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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不育系育性变化的气候学特征及其适应性分析
’

姚克敏 杨亚新 储长树
(南京气象学院应用气象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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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光 (温 )敏雄性核不育系水稻的育性模 型导出的育性转换临界温度和 临界

日长指标
,

用 1 5 个代表站 1 9 5 1 ~ 1 9 8 8 年逐 日平均 气温和理论 日 长分析 了 7 0 0 1 5
、

N so 8 8 s 和安农 s一 1 三不育系的育性转换 日期及不育期和可育期长度 的气候 学特征
,

为二系法杂交水稻的育性转换提供一种实用分析方法
,

并为生产提供依据
。

关键词 不育系
,

育性转换
,

育性气候学特征

分类号 5 5 1 1
·

1

作者曾根据水稻不育系的大田逐 日套袋结实率观测数据和人工气候箱模拟数据于 1 9 9 2

年提出可供求算结实率数量变化的育性量化模型及其机理解释
〔‘〕 。

由于 日长和温度具有时空

变化规律
,

受光温条件控制的不育系育性也必然随之波动
,

不同种植区域或不同年份会出现不

同的育性转换期和不同的不育期及可育期长度
。

揭示不育系育性转换的气候学规律
,

提供相应

的育性气候分析方法
,

对鉴定不育系的生产利用价值
,

指导合理繁
、

制播期
,

充分发挥种植地气

候优势意义十分重要
,

也是进一步研制二系杂交稻气象服务系统
,

拓宽气象服务领域的关键环

节
。

1 资 料
供分析的不育系为 70 0 15

、

N so 8 8 s (晚粳
,

光温敏型 )
、

安农
s 一 1( 早中釉

,

温敏型 )
。

发育期

由南京 (1 9 9 2 )
、

武汉 (1 9 9 0
、

1 9 9 1 )
、

合肥 (1 9 9 2 )
、

长沙 (2 9 8 9
、

1 9 9 2 )实测
。

逐日气象资料由所述 4

市提供
。

作气候分析的 15 站分别为北京
、

济南
、

徐州
、

成都
、

武汉
、

杭州
、

南昌
、

长沙
、

温州
、

贵阳
、

昆明
、

汕头
、

广州
、

南宁和海 口
。

其中 28
O

N 以北及拔海 8 0 o m 以上为粳稻分析区
,

2 8
O

N 以南及

拔海 so o m 以下为釉稻分析区
。

气温资料取 自中国气象局整编出版的 1 9 5 1一 1 9 8 8 年逐 日平均

气温资料
,

逐 日日长 由相应理论公式计算
〔‘〕。

2 不育系育性的季节图式及不育期和可育期长度的确定方法
2

.

1 育性变化季节图式

为便于育性转换的气候学特征分析
,

分别归纳光 (温 )敏型不育系和温敏型不育系育性变

化的季节图式如图 1
、

图 2
,

并可概括出以下育性变化规律
:

(l) 在水稻最早可能抽穗日期至临界 (冷害)低温 出现 日期之间的育性敏感区域内
,

光 (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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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型不育系的育性受光长主控
,

日长大于临界 日长时不育
,

日长短于临界 日长时可育
。

同时临

界 日长受温度制约
,

处于最适温度时临界 日长最长
,

温度降低或升高时临界 日长缩短
。

由于光

(温 )敏不育系的第一感光期敏感
,

抽穗期稳定
,

仅在秋季出现一个可育时段
。

( 2) 温敏型不育系的育性受温度主控
,

在临界低温与临界高温之间可育
,

此范围之外不育
。

由于第一感光期弱
,

感温性强
,

育性可能会出现初夏和秋季两个可育时段
。

( 3) 由于温度和 日长的时空变化
,

育性转换点附近会 出现一个波动区域
,

其宽度决定于种

植季节
、

地理位置和气候波动
。

不育系在种植地的不育期与可育期长度和波动区宽度决定了该

不育系的利用价值
。

2. 2 不育期和可育期长度的确定方法

由于不育期和可育期长度由该不育系在种植地的最早可能抽穗期和各育性转换点 日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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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温条件确定
,

在计算它们之前必须确定最早可能抽穗期和各育性转换临界点 日期
。

以各地历年 5 日滑动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10 ℃和 12 ℃ 日期作 7 0 0 15
、

N 5 0 0 8s 和安农
s一 1的

最早播种期
,

把逐 日平均气温和 日长代入三不育系的生育期模型进行积分计算
,

确定当地最早

抽穗日期
。

三不育系的生育期模型由
“

水稻钟模型 ,,( 2〕
据实测发育期观测资料拟合

,

复相关系数

达 0
.

91 一 0
.

97
。

育性转换日期是指由不育向可育或由可育向不育转换的日期
,

由育性转换临

界温度和临界 日长的出现 日期确定
。

据三不育系的育性转换临界指标值 (表 1 )〔
‘, ,

可 由各站历

年逐日平均温度和 日长资料求得具体的育性转换 日期
。

表 1 三 不育 系育性转换临界指标

T a b le 1 C r it ie a l v a lu e o f fe r tility a lt e r a t io n o f t hree G MR lin e s

l庙界温度 (℃ ) 不同温度下的临界 日长 (h)
不育系

—

—
上 限 下 限 2 1 2 2 2 3 2 4 2 5 2 6 2 7 28

7 0 0 15 2 9
.

0 2 0
.

N 5 0 8 8s 2 9
.

0 2 0
.

安农
s 一 1 2 6

.

7 2 1
.

13
.

0 1

13
.

3 6

13
.

2 2

13
.

6 8

1 3
.

2 9 1 3
.

3 3 13
.

3 5 1 3
.

3 6 13
.

3 6 1 3
.

33

1 3
.

7 7 1 3
.

8 1 13
.

8 2 1 3
.

7 9 13
.

7 2 1 3
.

57

3 不育系育性变化的气候学特征及其适应性
根据对 巧 站测值求算的逐年最早抽穗日期和育性转换日期

,

可计算最早及最迟育性转换

期
。

平均育性转换期及 90 写保证率下的稳定育性转换期
、

育性波动期宽度和不育期及可育期

长度等育性气候特征值
,

并对不育系作适应性分析
。

3
.

1 7 0 0 15 和 N 5 0 8 88

3. 1. 1 育性转换日期及育性波动区宽度

(l) 可育开始日期及其波动

由表 2 可见
,

各站 7 0 0 15 可育期开始的最早 日期的变化在 8 月 13 日一 8 月 22 日之间
,

其

中杭州最早 8 月 13 日
,

北京最迟 8 月 22 日
。

可育最迟 日期各站间变化在 8 月 22 日~ 9 月 14

日
,

相差 23 天
,

并有随纬度降低而推迟的趋势
。

平均可育日期各站间变化在 8 月 19 日~ 9 月 2

日之间
,

变幅为 13 天
,

纬度较高的北京
、

济南
、

徐州出现在 8 月 20 前后
,

其余各站 出现在 8 月

31 日前后
。

稳定可育日期各站间变化在 8 月 24 日~ 9 月 4 日之间
,

变幅 n 天
。

同一测站的可

育开始 日期的波动以高纬地 区较小
,

如北京
、

济南仅 4 天
,

徐州也仅 9 天
,

中纬度地区则较大
,

可达 20 天以上
。

这是由于中纬度地区温度年际变化较大造成的
。

拔海 80 o m 以上的贵阳
、

昆明

因全年日照较短
,

温度较低
,

不存在育性转换 日期
,

终年可育
。

N 5 0 8 8s 因育性转换临界光长较 7 0 0 1 5 长
,

故可育开始 日期 多数站均提早
,

其中最早 日期

各站间变化在 7 月 29 日~ 8 月 20 日
,

平均早 8 天
;
最迟日期各站间变化在 8 月 15 日一 9 月 16

日
,

平均 约早 2 天
;
平均 日期变化在 8 月 12 日~ 9 月 2 日

,

约早 5 天
;
稳定 日期变化在 8 月 12

日 ~ 9 月 6 日
,

仅早 1 天
。

可育开始 日期的波动区宽度各站变化在 5 ~ 34 天之间
,

变幅略大于

7 0 0 1 5
,

变化趋势相同
。

(2) 可育终止 日期及其波动

7 0 0 15 可育终止 日期的最早出现 日各站间变化在 8 月 20 日一 10 月 6 日
,

变幅达 47 天
;
最

迟出现 日变化在 9 月 1 4 日~ 1 0 月 1 8 日
,

变幅 3 9 天
;
平均出现 日期在 9 月 3 日 ~ 1 0 月 1 2 日

,

变幅为 39 天
;
稳定终止 日期变化在 8 月 27 日~ 10 月 8 日

,

变幅 42 天
。

上述各可育终止 日期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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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随纬度降低而逐渐推迟之势
。

波动区宽度变化在 12 一 33 天之间
,

其中徐州
、

武汉
、

贵阳较短
,

为 15 天左右
,

其余各站在 20 天以上
。

表 2 7 0 0 15 和 N 5 08 8s 在不 同站点的育性转换 日期 (日 / 月 )及不育期和 可育期长度

T a ble 2 F e r t ility alte r a t io n d a te a n d le n g ths o f s t e r ile / fe r tile 钾
r i记

s

fo r 7 0 0 1 5 a n d N 5 0 8 8 s a t d iffe re n t s t a tio n s

站 名 贵阳 昆明

2产了l(
‘/zl卜/z、卜月性

.们O口

、,J、、了、少、.产

0OCOC�OC�0

了吐汀、了‘了‘、了、

平均出现 日期
可
育
开 稳定出现 日期
始
日

波动区宽度 (天 )

最早出现 日期

可 最迟出现 日期
育
终 平均出现 日期
止
日 稳定出现 日期

波动 区宽度 (天 )

平均不育期 (天 )

北京

24 / 8

济南

2 0 / 8

徐州

19 / 8

武汉

1 9 / 8

杭州

2 8 / 8

长沙

3 1 / 8

温州

3 1/ 8

( 1 3 / 8 )
‘

2 4 / 8

( 1 2 / 8 )

4

( 5 )

2 3 / 8

( 1 5 / 8 )

2 0 / 8

( 1 9 / 8 )

4

( 12 / 8 )

2 0 / 8

( 19 / 8 )

9

( 2 1 )

2 0 / 8

( 2 8 )

3 / 9

( 18 / 8 )

3 1 / 8

( 2 0 / 8 )

2 8

( 3 2 )

1 9 / 9

( 2 5 / 8 )

l / 9

( 3 1 / 8 )

2 8

( 2 4 )

2 5 / 9

( 2 7 / 8 )

2 / 9

( 6 / 9 )

2 8

( 3 4 )

4八 0

( 3 1/ 8 )

3/ 9

( 5 / 9 )

2 4

( 2 4 )

1 / 1 0

2 3 / 9

5 / 9

2 7 / 8

3 3

2 3

( 8 )

2 1

( 9 )

l6

( 2 1 )

7

( 8 )

2 1/ 9

12 / 9

9 / 9

5 / 10

2 7 / 9

2 2 / 9

2 7 / 1 0

1 5 / 1 0

4 / 1 0

3 1 / 1 0

1 6 / 1 0

2 / 1 0

稳定不育期

平均可育期

稳定可育期

2 2

2 2

( 9 )

2 0

( 16 )

10

( 2 1 )

5

( 17 )

1 8

2 2

( 7 )

2 l

( 1 1 )

2 4

( 3 1 )

2 0

( 2 1 )

l 6

3 8

( 2 3 )

3 7

( 3 0 )

3 0

( 4 0 )

2 2

( 2 5 )

16 / 10

6 / 1 0

3 0 / 9

2 3

3 5

( 2 8 )

3 7

( 3 1 )

3 9

( 4 2 )

2 9

( 3 0 )

南昌

2 / 9

( 2 / 9 )

4 / 9

( 5 / 9 )

2 4

( 2 6 )

4 / 1 0

2 7 / 10

1 5 / 10

4 / 10

2 3

4 4

( 3 8 )

4 4

( 3 8 )

4 3

( 4 3 )

3 0

( 2 9 )

2 3

4 l

( 3 4 )

3 9

( 4 0 )

4 5

( 4 9 )

3 2

( 2 8 )

3 0

4 0

( 3 8 )

4 l

( 4 0 )

4 6

( 4 6 )

2 9

( 2 7 )

6 / 1 0

1 8 / 1 0

12 / 10

8 / 1 0

12

0

( 0 )

0

( 0 )

6 9

( 6 9 )

6 3

( 6 3 )

注
:

波动区宽度 (天 ) = 最迟出现 日期 一最早出现 日期 t h e w id t h o f flu e t u a t io n a r ea 一 t h e las t d a te 一 th e 6 rs t d a t e

不育期 = 可育开始 日期一 抽称 日期 s t e r ile 伴r i记 = s t a r ti吃 d a t e 一 h e ad in g d a t e

可育期 一 可育终止 日期一可育开始 日期 fe r t ile 咪r iod 一 e n d i n g d a te 一 s ta r r l
飞 d a t e

.
( )内为 N 5 0 8 8 s

的相应数值
, ( ) v习u e s

in t h e b r a e k e t s a r e t hose fo r N s o 8 8 s

N so 8 8s 因育性转换临界低温与 7 0 01 5
相同

,

各可育终止 日期及波动区宽度也相同
。

3. L Z 不育期和可育期长度

( 1) 不育期长度

除贵阳
、

昆明外
, 7 0 01 5

的平均不育期长度各站变化在 22 ~ 44 天
,

90 %保证率的稳定不育

期长度变化在 20 一 44 天
,

两者差异不大
。

平均和稳定不育期长度均与纬度呈负相关
,

相关系数

分别达一 0
.

92 和一 0
.

94
。

这主要是由高纬度地区温度低
、

日照长
,

水稻抽穗期 (不育开始 日期 )

迟
,

而不育终止 日期却较早的缘故
。

由于东部受水体调节
,

春温上升慢
,

沿海地 区的不育期略短

于同纬度的西部内陆地地区
。

7 0 01 5
的平均和稳定不育期长度 ( n) 与纬度 (叻 的关系可由下列

两个一元回归方程表达

7 0 0 15
平均不育期长度

n l
一 9 5

.

9 8 一 1
.

9 6甲
, r = 0

.

9 2 ( 1 )

7 0 0 1 5
的稳定不育期长度

n : = 1 2 1
.

4 0 一 2
.

1 5沪
, r 一 0

.

9 4 ( 2 )

( 1 )
、

( 2) 式可粗略估算该不育系在种植地的平均或稳定不育期长度
。

N SO8 8 s
的平均和稳定不育期长度比 7 0 01 5

略短
,

分别变化在 7 ~ 38 天和 9一40 天
,

按纬

度估算的一元回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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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so 8 8s 的平均不育期长度
n :

= 1 1 2
.

9 8 一 2
.

8 0甲
, r

= 0
.

9 1 (3 )

N so 8 8 s 的稳定不育期长度
n 4

= 1 2 9
.

0 2 一 3
.

2 2沪
, r = 0

.

9 7 (4 )

(2) 可育期长度

70 01 5
的平均可育期长度各站变化在 10 ~ 46 天

,

稳定可育期长度变化在 5 一 32 夭
。

海拔

80 om 以上的贵阳因无不育期
,

不育系抽穗后即可育
,

故可育期长达 “ 天
。

平均和稳定可育期

随纬度变化的回归方程为

7 0 0 1 5 的平均可育期长度
n s

= 1 3 0
.

4 1 一 3
.

0 8甲
, r

= 0
.

9 7 (5 )

7 0 0 1 5 的稳定可育期长度
n 。 = 9 6

.

2 0 一 2
.

3 2甲
, r = 0

.

9 6 (6 )

N 5 0 8 8 s 的平均和稳定可育期长度比 7 0 0 15 略长
,

分别变化在 21 一 49 天和 8 ~ 30 天
,

与纬

度 (沪 )的 回归表达式为

N so 8 8 s 的平均可育期长度
n 7

= 1 1 4
.

8 5 一 2
.

4 4甲
, r

= 0
.

9 7 (7 )

N so 8 8 s 的稳定可育期长度
n :
一 6 8

.

8 4 一 1
.

4 4甲
, r = 0

.

8 3 (8 )

3
.

1
.

3 适用性

据上
,

在我国粳稻种植 区域
,

7 0 0 15 和 N so 8 8s 的不育期和可育期长度均较长
,

繁殖
、

制种

都比较安全
,

适用性较大
。

但仍须注意育性的年际波动
。

较高纬度的粳稻区域育性波动虽较小
,

但不育和可育期长度均较短
,

繁
、

制存在一定风险
,

贵 阳不育期长度为零
,

繁殖十分安全
,

可考

虑作光 (温 )敏型不育系的繁殖基地
。

据生产要求
.

平均不育期和可育期应大于 30 天或 90 %保

证率的稳定不育期和可育期长度应大于 25 天
,

则 70 0 15 和 N so 8 8 s 可适用推广的区域有武汉
、

杭州
、

南 昌
、

长沙和温 州
,

具体区域范围尚待增加测站密度再作分析
。

3
.

2 安农
s一 1

3
.

2
.

1 育性转换 日期及育性波动区宽度

(l) 第一可育期终至 日期

由表 3 可见
,

安农
s一 1第一可育期终止 日的出现 日期除成都外

,

多数站点均 出现在最早可

能抽穗 日之后
,

故第一 可育期长度为零
,

成都虽有 巧~ 18 天的春繁时间
,

仍不能满足安全繁殖

的必要条件
,

故无利用价值
。

(2) 第二可育开始 日期及其波动

安农
s一 1第二可育开始 日的最早出现 日期各站变化在 7 月 8 日~ 10 月 1 日之间

,

最迟出

现 日期变化在 7 月 2 4 日一 1 0 月 2 0 日之间
,

平均 日期在 7 月 2 6 日~ 1 0 月 1 0 日
,

稳定 日期在 7

月 10 日~ 1 0 月 3 日
。

各可育出现 日期均随纬度降低而后移
,

如 28 ~ 3 0o N 之间的武汉
、

杭州
、

南昌
、

长沙
,

90 %年份出现在 8 月 25 日前后
,

22 ~ 2 3o N 的汕头
、

广州
、

南宁 90 %年份 出现在 9

月 1 5 日前后
,

2 0o N 的海 口 则推迟至 10 月 1 日前后
。

第二可育开始 日的波动区宽度变化在

9 ~ 2 3天之间
,

其中低纬地区波动较小
,

中纬地 区波动较大
。

(3) 第二可育终止 日期及其波动

安农
s一 1的第二可育终止 日的最早出现 日期各站变化在 8 月 26 日 ~ 10 月 30 日

,

最迟出

现 日期在 9 月 27 日~ 11 月 19 日
,

平均出现 日期在 9 月 13 日~ 10 月 25 日
,

稳定出现 日期在 9

月 1 8 日~ 1 1 月 1 3 日
。

变化规律与第二可育开始 日期 同
。

可育终止 日的波动区宽度各站变化

在 7 ~ 3 7 天
。

3
.

2
.

2 不育期和可育期长度

(l) 不育期长度



1 期 姚克敏等
:

水稻不育系育性变化的气候学特征及其适应性分析 77

表 3 安农 s一 1在各站点的育性转换 日期及不育期和 可育期长度

T a ble 3 A s in T a ble 2 e x e e p t fo r the e u ltiv a r A n n o n g s一 l

站 名 武 汉 杭州 南昌 长沙 温州 汕头 广州 南宁 海 口 成都

第 最迟出现 日期 6 / 7 6 / 7 2 0 / 6 20 / 6 1 1 / 7 3 0 / 5 3 0 / 5 1 8 / 5 1 4 / 5 8 / 7

可 平均 出现 日期 1 5 / 6 2 3 / 6 6 / 6 6 / 6 2 7 / 6 6 / 5 2 0 / 5 1 0 / 5 3 0 / 4 3 / 7

育

终 稳定出现 日期 5 / 7 3 / 7 1/ 7 28 / 6 2 6 / 6 2 8 / 5 2 0 / 5 1 6 / 5 1 2/ 5 6 / 7

止
日 波动区宽度(天 ) 4 2 2 7 28 2 8 28 4 8 1 9 1 6 28 9

最早出现 日期 2 6 / 8 1 2 / 8 2 1 / 8 2 1/ 8 2 4 / 8 10 / 9 1 0 / 9 4 / 9 1 / 10 8 / 7

第
二 最迟出现 日期 1 7 / 9 1 3 / 9 1 4 / 9 14 / 9 2 0 / 9 2 2 / 9 1 9 / 9 2 6 / 9 20 / 10 2 4 / 7

可
育 平均出现 日期 6 / 9 2 8 / 8 2/ 9 2 / 9 7/ 9 一6 / 9 4 / 9 1 5 / 9 10 / 10 16 / 7

开
始 稳定出现 日期 2 7 / 8 2 0 / 8 2 3 / 8 2 3/ 8 2 4 / 8 12 / 9 1 1/ 9 8 / 9 3 / 1 0 10 / 7

日
波动区宽度(天 ) 2 2 3 2 2 4 2 4 2 7 1 2 9 2 2 1 9 1 6

最早出现 日期 1 1 / 9 2 6 / 8 2 5 / 9 2 5/ 9 3 / 10 3 0 / 10 2 / 1 1 2 0八 0 1 2 / 1 1 1 0 / 9

第
二 最迟出现 日期 5 / 1 0 2 / 1 0 3 1/ 10 3 1 / 10 2 9 / 10 9 / 1 1 1 1/ 1 1 3 1 / 1 0 1 9 / 1 1 2 7 / 9

可

育 平均出现 日期 2 3 / 9 1 3 / 9 1 3 / 10 13 八0 1 6 / 10 4 / l一 6 / 1 1 2 5八 0 1 5 / 1 1 1 8 / 9

终
止 稳定出现 日期 8 / 9 1 0 / 9 2 9 / 9 2 9/ 9 8八0 2 / 1 1 2 / 1 1 2 2 / 1 0 1 3 / 1 1 1 2 / 9

日
波动区宽度(天 ) 2 4 3 7 3 6 36 2 6 1 0 9 1 1 7 1 7

平均第一可育期长度 0 0 0 0 0 0 0 0 0 1 5

稳定第一可育期长度 5 2 1 0 0 0 0 0 0 1 8

平均不育期长度 7 3 5 9 6 7 6 6 7 1 7 0 6 1 7 7 9 9 1 3

稳定不育期长度 5 3 4 8 5 3 54 5 8 7 3 6 7 6 9 9 1 4

平均第二可育期长度 1 7 1 6 4 1 4 1 3 9 5 3 6 3 4 0 3 6 6 3

稳定第二可育期长度 1 2 2 1 3 7 3 7 4 5 5 1 52 4 4 4 1 6 3

注
:

第一可育期长度一第一可育终止 日期一 抽称 日期(如果抽称日期大于第一可育终止 日期
,

则第一可育期长度为 0)

th e le n gt h of th e fir s t fe r t ile 伴ti 团 = th e firs t e

nd i嗯 d a t e 一 the hea d i嗯 d a t e (if th e hea d in g d a te ) th e firs t e

nd i叱

d a te , th e n th e le n gt h o f th e firs t fert ile 详ri 司 阅ua ls t o o )

不育期长度一第二可育开始日期一第一可育终止 日期(或抽称日期)

th e le n gt h o f th e s te ti le 碑 ri闭 = t
比 翻戈。nd

s t art in g da t e 一 the fi rs t e
nd ing d a t e (o r th e hea d ing d a t e )

第二可育期长度 一 第二可育终止 日期 一 第二可育开始日期

th e le n gt h o f the

seco
n d fe rt ile 伴r i记 = the

seco
n d e n d in g da t e 一 th e sec

o
nd

s ta r t i吃 d a te

安农
s一 1的平均和稳定不育期长度

,

在釉稻区域可变化在 13 ~ 99 天和 4 ~ 91 天
,

呈随纬

度增加和海拔升高而减少之势
。

与纬度 ( 甲)的单相关系数为 0
.

66 和 0
.

80
,

与拔海高度 (H )的

单相关系数为 0
.

86 和 0
.

84
,

其二元回归关系式如下

安农
s 一 1 平均不育期长度

n ,
一 126

.

41 一 1
.

96 尹一 0
.

10 H
, 二

一 0
.

92 (9)

安农
s 一 1 稳定不育期长度

n l。
~ 2 4 9

.

9 4 一 3
.

2 3沪一 0
.

0 9万
, r = 0

.

9 9 (10 )

(2 )可育期长度

安农
s一 1的第一可育期长度各站均较短或为零

。

平均和稳定第二可育期长度各站变化分

别在 16 ~ 63 天和 12 ~ 63 天之间
,

两者差异不大
。

可育期长度 ( n )与纬度 ( 甲 )
、

经度 (L ) 和拔

海高度 (H ) 均 呈显著相关
,

其中 饰 为 一 0
.

32 和 一 0
.

37
, r‘ 均 为 0

.

46
,

‘H
为 0

.

43 和

0. 49
,

其多元 回归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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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农
s 一 1 的平均可育期长度 nl ;

一 一 16
.

43 一 3
.

29 甲 + 1
.

20 L 十 0
.

n H
, r

~ 0
.

72 (1 l)

安农
s 一 1 的稳定可育期长度 nl :

一 一 87
.

28 一 3
.

99 沪 + 1
.

97 L + 0
.

13 H
, r ~ 0

.

86 (1 2)

3
.

2
.

3 适用性

据 以上分析
,

安农
S 一 1对南方釉稻种植 区以低纬区域较长

,

育性年际波动较小
,

因而适应

性较强
。

武汉
、

杭州等地不育期虽较长
,

但可育期较短
,

且年际波动较大
,

适应性较差
。

按不育

期和可育期长度均大于 30 天作为安农
s一 1的可利用标准

,

则可适 用的地区有南 昌
、

长沙
、

温

州
、

汕头
、

广州
、

南宁和海口
。

4 结 语
(l) 由种植地光温条件调控的不育系的实用价值

,

取决于不育期与可育期的长度及其稳定

性
。

根据不育系育性临界条件和相应的发育期和气象资料可以计算这些特征值
。

(2 )7 0 0 1 5 与 N 5 0 8 8 s 的育性因由日长主控
,

不育期和可育期比较稳定
,

波动较小
,

在武汉
、

杭州
、

南昌
、

长沙和温州等地具有实际推广价值
。

不育期与可育期长度主要取决于纬度
。

(3) 由于温度的时空波动较大
,

安农
s一 1的育性转换 日期不稳定

,

波动也很大
。

初夏的第一

可育期并无实际应用价值
,

秋季的第二可育期与盛夏的不育期长度与种植地的纬度
、

高度及经

度均有关
。

南方釉稻区域的南昌
、

长沙
、

温州
、

汕头
、

广州
、

南宁及海 口等地有一定实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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