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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春两优长70是由长江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以及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

配组育成的籼型两系杂交水稻新品种。2021年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品种审定(国审稻

20210222)。具有穗大粒多、产量高、抗倒伏、熟相好、米质优等特点。本文介绍了春两优长70在湖北

省荆州市的示范表现及高产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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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unliangyou Chang 70 is a new indica two-line hybrid rice variety bred by Yangtze Universi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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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tute of Crop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nd Shenzhen Institute of Agricul-
tural Ge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t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National 
Crop Variety Certification Committee in 2021 (National Certification No. 20210222). The variety 
has many elit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high yield, high quality, lodging resistance, good ripening 
phase, and good quali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monstration performance and high yiel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of Chunliangyou Chang 70 in Jingzhou City,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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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日益加快，耕地资源日趋紧张，同时我国人多地少，劳动力短缺，

种植成本高等诸多问题日益凸显。水稻作为主要粮食作物，为了满足人们的粮食需求和安全，提高水稻

的单面积产量刻不容缓。杂交技术的应用是提高我国水稻单面积产量的一项重大突破。科学水肥管理是

提高水稻产量的重大举措之一。现在国家大力提倡“两减两增”，减肥减药是水稻新品种选育和高产高

效栽培的重点研究方向。过多施用氮肥会导致环境污染、品质下降、效益降低[1] [2]。培育优质、高产、

氮高效利用的杂交水稻品种及配套的高效栽培技术成为了新品种选育及应用的重要目标[3]。 
春两优长 70是利用不育系春 6S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

研究所共同选育)与恢复系长恢 70 (长江大学选育)组配育成的优良两系杂交籼稻新组合。2021 年通过国

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国审稻 20210222)。该品种表现穗大粒多，株型紧凑，茎秆粗壮有韧性，

抗倒能力很强，后期熟相好，增产潜力大等特点。恢复系长恢 70 经过全基因组分析发现含有 2 个高产相

关基因(Gn1a, qGW8)以及氮高效利用相关基因(TOND1, NRT1.1B) [4]，对该品种的高产栽培研究，有利于

其大面积推广应用。本文通过对该组合在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连续两年的种植表现，初步探索了该组合

的特点及在本地区的高产栽培技术。 

2. 湖北荆州种植区基本情况 

春两优长 70 在 2020 年，2021 年于湖北省荆州市长江大学农学院种植基地(112˚08'36"E, 30˚21'26"N)
种植，海拔大约 34 m。该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双单季稻亚区，与湖北荆州其他种植区无显著区别。

所以春两优长 70 在湖北荆州长江大学农学院种植基地种植可以代表其在湖北荆州种植的基本情况。该种

植基地地势平整，水量充足。 

3. 种植表现 

3.1. 产量 

2020 年在湖北省荆州市进行示范种植，种植面积 0.2 hm2，随机抽取 574 m2进行收割测产，测得单

产为 10.42 t/hm2，丰两优四号(CK)单产为 9.14 t/hm2，比对照增产了 14.06%。2021 年继续在湖北省荆州

市进行示范种植，种植面积 0.3 hm2，经过全部收割测产，测得单产为 11.29 t/hm2，丰两优四号单产为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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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m2，比对照增产了 15.14%。 

3.2. 生育期 

春两优长 70 在荆州市作一季中稻种植，适宜的播种期在 4 月中下旬至 5 月中旬，全生育期 132~140 d。 

3.3. 农艺性状 

春两优长 70 株型紧凑，剑叶挺直，叶色深绿，茎秆粗壮有韧性，耐肥抗倒，表现出前期生长旺盛，

后期叶青籽黄，茎秆金黄，熟相好。2020 年，春两优长 70 株高 124.10 cm，有效穗数 205.5 万穗/hm2，

每穗总粒数 240.37 粒，结实率 83.40%，千粒重 25.3 g。2021 年，春两优长 70 株高 124.76 cm，有效穗数

214.5 万穗/hm2，每穗总粒数 248.10 粒，结实率 83.50%，千粒重 25.4 g。两年平均株高 124.43 cm，有效

穗 210.0 万穗/hm2，每穗总粒数 244.24 粒，结实率 83.45%，千粒重 25.35 g。 

3.4. 品质及抗性 

春两优长 70 两年的平均整精米率为 67.8%，长宽比 3.4，垩白度 4.5%，直链淀粉含量 15.2%。米质

达到农业行业《食用稻品种品质》(NY/T593-2013)标准三级。结果与 2021 年该品种的审定公告一致。 
品种在两年的区域试验中的稻瘟病综合指数分别为 4.9 和 3.2，穗颈瘟损失率最高级 9 级，白叶枯病

7 级，褐飞虱 9 级，稻瘟病 9 级，抽穗期耐热性较强。在湖北荆州 2 年的示范种植中，全生育期间未发

生病害。由于天气异常，对照品种丰两优 4 号在 2021 年 9 月出现严重倒伏现象，而春两优长 70 并未出

现倒伏，说明其抗倒伏能力特别强。 

4. 高产栽培技术 

4.1. 种子处理 

种子处理是第一步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步，处理不当会造成发芽率降低，增加苗期的病害。春两优长

70 大田的用种量为 13.9~14.7 kg/hm2。为提高发芽率，在浸种前晒谷，或在 50˚烘箱烘 48 h~36 h。先使用

强氯精或多菌灵浸泡种子做消毒处理 6~8 h 后，清水浸种 24 h，等到种子露白后进行催芽，时间为 48 h，
每 6~8 h 换/洗一次。出芽后即可播种。 

4.2. 适时播种 

合适的播种时间是培育壮秧的基本条件，长江中下游单季稻最适宜的播种时间为 4 月中下旬至 5 月

中旬，6 月中旬移栽。该品种适应冬闲田和油后稻轮作等模式。一般在 5 月初进行播种，6 月初进行移栽。

使用土壤整体构造良好，地势平整、紧密适度、排灌方便，无前茬作物的田块作秧田。 

4.3. 适时移栽与合理密植 

在秧龄 28~30 d 后移栽，不要超过 35 d。种植密度与产量息息相关，不同品种最适宜的种植方式不

同。春两优长 70 的种植密度不适合太密，也不宜种植过稀，适合宽窄行种植。而且移栽采用宽窄行的种

植方式更有利于产量的提升[5]。宽行间隔 46.7 cm，窄行间隔 23.3 cm，株距 16.7 cm。每穴插 2~3 粒谷苗，

插植数量为 16.6 万穴/hm2 左右。 

4.4. 科学管水 

水稻之所以称之为水稻，是因为水对水稻的整个生育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播种时秧田需要保持

湿润，厢面上无明水。期间如果厢面干裂，要过一次“跑马水”，即将水没过厢面后排出。当水稻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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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至两叶一心时，灌薄水，刚好没过厢面为宜。移栽时要做到浅水移栽，保持 2~3 cm 的浅水层 4 d 左右，

促进秧苗存活；移栽后的 7~8 d 为返青期，水层应保持 3.5 cm 左右，促进返青；分蘖初期要浅水，促进

低节位分蘖；当田间基本苗达到 261.0 万/hm2 左右时，为减少无效分蘖，及时排水晒田；拔节后幼穗分

化期是需水的关键时期，要深水灌溉，抽穗扬花期需确保田间一直有水，以提高结实率；灌浆乳熟期为

增加粒重，需干湿交替；由于春两优长 70 是大穗型品种，灌浆时间比较长，不要过早断水，收获前 7 d
左右断水。 

4.5. 适时适量量施肥 

施肥方面，应施足底肥，视苗情追肥。春两优长 70 根系发达，氮肥利用效率较高。全生育期纯 N
总用量为 145~165 kg/hm2，N、P2O5、K2O 的比例为 1:0.8:1，基肥与追肥比例为 7:3 或 6:4。在移栽后的

5~7 d，施纯氮 N 50 kg/hm2、 P2O5 20 kg /hm2、 K2O 30 kg/hm2为返青肥；在幼穗分化期，施 P2O5 20 kg/hm2、

K2O 20 kg/hm2作穗肥，根据水稻长势酌情少施或不施氮肥，以防止剑叶过长以及水稻营养生长过盛无法

及时转化为生殖生长，造成水稻株型较大，且空瘪粒增加，垩白增多，产量降低且品质下降。 

4.6. 防治病虫草害 

对病虫害防治要“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春两优长 70 全生育期在本地区容易受到的虫害一般有

稻蓟马、蚜虫、螟虫以及稻飞虱，病害主要有纹枯病和稻曲病。对各种病虫害的防治用药按照药物说明

书使用。在荆州地区种植春两优长 70 中稻品种特别要重视稻曲病和纹枯病的防治。在水稻“破口”前

5~7 d 左右用井岗霉素或三唑酮防治稻曲病，对于已经发生的稻曲病可以喷施咪鲜胺或碱式硫酸铜。秧田

对杂草的防治主要是对土壤进行封闭处理，每 667 m2 用 30%丙草胺乳油 100 ml，兑水 30~40 公斤，在播

种后 1~3 d 内喷施；大田移栽后 5~7 d 施返青肥时拌入稻杰(五氟磺草胺)约 600 g/hm2均匀撒施，并保持

约 3 cm 的水层，以充分发挥除草效果且保证禾苗安全。 

4.7. 适时收割 

春两优长 70 穗大粒多，存在明显的两段灌浆现象而导致灌浆期延长，不易过早收割。该品种耐高温

特性良好，功能叶衰老缓慢，抗倒伏能力强，后期管理得当可以明显提高产量和品质。应选在 95%的谷

粒充实黄熟后收获。如果遇到阴雨天，应抢晴天及时收获。 

5. 结语 

春两优长 70 除表现高产优质抗倒伏外，初步的栽培学研究还表明春两优长 70 品种耐低氮肥能力比

较强。对照品种丰两优四号需纯氮 180 kg/hm2左右，春两优长 70 需纯氮 150 kg/hm2左右，说明该品种具

备氮素利用率高的特点，这个特点可能与恢复系长恢 70 含有氮高效利用相关基因有关[4]。氮肥过多使用，

不仅增加成本，降低效益，还会引起环境污染和稻米品质下降[6]。对该品种的耐低氮特性、土壤基础肥

力及品质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正在进行中。春两优长 70 表现高产、优质、后期熟相好、抗倒伏能力强，

具备良好的稳产性，在大面积生产应用中将会产生良好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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