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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省水稻优质米品种现状与对策

周广春�王乐丰�郭桂珍�王宝兴�朴春实
（吉林市农科院水稻所�吉林市132101）

摘　要：东北三省已育成40余个水稻优质米品种�但由于多种原因�开发应用进展比较缓慢。
从各香米品质分析结果及优质米现状看�目前品种在外观、食味和抗逆性等方面程度不同的存在
着差异。根据东北三省水稻优质米品种的现状�提出了对今后稻米品质改良的具体方法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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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省低注易涝地多�水源较充足�气候适宜�有利于发展水稻种植业。建国后�东北
三省水稻生产发展很快�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突飞猛进�目前实际水田面积约为300万
hm2以上�比1949年的26∙5万 hm2增长11∙3倍�年产稻谷约为200亿 kg�大米呈现出阶段性
的过剩现象。东北大米属短粒粳稻�由于米质较好�早已闻名海内外。但是�目前优质米生
产还未形成产业化�主栽品种米质较国际市场标准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竞争力不强。要扭转
这种局面�加快培育符合国际标准的优质米品种是关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关专家学者
对当前主要品种进行分析�提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但是�至今还未见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具
体方法和主要途径的报道。为此�笔者在初步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今后的对策�供
有关部门参考。
1　东北三省水稻优质米品种现状与应用情况
1∙1　优质米品种现状

辽宁省大约在8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选育优质米新品种。主要通过多亲本杂交育种和
系选育种等方法进行选育�其主要亲本是丰锦、79-227、辽粳326、M146、M147、福锦、青系96、
中丹2号、辽春2号、长白6号和黎明等品种。已先后选育出辽粳294、207、辽盐241、282、
283、辽盐2、9、12、16、沈农129、91-611和铁粳5号等优质新品种。这些品种从系谱上看（图
1）�不管籼粳杂交或利用籼粳血缘的架桥亲本以及多元亲本复合杂交�其优质血缘主要来自
日本的优质米品种农林22、　锦、陆羽132、初锦、越光、山背锦和越路早生等品种的衍生品
种。个别品种来自辽宁农家优质米品种京租的衍生品种。在目前品种中比较突出的品种有
辽粳294、辽盐9、12、16、241、282和283品种。其中辽粳294�曾2次荣获中国农业博览会品
种和产品金奖�并申报优质米专利�又在加拿大国际大米蒸煮对比中�名列第一。该品种在
辽宁无论是加工品质、外观和适口性等均为优良的品种。辽盐282于1992年在全国首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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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博览会上获银质奖。辽盐241获产品金奖�辽盐16和辽盐283获国际银奖。辽盐9号和
辽盐12在中国水稻所召开的全国优质米鉴评会上被评为特优米品种。此外�辽宁稻作所和
沈阳农业大学等单位�以理想株型与优势利用、优化性状组配为理论指导�以骨干亲本和桥
梁优势亲本多元复交�异地生态选择为技术路线�有效地解决了高产与优质、优质与理想株
型之间的矛盾�为今后优质高产育种指明了方向。

黑龙江省大约在80年代开始研究优质米品种。主要选育途径有杂交育种、引种和系选
等�已育成或引进鉴定筛选出合江19、松粳2号、牡丹江19、松粳3号、藤系140、龙粳8号、
空育131、雪光、富士光和上育397等优质品种。自“八五”以来�又先后选育出龙粳9号、东
农419、五优稻1号、东农V7、东农V10和系选1号等新的优质米品种。还引进鉴定筛选沙
沙尼和上育418等优质品种�主要亲本是富士光、越光、松粳3号、北光、虾夷、岛光、东农
419、北明、辽粳5号、合江12、合江20。从系谱分析上看（图2）�除个别品种外�优质血缘主
要来自日本优质米品种越光、虾夷、农林22、陆羽132、　时雨、越路早生、丰年早生、早生锦、
北光和农林1号等品种或其衍生品种。目前�在黑龙江优质米品种中�五优稻1号、富士光、
藤系140、龙粳8号和沙沙尼等品种�米质较优良�适口性最佳。据张云江等人报道�于1995
年在日本国际粳米鉴评会上�该省选送的14个样品全被评为优质品种。目前�黑龙江省不
同积温带主栽和搭配的优质米品种已基本配套。与此同时�东北农业大学通过籼粳搭桥和
抗病基因积累、异地多点多年鉴定与人工接种鉴定相结合的方法�有效地把优质、抗稻瘟病
性和高产性结合到一起�成功地选育出既优质又抗病、抗倒、高产的东农419、V7和V10等优
质新品种或新品系�开辟了优质、抗病、高产育种的新途径�为今后东三省优质多抗育种积累
了新经验。

吉林省从80年代初开始着手研究水稻优质米品种选育。主要通过杂交选育、引进鉴定
和轮回选择等方法�从“八五”开始先后选育或筛选出延引1号、农大3号、超产2号、超产1
号、长选89-181、云峰、农大7号、吉粳66、雪峰、吉96-16和通88-7等优质新品种。主要亲本
有下北、吉粳60、秋光、秋丰、福光、辽粳10、北陆109、长白6号和青系96等品种。从系谱上
看（图3）�优质主要血缘来自日本优质米品种陆羽132、　锦、农林22、越光、初锦和山背锦等
品种的衍生品种�极少数来源于辽宁农家优质米品种京租。目前在优质米品种中�雪峰、延
引1号、超产2号、农大3号、吉粳66和农大7号品种适口性良好。据日本中国农业试验场
分析�吉林省农科院选送的雪峰和 K971品种（品系）�各项优质指标均高于日本名牌品种越
光。吉林省现有的优质米品种�大部分为晚熟或中晚熟品种�极少数为中熟品种�尚缺中早
和早熟品种。为了解决抗病品种米质不佳或优质品种不抗病的难题�通化市农科院通过菰
和水稻杂交后代抗病系统与优质粳稻杂交的方法�近年选育出“飘香”等抗病优质新品系�初
步尝试了抗病与优质相结合的另一个新途径�为今后抗病优质育种提供了科学依据。
1∙2　优质米品种应用情况

东北三省自80年代以来�开展了水稻优质米新品种的选育研究。经过10余年的努力�
培育出一系列优质米新品种。其中五优稻1号、龙粳8号、雪峰、K971、辽粳294和辽盐9号
等品种�在国内外不同情况下进行分析和测验�米质均超过国内外名牌品种水平。说明东北
三省个别品种米质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但是�由于价格拉力、消费需求和多数品种抗逆
性、丰产性等原因�除个别地区、个别品种外�均开发力度不够�从而至今仍未形成产业化�优
质品种推广应用进展比较缓慢。据统计�黑龙江省1999年水田面积已达173万 hm2�总产
103∙8亿kg以上�每年约73亿kg稻谷进入市场�商品率达70％左右。但是�1996年优质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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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种植面积为水田总面积的22∙4％�1997年为33∙5％�1998年为38∙6％�1999年为
26∙8％�4年平均为30％左右。辽宁省在高产地区仍喜欢种植耐肥抗倒高产品种�在稻瘟病
病区重点选种抗病品种。在直销大米的地区和中低产区重视优质米品种�故该区优质米品
种占绝对优势。目前�辽宁省种植优势米品种面积约23∙3万 hm2�约占总面积的35％左右。
吉林省优质米品种种植面积�1996年约占总面积的29∙8％�1997年为21％�1998年为
19∙85％�1999年为26∙79％�4年平均为25∙51％�其面积约为17万 hm2。
2　主要差距和问题
2∙1　大米外观和碾米品质尚待改进和提高

垩白率、垩白度、透明度、白度和整精米率是评价大米外观品质和碾米品质的决定因素。
目前的品种在这些方面差距较大。从表1可知�现有品种垩白率、垩白度一般都偏高�其变

表1　 东北三省主要优质米品种品质分析
省　份 品　种

糙米率
（％）

整精米率
（％）

垩白率
（％） 垩白度 透明度 碱消值

胶稠度
（mm）

直链淀粉
（％）

蛋白质
（％）

食味品质
（分）

黑龙江 合江19 83∙1 67∙0 57∙0 4∙27 58∙5 19∙2 8．0
松粳2号 80∙9 63∙8 32∙5 2∙00 82∙5 21∙1 7∙3
牡丹江19 82∙2 62∙0 11∙5 0∙80 84∙5 21∙4 8∙2
松粳3号 82∙2 68∙9 6∙5 0∙77 79∙0 20∙9 6∙7
藤系140 78∙9 58∙0 37∙0 3∙08 85∙5 20∙6 9∙2
龙粳8号 83∙3 73∙5 7∙5 0∙73 81∙0 17∙8 9∙0
空育131 82∙8 73∙0 15∙5 2∙14 60∙5 18∙1 7∙5
富士光 81∙7 70∙1 14∙0 0∙69 65∙5 19∙2 9∙0
上育397 82∙2 72∙4 13∙5 1∙30 82∙0 17∙8 8∙5
龙粳9号 80∙8 51∙7 77∙5 13∙2 93∙0 21∙2 8∙5
东农419 84∙1 65∙5 14∙0 1∙26 70∙0 19∙2 8∙3
五优稻1号 79∙7 56∙9 12∙0 1∙50 86∙5 22∙1 9∙0
平　均 81∙8 65∙2 24∙9 2∙65 77∙4 19∙9 8∙3
变幅 78∙9～84∙151∙7～73∙56∙5～77∙50∙69～13∙2 58∙5～9317∙8～22∙1 6∙7～9∙2
日本品种CK 82∙78 70∙51 8．0 0∙4 1 7 90 16∙8 7∙2

吉　林 延引1号 82∙86 71∙38 16．0 1∙2 2 7 94 18∙8 7∙1
农大3号 82∙68 63∙37 8．0 0∙4 1 7 72 18∙5 7∙8
超产2号 83∙69 63∙24 44．0 5∙1 3 7 91 18∙8 7∙6
超产1号 84∙14 73∙28 33．0 4∙4 2 7 85 18∙4 7∙1
长建89-181 83∙08 64∙27 18．0 1∙5 3 7 80 20∙2 8∙1
云　峰 83∙04 62∙12 16．0 1∙3 3 7 82 19∙2 7∙9
农大7号 83∙40 72∙40 10．0 1∙1 2 7 68 17∙2 7∙8
吉粳66 83∙10 73∙72 6．0 1∙4 1 7 89 19∙4 7∙5
雪　峰 82∙16 56∙20 28．0 3∙4 2 7 79 18∙2 8∙9
吉96-16 80∙0 72∙2 15．0 3∙9 2 7 66 18∙9 7∙8
通88-7 83∙46 64．19 69∙5 19∙5 3 7 69 19∙4 8∙2
平　均 82∙87 66∙94 23∙95 3∙93 2∙18 7 79∙55 18∙8 7∙8
变　幅 80～84∙1456∙2～73∙726～69∙5 0∙4～19∙5 1～3 7 66～91 17∙2～20∙27∙1～8∙9

辽　宁 辽粳294 82∙4 73∙5 2．0 0∙1 1 7 76 18∙0 8∙8
辽粳207 83∙5 71∙0 14．0 3∙2 1 7 70 17∙0 8∙5
辽盐2号 84∙5 70．0 20．0 1 7 85 18．0 8∙2
辽盐241 83．0 74．0 0∙64 2 7 56 18∙4 9∙1
辽盐282 84．0 74∙2 1∙3 1 7 97 18∙1
辽盐283 83．0 73∙0 5∙0 1 7 85 18∙5 8∙6
沈农129 84∙04 72∙37 24．0 12∙1 6∙7 89∙33 17∙6
沈农91-611 83∙23 69∙47 27∙7 12∙4 6∙67 84∙5 17∙1
平　均 83∙41 72∙2 17∙53 4∙96 1∙16 6∙92 80∙35 17∙83 8∙65
变　幅 82∙4～84∙569∙47～74∙2 2～27∙650∙1～12∙35 1～2 6∙67～7 56～97 17～18∙5 8∙5～9∙1
国标1等 81％≥ 66％≥ 10％≤ 1％≤ 80mm≥ 15％～18％ 9≥

22 吉 林 农 业 科 学　　　　　　　　　　　　27卷



幅为2％～77∙5％和0∙1～19∙5。透明度一般不高�整精米率除辽宁外仍待提高。
2∙2　食味品质和蒸煮品质仍需进一步改善

食味品质是比较复杂的综合性概念�往往是因国家或地区、人员组成和膳食方式不同而
不同。但是�食味品质和蒸煮品质一般与直链淀粉含量、胶稠度和糊化温度有关�一般认为�
直链淀粉含量高的品种食味差。但仅以粳稻而言�食味与直链淀粉含量的关系并不明显。
据日本研究�这是因为食味的重要因素之一的米饭松度�除与直链淀粉含量和淀粉品质有关
外�还与淀粉在胚乳组织中的分布方式有较大关系。从表1还可看出�目前的品种除个别
外�直链淀粉含量偏高�胶稠度中等偏软。以各地分析或品尝结果看�在米饭的松度、软度、
光泽、气味和色泽方面�也较国外优质米品种越光、　锦、秋田小町、东津稻和一品稻有明显
的差异。其中�有些品种松度不够�有些品种偏硬和回生�有些品种光泽差、气味不正、色泽
不好等。总的来看�食味值普遍低。
2∙3　抗逆性偏弱�个别品种产量较低

在目前品种中�多数品种对稻瘟病抗性较弱�故在病区或稻瘟病大流行年份安全系数较
低。还有些品种不抗稻曲病、纹枯病和二化螟等病虫害。有些品种耐肥抗倒性差�就不能在
高产地区推广应用。还有些品种产量潜力很有限�产量很低�在目前价格条件下稻农得不偿
失。
2∙4　优质米品种区划滞后�影响优质米生产产业化

据国内外研究�稻米的各项品质性状不仅受品种本身遗传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栽培条
件、产地的生态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说明优质米品种要比普通品种具更强的区域适应
性�需要确定最佳适应区域或最佳产地。如国际水稻所调查�IR22在所有环境中都不出现
腹白�而 CICA4品种在某些环境中为半透明胚乳�但在另外的环境中又呈现出不透明性。又
如秋光品种�在日本评为下等米�而在中国宁夏和辽宁却成为优质米。据黑龙江省农科院顾
晓红等人分析�3个不同品种在不同地区、不同栽培条件和不同年份情况下�对整精米率、垩
白率、垩白大小、直链淀粉和蛋白质影响较大。这一事实再次证明�优质米品种区划和确定
最佳产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东三省至今仍按品种生育期划分适应区域�这对今后东
三省优质米产业化、创名牌产品和品牌都不利。
3　今后的对策
3∙1　广泛搜集鉴定筛选�杂交创新优质米种质资源

从目前东北三省多数优质米品种的系谱及血缘上看�优质血缘主要来自日本优质米品
质及其衍生品种。追溯其原始血缘�多数品种来自日本农家优质米品种龟尾、旭和朝日�这
与日本情况基本一致。除辽宁稻作所等个别单位外�多数育种单位骨干和搭配亲本一般都
是日本或日本血缘品种。这就是说�从优质米血缘上看�属于近亲杂交范畴�故很难出现米
质突破性的超亲现象。育种实践证明�如育种要突破创新�首先必须在亲本上要突破。辽宁
或黑龙江个别单位虽然在亲本选择方面思路较广�早在60年代就开始利用籼稻亲本或带有
籼稻血缘的架桥亲本�但是这仅仅是在高产株型或抗源角度上利用而已�真正有目的的引进
利用籼稻优质米亲本的情况较少。因此�今后从国内外大量引进、鉴定评价、聚合或诱变创
新优质米种质资源是当务之急。同时�科学合理利用这些亲本�加快选育出优质、高产、多抗
的具有国际水平的优质新品种�使东三省优质米育种和生产发挥出优势�占领国际市场。
3∙2　在提高大米外观品质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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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米外观品质欠佳是目前东北优质米品种共同存在的弱点�这直接影响其商品价
值和市场竞争力。其中主要表现在垩白率、垩白度、透明度、亮度、白度和整精米率等方面�
这主要与亲本和鉴定筛选有关。

垩白在品种之间和同一品种的不同环境下其出现程度有很大差异。近来多数研究者认
为�垩白受多基因控制�并与环境有互作关系。就垩白米粒数而言�一般短圆粒型的要多于
细长粒型的。Choi等（1997）发现�母本对 F1垩白的作用大于父本。据吉林省农科院水稻所
分析�一般垩白率高的品种作亲本时�其后代垩白率亦很高。故今后选配亲本时�最好是两
个亲本都不含或极少含垩白为宜�并且垩白固定世代较早�为此对单交 F2单株或来自回交、
三交和双交的 F1单株的子粒进行鉴定和严格选择是有效的�应尽早淘汰垩白系统。

据国际水稻所研究�米粒的半透明性是独立于其他性状而遗传�还能与其他所期望的子
粒性状相结合。因此�只要选择半透明的亲本杂交�就能育出具有半透明和亮度好的优质新
品种。

粒色也是大米的重要外观性状之一�品种间有明显的差异�同时随着灌浆成熟状况好与
坏而变化。目前有关粒色遗传的报道很少。一般在国内外市场上以晶白为佳�故配组合时
事先掌握亲本的色泽非常重要。

整精米率高低既是碾米品质�也是属于外观品质。整精米率虽受成熟时和收获后的环
境影响�但它是可遗传的性状。一般情况而言�长或粗的子粒及垩白粒的整精米率低�短到
中长和透明子粒的品种整精米率高。整精米率品种间差异较大�并在杂交后代中变异也较
大�严格选择易见成效。

据国际水稻所研究�谷粒性状一般较少变异�米粒长度和形状是独立遗传的�它能与其
他品质性状或株型、成熟期等重组。谷粒长度和形状是数量遗传性状�且遗传力很强�F1的
表现介于双亲之间�在 F2中常出现超亲分离现象。谷粒长度和形态在分离世代中固定得特
别早�如F2选好优良类型�一般其后代分离不大。因此�要在单交F2、回交、三交和双交的F1
群体中进行严格选择。需要长粒型须有两个亲本都是长粒型的配组�其效果更佳。粒宽、粒
厚度表现出多基因遗传�一般窄粒呈部分显性�按目标选配为宜。
3∙3　进一步改善和提高食味品质

从目前优质米品种存在的问题上看�今后全面提高食味档次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
在优质食味米育种中�外观和食味同等重要�绝不能顾此失彼。但从育种策略上看�首先从
外观入手�在众多的育种材料中�筛选出外观好的系统�然后再在这些外观好的材料中筛选
出食味优良的新品系。评定稻米的蒸煮及食味品质的主要理化性状有糊化温度、直链淀粉
含量、胶稠度和香味以及米粒延长性等性状。

对糊化温度的遗传规律目前尚不十分清楚�但糊化温度的遗传力相当高。据国外研究�
在杂交育种中�糊化温度高的亲本总产生出糊化温度高的 F2分离体�并且在后代很少分离�
因此尽早立即淘汰。而 F2中低糊化温度的类型�多数为中等类型。糊化温度还与直链淀粉
含量有一定的相关�因此要按选种目标进行选配组合。

直链淀粉含量受环境条件的影响�同时也受遗传控制。含量高的对低的为显性�一般受
主效基因和一些修饰基因控制�选择亲本时应以低为主。

胶稠度是一般评定米饭软硬度的主要尺度。一般品种间有差异�但在高直链淀粉品种
间差异更明显。具有相同直链淀粉含量的品种�在食用品质上也有差异�这是因为胶稠度不
同而米饭的软硬度不同所致。今后在选择时以80mm以上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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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煮后的米粒延长性�目前品种一般没有问题。香味在粳稻区域一般要求不高�有一点
轻微的自然香味即可。
3∙4　提高优质品种的抗逆性

目前的优质米品种基本上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致命弱点�其中有些品种抗稻瘟病能力
弱�有些品种不抗纹枯病和稻曲病�有些品种不抗二化螟�还有些品种不抗倒伏�适应性不广
或增产潜力有限。这些缺陷都是在推广应用中的最大障碍�今后必须进一步改进和提高�否
则农民不易接受这些品种。近几年日本通过优质米品种与田间抗性强的品种杂交�成功的
选育出既优质又田间抗性强的新品种奥羽346和东北152等。如上所述的东北农业大学和
通化市农科院的方法、途径�也可育成抗性强、抗谱广以及抗性稳定的优质、高产新品种。据
国内外研究�对稻曲病、纹枯病和二化螟的抗性�水稻品种间也有明显的差异�故可通过在病
区鉴定方法�筛选出理想的系统。
3∙5　加快进行优质米品种区划

各级种子管理部门牵头�与科研和技术推广部门密切配合�利用3年时间尽快确定各优
质品种的最佳适应区域和最佳产地�为实现优质品种产业化和创品牌提供科学依据。
3∙6　 加强优质米基础理论的研究

在国际上�水稻优质米育种最早始于20世纪60年代�仅有30多年的历史。所以有关
优质米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空白�尤其是有关稻米品质性状的
遗传研究�常因研究材料、分析模型和分析方法不同�所得的结果也常有较大出入。为此�今
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尽快解决当前在优质米育种、生产、加工和贮藏中急需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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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品种简介

丰强3号：该品种1983年经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推广�1992年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
奖。属春性�生育期85d�株高85～90cm。穗长方形�长9cm�每穗33粒左右�千粒重34～36g。红壳、红
粒、有芒。抗逆性强�生育前期抗旱�后期耐涝�落黄正常�秆强抗倒伏�抗秆锈病、叶锈病。品质好�蛋白质
含量17∙58％�湿面筋含量43∙8％�沉降值54∙0mL。

适于吉林省西部麦区和中部二洼地、洼地种植�平均公顷产量4500kg�旱作条件下公顷产量3000kg。

丰强5号：该品种1986年经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推广。属春性�生育期78d�株高80～
85cm。穗纺锤形�长9cm 左右�长芒、红芒�红粒�每穗33粒�千粒重36－40g。抗高温�抗倒伏�抗秆锈病、
叶锈病、根腐病�黄矮病轻�不抗赤霉病。蛋白质含量15∙6％�赖氨酸含量0∙45％�湿面筋含量34∙9％�沉降
值49∙5mL。

主要适于吉林省中西部麦区的水浇地种植。水浇地公顷产量5000kg�条件好的地块可达55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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