６Ａ、明恢６３、辐恢８３８为Ⅱ类亲本。按氮

素收获指数分：ＪＷ８０３Ａ、蜀恢５２７属Ⅰ类亲本；

８０３Ａ、Ⅱ３２Ａ、辐恢８３８、绵恢２０４０为Ⅱ类亲本。由

此可以看出，按照亲本的产量、氮素利用效率、氮素

收获指数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和特殊配合力方差大小

对亲本进行评价，其结果基本一致。

３　结　论

杂交水稻亲本一般配合力和特殊配合力共同作

用于杂交组合的各个性状，前人有关它们相互关系

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有研究认为，杂交水稻

亲本特殊配合力与一般配合力表现基本一致，即一

般配合力高的亲本，其组合特殊配合力也相应较

高［１２］；也有研究表明，一般配合力高的亲本，其组合

特殊 配 合 力 不 一 定 高［１３１６］。本 试 验 中，８０３Ａ、

ＪＷ８０３Ａ、蜀恢５２７一般配合力效应均较高，其组合

的特殊配合力效应也较高；其他组合则表现为亲本

一般配合力和组合特殊配合力效应不完全一致。可

见亲本一般配合力和组合特殊配合力之间的关系，

与所选亲本的特性及其比较的性状有关。在杂交水

稻育种中，选择一般配合力效应较高的亲本广泛测

交，以期最大限度地获得特殊配合力效应高的强优

势组合。本试验中，ＪＷ８０３Ａ、８０３Ａ和蜀恢５２７的

产量、氮素利用效率、氮素收获指数一般配合力及其

组合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均较高，属杂交水稻育种的

理想亲本。

４　讨　论

通过培育和推广氮素利用效率较高的水稻新品

种，以减少氮肥对环境的污染，是当前农业生产的热

门话题。对于氮素利用效率的研究，近年来多数研

究认为，许多农作物不同基因型间氮素利用效率存

在显著差异［１７２１］，本试验也得到相同的结论。但是

片面追求氮高效而忽略高产，与２１世纪人口增长所

带来的粮食问题也不相符。因此，必须在兼顾产量

的同时寻求氮高效的农作物新品种，以符合当今社

会对粮食和环境的需求。本研究中，ＪＷ８０３Ａ／蜀恢

５２７和８０３Ａ／蜀恢５２７既具有较强的产量优势，又

保持了较高的氮素利用效率，而且这两个组合的籽

粒氮素积累率（氮素收获指数）均较高，即米质较好，

是适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杂交水稻新组合，这与该组

合在大面积生产中的表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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