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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吉粳 816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培育出的粳稻新品种，综合性状好、高产、抗逆、米质优良具香味。该

品种是通过分子标记辅助选择与模块化综合测试体系，对变异后代的表观、产量、品质及抗逆等性状进行精准测试与评

价，结合穿梭育种与高压选择选育而成。2018年通过吉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吉审稻 20180043”。本文

介绍了吉粳 816的选育过程、特征特性及栽培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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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ding and Application of a New Aromatic Rice Variety‘Jijing 816’with Bet⁃
ter Palatability
CHEN Mojun, FU Sheng, MENG Fanmei, FU Lizhong, MENG Weiren, ZHOU Guangchun, PIAO Rihua*,
YAN Yongfeng*
( Jil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Gongzhuling 136100, China)
Abstract：‘Jijing 816’is a new Japonica rice variety developed by the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Jil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t has good comprehensive characters, high yield, stress resistance, good quality and fra⁃
grance. The variety was tested and evaluated precisely for the appearance, yield, quality and resistance of the proge⁃
ny of the variation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test system of molecular marker assisted selection and modularization
and a new variety‘Jijing 816’was finally developed.‘Jijing 816’was certified by the Variety Certification Commit⁃
tee of Jilin Province in 2018, and the authorized number was 20180043. In this paper, the breeding procedure, char⁃
acteristics and main cultivation techniques of‘Jijing 816’were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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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本为民，民以食为天。人民的口粮问题是

涉及到国本与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据统计，目前

我国大约有 60%的人口以大米为主食 [1]。近年来，

我国的大米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总体来看，

籼稻在大米消费中的比例越来越低，而粳稻尤其是

优质粳稻则越来越高，从 1980年至 2006年的年人

均消费量从 15公斤增加到 30公斤[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稻米的品质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香稻因其香味浓郁、口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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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价值高等优点深受人们的青睐。水稻香味的

性状主要受编码甜菜碱醛脱氢酶的基因 Badh2控
制，香稻品种主要携带的 Badh2变异位点为第 7
外显子有 8个碱基缺失和 3个碱基突变（Badh2-
E7）和第 2 外显子有 7 个碱基的缺失（Badh2-
E2）[3-4]。采用 Badh2基因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可以

大大提高香稻品种的育种效率。

吉林省是我国东北优质粳稻产区核心区 [5]。

近 10年吉林省的审定品种数量超过 160个，而盲

目性育种导致品种使用效率低，只有 20%左右，优

质米品种数量少，尤其缺乏品质优良的香稻品

种 [6-11]。鉴于此，笔者于 2008年开始利用香稻品

系吉丰 20-28/菰与日本优良品种心待杂交，后代

经过香味基因 Badh2的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及产

量、品质、抗逆性筛选，培育出集优良食味、高产

和抗逆等诸多优良性状于一体的香型水稻新品种

“吉粳 816”，2018年通过吉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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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选拔表现优良单株 59个，室内采用精量无伤仪

器与人工直观评价淘汰 43个糙米外观品质差的

单株，优选出 16个单株。同年冬季送海南基地进

行南繁加代，获得 16个株系。2010年将南繁加代

的 16个株系在所内持续种植优选，至 2013年 F7代
出现 9个稳定优良品系。对稳定品系在稻米加工

品质、营养品质、外观品质、蒸煮食味品质方面进

行全面鉴定评价，选出 4个综合性状优良品系。

2014年利用覆盖全省不同生态区的鉴定网络进

行适应性鉴定；在吉林永吉、东丰横道河、通化辉

南 3个稻瘟病高发区进行抗稻瘟病抗性鉴定；在

公主岭市耐冷鉴定圃和耐盐碱鉴定圃进行耐冷性

鉴定和耐盐碱性鉴定；通过逐步增加选择压，最

终筛选出 1个食味佳、产量高、抗逆性强的香稻品

系，田间代号吉 14-115，选育技术路线见图 2。
2015年吉林省种子管理总站启动了“吉林省优良

食味水稻品种筛选试验”，在内部食味评选活动

中，吉 14-115以食味评分第一名获得参试资格，

参试名称“吉粳 816”。

3 产量表现

2016年区域试验平均产量 8 262.4 kg/hm2，比

对照品种秋田小町增产 5.1%，2017年区域试验平

审定，审定编号：吉审稻 20180043。该品种 2018
年 5月在“首届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会”

上荣获金奖 [12]，同年 10月参加“2018中国·黑龙江

首届国际大米节稻米品评品鉴”活动，在 177份
优质大米的食味角逐中，排名在日本新泻鱼沼产

“越光”大米、日本山形产“一见钟情”和黑龙江

“五优稻 4号”大米之后，荣获铜奖 [13]。

1 育种思路

自“五优稻 1号”成功选育以来，五常香米广

受市场好评，大米年年供不应求。本研究团队认

为，口感俱佳、香味浓郁的香稻品种深受市场青

睐。特点鲜明、气香味佳的香米极具竞争力，将

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因此，我们将香稻品种的选

育作为育种的重要目标之一。鉴于生产上应用的

香稻品种存在抗倒伏能力差、整精米率低等问

题，研究室选用圆粒香型品系“吉丰 20-28”作为

亲本进行杂交改良。首先以外缘“菰”花粉进行

诱导，获得香味和抗逆性兼具的品系吉丰 20-28/
菰。2008年以吉丰 20-28/菰为母本，日本优良食

味品种心待为父本进行杂交，后代采用分子标记

辅助选择和系谱法进行选育。

2 模块化综合测试鉴定体系的应用

杂交后代选出的优良株系经过外观品质鉴

定、全面品质鉴定、适应性鉴定、抗逆性鉴定四步

鉴定模块综合评价合格后，方可推荐参加省级试

验。

首先，利用香稻关联分子标记 InDel-E2和 In⁃
Del-E7[14]对香稻品系“吉丰 20-28”进行检测，发现

品系“吉丰 20-28”携带香味等位基因 Badh2-E7。
2009年利用香味关联分子标记 Badh2-E7对 F2群
体进行单株检测，具有 196bp条带为纯合香型单

株；具有 204bp条带为纯合非香型单株；同时具有

196bp和 204bp条带为香型基因杂合株（图 1）。
2010个 F2单株中共鉴定出 565个纯合香型株，田

 
注：纯合香型（2,4,11,14,15,17,18,20,23,24,26,30,31,36）；纯合非香型（1,7,8,12,16,19,25,34,35）；

杂合香型 (3,5,6,9,10,13,21,22,27,28,29,32,33,37)
图1 部分F2代单株香味基因分子标记检测电泳图

图2 “吉粳816”选育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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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产量 8 039.4 kg/hm2，比对照增产 7.6%。两年区

域试验平均产量 8 150.9 kg/hm2，比对照增产 6.3%。
2017年生产试验平均产量 8 277.4 kg/hm2，比对照

增产 9.1%。
4 特征特性

4.1 植物学特征

本品种主茎 14片叶，株高 112.8 cm，株型紧

凑，分蘖力较强，剑叶上举，茎叶绿色，每公顷有

效穗数 327.0万穗。穗长 19.6 cm，半弯曲穗型，平

均穗粒 138.9粒，结实率 87.6%。谷粒椭圆形，颖

及颖尖均黄色，无芒，千粒重 25.5 g。
4.2 抗逆性

据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2015～
2017年连续三年进行的苗期分菌系人工接种及

异地田间自然诱发叶瘟、穗颈瘟抗病鉴定结果，

“吉粳 816”对苗瘟表现中抗（MR），叶瘟表现中感

（MS），穗瘟表现感病（S）；抗纹枯病田间自然诱发

有效鉴定点中最高病级 7级，表现中感（MS）；在
白叶枯病鉴定圃中，最高病率 7.0%，表现中抗

（MR）。值得一提的是，“吉粳 816”耐肥抗倒性突

出，据相关报道，吉林省近几年的氮肥施用量持

续走高，普遍已达到 181～225 kg/hm2的水平 [15]，且

氮肥施用盲目性大，极易导致倒伏 [16]。2018年水

稻生育后期全省范围内出现了持续低温寡照并多

有降水，水稻生产出现了大面积倒伏现象，而“吉

粳 816”在全省各生态区布点 20余公顷，无一例出

现倒伏，深受广大繁殖户的好评。

4.3 稻米品质

依据农业农村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武汉）2018年检测结果，按 NY/T593-2013《食用

稻品种品质》标准，“吉粳 816”糙米率 83.8%、精米

率 76.2%、整精米率 68.4%、粒长 4.9 mm、长宽比

1.9、垩白粒率 4%、垩白度 0.4%、透明度 1级、碱消

值 7.0级、胶稠度 70 mm、直链淀粉含量 14.3%。米

质符合 2等食用粳稻品种品质规定要求。

5 栽培技术要点

5.1 育苗

稀播育壮秧，适播时间为 4月上、中旬，钵盘

育苗，盘育苗播种量为 80～100 g；钵盘育苗播种

量为每钵孔 3～5粒。出苗后应加强炼苗，培育壮

苗，1叶 1心至 2叶 1心期须加强管理，及时防治绵

腐病、立枯病等苗期病害，同时，应兼顾苗期除草

及插秧前潜叶蝇的防治工作。

5.2 插秧及水分管理

适宜移栽时间为 5月中、下旬，行株距 30 cm×
15～20 cm为适宜，每穴插 2～4棵苗。插秧深 1
cm左右，插秧后至缓苗期灌水 3～5 cm，缓苗后至

分蘖期 3 cm浅水促进分蘖，孕穗后开始实行间歇

灌水，出穗 30天以后断水。7月下旬若遇极端低

温天气，应采用深水护苗，防止障碍性冷害。

5.3 施肥

氮、磷、钾配方施肥：每公顷施纯氮（N）140～
150 kg，按底肥∶分蘖肥∶穗肥=4∶2∶4的比例分期

施用；纯磷（P2O5）50～60 kg，宜全作底肥；纯钾

（K2O）50～60 kg，两次施肥，底肥 60%，穗肥 40%。
5.4 病虫草害防治

应加强病虫草害的预防和防治，插秧前后应

注意封闭除草。6月上旬注意防治潜叶蝇、稻水

象甲；6月下旬至 7月上旬注意防治二化螟。世上

没有绝对抗稻瘟病的品种，7月上旬如发现叶瘟

则须打药防治，破胸期不管有没有稻瘟病，一定

要注意打药预防，如出穗期温度高、湿度大隔 7天
再打一次药。

6 适应地区

吉林省四平、吉林、长春、通化、辽源、延边等

稻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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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净光合速率等光合性状差异极显著。

本研究结果表明，杂交种吉杂 319叶片净光

合速率、气孔导度、水分利用效率和表观叶肉导

度显著高于其母本不育系 515A和父本恢复系

501R，具有显著的杂种优势；叶片胞间 CO2浓度显

著低于其母本不育系 515A和父本恢复系 501R；
叶片蒸腾速率与其亲本间差异不显著。杂交种吉

杂 319叶片光合代谢能力显著高于其双亲，为其

获得高产奠定了生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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