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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粳系列水稻品种育种现状、问题与建议

丁 芬，邱福林，邵国军，李跃东，沈 枫，张 悦

（辽宁省稻作研究所，辽宁 沈阳 !!"!"!）

摘 要：辽粳系列水稻新品种是辽宁省水稻研究所选育的所有常规水稻新品种的代名词。对

辽宁省稻作研究所 !#$! % &""& 年间所选育的 &" 个水稻新品种进行总结分析，在充分肯定过去

育种所取得业绩的基础上，通过对育种现状的思考，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今后育种的思

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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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辽宁省稻作研究所以水稻优质、高产、多抗育种为目标，以理想株型与优势利用

相结合为指导，遵循,两扩大、两提高,的原则，结合北方地区的气候特点及生态条件，进行北

方优质高产多抗粳稻育种工作，成绩斐然，在北方籼粳型稻作研究领域具领先地位。

从 !#$! % &""& 年，辽宁省稻作研究所选育并通过审定的辽粳系列水稻新品种 &" 个，

省内外累计推广面积达 -"" 多万 ./&，成果覆盖辽宁稻区的 $"0以上。辽粳系列水稻新品种

的育成，基本代表了北方粳稻常规育种的最高水平，开创了北方粳稻育种的新局面，为辽宁

省的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做出了突出贡献。

! 辽粳系列水稻育种的进程及现状

辽宁省稻作研究所 *" 年间，历经了“六五”% “十五”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一批水稻新品

种问世，为当时的农业生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纵观各个时期育成的水稻新品种，其育种水

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进步，都有显著的提高（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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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通过审定的辽粳系列水稻品种基本情况

时期 品种名称 产量456 7 ./&8 米质 抗性 熟期 时期 品种名称 产量456 7 ./&8 米质 抗性 熟期

“六五” 辽 粳 - 号 $ ""!)" 优良 抗 中 熟 “九五” 辽粳 &#2 # &3-)" 优 中抗 中晚熟

辽粳 !" 3 ("")" 优良 抗 中早熟 辽粳 &"3 # 2#*)( 优良 抗 中 熟

“七五” 辽糯 ! 号 $ "-$)( 优良 一般 中早熟 辽优 3 # *$3)" 优 抗 中晚熟

辽粳 &$3 $ $(-)" 优良 差 中晚熟 辽粳 !*( # &"2)" 较优 中抗 中晚熟

辽粳 2&! $ 3-")" 优 中抗 中 熟 “十五” 辽粳 *3! $ &33)" 优 中抗 中 熟

“八五” 辽开 3# # &"&)( 一般 抗 中 熟 辽粳 &$$ # !-()" 优 中抗 中晚熟

辽粳 *&- # $-()( 优良 抗 中晚熟 辽粳 *" # *--)" 优 中抗 中 熟

辽选 !$" # """)" 优 中抗 中晚熟 辽粳 #*! $ 33&)" 优良 中抗 中 熟

辽粳 &22 !" !$&)" 较优 中抗 中 熟 辽粳 #&1*2 # 3"-)( 优良 中抗 中 熟

“九五” 辽粳 2(2 # -#!)( 较优 抗 中晚熟 辽粳 (*2 # !*-)( 优良 抗 中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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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中可以看出：一是通过审定的水稻品种逐年增多，尤其是“十五”刚刚开始，就有

" 个水稻品种通过审定，预计 #$$% & #$$’ 年还将有 ’ & ( 个新品种报审；二是新品种产量呈

上升趋势，产量从 " ($$ )* + ,-# 左右提高到 . $$$ )* + ,-# 左右，有的品种最高产量可达

!$ ($$ )* + ,-#；三是从单一注重产量发展到注重米质改良，达到高产优质，如：辽粳 #.’、辽

优 "、辽粳 %"! 等；四是获奖品种及奖级高，辽粳 %#/、辽粳 ’(’、辽粳 #.’ 连续获省政府科技

进步一等奖，这在新品种选育上是前所未有的。

! 存在的问题

辽粳系列水稻新品种以其株型好、产量高、米质优、抗性强等特点，在全省及北方适宜稻

区表现出较强的优势，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已成为辽宁稻区水稻种植的主导品种。但目前还

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产量上突破辽粳 %#/、适应性上突破辽粳 ’(’、米质上突破辽粳 #.’ 已

成难题，今后能否有所突破是科研攻关的一个难点；其次面对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常规育种

如何调整思路和方向，适应形势的发展；三是在品种的适宜性上缺少中早熟品种，这对向生

育期短的地区推进，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具有一定的意义。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水稻常

规育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此，加强科技创新，拓宽育种思路，加大后备材料的选育已刻不

容缓。

" 对今后育种工作的几点建议

!"# 加强稻种资源的引进、研究和利用

我国水稻品种资源极其丰富，籼稻、粳稻都有很多的优质资源。尤其近些年各地相继选

育出很多高产优质水稻品种，给水稻育种提供了广泛的选择优良亲本的空间，充分地利用已

知的种质资源，不断引进新的质源进行研究和利用，拓宽遗传背景，通过采用先进的育种手

段，在注重产量和理想株型的前提下，选育出优质高产的常规水稻新品种。我所现拥有 ’
($$ 多份品种资源，育成的辽粳系列水稻新品种只利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必须对现

有资源进行深入研究和利用，同时引进具有特异性状、国内外新育成的优质稻种资源加以研

究和利用，扩大和丰富遗传背景，为新品种选育奠定物质基础。

!"$ 开展生物技术育种与常规育种相结合

辽粳系列水稻品种选育采用人工杂交、系统选育和株系鉴定等常规育种手段，利用半恢

半保 0#/、0%! 等材料做桥梁亲本，利用优质品种丰锦、日本晴、越光和福锦，利用理想株型

高产品种辽粳 (、辽粳 %#/ 等及 12(、福锦等抗病品种做主体亲本，进行多元亲本复合杂交，

将后代材料种植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进行选育，并利用南繁北育，加速育种进程。当前，生物

技术已广泛应用到育种领域，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利用生物转基因、组织培养等先进技术培

育的抗除草剂、抗病虫、抗盐、抗旱、富含特殊营养的水稻已相继问世。我们应该充分运用生

物技术育种和常规育种手段相结合，开展基因转导、组织培养并结合人工杂交、系统选育等

进行育种。

!"! 组织多学科联合攻关

现代育种已突破以往模式，太空育种方兴未艾，并已育成水稻新品种。然而，生物技术育

种、太空育种等还需深入研究，才能广泛应用到整个育种领域。就常规育种本身而言，也需要

组织多学科联合攻关。水稻遗传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品质分析、病理学、生态学等学科最新

研究成果，都将促进水稻育种的发展。因此，育种课题组成员应由各个方面的人员组成，运用

先进手段育种，实现优势互补联合攻关。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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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市场为导向，调整育种思路和方向

我国已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

们对优质稻米、富含特殊营养稻米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北方优质粳米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南

方大城市十分畅销，我国加入 !"# 后，北方粳米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明显增强，日本和韩

国大米市场的开放，也增加了我省大米出口机会。在多元化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呈现出劣质

米滞销、优质米畅销、名牌米短缺的局面。因此，水稻育种必须以市场为导向，调整育种思路，

在优质高产多抗的前题下，注重选育优质专用、富含特殊营养、具有特殊用途的粳稻新品种，

以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

!"$ 加大选择压力，提高新品种的适应性

在高温、寡照、延迟性冷害及稻瘟病发生频率较高的我省东南黄渤海稻区、辽东山区及

吉林稻区、黑龙江不同积温带稻区等不同生态区建立穿梭育种基地，将低世代育种材料分别

种植在这些不同的生态环境中进行丰产性、适应性、抗逆性筛选，加大环境的选择压力，以期

育成对温光反应不敏感、适应性广泛的水稻新品种，提高新品种的适应性，扩大辽粳系列水

稻品种的种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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