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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稻区近 20年水稻品种审定与保护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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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统计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四省（区）于 1999-2018 年通过审定以及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获得授权的水稻品种信息，

主要分析水稻品种的时空分布、类型分布以及第一选育单位等情况。华南稻区 1999-2018 年通过审定水稻品次数占当年全国

品次数的百分比总体平稳，年度占比平均值为 23.3%，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分别为 10%、6.4%、5% 和 1.8% ；华南稻区获得

植物新品种保护授权的水稻品次数占全国的 14.3%，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分别为 4.6%、3.9%、5.0% 和 0.8%。常规稻占华南

稻区审定水稻品种的 19.1%，杂交稻占 77.7% ；获得授权水稻品种占比中，常规稻（含恢复系、保持系等杂交稻亲本）占 45.6%，

杂交稻占 18.9%。三系杂交稻占审定水稻品种的 64.8%，两系杂交稻占 12.9% ；获得授权的三系杂交稻占 15.9%，两系杂交稻

占 3.0%。三系不育系占审定水稻品种的 2.6%，两系不育系占 0.5% ；三系不育系占授权品种的 18.5%，两系不育系占 6.5%。通

过审定水稻品种的第一选育单位为科研院所（含高校）为 69.2%，种业公司为 29.1%，政府机构为 0.7%，个人为 1.0% ；获得植物

新品种保护授权水稻品种的第一选育单位为科研院所（含高校）为 68.1%，种业公司为 19.4%，政府机构仅在 2003 年发生，个

人为 2.3%。以上数值均指不同年度占比汇总的 20 年平均值。华南稻区是全国水稻品种创新的重要区域，为筑牢国家粮食安

全提供了有效的科技支撑。杂交水稻在华南稻区审定品种中占主导地位，三系法是近 20 年华南稻区最重要的水稻育种途径。

华南稻区的水稻育种力量主要集中在科研单位，2016 年后种业公司作为华南稻区水稻审定品种选育单位的份额大幅上升；科

研院所在华南稻区的水稻新品种保护工作中一直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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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水稻科技强国和稻米消费大国，也是世

界稻作起源地之一。中国科学院韩斌团队通过计算

各样区栽培稻和野生稻种群之间基因组驯化相关

多个位点的遗传距离，发现中国南方珠江流域的广

西可能是栽培稻起源地 [1]，该研究成果已于 2012 年

10 月发表在《Nature》杂志上。品种创新能力是国

家农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品种和品种权信息

具有很好的产业研究价值。对水稻品种信息进行整

理和分析，有助于我国的种业研发机构开展水稻育

种和品种布局，也是我国规划和实施种业强国战略

的信息基础。程式华 [2] 将全国稻区重新按整建制

划分为华南稻区、长江上游稻区、长江中游稻区、长

江下游稻区、东北稻区、华北西北稻区等六大区。华

南稻区主要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海南 4 个省（区），

跨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区，已培育出一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和重大应用前景的突破性水稻品种 [3]。谢

华安 [4] 指出华南型超级稻品种已大面积推广应用，

并对今后华南稻区的超级稻研究提出“丰产、抗病、

优质、广适”的综合提高研究策略。刘传光等 [5] 对

近 50 年来华南常规籼稻主栽品种的农艺性状进行

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生物产量因子对产量的贡献

最大。罗飞苑等 [6] 的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的水稻

育种力量主要集中在科研单位。对 2004-2014 年

广西通过审定的感光杂交稻品种进行分析，结果表

明这些品种的产量水平没有提高，但稻米品质总体

表现出上升趋势 [7] ；稻瘟病抗性提高，白叶枯病抗

性改善不明显 [8]。邓国富等 [9] 分析了广西改革开放

30 年来水稻育种取得的杂交水稻优质化育种和超

级稻育种等主要成就和存在问题，提出了“十二五”

广西水稻育种的研究重点。粟学俊等 [10] 分析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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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稻品种审定存在问题，提出感温品种的种植区

域应为建议性的而非限制性等建议。黄达彪等 [11]

分析了 2001-2010 年福建省审定水稻品种，结果表

明三系法杂交稻组合占 87.5%，二系法杂交稻组合

占 8.6%，常规稻品种占 3.9%，三系法是当前福建省

水稻育种主要方法。福建省从传统育种逐步转变为

商业育种，由过去的注重数量向数量、质量和效益三

者并重 [12]。当前海南水稻种业市场具有品种繁多、

种子库存量大、需求锐减等特点，指出海南水稻育

种的发展方向是优质稻和超级稻 [13]。邹婉侬等 [14] 

分析了我国水稻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结果表明中国

的杂交水稻研究具有世界领先技术优势。倪建平 
等 [15] 对 1999-2011 年我国水稻品种权进行了统计

和分析，结果表明水稻品种权的申请量和授权量都

快速增长，但尚存在品种权审查速度较慢等问题。

陈红等 [16] 分析了水稻新品种保护和品种推广的数

据，指出我国水稻育种目前存在企业参与育种创新

动力不足等问题。尽管华南稻区的水稻育种取得一

系列重大成果，也有研究对华南稻区育种实践进行

了多方面的总结，但对近年来的品种审定和品种权

信息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并不多见。品种权保护工

作对水稻种业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是保持和发展

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活力的有力保障。加大培育我国

水稻育种自主创新能力，争取以绝对优势取得与掌

握当前和未来水稻种业市场的品种权，从而“把饭

碗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上”。本研究针对华南稻区

广东、广西、福建、海南 4 个省（区）自育水稻品种审

定情况和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授权情况进行统计分

析，研究结果可为育种科研提供数据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通过审定的水稻品种信息主要来

源于国家水稻数据中心的中国水稻品种及其系谱数

据 库（http ：//www.ricedata.cn/variety/index.htm），并

根据各地种子管理局（总站、站）、种子协会官网发

布的品种审定信息做了部分补充，统计分析了第一

育种单位所在地为广东、广西、福建、海南 4 省（区）

于 1999-2018 年通过国家审定和广东、广西、福建、

海南品种审定的水稻品种。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授

权的水稻品种信息主要来源于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

中心官网的农业植物新品种权数据库（http ：//www.
nybkjfzzx.cn/p_pzbh/pzbh.aspx），删除了重复项和一

些错误项，并依据国家水稻数据中心的记录做了部

分补充，统计分析了数据库内品种权人所在省份为

广东、广西、福建、海南 4 省（区），于 1999-2018 年

申请并获得品种权授权的水稻品种。以上数据更新

至 2019 年 4 月初。

1.2　统计方法　水稻品种的时空分布中的百分比

数据指 1999-2018 年各年份华南稻区以及广东、广

西、福建、海南四省（区）通过品种审定或获得植物

新品种保护授权的水稻品次数占各年份全国水稻品

次数的比例。水稻品种类型分布中，百分比数据均

指 1999-2018 年各年份不同类型水稻品次数占当年

华南稻区通过审定或获得授权的品次总数的比例。

其中，按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官网的农业植物

新品种权数据库，获得授权水稻品种中的常规稻部

分包括了一般意义上的常规稻，也包括了恢复系和

保持系等杂交稻亲本。如无特别说明，品种审定数

据统计的为品次数，对于一个品种多省审定的情况

不作区分。

2　结果与分析
2.1　水稻品种的时空分布　在时间分布上，华南稻

区 1999-2018 年通过审定水稻品次数占当年全国品

次数的百分比总体平稳，部分年度差异比较大，平均

值为 23.3%，最大值 32.1% 发生在 2001 年，最小值

7% 发生在 2002 年；在空间分布上，广东、广西、福

建、海南的平均数分别为 10%、6.4%、5% 和 1.8% 
（图 1）。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图 1　华南稻区 1999-2018 年通过审定水稻品种的时空变化

华南稻区 1999-2018 年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授

权的水稻品次数占全国的百分比，在时间分布上，前

几年持续上升后趋于相对平稳，平均值为 14.3%，最

大值 25.7% 发生在 2005 年，最小值 0 发生在 1999
年和 2018 年；在空间分布上，广东、广西、福建、海南

的平均数分别为 4.6%、3.9%、5.0% 和 0.8%（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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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华南稻区 1999-2018 年获得授权水稻品种的时空变化

2.2　水稻品种的类型分布　通过审定水稻品种按

不同类型分类的比例如下：常规稻，平均值为 19.1%，

最大值 37.8% 发生在 1999 年，最小值 11.9% 发生在

2007 年；杂交稻，平均值为 77.7%，最大值 83.3% 发

生在 2002 年，最小值 62.2% 发生在 1999 年（图 3）；
不育系，平均值为 4.1%，最大值 15.6% 发生

在 2007 年，最小值 0 发生在 1999-2004 年（即从

2005 年华南稻区开始有水稻不育系参加并通过

品种审定），中位数为 4.3%，众数 0 发生在 1999-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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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华南稻区 1999-2018 年通过审定水稻品种的类型变化

获得授权水稻品种按不同类型分类的比例如

下：常规稻（含恢复系、保持系等杂交稻亲本），平均

值为 45.6%，最大值 100% 发生在 2000 年，最小值 0
发生在 1999 年和 2018 年（1999 年华南稻区尚无水

稻品种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2018 年华南稻区申请

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水稻品种数据统计时尚未获得授

权）；杂交稻，平均值为 18.9%，最大值 37.0% 发生在

2007 年，最小值 0 发生在 1999 年、2000 年和 2018
年（图 4）；

不育系，平均值为 25.0%，最大值 60.0% 发生在

2001年，最小值0发生在1999年、2000年和2018年，

中位数为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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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品种数据库中的常规稻包括常规水稻和恢复系、保持系等杂交稻

亲本

图 4　华南稻区 1999-2018 年获得授权水稻品种的类型变化

通过审定杂交水稻品种按不同类型分类的

比例如下：三系杂交稻，平均值为 64.8%，最大值

77.8% 发生在 2002 年，最小值 56.8% 发生在 1999
年；两系杂交稻，平均值为 12.9%，最大值 21.4% 发

生在 2017 年，最小值 5.4% 发生在 1999 年（图 5）。
在 1999 年、2002 年、2003 年、2005 年，华南稻区

通过审定的三系杂交稻品种数量超过两系杂交稻的

10 倍，之后这个倍数逐步降低，近 5 年降至 3 倍左

右，20 年平均值为 6.2 倍（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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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华南稻区 1999-2018 年通过审定 

杂交水稻品种的类型变化

获得授权杂交水稻品种按不同类型分类的

比例如下：三系杂交稻，平均值为 15.9%，最大值

31.6% 发生在 2003 年，最小值 0 发生在 1999 年、

2000 年和 2018 年；两系杂交稻，平均值为 3.0%，最

大值 9.7% 发生在 2008 年，最小值 0 发生在 1999
年、2000 年、2001 年、2003 年、2004 年、2005 年、

2012 年、2013 年、2015 年、2018 年（图 6）。在华

南稻区有杂交稻申请并于之后获得品种权保护的

17 个年份中，有 7 个年份只有三系杂交稻而无两系

杂交稻（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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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华南稻区 1999-2018 年获得授权 

杂交水稻品种的类型变化

通过审定水稻不育系按不同类型分类的比

例如下：三系不育系，平均值为 2.6%，最大值 11%
发生在 2007 年，最小值 0 发生在 1999-2004 年；

两系不育系，平均值为 0.5%，最大值 2.3% 发生

在 2013 年，最小值 0 发生在 1999-2004 年、2008
年、2009 年、2011 年、2012 年、2014 年、2017
年（图 7）。在华南稻区，2005-2018 年有水稻不

育系通过审定，在这 14 年中有 6 个年份只有三

系不育系而无两系不育系；在另外 8 个年份，三

系不育系通过审定的数量是两系不育系的 4.1 倍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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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华南稻区 1999-2018 年通过审定水稻不育系类型变化

获得授权水稻不育系按不同类型分类的比例

如下：三系不育系，平均值为 18.5%，最大值 42.3%
发生在 2010 年，最小值 0 发生在 1999 年、2000
年和 2018 年；两系不育系，平均值为 6.5%，最大

值 40% 发生在 2001 年，最小值 0 发生在 1999 年、

2000 年、2008 年、2017 年、2018 年（图 8）。在华

南稻区有水稻不育系申请并于之后获得品种权保护

的 17 个年份中，有 2 个年份只有三系不育系而无两

系不育系；另外 15 个年份，三系不育系是两系不育

系的 4.9 倍（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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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华南稻区 1999-2018 年获得授权水稻不育系类型变化

2.3　水稻品种的第一选育单位情况　通过审定水

稻品种的第一选育单位按不同性质分类的比例如

下：科研院所（含高校），平均值为 69.2%，最大值

100%发生在 2002年，最小值 34.1%发生在 2018年；

种业公司，平均值为 29.1%，最大值 65.9% 发生在

2018 年，最小值 0 发生在 2002 年；政府机构，平均值

为 0.7%，最大值 5.4% 发生在 1999 年，最小值 0 发

生在 2002 年、2004 年、2005 年、2008-2018 年；个人，

平均值为 1.0%，最大值 5.8% 发生在 2007 年，最小

值 0 发生在 1999-2005 年、2012 年、2016-2018 年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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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华南稻区 1999-2018 年通过审定 

水稻品种的第一选育单位情况

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授权水稻品种的第一选

育单位按不同性质分类的比例如下：科研院所（含

高校），平均值为 68.1%，最大值 100% 发生在 2000
年，最小值 0 发生在 1999 年和 2018 年；种业公司，

平均值为 19.4%，最大值 46.5% 发生在 2014 年，

最 小 值 0 发 生 在 1999 年、2000 年、2018 年；政

府机构，在 2003 年申请的 1 个水稻品种权保护并

于之后获授权，占当年华南稻区授权水稻品种数

的 2.6% ；个人，平均值为 2.3%，最大值 6.5%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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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8 年，最小值 0 发生在 1999-2002 年、2005
年、2016-2018 年（图 10）。华南稻区，在科研院所

和种业公司均有品种申请并于之后获得品种权保

护的 17 个年份（2001-2017 年），科研院所获得授

权水稻品种数量按年份比例平均是种业公司的 5.1
倍，最高年份（2003 年）科研院所是种业公司的 17
倍，2002-2004 年这 3 年都超过了 10 倍，近 10 年

种业公司的比例上升并于 2014 年达到最高（与科

研院所的授权品种数基本持平），近 5 年科研院所

与种业公司授权品种数的年度比值平均值是 2.9 倍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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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华南稻区 1999-2018 年获得授权 

水稻品种的第一选育单位情况

3　讨论
新中国的品种管理制度可简单分为新中国成

立后不久、20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

下简称《种子法》颁布实施、2016 年《种子法》新修

订实施 3 个阶段 [17]。新《种子法》的颁布实施，开

通了品种审定绿色通道和联合体试验，更好地满足

了品种试验需求 [17]。本研究结果表明，2016 年后，

种业公司作为华南稻区水稻审定品种的第一选育

单位的份额大幅上升，超过了一半，2018 年占到了

65.9%。

本研究结果表明，华南稻区的常规稻和杂交稻

在审定品种中的比例自 2000 年后已渐趋于稳定，近

80% 为杂交稻，近 20% 为常规稻，这一比例与吕凤

等 [18] 对全国品种审定数据基本一致。但综合考虑

全国范围中粳稻的高常规稻比例和华南稻区为籼稻

种植区等因素，说明华南稻区的常规稻比例可能略

高于全国籼稻种植区平均值，也说明了杂交水稻在

华南稻区审定品种中的主导地位。这一结论与石学

彬等 [19] 对 2005-2016 年国家审定水稻品种的分析

结果基本一致，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常规籼稻仅占

通过审定籼稻品种的 3.3%，也与林海等 [20] 的水稻

品种类型比例研究结果较为一致，他们的研究结果

显示籼型常规稻占 2012-2017 年全国审定籼稻品

种的 9.1%。在授权品种中，由于恢复系和保持系等

杂交稻亲本归入常规稻而使数据变得较为复杂。

1995 年，袁隆平在湖南中稻现场会上宣布两系

法杂交水稻研究成功，1996 年两系法杂交稻占杂交

水稻种植面积的 0.92%[21]。2001 年以后，两系法杂

交稻进入快速发展期 [22]。2013 年，两系法杂交稻占

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的 33.59%，已成为杂交水稻的重

要组成部分 [21]。本研究结果显示，华南稻区通过审

定的三系杂交稻与两系杂交稻的比值年度间动态虽

呈降低走势，近 5 年降至 3 左右，但这一比值仍然高

于 2012-2017 年全国水稻品种审定数据，全国数据

中三系杂交籼稻是两系杂交籼稻的 1.7 倍 [20] ；也高

于 2005-2016 年国家审定品种审定数据，国审品种

中三系杂交籼稻与两系杂交籼稻的比值为 1.9 倍 [19]， 
国审两系杂交稻品种数在 2013 年和 2015 年占国

审杂交稻品种的 54.3% 和 52.4%，已经超过了三系

杂交稻品种数 [23]。本研究结果说明，三系法是近 20
年华南稻区最重要的水稻育种途径。这一结论与罗

飞苑等 [6] 对广东审定水稻品种的分析结果基本相

符，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2005-2009 年广东通过审

定的三系杂交稻品种占审定总数的 49.03%，占审定

杂交稻总数的 78.29%，与黄达彪等 [11] 对 2001-2010
年福建水稻审定品种所得出的结论一致，也与唐清

杰等 [24] 报道的进入 21 世纪后海南水稻品种进入三

系杂交稻为主、两系杂交稻为辅的发展阶段相符。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上，华南稻

区的科研院所获得授权的水稻品种数量远大于种业

公司。这一结果与陈红等 [16] 对全国水稻品种权申

请主体进行分析后得出科研院所在我国水稻育种领

域占主导地位的结论相符。

华南稻区在超级稻育种 [4，25]、优质育种 [9，26]、基

因组育种 [27]、抗病虫育种 [28]、野生稻育种利用 [29-30]、 
航天育种 [31]、香稻育种 [32-33]、亚种间杂种优势利 
用 [34] 等多个领域均获得了一系列一流水平的创新

性成果。华南稻区的光温充足，但并不利于优质稻

米的形成。华南稻区的育种家克服了重重困难，在

水稻优质化育种上取得了突破。以广西为例，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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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杂交

水稻优质化育种工作，育成秋优 1025、美优 998、百
优 838[28]、丰田优 553、万太优 3158[35] 等多个优质杂

交稻品种，实现了华南杂交水稻优质化育种的重大 
突破 [9]。

4　小结与展望
4.1　小结　通过对华南稻区近 20 年来的水稻品

种审定和品种权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华南稻区

培育出了一大批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水稻

品种，这些品种的育成和应用为华南乃至全国的粮

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是全国水稻品种创

新的重要区域。近 20 年的统计结果表明，杂交水

稻在华南稻区审定品种中占主导地位，但常规稻也

仍在水稻生产中继续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两系法

杂交稻在全国快速发展，在华南稻区的比例也在增

长，但三系法仍是华南稻区近 20 年最重要的水稻

育种途径，两系法是华南杂交水稻发展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未来发展方向。由于多年的技术和人才优

势累积，华南稻区的水稻育种力量仍然集中在科研

院所，但也可以看到，在政策引导下，2016 年后种业

公司作为华南稻区水稻审定品种选育单位的份额

大幅上升。品种权是育种核心创新能力的重要体

现。科研院所在华南稻区的水稻新品种保护工作

中一直占主导地位，为水稻品种的原始创新和重大

突破提供了主要源泉，引领着未来水稻科技发展的 
方向。

4.2　展望　发掘水稻优异种质资源，促进育种创新　 
广大水稻育种工作者在主导品种的影响下，对优良

亲本持续改良利用，培育出综合农艺性状表现优秀

的系列品种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实现了大品种的

常青化，但也不可避免地加重核心种质的同质化，水

稻核心亲本深度利用与品种同质化的矛盾日益突

出。派生品种过多，无疑对我国育种自主科技创新

能力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华南稻区拥有多样性丰

富的优异水稻种质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育种优势。

但与我国其他稻区一样，华南稻区同样存在水稻优

良种质资源的发掘和利用滞后、育种重大突破性进

展缓慢、遗传背景趋同化现象明显等问题。随着遗

传资源日益成为战略性稀缺资源，在建立健全遗传

资源产权保护制度以及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同

时，加大水稻优良种质资源的发掘和利用力度，对促

进水稻育种创新、推动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利用水稻育种新技术，提高育种效率　我国的

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如何将基

因组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为育种创新优势，培育出更

多符合华南稻区市场需求的优良水稻品种，这是保

持和提升华南水稻种业竞争力的重大问题，也是保

障我国粮食安全、促进华南现代水稻产业健康发展

的重大议题。近年来出现的基因组编辑技术为水稻

的定向突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目前，水稻基因组

编辑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突破，在无融合生殖、单倍

体诱导、产量、米质、抗病、耐盐碱、抗旱、耐冷、抗除

草剂、镉低积累等多个方面都有了重大进展。虽然

我国的基因编辑监管政策尚不明确，但基因组编辑

技术应用在水稻育种上已是大势所趋。转基因技术

在育种中有着打破物种界限，利用优良基因和目的

基因功能明确序列等独有优势。中国的转基因水稻

虽然没有进入到产业化阶段，但也在转基因水稻研

发和安全评价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在

转基因水稻育种领域具备了一流的国际竞争能力，

为我国在全球转基因作物种业的育种竞争储备了强

大的技术力量。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SSR、

SNP 等各种各样的分子标记越来越多地应用在水稻

育种中，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育种工具。现在大规模、

高通量的基因芯片也进入水稻育种领域。可以预见，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全基因组育种、分子设计育种将

在水稻复杂性状的选择和叠加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

用。同时，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猛，目

前已有研究将图像处理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应用于高

通量植物表型鉴定，有理由相信智慧育种也将逐步

成为现实，到时水稻育种效率将进一步提高。

顺应水稻绿色生产需求，加快育种进程　随着

生产力的发展，绿色、优质、高产、高效成为新时期水

稻育种的主要目标。2017 年，为适应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绿色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新形势对品种审

定工作的要求，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对《主

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国家级）》进行了修订，按

照高产稳产、绿色优质和特殊类型三类，分别制定了

相应的审定标准。2018 年我国各地审定的高产稳

产和绿色优质品种大幅度增加，但目前我国粮食生

产绿色技术储备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适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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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直播、再生稻等轻简化生产的品种储备不足，具

备养分高效利用等绿色性状指标的品种缺乏。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要调整优化农业结

构，大力发展紧缺和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推进农业

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

华南稻区作为我国重要的水稻品种创新和种植区

域，必须加大适宜机插、直播、再生稻等轻简化生产

的水稻品种以及具备养分高效利用等绿色性状指标

品种的研发力度，优化水稻品种结构，进一步提高华

南稻区的稻米品质和产量，推进粮食生产的绿色、高

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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