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稻是吉林省第二大粮食作物，是吉林人民的

主粮，稻作的科技进步与水稻生产发展密切相关。
吉林省水稻生产的历史证明：吉林稻作科技进步从

20 世纪 60 年代总产 26.35 万 t，单产 2 670 kg/hm2，

到 2006 年总产 493 万 t，单产 7 425 kg/hm2，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由于稻作科技不断进步，水稻产量逐年

提高，它对国家粮食安全，吉林粮食的稳定增加，为

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目前，我国

粮食生产面临着种植面积下降，单产提高困难。面对

这些问题，只有靠科技人员的不懈努力，探讨稻作科

技发展趋势，确定稻作的研究方向，解决水稻优质、
高产、高效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吉林省水稻种植由唐初(公元 7 世纪初)在桦

甸市开始，到清同治 7 年(1868 年)，延吉、龙井、和
龙、安图、汪清和珲春等地农民利用不能耕作旱田

的低洼湿地，开垦小片水田，清同治 13 年(1874

年)朝鲜农民沿鸭绿江和东部边境图们江等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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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种稻，最早在通化县的上甸子下甸子及柳河县

的三源浦和延吉县等地，并不断向省内中部陆续

扩展。民国元年(1912 年)，日本人于长春满铁苗圃

(现长春市胜利公园内)试种水稻，效果较好，进而设

置了水稻试验地。同年在公主岭农试场南崴子利用

河水开始种稻，随后在东辽河干流和支流两岸发展

了水田。随后朝鲜农民陆续移迁桦甸、磐石、永吉、
舒兰、蛟河、海龙和敦化等地开发水田。1929 年(民

国18 年) 全省当时 42 个县中，种水稻的有 32 个

县，共种水田 4 万 hm2，占当时全粮豆作物的 1%。

1 吉林水稻现时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全省水稻面积恢复很快，1952

年水田面积达 13 万 hm2，1956 年由于 整修了水

利，水田面积增加到 16.4 万 hm2，1958 年吉林省

发布了奖励开荒发展水田生产的通知，水稻面积

上升到 26.4 万 hm2。1962 年由于低温冷害的影

响，水田面积下降到 13.1 万 hm2。70 年代之后，总

结经验教训，1976 年水田面积又上升到 30.4 万

hm2，进入80 年代省委省政府把发展水稻作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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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结构，增加经济收入，改善人民生活的重大战

略来抓，至 1990 年全省水田面积发展到 41.8 万

hm2，一跃成为我省第二大作物，占全省粮食面积

的 12.8%，水稻总产占全省粮食总产的 14.1%左

右。1999 年水田上升到 46.5 万 hm2，总产达到 406
万 t。进入 21 世纪，由于天气干旱少雨，水田面积

略有减少。基本进入稳步发展阶段。进入 2006 年

以来，由于稻谷价格上扬，水田面积又上升至 2007
年的 77.2 万 hm2，总产达到 579 万 t，目前引嫩入

白工程、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中部引松供水工程

的实施，吉林水田可上升至 97.5 万 hm2。
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粮食购

销市场进程的加快，吉林大米加工产业不断发展，

吉林优质米品种不断选出，已进行五届优质米品

种鉴评活动，评选出 20 多个优质米品种。2007

年，全省优质品种种植面积达 53.3 万 hm2，总产

量 4 400 万 t， 分 别 占 吉 林 省 水 稻 种 植 面 积 的

69.1%和产量的 76%。全省绿优水稻种植面积也

有较大发展，2007 年全省绿优米面积近 33.3 万

hm2，产量达 275.0 万 t。同时吉林大米加工初具规

模，至 2007 年吉林大米加工企业日加工能力在

100 t 以上的企业有 30 余家，年加工大米能力为

100 万 t 以上。

2 吉林稻作科技发展历程

吉林省从事水稻科研工作的主要有：吉林省

农业科学院、吉林农业大学、延边农学院以及各地

区农业科学院。科研工作主要围绕吉林省水稻生

产存在问题开展水稻育种和栽培技术研究，先后

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及农业部、
省科技进步奖、推广奖 80 余项，为吉林省水稻生

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 50 年代起，我省就开

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稻作科学技术研究。
2.1 建国初的整理期(1949～1959 年)

以东北农业研究所为主体开始对建国前遗留

下来的老品种如青森 5 号、北海道、兴亚、弥荣、兴
国和石狩白毛等日本品种迅速加以提纯和更新，

就地繁殖推广，为水稻生产提供了优良种子，同时

总结过去的生产经验，以恢复生产为主，为北方粳

稻的发展提供种子资源。
2.2 品种更新期(1959～1969 年)

在吉林省农科院的带领下，吉林、通化、延边

等地区农科所也先后开展了水稻新品种选育工

作，各地还出现很多农民育种家，此期间全省共选

出 20 多个新品种，彻底更新了建国前遗留的老品

种，实现了吉林省水稻品种第一次更新换代，吉林

省农科院选育的长白 4 号、5 号、松辽 1、2、3、4 号

品种在 60 年代成为吉林省各稻区主栽品种，并且

在辽宁省北部、黑龙江南部以及河北、宁夏、新疆

等省区也有较大的种植面积，为发展我国北方水

稻生产作出了积极贡献。
60 年代初吉林省农科院与延边所组织了以

水稻栽培、生理、土肥、气象、植保等专业深入全国

劳模崔竹松所在村，通过跟班劳动，开展综合研

究，把水稻单产 6 750～7 500 kg 丰产经验，从

措施到长相，从地下到地上的各器官生长进行了

科学总结，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受到国内同行

专家的好评，推动了吉林省和北方稻作栽培技术

的发展，丰富了栽培科学内容。
2.3 快速发展期(1969～1979 年)

全省水稻育种工作又有新的突破，先后选育

出长白 6 号、吉粳 60、九稻 3 号、通交 17 和延粳

6 号一批新的优良品种，这批品种具有丰产性好、
熟期适当、抗稻瘟病性强、适应性广的优点，很快

代替了松辽号和长白号。实现了吉林省水稻品种

第二次更新，其中吉粳 60 70 年代初开始推广，

到 1975 年种植面积达 13.33 万 hm2，占全省水稻

面积 50%以上，开创了吉林省自育品种的新纪

元，获国家科学大会奖。
进入 70 年代，随着冷害不断发生(1972、1976

年是我省低温冷害年)，全省组织了栽培专业和气

象专业的专家开展了冷害发生规律及其防御措施

的研究，曾列为农业部“01”重点课题。
70 年代栽培技术研究的另一重要成果是水

稻机械直播及化学除草技术的研究。为水稻高产

打下了基础。
2.4 引进、消化吸收期(1980～1990 年)

进入 80 年代，由于引进日本大棚盘育苗机插

秧技术，生产水平明显提高，对品种提出更高要

求，全省水稻育种进入攻关爬坡阶段。在此期间省

内各育种单位先后选出一些新品种，如双丰 8 号、
长白 7 号、九稻 6～9 号、吉粳 61～63、寒 2、延粳

13、14、15，但在生产上推广面积仅占 20%左右，

日本新引进的早锦、京引 127、秋光、藤系 138、通

系 103 在生产上成为主栽品种。
改进日本大棚盘育苗机械插秧技术，在吉林

省农科院水稻所内进行示范，平均单产 7 965.0

kg，然后在省内重点县(市)推广，到 1983 年推广

33 县(市)，面积达 6.4 万 hm2，占全省水田 24.5%，

平均单产 6 375 kg，增产 27.3%，至 1987 年全省

6 期 89赵国臣等：吉林稻作科技进步与贡献



盘 育 苗 面 积 17 万 hm2， 机 械 插 秧 面 积 12.1 万

hm2，增产稻谷 3.84 亿 kg，创经济效益 3 亿多元。
为我省水稻生产开辟新的增产途径。同时也为我

省栽培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引进日本大棚育苗技术的同时，我省 1985

年开始盐碱地种稻技术开发研究：吉林省农科院、
吉林农大 1985～1987 年在前郭、扶余进行盐碱

地种稻技术研究，总结出以盐碱地旱育苗为中心

单产 7 500 kg 配套栽培技术，3 年累计开发水田面

积 3.3 万 hm2，增产稻谷 1.5 亿 kg，创经济效益 9

000 万元。广大稻农通过“以稻治涝、以稻治碱，种

稻致富”，增加了收入，并大大改善了生态环境，盐

碱地种稻既是土壤利用，又是土壤改良，苏打盐碱

地种稻改良，并获得高产，这是我国北方稻区新的

创举，具有普遍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2.5 稻作技术掘起期(1990～2000 年)

90 年代初，日本品种还占主导地位，并冷害

发生频繁，我省通化市农科院为了减轻冷害，研究

出采用早熟品种，早育苗、早插秧的综合高产栽培

技术，该技术从选用抗冷性强的早、中熟大穗高产

品种为内因；以旱育带蘖壮秧早育早插为基础；以

超稀植“小群体、壮个体”为中心；以前后并重的氮

素分施方法为保证；灌水以间歇灌溉为主，水层与

湿润相结合。此项技术在省内老水田推广面积很

大，在北方稻区也有较大的推广面积，获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
90 年代中期，吉林水稻科技迅速掘起，育出

一大批具有区域特点的优质高产水稻品种，吉林

省农科院水稻所选育出长白 9 号、超产 1 号、吉玉

粳、玉丰，通化市农科院选育的通 35、通 36，吉林

市农科院选育的九稻 17～19，吉林农大选育的农

大 3 号，这些优质高产品种到 1996 年在生产上迅

速推广，彻底代替了日本品种京引 127、旱锦、秋

光、藤系 138 品种，完成了第 4 次品种更新。
90 年代后期，由于农民出现了储粮难、卖粮

难的现象，品种选育也由过去的高产变为优质，吉

林省进行了第一届优质米鉴评，评选出超产 1 号、
超产 2 号、农大 3 号等优质米品种，随后又评选出

吉粳 81、83 等优质米品种。稻作技术研究侧重于

优质米和高产栽培技术研究方面。研究出小面积

单产 10 500 kg，大面积单产 9 000～9 750 kg 综

合栽培技术及优质米配套栽培技术。
2.6 飞速发展期(2000 年到现在)

进入 21 世纪，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又提到日

程，并随着世界能源危机，粮食安全已成为世界安

定的第一要素，对品种和技术又有了新的要求，国

家实施了超级稻高产育种计划，吉林省于 2004 年

育成了第 1 个超级稻品种吉粳 88，百亩连片产量

达 11 160 kg/hm2，最高产量达 11 985 kg/hm2，创

吉林省单产面积新纪录。同时吉粳 83、吉粳 102 被

认定了超级稻品种，并随着超级稻的推广，面积逐

渐扩大，现达到吉林省水稻面积的 50%以上。
稻作技术也从跨越计划和成果转化资金项目

转向超高产栽培技术研究和绿色有机稻米的研

究，提出了新技术体系和丰产示范方。为确保粮食

安全，增加 50 亿 kg 粮食，吉林省实施了三大水利

工程，为水稻大面积开发提供可能。吉林省西部水

田开发技术的研究、超级稻综合配套技术研究和

绿色有机栽培技术研究就成为稻作技术的主体。
纵观吉林稻作科技 60 年的研究，总是围绕吉

林水稻生产主要问题开展，从品种的收集、整理到

超级稻品种的育出，从总结劳模经验到绿色有机

丰产配套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及水田开发为我省及

北方稻区水田生产、开发、单产提高和品种的更新

换代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吉林增产 50 亿

kg 粮食，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稳定提供充足粮食

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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