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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种质资源创新 保证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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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 过 对 吉 林 省 玉 米 、大 豆 和 水 稻 等 农 作 物 单 产 的 变 化 分 析 ，证 明 了 加 强 种 质 资 源 创 新 是 增 强 农

业 综 合 生 产 能 力 的 重 要 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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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是产粮大省，是国家商品粮基地。从 :=>’ 年起，吉林省的粮食人均占有量、玉米调出量、玉

米出口量以及储藏量，一直处于全国的首位。回顾粮食发展的历史，可以 清 楚 地 看 到 ，吉 林 省 粮 食 总

产量从 :"" 亿 ?3 到 :#" 亿 ?3 仅用了 ’ 年的时间。在这 ’ 年中，优良品种的贡献率达到了 %"@以上，

当时主要推广了玉米的杂交种。另外，政策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从 :#" 亿 ?3 到 !"" 亿 ?3 用了 A
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主要采用了一些大穗型的优良品种。以玉米为例，其单产年均递增 #@以上，从

!"" 亿 ?3 到 !#" 亿 ?3 用了 :" 年时间，在这期间，玉米由大穗型向耐密型过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

后期优良品种的贡献率不大，主要是化肥利用率提高到 ’"@所致。

吉林省的粮食生产主要是玉米、水稻和大豆。就目前而言，玉米从品种应用状况来看，一是生产应

用的品种多。!""! 年吉林省在册玉米生产应用品种 :"! 个，实际可达 :%" 多个，这种现象反馈了这样

一个信息，那就是缺乏突破性的优良品种。玉米生产中的第 ! 个问题是应用品种类型单一，目前在生

产中稀植型品种占 >"@以上，普通品种占 ="@以 上 。 吉 林 省 虽 然 审 定 了 自 育 高 油 、甜 、糯 专 用 品 种 =
个，但实际应用的也只有 !B% 个，面积也不大。玉米生产中第 % 个问题是后备品种多，但有影响 力 的

品种少。吉林省在近两年每年审定近 ’" 个新品种，“九五”期间成倍增长，但有影响力、能被农民认可

和可迅速产业化的品种甚少。吉林省第二大作物是水稻，在生产中主要是优质和节水问题，至于大豆

在 生 产 中 主 要 是 单 产 低 、含 油 量 和 效 益 低 的 “三 低 ”问 题 。 通 过 上 述 分 析 ，主 要 是 种 质 资 源 创 新 能 力

差，优良品种在生产中贡献增长速度减慢。

>" 年 代 初 ，美 国 著 名 玉 米 自 交 系 C*:A 的 引 进 利 用 ，育 成 了 一 批 优 良 品 种 ，如 中 单 !、丹 玉 :% 和

本育 = 等，极大地提高了玉米育种研究和生产水平。C*:A 组合曾占吉林省玉米面积的一半以上，占全

国玉米种植面积的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成功的利用改良 C*:A，获得优良自交系 >’& 和吉 >’!，育

成了在吉林省单品种年种植面 积 达 %%D% 万 EF! 的 吉 单 :#=，之 后 ，有 吉 单 !#! 等 优 良 品 种 ；辽 宁 的 旅

大红骨血统的应用，又产生了一批优良新品种丹玉 :#、新铁 :" 和四密 !: 等；塘四平头血统的利用改

良 ，极 大 地 提 高 了 杂 种 优 势 的 利 用 水 平 ，如 吉 林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育 成 的 优 良 自 交 系 吉 >#%，以 其 为 亲 本

育成了目前吉林省应用面积最大的吉单 !"= 和吉单 :>" 等近 :" 个品种。为增强玉米育种技术创新，

吉 林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开 展 了 外 来 种 质 改 良 创 新 研 究 ， 目 前 已 育 成 了 具 有 热 带 血 缘 的 自 交 系 吉:"%A 和

>#"# 等 ，并 育 成 了 目 前 生 产 上 很 受 农 民 欢 迎 的 吉 单 %’! 和 吉 单 ’":: 等 优 良 品 种 。 水 稻 育 种 也 是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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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年代以公交 %& 为代表的新品种，推广面积和产量大幅度上升。’"#(" 年代，吉 粳 号 品 种 的

出现占据了吉林省水稻播种面积的 !")#’")；同一时期，吉林省中、西 部 盐 碱 地 大 面 积 开 发 利 用 ，大

部分采用种 植 水 稻 进 行 改 良 ，利 用 优 势 种 质 资 源 ，先 后 育 成 一 批 耐 盐 碱 性 强 的 水 稻 新 品 种 ：如 长 白 *
号 、长 白 %"、长 白 %%、吉 优 % 号 和 吉 粳 ’( 等 。 单 产 由 “八 五 ”期 间 的 !+! , - ./0，提 高 到 现 在 的 ’+! , -
./0，高 产 稻 区 达 到 了 %" , - ./0 以 上 ，在 吉 林 省 、黑 龙 江 省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辽 宁 省 和 新 疆 等 %&&+& 万

./0 稻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并成为北方盐碱稻区主要提供原种及原原种基地。*" 年代以后，又着手超

级稻的研制与创新。目前，超级稻 % 号、0 号在生产试验中，其公顷产量平均达到 %+"% 万 12，且品质全

部达到国家一级米优质标准。水稻育种形成的一个链条反映出种质资源的基础地位和育种创新的渐

进 过 程 ：地 方 品 种!松 辽 3 号 4公 交 %&5!吉 粳 号 4吉 粳 $"5!长 白 号 4长 白 *!超 级 稻 5，超 级 稻 研 究 及

新品种选育的重要基础是长白这个亲本。 另 据 吉 林 省 农 业 部 门 统 计 ， 仅 吉 粳 $" 在 其 省 内 累 计 推 广

%&&+& 万 ./0，创经济效益 %% 多亿元。

通过 %*!$ 年、%*’* 年、%**% 年 & 次大规模资源收集，我院共收集栽 培 大 豆 资 源 $ (*0 份 ，野 生 大

豆资源 0 ’!* 份。对这些资源的创新研究，先后育成了小金黄 % 号 、吉 林 & 号 、吉 林 0"、吉 林 &! 和 吉

育 $& 等大豆优良品种应用于生产。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野生大豆资源的创新与利用方面取得令世人

瞩目的成果。吉林省是全国首先开展大规模野生大豆资源考察收集的省份，野生大豆资源的评价、创

新和利用研究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利用野生大豆在世界上第 % 个获得大豆质6核互作 不 育 系 ，在 此 基

础上育成了世界第 % 个杂交种；利用野生大豆在全国育成了第 % 个小粒大豆出口品种，现已育成 $ 个

出口专用新品种，累 计 为 国 家 出 口 创 汇 ’ """ 余 万 美 元 ；选 育 出 了 高 蛋 白 、耐 干 旱 的 大 豆 新 品 种 吉 育

!* 和 吉 育 $$，选 育 出 高 脂 肪 大 豆 新 品 种 %" 个 400)以 上 的 ’ 个 ，0&)以 上 的 & 个 5和 高 蛋 白 大 豆 新 品

种43!)以上5’ 个。

!" 年代搜集、评价出一批优良大豆育种亲本材料，在以后的大豆杂交育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

前东北地区大豆育种品种遗传基础的 0(+’)是来自“黄宝珠”和“金元”两个品种，育成了小金黄 % 号、

吉林 & 号和吉林 0" 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的选育技术研究都是在独特的自然资源和种质资源优势的

基础上，通过科技创新、积累而成的。其中，吉林 0" 是高配合力的优良亲本，%*(0 年到现在，直接利用

吉林 0" 为亲本选育出的品种4通过省审定5就达 0! 个，其中有 & 个品种获得了吉林省科 技 进 步 奖 ，育

成吉林 &! 等 & 个高油4脂肪含量在 00)以上5大豆新品种；间接利用吉林 0" 号育成的品种更多一些，

其中包括高蛋白品种吉育 $& 和吉育 !* 等。

高粱育种研究也是通过地方品种和外来淘汰的研究利用 、技 术 创 新 ，育 成 一 系 列 新 品 种 ，实 现 产

量到抗逆性等多种农艺性状兼备。

吉林省有丰富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在过去几十年的种质资源创新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获得

了一大批优良种质，并且将优秀的种质资源应用于生产，取得了显著的经 济 效 益 和 社 会 效 益 ，对 于 国

家实现粮食安全起了历史性作用。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和改造的大好机遇中，农业科技人员应

充分利用这一技术支撑，努力增加粮食总产，提高粮食综合供给能力，保证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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