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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指 明 了 水 稻 公 害 如 工 业 废 水 、废 气 、废 渣 、农 药 、化 肥 、有 铅 汽 油 和 农 用 塑 料 等

一 些 污 染 源 。 生 产 绿 色 稻 米 要 在 栽 培 技 术 上 立 足 于 控 源 、活 土 、净 化 土 壤 、少 施 化 肥 和 不 施

合 成 的 化 学 剧 毒 农 药 。 采 用 高 新 生 物 技 术 与 传 统 技 术 相 结 合 ， 从 生 理 生 态 复 合 效 应 上 控 制

病 、虫 、草 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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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加入 *+,，稻米生产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只有生产优质绿色无公害的

稻米，才能增强粮食市场的竞争力。而现代农业生产，由于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造成

了环境的恶化，加上白色污染、大气污染和汽车尾气的污染，必定产生食物链污染，造成

天敌死亡、土壤结构破坏和环境严重污染的恶果。

绿色稻米是指无污染、安全、优质和营养的稻米，对绿色稻米的研究，引起诸多国家

和地区的重视。国外日本、韩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有机农业和自然农法等都是向着绿色

无公害方向发展。我国黑龙江、辽宁、上海、福建和浙江等省份也纷纷从 -% 年代初开始

了绿色稻米的研究。近些年我省绿色稻米发展迅速，已有 #% 多家企业获得了绿色食品

商 标 使 用 权 ，并 同 其 它 省 份 一 样 设 立 了 专 门 的 绿 色 食 品 研 究 机 构 ，有 一 定 的 研 究 设 备 、

高级人才和研究经费，同时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了绿色稻米生产基地，这些都为绿色无公

害稻米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然而，我省稻米生产近几年大量的使用化肥、剧毒农药造成

了环境的严重污染，而稻米又是我省百姓的主食。因此，应加强无公害绿色稻米的生产

和研究。

! 稻米公害的主要来源

!工 业 的 迅 速 发 展 ，使 废 水 、废 气 、废 渣 进 入 农 村 环 境 ，有 的 从 热 电 厂 水 渠 进 入 河

流，随灌溉水携带有毒物质污染了耕作土壤。

"农药的污染。农药残留时间较长，有的直接进入粮食，有的随水流到河流湖泊，毒

害鱼类，造成二次污染。

#化肥污染。除了与矿石共生的磷、钾肥带来的无机有毒元素铅、镉、汞、砷危害外，

还有大量的 氮 素 进 入 土 壤 后 ，可 被 细 菌 变 成 低 氧 化 物..笑 气 ，这 种 笑 气 进 入 大 气 层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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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在 紫 外 线 辐 射 下 分 解 !" 而 破 坏 臭 氧 层 。 当 形 成 亚 硝 酸 盐 进 入 地 下 又 污 染 地 下 水 资

源。

!有铅汽油的使用。汽车行驶尾气的铅排出量也是对农作物不可低估的公害。

"大规模应用农用塑料，造成严重的#白色污染#，特别是地膜在土壤中的残留，改变

了土壤的物理性质，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

因此，绿色稻米的生产，除做好生态环境的改善保护外，在育种上，还应筛选出米质

好、多抗，而且对重金属等有毒物质呈钝性的品种$组合%；在栽培上，增施有机肥，对病虫

害 的 防 治 应 选 择 复 方 &’ 等 优 质 高 效 无 污 染 生 物 、植 物 源 新 农 药 产 品 ，这 样 不 仅 可 降 低

生产成本，增加收入，而且，可使稻米中农药和重金属等有毒物质残留量减少。

! 绿色稻米的标准

绿色稻米 的 标 准 是 指 稻 米 常 规 品 质 与

稻米卫生品质两个方面。稻 米 常 规 品 质 指

符合国家颁布的优质食用稻 谷 标 准 ， 具 体

指 标 见 表 (。 稻 米 卫 生 品 质 指 符 合 国 家 绿

色食品颁布的稻米卫生标准，具体见表 )。

" 绿色稻米的研究

我省自 *+ 年代初期开始着手无公害绿色稻米的研究工作，主要的技 术 路 线 立 足 于

控 源 保 土 、净 化 土 壤 、少 施 化 肥 和 不 施 合 成 的 化 学 剧 毒 农 药 ，以 能 量 平 衡 的 植 物 保 护 观

点，从生理生态的复合效应上控制病、虫、草害。

!"# 强化基础研究

吉林省是一个绿色稻米生产大省，必须有坚实的研究基础作后盾，应建立先进的绿

色稻米品质测定分析中心，以满足我省在绿色稻米生产过程中及时测定稻米的常规品

质和绿色稻米中重金属和农药残留的需求；建立以高新技术与传统技术相结合的生物

技 术 实 验 室 ，筛 选 出 适 合 绿 色 稻 米 的 新 基 因 型 ，建 立 生 理 生 化 实 验 分 析 室 ，以 便 从 水 稻

生理生化的角度探讨不同生态环境下稻米对化肥、农药残留变异。

!"$ 绿色稻米的栽培技术研究

绿色稻米栽培技术的研究首先是研究符合绿色食品要求的土壤、灌 溉 水 和 空 气 环

境的状况，国家颁布绿色稻米生产标准见表 "、,、-。

其次，根据绿色食品生产对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的使用要求，开展无污染水浇灌；多

表 # 部颁标准优质稻谷质量

项 目
标 准

一级 二级 三级

糙米率$.%! /(0+ 1*0+ 110+
整精米率$.%! 220+ 2,0+ 2)0+
垩白粒率$.%" (+0+ )+0+ "+0+
垩白度$.%" (0+ "0+ -0+
长宽比! 3 3 3
胶稠度$44%! /+0+ 1+0+ 2+0+
直链淀粉含量$.%" (-0+5(/0+ (20+5(*0+ (-0+5)+0+
食味品质$分% *0+ /0+ 10+
不完善粒$.%" )0+ "0+ -0+
异品种粒$.%" (0+ )0+ "0+
黄米粒$.%" +0- +0- +0-
杂质$.%" (0+ (0+ (0+
水分$.%" (,0- (,0- (,0-
色泽气味 正常 正常 正常

表 $ 稻米卫生品质标准

项目名称 指标

水分$.% "(,0-
砷$67%$48 9 :8% "+01
汞$;8%$48 9 :8% "+0+)
磷化物$48 9 :8% "+0+-
氰化物$48 9 :8% "-
氯化物$48 9 :8% ")
二硫化碳$48 9 :8% "(+
黄曲霉毒素 &($#8 9 :8% "(+
六六六$48 9 :8% "+0"
滴滴涕$<<’%$48 9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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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有机肥，限量使用肥料碳铵、尿素和氯化

钾；限量施用高效低残留农药，禁止施用剧

毒农药及高残留农药；限量使用除草剂。利

用 稻 田 养 鸭 、养 蟹 防 治 杂 草 ，利 用 !" 生 物

有机肥、稻米绿肥料、稻草还田和免耕等技

术生产出符合绿色食品水稻 标 准 稻 米 的 试

验。最后，根据以上的栽培试验，拟定水稻

无 公 害 栽 培 技 术 方 案 的 可 行 性 和 实 效 性 ，

进一步加以推广应用。

!"! 绿色稻米的品种研究

主 要 是 以 开 展 抗 稻 瘟 病 、螟 虫 、杂 草 的 多 抗 新 品 种 的 选 育 ，从 而 选 育 出 优 质 及 对 农

药 、重 金 属 钝 性 的 品 种 或 新 资 源 ，也 可 通 过 分 子 生 物 技 术 将 特 异 基 因 转 移 到 水 稻 上 ，培

育对农药、重金属钝性的新品种。

!"!"# 广泛收集水稻优质资源

优 质 资 源 是 水 稻 优 质 育 种 的 物 质 基 础 ， 应 对 我 省 保 存 的 # $$$ 多 份 具 有 优 质 、抗

病 、特 异 的 稻 种 资 源 进 行 深 入 地 系 统 研 究 评 价 ，同 时 ，对 国 内 外 新 的 种 质 资 源 进 行 有 目

标 的 引 进 ，只 要 米 质 主 要 指 标 达 标 ，对 重 金 属 呈 钝 性 的 资 源 ，均 可 作 为 优 质 资 源 加 以 引

进利用。

!"!"$ 加强早代选择亲本的优良品质性状

在 %& 开始选择，利用无垩白或少垩白的优质 品 系 ，对 有 潜 力 的 优 良 品 质 性 状 ，按 有

关绿色食品的指标进行早期检测，通过田间试验与实验室有机结合，选择出优良品质的

亲本。

!"!"! 开展多种途径育种攻关

利用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进行基因重组，创造新的种质资源，采取航天育种、穿梭

育 种 、籼 粳 杂 交 和 轮 回 选 择 等 方 法 选 育 出 符 合 绿 色 稻 米 标 准 和 对 农 药 、重 金 属 钝 性 、抗

病、高产的优质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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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试验区灌溉水水质标准 34 5 6

项目 绿色食品生产农田灌溉水标准

78 值 0*0 9 2*0
总汞 !$*$$(
总镉 !$*$$0
总砷 !$*$0.水田、蔬菜/；$*(.旱作/
总铅 !$*(
铬.六价/ !$*(
氯化物 !&0$
氟化物 !&*$.高氟区/；#*$.一般地区/
氢化物 !$*0

表 #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项目和标准 34 5 :4

污染物 84 ;< => ?@ ;ABC 六六六 DDE

允许浓度 $*((2 2 $*(-0 2 F$*0& &$*($ 2,*($ !$*( !$*(

表 $ 大气环境质量监测项目和标准 34 53#

污染物 EG= GH& IJK %—

允许浓度 $*#$ $*(0 $*($ $*$&$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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