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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水稻新品种试验：2010年南方稻区国家水稻品种试验汇总报告》分类型熟期组概述了试验
基本情况，着重分析了参试品种的丰产性、稳产性、适应性、抗性、米质及其他重要性状表现，并对
各参试品种逐一作了综合评价。
附图、表列出了品种稳定性和适应性AMMI模型分析趋势、产量和主要性状汇总数据、抗性鉴定和米
质检测数据，以及分品种在各试验点的产量、生育特性、主要性状表现等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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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水稻新品种试验>>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参试品种及试验地点（表8-1、表8-2）区试参试品种12个，即：粤杂751、川
优918、Y两优1号、冈香288、天育／天恢198、广抗13A／蜀恢498、川优8377、陵优2号、蓉优662
、650A／2316R、西农优9号和宜香2115，均为杂交组合，以Ⅱ优838（CK）作对照。
生产试验参试品种1个，即：抗丰香204，也以Ⅱ优838（CK）作对照。
试验点区试17个，生产试验点5个，分布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和陕西5省市区，其中，云南德宏
州种子管理站、重庆涪陵区种子管理站和重庆万州区种子管理站试点对照表现异常，试验结果未列入
联合汇总，实际汇总试点数14个。
（二）试验设计各试验点均按统一的试验实施方案及技术规程进行试验。
田间试验设计：区试采用完全随机区组排列，3次重复，小区面积0.02亩；生产试验采用大区随机排列
，不设重复，大区面积0.5亩。
所有参试品种同期播种、移栽，耕作栽培措施与当地大田生产相同。
苗情调查、取样及性状考查项目与标准均按《水稻品种试验技术规程》执行。
（三）统计分析对各试验点试验结果的完整性、可靠性、准确性、可比性以及对照品种表现情况等进
行分析评估，确保汇总质量。
产量联合方差分析采用混合模型，品种间差异多重比较采用新复极差法，品种稳产性和适应性分析采
用AMMI模型及线性回归模型。
（四）特性鉴定抗性鉴定：由中国水稻研究所统一提供鉴定用种子。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所、重庆市涪陵区农科所和贵州省湄潭县农业局植保站负责稻瘟病抗性鉴定，
鉴定采用人工接菌与病区自然诱发相结合，由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所负责汇总。
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发展中心负责稻飞虱抗性鉴定。
湖北恩施州农业科学院、四川省水稻高梁所分别负责生产试验品种耐冷性、耐热性鉴定。
米质检测：由陕西汉中市农科所、云南红河州农科所和四川省原良种试验站三试点分别单独生产提供
样品，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负责检测。
DNA指纹特异性和一致性鉴定：由中国水稻研究所国家水稻改良中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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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稻新品种试验:2010年南方稻区国家水稻品种试验汇总报告》是由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出
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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