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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特种稻的研究现状与开发利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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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对 特 种 稻 的 研 究 现 状 作 了 较 详 尽 的 概 述 ，并 对 特 种 稻 在 吉 林 省 的 研 究 现 状 和 改 良 进 行 了 探 讨 ，

以 便 对 今 后 特 种 稻 的 深 入 研 究 提 供 更 详 尽 的 资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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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是我国栽培面积和总产量均居首位的作物，现阶段作物种植面积约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

#"3，而总产量则占粮食作物总产量的 +"4以上 5!6。因此，水稻是一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物。水

稻是吉林省第二大的作物，全省水田面积目前在+"1"万78(左右，最多时达))1&万78(以上。但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营养化，稻米品质改良日益受到重视。而特种稻作为其中的重要

部分，在改善人们膳食结构、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增加农民的收入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9. 特种稻研究现状

!1!.. 特种稻资源分布

据统计，我国在“ 六五”!“ 八五”期间共保存稻种资源&#.#0%份。其中约有!"4是特种稻品种 5(6。

截止!::0年，全国共保存特种稻&.0""份，这为特种稻进一步开发利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6。但与常规

稻相比，特种稻的种质收集研究、编目入库等工作还相对落后，加快对特种稻种质系统的收集与研

究，以获得一批有价值的种质，是目前水稻育种工作者的一个迫切任务。

!1(.. 特种稻品种改良概况

随着人们的生活的改善，特种稻米的开发前景广阔，原有地方品种已不能适应市场需要。特种稻

地 方 品 种 ，虽 然 具 有 耐 瘠 、耐 寒 、耐 旱 、米 质 好 的 优 点 ，但 通 常 茎 粗 而 高’!("$!0";8-，不 耐 肥 ，易 感 病 ，

且多数感光性强，生育期长，产量不高。近 !" 多年来，通过各种育种方法 ，全 国 各 地 育 成 了 一 批 高 产

优质的特种稻新品种。其共同特点是：株高降到:"!!"".;8，提高了抗病力，增加了子粒色素的积累和

微量元素的含量，从而提高了产量潜力和生态适应能力。目前已经培育出 色 稻 、香 稻 、专 用 稻 新 品 种

’系-!"" 多个，分布在我国近 (" 个省市自治区 5+6。其中以广东、上海、陕西和吉林等地为主。

!1#.. 特种稻营养功能评价

我国自 (" 世纪 %" 年代开展特种稻营养成分分析以来，关于特种稻营养成分、活性物质和生理功

能评价研究一直在深入进行。已经通过化学分析、动物试验与临床试验初步证明，黑米、红米、香米等

特 种 米 不 仅 含 有 丰 富 的 蛋 白 质 、脂 肪 及 各 种 氨 基 酸 、维 生 素 和 矿 质 元 素 ，还 有 黄 酮 、生 物 碱 等 生 理 活

性物质。

!1+.. 特种稻种质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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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一些新技术，如诱变、转基因技术等，加快特种稻的种质创新，对特种稻育种的突破有很大的

帮助。近年来，国内外育种者已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上海市农科院利用转基因技

术培育水稻软米品种，已经获得了新品系。云南省农科院利用!"甲基"!" 亚硝基脲#!"$%&’()"!"!*&+,-,.+%/0
处理非糯性品种1%2*3受精合子4获得两个低直链淀粉含量突变体 536$78和 536$79。上海农科院利用

软 : 射线处理育成香粳 ;<9、紫香糯 ;=8、>:7;<9，具有香味、优质、矮秆、多抗和高产等特点。上海交大利

用花药培养绿稻品系 ;87873，获得了单倍体植株后代?;@。新疆农科院利用辐射育种育成超绿突变体“ 绿

花舞”?5@，日本遗传资源研究所利用诱变处理 A*B$/-%和 C/*D’.BE=F两 个 品 种 ，获 得 了 87 个 高 赖 氨 酸

突变体，其赖氨酸含量变幅为 FG87H"= G<;H?87@。日本辐射育种研究所利用乙酰亚氨IJ&’()%B%$*B%0处理

品种 !*’,BK$/-/+*获得一个低含量谷蛋白#97L0高含量醇溶蛋白、半矮秆突变体 !M=N?88@。美国通过离

体培养方法，从P/Q,B*/DR、S/)+,-%N=再生植株中 获 得 了 TU38、TUF<5、TA85<、TA35N和 TA778VF个 高 赖 氨 酸

突变系 ?89@。这些新技术利用于特种稻种质创新中，对提高特种稻的产量，丰富其遗传资源具有重要的

意义。

9KK 吉林省特种稻研究现状

吉林省特种稻研究起步较早，始于 97 世纪 ;7 年代，到目前已经具备了特种稻的各种类型。创立

之 初 是 通 过 收 集 国 内 外 一 些 优 良 特 种 稻 资 源 ，包 括 龙 晴 3 号 、黑 优 粘 、胭 脂 稻 、汉 中 黑 糯 、韩 国 巨 胚

稻、甜米等一批 ;7 多个特种稻资源，利用杂交育种、系统选育的方法改良选育出一批适应北方种植的

粳型特种稻新品种。其中从类型上分，有色稻，包括粳型黑香粘龙锦 8 号、红香 8 号、红糯 8 号和黑糯

8 号；香稻有吉香 8 号、九重香、清香糯和长粒香；功能性稻米有巨胚稻、巨胚清香糯、甜糯 873、红甜 8
号、黑甜 8 号、绿稻和软米 C=3等。并且对其营养成分进行了分析评价，其蛋白质、脂肪、总糖、维生素

W8、维生素 W9、X%、YB 等微量元素明显高于对照品种。

<KK 吉林省特种稻的特征特性

吉林特种稻以品质优良、产量高、类型 全 面 为 主 要 特 征 。 自 上 世 纪 57 年 代 以 来 ，历 经 8F 年 的 时

间，先后育成了黑香米、红香米和巨胚米等一系列新品种#系Z。其中黑香米龙锦 8 号、红香 8 号、黑糯 8
号 、红 糯 8 号 、清 香 糯 和 九 重 香 等 品 种#系Z的 特 征 特 性 已 经 有 报 道 ，本 文 着 重 介 绍 最 新 育 成 的 特 种 稻

新品系的特征特性 ?83@!?8F@。

巨胚清香糯：杂交组合为清香糯[韩国巨胚稻。生育期837K\，株高877D$4分蘖力特强，单株分蘖达

<F个以上。长势旺盛，叶色淡绿色，活秆成熟。千粒重99KE左右，糙米胚占整个米粒的8[<左右，占整米

重的8[;。米有清香味，米饭口味香甜。植株整个生育期间都有浓郁的清香味，产量;K777UE[’$9?8=@。
甜糯8号：杂交组合为清香糯[韩国甜米。生育期837K\，株高5FD$4分蘖力中等，长势强旺，叶色浓绿。

株型紧凑，穗部着粒较密，耐肥抗倒，活秆成熟，耐寒性强。糙米含糖量高，达5GFH。产量在;K777UE[’$9。
黑甜粳与红甜粳：二者杂交组合为甜稻 [ 龙锦 8 号，其它农艺性状基本相同。生育期 837K\ 左右，

"# $" 卷吉 林 农 业 科 学

¡ 1   ¡¢£¤¥¦§ 

¡  ¡ ¡¢ 104 ¡¢ 1 ¡ ¡ ¡ ¡ ¡ ¡¢ 1 ¡ ¡¢£¤¥ ¡ 35(ck) 
¡¢(%)  9. 40  9. 80  8. 80  8. 90   1 0. 70 1 0. 40 1 0. 1 0 
¡¢£(g/100 g) 1 1 . 1 0  8. 50 1 0. 50 1 1 . 20    9. 90  9. 40  8. 40 
¡¢(g/100 g)  4. 70  2. 50  7. 00  5. 50    2. 90  3. 70  2. 1 0 
¡¢(g/100 g)  9. 50  1 . 30 1 0. 1 0  9. 1 0    1 . 40  1 . 50  1 . 20 
VB1 (mg/100 g)  0. 35  0. 31   0. 43 0. 49    0. 40  0. 46  0. 27 
VB2(mg/100 g)  0. 1 2  0. 1 0  0. 1 9  0. 1 7    0. 1 8  0. 1 7  0. 06 
¡¢£(mg/100 g)  2. 00  2. 00  2. 60  2. 20    3. 60  2. 60  2. 20 
Ca(mg/100 g) 1 8. 30 1 6. 30 43. 20 25. 00   1 7. 50 1 4. 70 38. 30 
Fe(mg/100 g)  3. 70 1 1 . 40  7. 90  6. 00    8. 40  4. 90  4. 90 
Zn(mg/100 g)  1 . 70  1 . 60  2. 70  3. 1 0    2. 40  1 . 80  0. 50 
Mg(mg/1 00 g)  7. 50  7. 00  9. 1 0  7. 40    7. 60  7. 1 0  6. 40 
Cr(mg/100 g)  1 . 30  1 . 70  1 . 50  2. 20    1 . 80  1 . 60  0. 80 
Se(mg/100 g)  2. 70  3. 00  3. 80  3. 40    3. 60  2. 50  2. 80 

 



株高 !"#$%分蘖力中等，单株分蘖 &" 个左右。稻谷呈暗灰色和黄色，米粒扁平。其中黑甜粳糙米黑色，

胚乳呈胶状，甜度较高，脂肪含量 ’()*，总糖含量为 +),+*；红甜粳糙米呈砖红色，脂肪和总糖含量分

别为 ","*和 !,+*-+’.。

长粒香：为后代变异材料系选而成。生育期+/"01，株高+)"0#$，分蘖力中等，单株分蘖&)个左右。

幼苗长势旺盛，叶色浓绿。散穗型，穗长粒多，主穗&/)粒左右。活秆成熟，秆强抗倒，耐抗稻瘟病。稻

米细长，长宽比达/,)左右。米饭有香味，口感好。千粒重&"02，产量30)))4256$&。

绿稻+号：系籼粳杂交后代中的一个变异材料。株高++)0#$，生育期+7"01。分蘖力弱，单株分蘖+3
个左右。叶色浓绿，叶缘有淡紫色。穗长粒多，稻壳不完全成熟时为紫色，完全成熟后变为灰褐色。谷

粒呈椭圆形，千粒重&"02。糙米为绿色，但完全成熟时为褐色。谷壳紫色时收获，糙米都是绿色。如果

谷壳变成灰色，糙米绿色不稳定。产量在’0)))04256$&左右。

水晶米吉特8/!：杂交组合为屉锦5龙晴7号。株高+))0#$9生育期+/301。分蘖力特强，单株分蘖达7)
个以上。叶片窄细，叶色浓绿，出穗整齐一致。穗长+"!&)0#$9着粒较稀，穗粒数在3)个左右。谷粒特别

细长，具有籼稻特点，长宽比/,)。米粒晶莹透亮，米饭柔软有弹性，口感极佳。产量较高，超出当地对照

细长粒优质米品种+"*左右，达+)0)))4256$&。

另外，现已定型的特种稻新品系还有巨胚 + 号、谷秆两用稻、转绿型白苗龙白 :+ 和龙白 :& 。正在

选育的特种稻后代有胭脂稻和超绿稻的后代材料。

700 吉林省特种稻开发利用对策

吉林特种稻经过了近 &) 年的研究与应用 ，不 但 创 造 改 良 出 一 批 各 具 特 色 的 特 种 稻 新 品 种 、新 种

质，丰富了吉林省的水稻资源，为社会创造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还 开 发 研 制 出 一 批 特 种 稻

米深加工产品投放市场，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对吉林特种稻研究与开发对策，可分以下几个方面。

7,+00 加强特种稻种质资源的收集、分类创新

我国有丰富多样的特种稻种质资源，但与常规稻相比，特种稻的种质研究还相对落后。吉林省特

种稻资源经过近些年各育种单位的引进与改良创新，类型很多。如何使这些特种稻资源由原来的零星

分 布 ，自 生 自 灭 的 状 态 ，逐 步 转 为 有 系 统 、有 重 点 的 分 类 研 究 、编 目 入 库 ，供 育 种 者 利 用 ，减 少 盲 目 性

与重复劳动，是当前一个主要的研究内容。另外，重点引进国内外一些著名的特种稻种质和最新育成

的新资源，作为育种材料加以改良创新。

7,&00 加大新技术在特种稻育种中的应用

吉林省特种稻一系列新品种;系<，大部分是由杂交育种、系统选育等常规育 种 技 术 选 育 而 来 。 其

特征特性与产量水平很难进一步改良提高。转基因育种、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辐射育种和航天育种等

新技术因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同时又能保持原有品种的一些优良性状，将被广泛的应用到特种稻育

种中。

7(/00 进一步加强特种稻遗传研究与营养评价

国内外学者对特种稻的遗传与营养体系的评价研究很多，但是，吉林省特种稻作为我国高寒地区水稻

育种的一个特殊类型，研究还很少。今后应加强对吉林省特种稻的色稻、香 稻 、专 用 稻 以 及 功 能 性 稻

米的遗传规律和营养体系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以探讨寒地特种稻育种的理论基础，指导今后的育

种工作。并且对不同品种及加工产品的营养与药用成分进行系统的分析与临床试验，做出更准确、更

科学的评价，也为育种提供更科学的依据。

7(700 加大新品种新产品的开发力度

吉林省特种稻经过近&)年的研究与利用，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其中以黑香米龙锦+号为

龙头，每年种植80’))06$&左右，年稳定生产70)))万42，销往国内外。并且利用巨胚米、清香糯米等功能

性稻米新种质，研制出吉林黑米茶冲剂、吉林保健米粉、吉林黑米酒等一 批 具 有 保 健 功 能 的 特 种 稻 深

加工产品，以挖掘特种稻米的附加值，创造出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今后要加大新技术在特种

稻育种中的应用，如应用生物技术、辐射育种和航天育种等方法，进一步改良和选育出新的特种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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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新种质。现已有胭脂稻、谷秆两用专用稻、绿稻等一批新品系后代正在选育。并且利用这些优

异资源，加工生产出一批优良的保健食品以适应种植结构调整，农产品深加工等方面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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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高%穗位%千粒重%主茎叶片数%穗长。

穗 行 数 与 其 它 性 状 的 密 切 程 度 从 大 到 小 顺 序 为 穗 粗%开 花 日 数%吐 丝 日 数%穗 位%生 育 日 数%株

高%主茎叶片数%穗长%千粒重。

千 粒 重 与 其 它 性 状 的 密 切 程 度 从 大 到 小 顺 序 为 穗 粗%穗 长%开 花 日 数%吐 丝 日 数%株 高%生 育 日

数%主茎叶片数%穗位%穗行数。

从以上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开花日数与吐丝日数 的 关 系 最 密 切 ，并 且 开 花 日 数 与 吐 丝 日 数 、

生育日数与株高、株高与穗位、穗长与吐丝日数、穗粗与穗行数相互间的关联度都比较 大 ；开 花 日 数 、

吐 丝 日 数 、主 茎 叶 片 数 、穗 位 对 千 粒 重 的 影 响 较 小 ，吐 丝 日 数 、开 花 日 数 对 穗 粗 、穗 长 、穗 行 数 的 影 响

相对较大；生育日数与产量性状的关联度相对较小，而与其它性状的关 联 度 较 大 ；主 茎 叶 片 数 与 生 育

日 数 、吐 丝 日 数 、开 花 日 数 、株 高 的 关 联 度 较 大 ，与 产 量 性 状 的 关 联 度 相 对 较 小 ；株 高 、穗 位 与 产 量 性

状的关联度相对较小；穗长、千粒重与其它性状间的关联度较小，且差异不大。

& 小 结
在玉米种质资源中，开花日数、吐丝日数、生育日数、主茎叶片数、株 高 和 穗 位 # 个 性 状 间 的 关 系

比 较 密 切 ，而 且 开 花 日 数 与 吐 丝 日 数 的 关 系 最 密 切 ；而 产 量 性 状 中 ，穗 粗 和 穗 行 数 间 的 关 联 度 较 大 ；

穗长、千粒重与其它性状间的关联度相对较小，且与各性状间的关联系 数 的 差 异 不 大 ，说 明 每 个 性 状

对穗长、千粒重都有一定影响。

玉米种质资源中各性状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在玉米育种中，首先确定育种目标，然后依

据各性状间的密切程度选择基础材料，以减少育种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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