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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水稻新品种松粳56的推广应用,本文介绍了松粳56的选育过程、品种农艺特征特性及主要栽培

技术要点。水稻新品种松粳56是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以母本沈农199和父本松粳12号配

制杂交组合,采用系谱法选育而成的品种。2018-2019年参加区域试验平均产量为8277.3kg·hm-2,较对

照品种龙稻5号增产4.8%。2020年参加生产试验,平均产量8780.2kg·hm-2,较对照品种龙稻5号增产

5.5%;2019-2020年连续2年品质性状结果表明,松粳56稻米品质达到国家二级标准。2021年通过黑龙江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黑审稻2021L0020),松粳56具有产量潜力高、食味好、稻米品质优抗病和抗倒性强等特

点,主要适合黑龙江省第二积温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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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是世界上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我国约

有60%以上人口以大米为主食[1-2]。黑龙江省是

我国水稻生产大省,2021年黑龙江省水稻面积约

387万hm2,在全国位居第二,水稻商品率达到

70%以上,黑龙江省被称为中国的“战略粮仓”和
中国粮食的“压舱石”[3],已成为全国商品粮最大

的稻米生产供应基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对稻米品质的需求不断提升,我国水稻的产

量、品质和抗性已经得到很大的提升[4],但同一品

种多年连续种植会导致抗病虫草害等抗逆性下

降[5],因此持续培育适应黑龙江省不同积温区优

质、高产品种是目前水稻育种的主要目标。为保

证安全生产培育优质、高产、抗性强的品种,黑龙

江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2011年以母本

沈农199、父本松粳12号配置杂交组合,通过系

谱法选育出水稻新品种松粳56。2021年通过审

定,审定编号:黑审稻2021L020。本文主要介绍

了松粳56的亲本来源特征特性、选育过程、产量、
品质、栽培技术等内容,松粳56是适合黑龙江省

第二积温带种植的高产、品质优良、抗病和抗倒性

强粳稻新品种。

1 亲本来源及特征特性

1.1 母本

沈农199引自于沈阳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沈
农199在适合区域种植出苗到成熟所需生育日数

143d左右,所需≥10℃活动积温2700℃左右。
植株主茎13片叶,粒型椭圆,植株高92.2cm左

右,平均穗长15.0cm左右,每穗粒数125粒左右,
千粒重25.0g左右。
1.2 父本

松粳12号是1996年由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五

常水稻研究所以松93-8为母本,通306为父本配置

杂交组合,杂交后代经系谱法选育而成,2008年通过

审定,编号为黑审稻2008003。在适合区域种植

出苗到成熟所需生育日数137d左右,所需≥10℃
活动积温2666℃左右。植株主茎14片叶,粒型

长粒,植株高98.0cm左右,平均穗长18.0cm左

右,每穗粒数115粒左右,千粒重25.0g左右。

2 选育过程

2011年配置杂交组合,母本沈农199,父本松

粳12进行有性杂交,连续多代系谱法选育而成。
当年得到F0,2012年混收种子得到F1,2013年F2
代种植后选择单株26个,2014-2016年3年系谱选

单株,在F5代时进行整齐性、稳定性、抗冷性及产量

鉴定,并选出稳定株系,决选号为松粳56;2017年在

多点进行产量、抗病性、耐寒性鉴定试验;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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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参加黑龙江省富尔科企水稻联合体第二

积温区区域试验;2020年参加黑龙江省富尔科企

水稻联合体第二积温区生产试验。2021年1月

由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参加黑龙

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申报工作,审定推广名称为

松粳56(黑审稻2021L0020)。

3 特征特性

3.1 生物学特性

松粳56为普通粳稻品种,其粒型属于长粒

型,植株主茎共有12片叶,株高94.1cm,平均每

穗长16.3cm,每穗粒数121粒,千粒重23.9g。
在适合种植区内从出苗到成熟所需生育日数138d
左右,所需要≥10℃活动积温在2600℃左右。
颖壳浅黄色,无芒。茎秆粗,抗倒伏能力强。穗直

立,有效分蘖成穗率高,增产潜力大。
3.2 产量表现

3.2.1 区域试验 由表1可知,2018年区域产

量试验共有10个试验点,其中有9个试验点增

产,1个试验点减产,绥化市北林区鸿利源农研

所和绥化市春华现代公司(北林)试验点,产量分

别为8783.3和8688.3kg·hm-2,产量较对照品

种龙稻5都增产12.7%,鸡西市民悦农业科学研

究所 试 验 点 产 量 最 低,为7205.9kg·hm-2,
产量较对照品种龙稻5减产6.9%,10个区域试

验点平均产量为8423.8kg·hm-2与对照品种龙

稻5产量相比平均增产5.8%。
2019年区域产量试验点有10个试验点均增

产,取消延寿种子站(延寿)试验点而增设黑龙江

省农业科学院绥化分院(北林)试验点,其中黑龙

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富拉尔基)试验点

产量最高,为9485.1kg·hm-2,产量较对照品种

龙稻5增产7.8%,绥化市北林区鸿利源农研所

(北林)试验点产量最低,为7710.0kg·hm-2,较
对照品种龙稻5号增产3.6%,2019年10个区域

试验点平均产量为8130.8kg·hm-2与较对照品

种龙稻5产量相比平均增产4.8%。2018-2019
年2年区域试验平均产量为8277.3kg·hm-2,
比对照品种龙稻5号增产5.3%。

表1 2018-2019年松粳56区域试验产量表现

试验点

2018年 2019年

产量/kg·hm-2

松粳56 龙稻5号(CK)
增产率/%

产量/kg·hm-2

松粳56 龙稻5号(CK)
增产率/%

方正县现代农业科技研究所(方正) 8416.7 7665.5 9.8 7731.7 7321.7 5.6
齐齐哈尔市富尔农艺有限公司(梅里斯) 8166.7 7748.3 5.4 8177.4 7773.2 5.2
绥化市北林区鸿利源农研所(北林) 8783.3 7891.6 11.3 7710.0 7449.3 3.5
鸡西市民悦农业科学研究所(鸡东) 7205.9 7781.7 -7.4 7391.0 7066.0 4.6
六三农场试验站(泰来) 9150.0 9150.0 0 9100.0 8800.8 3.4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富拉尔基) 9608.1 8822.9 8.9 9485.1 8848.0 7.2
尚志市利丰收农作物研究所(尚志) 7816.4 7501.3 4.2 8050.0 7601.5 5.9
绥化市德丰种业经销处(北林) 8023.3 7707.3 4.1 7900.0 7625.5 3.6
绥化市春华现代公司(北林) 8688.3 7806.2 11.3 7963.0 7716.1 3.2
延寿种子站(延寿) 8379.6 8011.1 4.6 - - -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化分院(北林) - - - 7800.0 7624.6 2.3
1年产量平均值 8423.8 8008.6 5.2 8130.8 7782.7 4.4
2年产量平均值 8277.3 7895.6 4.8

3.2.2 生产试验 由表2可知,2020年松粳56
参加黑龙江省富尔科企水稻联合体第二积温带

生产试验。生产试验点有10个,其中尚志市利丰

收农作物研究所(尚志)试验点增产率最高,产量为

7886.7kg·hm-2,增产率为9.5%,鸡西市民悦

农业科学研究所(鸡东)试验点增产率最低,产量为

8577.1kg·hm-2,增产率为3.5%,在10个生产试验

点中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富拉尔基)试
验点产量最高,产量为10280.9kg·hm-2,但增产率为

6.8%,10个生产试验点平均产量8780.3kg·hm-2,
产量与较对照品种龙稻5相比增产5.9%。

3.3 稻米品质

由表3所示,2019-2020年连续2年经农业部

谷物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哈尔滨)检测

的品质分析结果:垩白粒米率范围是3.0%~
14.0%,垩白度为0.8%~2.9%,出糙率为81.5%~
82.0%,整精米率为66.6%~69.7%,长宽比为

2.0~2.6,粗蛋白7.20%~7.45%,直链淀粉含

量18.33%~18.80%,胶稠度78mm,食味品质

评分是80分~81分,按国家《优质稻谷》标准分

级达到二级标准,松粳56米粒外观品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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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20年松粳56生产试验产量表现

试验点
产量/(kg·hm-2)

松粳56 龙稻5号(CK)
增产率/%

方正县现代农业科技研究所(方正)) 8288.1 7863.5 5.4
齐齐哈尔市富尔农艺有限公司(梅里斯) 8175.8 7535.3 8.5
鸡西市民悦农业科学研究所(鸡东) 8577.1 8295.1 3.4
省农科院齐齐哈尔分院(富拉尔基) 10280.9 9662.5 6.4
尚志市利丰收农作物研究所(尚志) 7886.7 7255.5 8.7
绥化市北林区鸿利源农研所(北林) 8600.0 8237.5 4.4
绥化盛大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北林) 8119.8 7785.0 4.3
龙江县龙科农业科技开发公司(龙江) 9275.1 8850.3 4.8
密山启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密山) 8549.0 8220.2 4.0
泰来县维沃农业科技发展公司(泰来) 10050.0 9544.2 5.3
平均 8780.2 8324.9 5.5

表3 2019-2020年松粳56稻米品质分析结果

年份
垩白粒

率/%
垩白度/% 出糙率/%

整精米

率/%
长/宽

粗蛋白含量

(干基)/%
直链淀粉

含量(干基)/%
胶稠度/

mm
食味品质/

分

2019年 14.0 2.9 81.5 69.7 2.0 7.45 18.80 78 80

2020年 3.0 0.8 82.0 66.6 2.6 7.20 18.33 78 81

3.4 抗病性、耐冷性分析

2018-2020年松粳56抗稻瘟病性及耐冷性

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抗稻瘟病鉴定和耐冷性鉴

定由黑龙江省种子管理局指定的单位黑龙江省农

业科学院绥化分院来进行鉴定,连续3年对松粳

56鉴定,接种鉴定结果叶瘟1~5级,穗颈瘟1~
5级,松粳56年度间抗性稳定。2018-2020年连

续3年对松粳56耐冷性鉴定,耐冷性鉴定结果空

壳率为14.40%~28.76%,松粳56属于抗冷性

强品种。
表4 松粳56抗稻瘟病性及耐冷性分析结果

年份 品种名称
人工接种

叶瘟 穗颈瘟
空壳率%

2018年 松粳56 1 1 28.76

龙稻5号(CK) 3 5 15.96

2019年 松粳56 5 5 14.40

龙稻5号(CK) 3 5 22.30

2020年 松粳56 4 3 27.30

龙稻5号(CK) 3 3 28.10

3.5 转基因检测

2017年,由农业部谷物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哈尔滨)对松粳56检测,采用实时荧光

PCR法按农业部953号公告-6-2007标准检测

CaMV35S启动子、NOS终止子、Bt基因,松粳56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是非转因品种。

3.6 植物品种测试

经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哈尔滨)分中

心2019年4月至2020年9月连续2年测试,松
粳56与近似品种松粳71在植株生长习性为散

开、抽穗期为中到晚、穗姿态为直立等3个方面有

明显差异性状,具有品种特异性,松粳56具备水

稻品种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4 栽培技术

4.1 播种及插秧时间与密度

为保证秧苗素质最佳,培育多蘖壮苗,播种前

晒种提高种子发芽率[6],精选种子,浸种剂浸种杀

菌,松粳56在适应地区播种时间为4月10日-
20日,秧龄30~35d,以培壮秧为目标。移栽时

间为5月15日-25日左右,为保证产量应合理

密植,一般采用行株距为30.0cm×13.3cm左

右,每穴秧苗数为3~5株,确保有效穗数。
4.2 肥料施用

根据稻田肥力水平进行科学的合理施肥[7],
松粳56全生育期施用纯氮120kg·hm-2,氮∶磷∶
钾=2∶1∶1。按照施肥时期可分为基肥、分蘖肥、
穗肥和粒肥4个时期,磷肥(P2O5)做为基肥一次

性施入,钾肥(K2O)做为基肥、穗肥分两次施入,
每次各施总磷肥的50%。氮肥做为基肥、分蘖肥、
穗肥与粒肥分4次施入,施肥比例为4∶3∶2∶1。
基肥施氮磷 钾 用 量 为 纯 氮48kg·hm-2,纯 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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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kg·hm-2,纯钾30kg·hm-2;分蘖肥施用量为

纯氮36kg·hm-2;穗肥施钾肥和氮肥用量为纯钾

30kg·hm-2,纯氮24kg·hm-2;粒肥施氮肥用量

为纯氮12kg·hm-2,根据苗情合理施肥。
4.3 水分管理

整个生育期内以间歇交替灌溉为主,稻田循

环保持浅、湿、干状态。插秧时一定要浅水,返青

后到分蘖期开始也应保持浅水灌溉,水层可提高

地温促进返青[8],在水稻分蘖末期及时排水晒田,
促进根系生长控制无效分蘖,晒田后恢复正常水

层,孕穗期及抽穗期保持水层,腊熟末期停止灌

溉[9],黄熟期开始排水,以确保水稻不早衰、活秆

成熟[10]。
4.4 病虫害防治

为做好病虫害防治,整个生育期病虫害采用

综合防治措施,以生物防治为主,选用药效高毒性

低农药残留低化学防治为辅[11-13]。生育期注意

防控稻瘟病、稻曲病、纹枯病、潜叶蝇、负泥虫、二
化螟等病虫害[14]。返青后防治潜叶蝇、负泥虫。
7月上中旬为二化螟最佳防治时期。水稻稻瘟病

在长期低温寡照时应以预防为主,防治叶瘟病在

发病初期开始喷药,穗颈瘟在水稻始穗期开始防

治[15],穗抽出50%后7d防治一次为宜。
4.5 适合收获

9月末10月初,当水稻穗上有95%以上的籽

粒黄化完熟[16],适时收割避免落粒,减少损失提

高产量,当稻谷含水量达到安全时入库贮存。
4.6 适宜地区

松粳56适宜在黑龙江省第二积温带≥10℃
活动积温2600℃区域种植。

5 推广应用前景
松粳56具有产量潜力高、食味品质优良、抗

病、抗倒性强、适应性广等优点,具有推广应用前

景。2021年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与

黑龙江省方源种业有限公司签定成果转化合同。
为确保水稻新品种的产量与质量,在生产上要配

合适宜松粳56的高产配套栽培技术,为新品种的

推广应用提供必要保障,才能确保农业生产的丰

产丰收,为当地水稻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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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dingandCultivationofANewVarietyofHigh-Yieldand
High-QualitySummerSoybeanTongdou13

YAOMengnan,ZHOUEnqiang,ZHOUYao,WANGYongqiang,XUEDong,WANGXuejun,
MIAOYamei,WANGKaihua

(JiangsuYanjiangInstiuteofAgriculturalSciences,Nantong226012,China)

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newsummersoybeanvarietiesTongdou13,whichhashighqualityandhigh
yield,thisarticleintroducedthebreedingprocess,characteristics,yieldperformance,sowingdatetestandcultivation
technologyofTongdou13.Tongdou13 (formerlyNo.16-01)wasbredthroughgenerativehybridization
between‘Pudongdahuangdou’(femaleparent)and‘Yanchengganjiangnan’(maleparent)withpyramidingbreeding
andsystematicselectionbyJiangsuYanjiangInstiuteofAgriculturalSciences.Tongdou13participatedinthe
HuainansummersoybeanregionalexperimentinJiangsuProvincefrom2017to2018.Theaverageyieldof
Tongdou13was2839.5kg·ha-1,10.74%higherthanthecontrolTongdou7.Tongdou13participatedinthe
productiontestin2019.Theaverageyieldwas2757.3kg·ha-1,increasing10.08%overthecontrolTongdou
7.In April2021,Tongdou13passedthevalidationbyJiangsu ProvincialCrop Variety Certification
Committee.TheapprovalnumberwasSushendou0210011.Thisverietyhasagrowthperiodof106days,
aplantheightof67.8cm,4.3effectivebranches,59.7podsperplantand1.9perpod.Its100-seedweightis
23.3g.Itscrudeproteinandcrudefatcontentare42.4%and18.8%respectively.Thevarietyshowsastrong
lodgingresistance.ItismoderatesusceptibletosoybeanmosaicvirusSC3strainandsusceptibletoSC7strain.
Tongdou13issuitableforplantingassummersoybeaninJiangsuHuainanAreaofandsurroundingsimilarecotopes.
Keywords:highyield;highquality;summersoybean;Tongdou13;breeding;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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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popularizationandapplicationofanewricevarietySonggeng56,thispaper
introduceditsbreeding,characteristics,andcultivationtechnology.Songgeng56,anewricevarietywasbredin
BiotechnologyInstitute,Heilongjiang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bythepedigreemethodofhybridizationwith
shennong199asfemaleparentandsonggeng12asmaleparent.Songgeng56wasselectedtoparticipateinthe
regionaltestin2018-2019.From2018to2019,theaverageyieldofSonggeng56was8277.3kg·ha-1,
whichwas5.3%higherthanthatofthecontrolvarietyLongdao5.Songgeng56wasenteredproductiontest
in2020,theaverageyieldofproductiontestwas8780.2kg·ha-1,whichwas5.9%higherthanthatofthe
controlvarietyLongdao5.From2019to2020,theresultsoftwoconsecutiveyearsshowedthatthequalityof
thisvarietyhasreachedthenationalsecondarynationallevel.ItwasapprovedbyHeilongjiangProvincialVariety
ApprovalCommitteein2021(Heishendao2021L0020).Thevarietyshowedhighyieldpotential,goodeating
quality,strongdiseaseresistanceandlodgingresistanceandothercharacteristics.Itissuitableforplantingin
thesecondaccumulativetemperatezoneofHeilongjiangProvince.
Keywords:newricevariety;Songgeng56;breeding;cultivation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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