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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近 10 年审定粳稻品种 

现状与育种思路分析
刘宝海　高世伟　常汇琳　聂守军　刘　晴　刘宇强　郭海英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化分院，绥化 152052）

摘要：通过对黑龙江省 2009-2018 年审定的 187 份常规粳稻品种进行统计分析，结合育种思路、方法和科企合作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提出今后黑龙江省水稻育种思路应该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实施育种多目标优化，以提高育种效率为导向开展育

种技术融合实践，以增强优势互补为导向推动科企合作共赢发展，以期为今后黑龙江水稻品种选育和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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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我国第一大口粮作物，作为全国最大、

最重要的粳稻主产区，黑龙江省粳稻产量占全国

50% 以上，在粮食生产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起

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水

稻新品种选育和应用对黑龙江省水稻单产提高、品

质改善、总产持续增加和综合生产能力稳定提升作

出了突出贡献 [2]。为推动黑龙江省水稻产业发展，

通过对黑龙江省 2009-2018 年审定通过的 187 个

粳稻品种现状进行分析，旨在梳理品种选育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水稻育种思路，以期为今后黑龙江水稻

新品种选育和应用提供参考。

1　审定品种现状
据统计，2009-2018 年通过黑龙江省审定水稻

品种共 207 个，其中常规稻 205 个，杂交稻 2 个。根

据品种特性，常规稻可划分为常规粳稻（以下简称

粳稻）、粳型糯稻（以下简称糯稻）和粳型软米稻（以

下简称软米稻）。

1.1　品种选育情况分析　近 10 年审定粳稻、糯稻

和软米稻品种数量为 187、14 和 4 个，分别占常规

稻的 91.2%、6.8% 和 2.0%（图 1A），说明常规粳稻

品种是审定数量和比例最大的品种类型，该类型品

种支柱地位已明确，具有典型代表性，其农艺性状优

劣变化将直接影响黑龙江省水稻种植生产情况。粳

稻品种中，通过杂交育种方法选育品种 182 个、系统

选育方法育成品种 4 个、辐射诱变方法选育品种 1
个，分别占 187 个粳稻品种的 97.3%、2.1% 和 0.5%

（图 1B），说明通过亲本杂交后代基因重组、创造丰

富变异和系谱选择的杂交育种方法，已成为黑龙江

水稻育种主要技术和成效最大的育种方法，辐射诱

变技术选育品种数量极少，其应用和成效不太理想。

杂交育种中，以 F1 花药离体培养、诱导分化、加倍

纯合与系统选育相结合的水稻花培方法育成品种 9
个，占 182 个杂交育种品种的 4.9%（图 1C），说明

具有缩短育种年限、提高选择效率等优点的水稻花

培育种技术，在黑龙江省已成为最成熟、实用和有效

的生物技术育种方法之一。杂交育种中，以亲本单

交、复交（三交、多交）组配方式非花培方法（以下简

称常规杂交）选育的品种 173 个，占 182 个杂交育

种品种的 95.1%，其中以 2 个亲本成对杂交的单交

方式选育品种 155 个，以 3 个亲本杂交的三交方式

选育品种 11 个，以 3 个亲本以上杂交的多交方式选

育品种 7 个，分别占 173 个常规杂交品种的 89.6%、

6.4% 和 4.0%（图 1D），说明采用常规杂交方法和

单交杂交方式是目前黑龙江省水稻育种应用最广

泛、成效显著的技术路径。以上结果说明，粳稻类型

品种占据黑龙江省水稻主导地位，采用单交方式进

行常规杂交育种是黑龙江省水稻主要育种技术，同

时花培技术是黑龙江省主要生物技术育种方法。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计划重大项目（GA18B01）；
黑龙江省科技厅“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助项目

（ZY18C10，ZY18C1001）；科技部“七大作物育种”专项
（2017YFD01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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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9-2018 年审定品种类型及育种方法

1.2　品种时空变化分析　从图 2 可知，近 10 年黑

龙江省第 1、2、3、4 积温带审定粳稻品种数量

为 60、56、43 和 28 个，分别约占 187 个粳稻品种

的 32.1%、29.9%、23.0% 和 15.0%，不 同 积 温 带

品种数量多少依次排序为 1>2>3>4，表明 4 个积温

带审定品种数量呈现递减趋势，第 4 积温带品种

数量与所占比例最少，其育种能力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从年度审定粳稻品种数量来看，2009-2018 年

各年度品种数量分别为 13、16、8、14、17、24、
16、16、29 和 34 个，分别约占 187 个粳稻品种的

7.0%、8.5%、4.3%、7.5%、9.1%、12.8%、8.5%、

8.5%、15.5% 和 18.2%，不同年度品种数量多少依

次排序为 2011<2009<2012<2010<2015=2016<2013
<2014<2017<2018，2018 年品种数量是 2011 年的 4
倍多，表明品种数量年度间变化呈现波动式逐年增

加趋势。从不同年度积温带间审定品种数量来看， 
2014 年第 2 积温带、2018 年第 4 积温带、2017 年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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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9-2018 年第 1~4 积温带品种数量

积温带品种数量分别为 11、10 和 9 个，数量位列

前三；2013 年第 4 积温带审定品种 0 个，居末 1
位；2010 年第 4 积温带和 2011 年第 2、4 积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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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数量均为 1 个，居末 2 位；2009 年第 2、4 积

温带，2012 年第 3、4 积温带，2014 年第 4 积温带

和 2015 年第 4 积温带品种数量均为 2 个，居末 3
位。表明审定品种数量受积温带和年度互作因素

影响而出现差异，但其变化无明显特点。以上结

果说明，审定品种数量总的变化趋势是从第 1~4
积温带呈递减趋势，且 2009-2018 年呈波动式逐

年增加趋势，其受积温带、年度二因素互作效应和

主效应影响存在差异，且互作效应表现为无明显 
特征。

1.3　品种育成单位分析　从图 3 可知，根据近 10
年审定品种单位性质，将其划分为公益科研（农业

科研院所、大学等单位）、种业公司（从事种子经营

企业）、民营科研（民营农业科研所）和科企合作（公

益科研与种业公司双方）4 个类型。从不同单位品

种数量来看，2009-2018 年公益科研、种业公司、民

营科研和科企合作单位分别为 90、38、19 和 42 个，

其所占比例为 47.6%、20.1%、10.1% 和 22.2%，表

明公益科研单位占据品种审定主导地位，其次是种

业公司也呈现出较强的品种审定能力。从不同年度

单位间品种数量来看，公益科研单位 2016 年品种

数量最少仅为 4 个，2018 年品种数量最多达 18 个，

2009-2016 年品种数量呈波动下降趋势，2017-2018
年显著上升，总体呈现较大幅度波动上升趋势；种业

公司 2009 年、2011 年、2016 年品种数量为 0 个，

2014 年、2018 年品种数量达 8 个和 7 个，2017 年

品种数量最多达 14 个，呈现大幅度波动上升趋势；

民营科研单位 2011 年、2012 年、2015 年品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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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9-2018 年育种单位审定品种数量

量均为 1 个，2014 年、2016 年品种数量均为 3 个，

其他年度均为 2 个，呈现无明显变化趋势；科企合作

单位 2009 年、2012 年品种数量均为 0 个，2016 年

品种数量最多达 9 个，2015 年、2018 年品种数量

均为 7 个，呈现较小幅度波动上升趋势。以上结果

说明，黑龙江省水稻品种审定单位比较集中，公益

科研单位是主力军，且年度间呈现较大幅度波动上

升趋势，种业公司也彰显出较强的品种审定能力，

且年度间呈现大幅度波动上升趋势，其品种审定能

力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民营科研单位年度间变化不 
明显。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育种思路还有待进一步理清　由于受黑龙江

省特殊生态环境限制，以及稻谷市场产大于需的现

状影响，水稻品种特征特性的优良性越来越受到重

视，但在育种目标上也存在有些科研育种者热衷于

从品种本身的高产、优质、多抗等某个或几个性状

出发来确定，而没有从涉及品种使用者需要的角度

优化育种目标，如果审定的新品种不能满足种植、加

工、消费等各经济主体的共同需要，这个新品种推广

寿命会受到很大不利影响或者面临审定了却不能推

广的尴尬局面。

2.2　育种手段和方法还比较单一　黑龙江粳稻品

种育种技术主要以常规有性单交的传统方法为主，

生物技术运用上也仅停留在花药培养育种技术方

面，同时关于寒地水稻育种理论与技术研究创新还

不够深入，缺乏关键性的原始创新与突破。虽然分

子育种技术研究有一定基础，但其实用化程度还比

较低，基因发掘、克隆与编辑等技术与育种实践结合

得还不够紧密，呈现出能广泛且有效应用于育种实

践的现代生物科技技术较少的现状。

2.3　育种科企合作融合度还不够　目前，采用科企

合作方式开展新品种选育的工作初见成效，但也存

在科企合作层次不够深入或仅仅停留在表面的问

题，一是农作物新品种选育是一项投资大、时间长、

见效慢的工程，企业在合作中急于求成的心态，导致

一旦成果无法达到预期便终止合作；二是科企合作

双方同时与多家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双方合作关系

并不固定，且非利益共同体，出现问题往往不欢而

散；三是科研单位主动意愿不强，存在育种材料和资

源流动到企业后“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担忧。



专题论述 172020年第１期

3　今后育种思路
3.1　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实施育种多目标优

化　农业产业链中各经济主体之间收益分配问题

变得越来越重要 [3]。随着水稻产业不断深入发展，

由于其产业链中种植、加工、消费等各主体对市场

收益最大化的诉求，而对品种优良的特征特性则提

出新的更高要求。就黑龙江水稻品种选育而言，在

坚持常规粳稻育种为主的基础上，必然走育种多目

标优化之路，才能满足“好种、好加工、好消费”的有

机结合与统一。“好种”就是指农民种植的水稻要

高产、抗病、抗倒伏，且以稻谷种植经济收入最大化

为目标；“好加工”就是指加工企业加工稻谷的糙米

率、整精米率高，且以加工成本最小化为目标；“好消

费”就是指消费者购买的稻米要味美价廉，且以消

费者购买稻米意愿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在主要开展

常规粳稻品种选育基础上，也要注重功能型专用水

稻品种选育。要协调好品种审定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以及控制年际间品种审定数量的大幅度波动，并加

大第 3、4 积温带品种选育力度，从而保障优良品种

的持续有效供给。

3.2　以提高育种效率为导向，开展育种技术融合实

践　从育种技术来说，中国的科研院所、大学院校均

已经没有了迈不过的技术门槛，分子标记辅助选择、

全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转基因技术都有能力去应

用 [4]。有性杂交育种是利用不同亲本材料杂交，充

分发挥基因重组作用，育种效率一般比较高，作为主

流水稻育种方法得到广泛应用 [5]。就黑龙江水稻选

育技术而言，应该加强顶层设计育种，在不同育种阶

段融合相应的育种技术，以期提高育种效率。采用

辐射诱变、化学诱变等方法发掘创新优异稻种资源，

采用育种亲本类群划分选择法 [6] 开展常规有性单

交，结合花药培养、分子标记、基因编辑等现代生物

技术，以及“压力 - 状态 - 响应模型杂交后代选择”

（作者尚未公开发表）等方法提高杂交后代选择效

率，从而建立起稻种资源创新评价、亲本杂交选配、

后代高效筛选为一体的实用、高效、定向育种技术体

系，选育出符合育种目标要求的突破性寒地水稻新

品种。

3.3　以增强优势互补为导向，推动科企合作共赢发

展　科企合作是推动科研机构事业改革，提升企业

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 [7]。黑龙江省共有 72 家涉农

科研院所，以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龙江省农垦科

学院为代表的农业科研机构科研优势显著 [8]，应鼓

励企业创新，整合现有育种力量和资源，逐步建立以

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新机制，从而加快商业化

育种进程 [9-10]。就黑龙江科企合作育种而言，借助

公益科研单位种质资源、经验和人才长期积累的育

种优势，以及种业公司育种商业化的市场敏锐性优

势，构建科企合作利益与风险捆绑的共同体，可以根

据企业发展需要，以技术服务经费、一次性购买、收

益分成、成果再开发等方式开展科企合作，可以根据

科研单位科研积累优势，共同搭建研发平台，合力攻

关，形成集科研创新、成果评价推广与收支共享为一

体的科企合作方式，也可以探索建立优势科研机构

与优势种子企业之间以知识产权与资本共同持股为

纽带的持续性战略伙伴关系，从而推动科研成果产

业化，最终实现科企合作优势融合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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