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水稻新品种试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水稻新品种试验》

13位ISBN编号：9787802337961

10位ISBN编号：7802337968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社：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页数：59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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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水稻新品种试验-2008年南方稻区国家水稻品种区试汇总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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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包括丰产性、稳性性、适应性)、生育特性、对主要病虫害抗性及稻
米品质表现，并对各参试品种逐一做了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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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2008年华南早籼A组品种区试　　一、试验概况　　（一）参试品种及试验地点（表1
一1、表1—2）　　参试品种11个，即：天优2057、华新占、禾丰优76、4562优15、黄丝占、合美占
、Y两优602、天优3618、天丰优528、深两优58龙占和特优858，其中华新占、黄丝占和合美占为常规
品种，其余均为杂交组合，以天优998（CK）作对照。试验点9个，分布在海南、广东、广西和福建4
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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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完全随机区组排列，3次重复，小区面积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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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完整性、试验误差、整体产量水平、对
照品种产量水平等进行分析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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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can’S新复极差法，品种稳产性和适应性分析采用AMMl模型及线性回归模型。　　（四
）特性鉴定　　抗性鉴定：由广东广州市农科所试点统一提供鉴定用种子。广东省农科院植保所、广
西区农科院植保所和福建上杭县茶地乡农技站负责稻瘟病抗性鉴定。广东省农科院植保所负责白叶枯
病抗性鉴定。鉴定采用人工接菌与病区自然诱发相结合。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发展中心负责稻飞虱抗
性鉴定。由广东省农科院植保所负责汇总。　　米质检测：由广东高州市良种场、广西玉林市农科所
和福建龙海市良种场三试点分别单独种植生产提供样品。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负
责检测。　　DNA指纹特异性及一致性鉴定：由中国水稻研究所国家水稻改良中心负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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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里面有许多大米品质的数据，对米种的筛选蛮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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