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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粳型杂交水稻研究现状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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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 绍 了 吉 林 省 粳 型 杂 交 水 稻 的 研 究 现 状 ，提 出 了 存 在 的 主 要 技 术 问 题 和 吉 林 省 继 续 开 展 粳 型

杂 交 水 稻 品 种 选 育 与 利 用 研 究 的 对 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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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籼型杂交稻种植面积占籼稻总面积的 *%+左右，而粳型杂交稻种植面积只占粳稻总面

积的 ,-%+左右，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 开 展 粳 型 杂 交 稻 品 种 的 选 育 和 利 用 ，大 幅 度 提 高 水 稻 单 产 潜 力

巨大。水稻耕种面积在 $$-% 万 ./0 左右。"1*02"13% 年和 "11%2"11( 年先后开展过粳型杂交稻品种的

选育研究，但终因遗传背景类同和制种产量低等原因未在生产上利用。随着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出现，

我省粳型杂交稻品种的选育和利用问题将会得到解决，这对于大幅度提高我省水稻单产具有重要作

用，并在潜力上有相对的优势。

! 研究现状及问题

!+! 三系杂交粳稻品种的选育研究

!"!"! 研究现状

吉林省于 "1*0 年开始进行粳型杂交水稻的选育研究，并于 "1*$ 年成立了省内协作组，到 "13,
年共 3 4 时间，对吉林省的三系杂交粳稻进行了研究。共引入观察、鉴定的不育系 "*( 份，转育和选育

不育系组合作了 "3$ 个，选育出不育系 "(3 个!如早熟的长白 $ 号、松 前 、夕 波 和 石 狩 等 ，中 熟 的 系 ",
和 吉 粳 ($ 等 ，晚 熟 的 京 引 "0* 和 京 引 ,1 等 &；引 入 观 察 、鉴 定 恢 复 系 "%, 个 ，转 育 和 选 育 恢 复 系 组 合

作 了 *#0 个 ，转 育 和 选 育 出 恢 复 系 #1( 个 ；测 恢 组 合 作 了 0 (*# 个 ；选 育 出 强 优 组 合 3% 个 ，在 生 产 上

进行小面积制种、产量试验和示范的组合 03 个。

"11% 年三系粳稻的研究工作再次开展，直至 "11, 年，共外引不育系 $3 份进 行 了 观 察 与 鉴 定 ，转

育 不 育 系 组 合 作 了 #( 个 ，转 育 成 不 育 系 0, 个 ；外 引 恢 复 系 (1 个 ，转 育 恢 复 系 组 合 作 了 ,, 个 ，测 恢

组 合 作 了 1,3 个 ，选 育 出 恢 复 系 ## 个 ；选 育 出 强 优 组 合 "% 个 ，在 生 产 上 进 行 小 面 积 试 验 、示 范 组 合

( 个。

0%%" 年又重新启动三系杂交稻品种的选育工作，结合常规品种的选育，共搜集广亲和试 材 、籼

稻 、粳 稻 、爪 哇 稻 和 籼 粳 中 间 类 型 等 目 标 试 材 #( 份 ，共 配 制 组 合 10" 个 。 目 前 已 选 育 出 稳 定 品 系 "
#(" 份 !含 0%%" 年 前 的 目 标 常 规 品 种 和 品 系 &作 为 测 恢 的 待 测 试 材 50%%, 年 准 备 外 引 不 育 系 和 恢 复 系

等相关试材重新开展此项研究工作。

!"!"# 存在问题

影响我省三系杂交粳稻研究工作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 一 ，吉 林 省 属 北 方 寒 冷 稻 作 区 ，经 济 优 势 强 的 杂 交 稻 品 种 生 育 期 表 现 偏 晚 !灌 浆 时 间 长 &，导 致

收 稿 日 期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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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秕率偏高。

第二，受遗传背景类同所限，杂种的经济优势不突出。三系杂交稻由于受不育和恢复基因的限制，

在扩大遗传背景方面有一定难度。比较之下，常规品种的选育有明显优势，通过丰富的亲本试材的利

用选育出的常规品种有许多产量高于同熟期的杂交稻品种。

第三，米质不占优势。选育出的杂交稻品种从稻米品质上看不如常规品种!尤其是外观和口感"。
第四，制种产量较低。由于选育出的不育系柱头不外露或外露率较低，有的组合花期遇性也不好，

加之化控手段不先进等，导致制种产量偏低，相对提高了生产成本。

!"# 光敏两系杂交稻的基础研究

!"#"! 研究现状

#$$%&#$$’ 年，相 继 引 入 了 (###)*、)%+,*、)’+(*、+$%’*、+$#’*、(#(%#* 和 农 垦 ,+* 等 光 !温 "敏 核

不 育 材 料 ，并 进 行 了 当 地 的 观 察 鉴 定 。 鉴 定 结 果 表 明 ，在 当 地 !公 主 岭 "气 候 条 件 下 ，光 敏 核 不 育 水 稻

!-./0"的 育 性 转 换 的 光 照 时 间 为 #12%&#12, 3，正 常 生 长 季 节 内 能 满 足 不 育 的 要 求 ；-./0 的 开 花 习

性 与 普 通 稻 品 种 不 同 步 ，导 致 异 交 结 实 率 低 ；北 方 寒 冷 稻 作 区 选 择 利 用 以 光 敏 为 主 的 -./0 进 行 两

系杂交稻品种选育更为适宜；-./0 可作为常规品种的一条新的选育途径———轮回选择进行利用。

在以上观察鉴定的基础上，对光敏核不育性进行了转育，目前已成功地转育 出 4#+ 不 育 系 ，而

#%+* 正在进行转育过程中。

!"#"# 存在问题

!-./0 的开花习性与普通品种不同步，导致结实率低；"引入的 -./0 在育性转换后仍达不到

#%%5的不结实!含以光敏为主的 -./0"，仍有温敏的威胁；#当地不能繁殖 -./0!除冷灌外"。
!"$ 化杀两系杂交稻的基础研究

!"$"! 研究现状

化杀药剂的鉴定与筛选：#$$(&#$$+ 年，相继从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及天津等地引入杀雄

剂 ’ 号、杀雄剂 ( 号和津噢啉等化杀药剂。通过正规的化杀试验，鉴定筛选出了杀雄效果较好的杀雄

剂 ’ 号。试验结果表明，杀雄剂 ’ 号对籼稻、粳稻及其籼粳交中间类型品种!系"的杀雄效果相近，说明

对 品 种 的 类 型 适 应 范 围 较 广 ； 杀 雄 的 有 效 期 较 长 !旗 叶 与 倒 ’ 叶 间 的 叶 枕 距 为6’2%&$2% 78"， 施 用

%2%,5浓度的药液对水稻可达到最佳的杀雄效果。根据试验结果，在生产上进行了小面积的制种试验。

化杀两系杂交稻组合的配制：#$$( 年以来，已配制组合 # ,%% 多个通过对其 9# 的观察和鉴定，筛

选 出 强 优 组 合 ’, 个 !产 量 在 ## :,% ;< = 38’ 以 上 ， 如 $,>)$、$,>1$、$,>(:、$,>(’、$,>()、$:?1:、

$:?,) 和 $:?#( 等"。
!"$"# 存在问题

!小面积的生产制种试验结果表明，施药田块植株间的发育时期不同步是不可避免的，差别过大

时 ，影 响 杀 雄 效 果 ，说 明 杀 雄 剂 ’ 号 的 化 杀 有 效 期 仍 偏 短 ；"施 药 量 的 均 匀 程 度 不 易 掌 握 ，影 响 杀 雄

效 果 ；#天 气 条 件 的 干 扰 !施 药 适 期 遇 大 风 或 遇 降 雨 等 "；$化 杀 处 理 后 有 包 茎 现 象 ；%杀 雄 剂 ’ 号 为

砷制剂，有毒性。

基于以上原因，生产上一直未进行大面积的化杀制种。

# 今后的研究工作

#"! 三系杂交稻品种的选育研究

#"!"! 不育系的引入和选育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不同类型的不育系!包台型、滇型、野败型和南新型等"，在当 地

进行观察与鉴定，能直接利用的直接利用，不能直接利用的转育利用；通过利用遗传背景差异大!血缘

远缘"的籼粳间杂交和利用地理远缘杂交创造选育出新的不育系。

目 标 不 育 系 的 主 要 特 点 ：株 高 +,2%&$%2% 78，塔 状 株 型 、较 收 敛 ，瓦 状 叶 ，偏 散 穗 型 ，平 均 穗 粒 数

#%%2%&#’%2% 粒，千粒重 ’)2% < 左右，自交结实率 %&’5，粒形偏长，稻米无或少垩白；吉林省条件下生

’+ (% 卷吉 林 农 业 科 学



育期 !"#$!"% &，光温反应稳定，柱头发达且外露率高，开颖时间较长，分蘖力中等偏上，根系发达、抗

倒伏、耐冷性好和抗病等；与恢复系的优缺点要有互补性。

!"#"! 恢复系的引入和选育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一批类型各异的恢复系进行当地的生态适应性鉴定，能直接利

用的直接利用，不能直接利用的进行转育利用；与常规品种选育相结合，通过籼稻、粳稻 、籼 粳 交 中 间

类 型 、爪 哇 稻 、广 亲 和 稻 和 ’()* 等 的 利 用 ，从 其 杂 交 后 代 中 选 育 出 综 合 农 艺 性 状 突 出 的 品 种 +系 ,作
为测恢对象，扩大目标恢复系的选择范围。

强 恢 复 系 的 选 育 ，首 先 应 选 择 强 恢 复 系 源 -./0、印 尼 皮 太 品 种 、非 洲 稻 +乌 干 达 ,、印 尼 水 田 谷 、东

南亚品种+1#2 和 1#3 等,及其后代材料4；二是 通 过 的 选 育 途 径 应 为 测 交 筛 选 、人 工 制 恢 、杂 交 转 育 、恢

复因子累加和远缘杂交等。

目标恢复系应具备的主要特点：株高 !5565$!!565 78，塔状株型且较收敛，瓦状叶为好，直立穗型

和 半 直 立 穗 型 ，穗 偏 大 ，平 均 穗 粒 数 !/5 粒 左 右 ，千 粒 重 #/65$#%65 9，结 实 率 :565;以 上 ，粒 型 偏 长 ，

稻 米 无 或 少 垩 白 ；吉 林 省 条 件 下 生 育 期 !"/$!2# &，光 温 反 应 稳 定 ，开 颖 散 粉 时 间 较 长 ，花 粉 量 大 ，分

蘖力中等偏上，生长势强，抗逆+抗倒伏、耐冷、抗稻瘟病等,；与不育系的优缺点要有互补性。

!"#"$ 强优组合的选配

选配原则：理想株型与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达到或接近 “库、源、流”的协调。

双亲要考虑优良性状的累加和优缺点的互补；<! 主要农艺性状优良，高产或 超 高 产 、抗 逆 和 米 质

佳等。

强优组合 <! 的主要特点：株高 :/65$!!565 78，株型塔状且收敛，瓦状叶为好，半直立穗型或一次

枝梗多的长散穗型，穗位偏低，冠层较高，穗偏大，平均穗粒数 !"565$!/565 粒，有效穗数 !/$!% 个，千

粒重 #/65$#%65 9，结实率 :565;以上，粒型偏长，稻米无或少垩白，米饭口感上佳；吉林省条件下生育

期 !"3$!2/ &，光温反应较稳定，分蘖力中等偏上，根系发达，抗逆性强+抗倒伏、耐冷、抗病等,。
!"#"% 配套栽培技术的研究

因品种+特点,而宜，进行良种良法的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充分挖掘出不同类型品种的高产潜力。

!"! 光敏两系杂交稻的选育研究

!主要选育和利用以光敏 为 主 的 ’()*+继 续 引 入 和 转 育 ,；"扩 大 双 亲 的 遗 传 背 景 ；#通 过 加 大

对温度的选择压力和长期的适应性选择，降低核不育性对温度的敏感性，提高不育系的不结实率或达

到完全不结实；$利用已选育出的不育系+=!% 等,进行杂交稻组合的选配，对其 <! 进行综合农艺性状

的观察和优势测定，从中鉴定、筛选出目标组合；%强优组合的选配原则及目标组合 <! 的主要特点同

三 系 杂 交 稻 的 研 究 ；&加 强 可 利 用 的 ’()* 的 南 繁 北 制 或 自 繁 自 制 的 研 究 ；’采 用 化 控 和 栽 培 手 段

相结合的方法调节花期遇性，提高制种产量的研究；(结合化控手段，保证制种安全性的研究。

!"# 化杀两系杂交稻的基础研究

化杀两系杂交稻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与三系杂交稻比较，一是亲本取材广泛 +除纯籼粳

交,，扩大了遗传背景，容易配制出强优组合；二是省去了保持系，制种程序得到了简化。但化杀药剂的

选择是难点。如果能研制出低毒、药效时间更长+甚至通过种子处理或秧田期处理就能达到彻底杀雄

之效果,的化杀药剂，化杀两系杂交稻品种的选育研究和利用将会迅速获得收效。

!"$ 促进杂交稻品种早熟的研究

采取综合促早熟栽培技术措施，用双棚旱育苗技术，稀播育壮秧；插秧田适度加大插秧密度；一般

情况下，保持浅水管理；抽穗后叶面施入促早熟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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