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与探讨 372020年第４期

玉林市优质稻发展存在问题及发展建议
陈良坚　王彩先

（广西玉林市农业科学院 / 广西农业科学院玉林分院，玉林 537000）

摘要：阐述了玉林市优质稻种植的优势及发展的历史，分析其发展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玉林市优质稻发展

的 4 条建议，以进一步推动玉林市优质稻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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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的主粮，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对水稻品种的需求也由原

来的高产型向品质型转变。大力发展优质稻种植，

是打造广西高端大米名优品牌的重要途径，也是提

高农业附加值的有效手段，对推进广西农业产业化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1　 玉林市优质稻种植发展具备的地理位置
和自然资源条件

1.1　优越的地理位置　玉林市是一座具有两千多

年州郡历史的城市，自古商贸繁荣，素有“岭南都

会”美誉，是“海上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处广西东南部，毗邻粤港澳，面向东南亚，背靠大

西南，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4+2”城市、海峡两岸农

业合作试验区。

1.2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　玉林市各县（市、

区）处于北回归线以南，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

候区，热量丰富，雨量充沛，雨热同期。光照充足，年

均日照时数 1795h ；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 22℃ ；雨

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 1650mm ；无霜期长，年均无

霜期 346d。光、热、水资源均属广西高值地区和全

国相对丰富地区，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优质

稻种植提供了良好的自然资源条件 [2]。

2　玉林市水稻种植发展的情况及存在问题
2.1　水稻种植发展情况　经调查及查阅有关资料，

玉林市属于双季稻主产区 [3]，水稻发展历史悠久，一

直是全市的传统农业产业，不但播种面积大，而且单

产高，居广西第一。随着社会变革和市场变化，玉林

市水稻产业的发展经历了 4 个阶段。

第 1 阶段：水稻种植快速发展阶段。1978 年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粮食生产以联产承包责任

制确立了农户相对独立的经营主体地位，从而充分

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积极发展水稻种植。

这一时期水稻种植的品种主要由高秆到矮秆演变，

产量一般在 2250~3000kg/hm2。

第 2 阶段：产量快速增长阶段。1990-1996 年

间，籼型杂交水稻在我国开始大面积推广应用，特

别是玉林市特优组合及博优组合的成功选育，大

大地提高了本市水稻的抗性和产量，产量一般在

6750~7500kg/hm2。1996 年玉林市水稻产量首次突

破 200 万 t 大关，1997 年实现“吨粮市”，成为广西

第 1 个、全国第 2 个地级“吨粮市”。

第 3 阶段：优质品种发展阶段。在很长一段时

期内，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水稻的生产和育种都是以

高产为主要目标。2000 年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粮食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普通大米出现

供大于求和积压的现象，严重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

极性，迫切需要选育出米质优的品种进行推广，以适

应市场的需求。随着田东香、七桂占、玉晚占、培杂

279、秋优系列等一批优良品种的选育成功，收购价

比普通稻谷高 0.8~1.2 元 /kg，农民种粮的经济效益

显著提高，大大地激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特别

是被称为广西最好吃的大米之一玉晚占大面积应用

推广以来，因其米质优、米饭油光滑亮、口感特佳，深

受市场欢迎。全市优质稻种植面积已从 2001 年的

3.56 万 hm2 发展到 2009 年的 20.24 万 hm2。

第 4 阶段：优质、产量与抗性兼顾发展阶段。

2010 年以来，随着我国水稻育种技术日新月异的发

展和市场对水稻品种的要求，生产上对水稻品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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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来的高产、优质过渡到了同时兼顾抗性，即“三

好”品种：好管、好种、好吃。在这一时期内，水稻

种植面积有所下降，仅 2016-2018 年玉林市粮食播

种面积同比分别下降 1.83%、1.53% 和 1.22%。但

由于品种自身质量好，全市年产稻谷基本上稳定在

160 万 t 左右。

2.2　优质稻发展存在问题

2.2.1　育成的优质稻品种大部分已经老化或退化　 
比如广西公认最好吃的大米，同时被列入国家

“863”计划科技成果重点推广的优质稻品种玉晚

占，推广 10 多年，已经严重退化，退出了市场。玉香

占、丝香一号、玉丝 6 号、科玉 03 等一批优质稻，也

因为品种老化与市场需求已经完全不相适应，相继

退出了市场竞争。目前本市所种的优质稻品种很大

一部分都是从其他地方引进，由于这些品种存在生

态适应性、生育期过长及南方黑条矮缩病等问题，这

就大大增加了种植优质稻的风险，使优质稻种植效

益下降。

2.2.2　高档次的优质稻品种比较少且类型单一　生

产上可供大面积推广应用的高档优质稻品种不多，

尤其是在占主体地位的优质稻品种中，全部指标达

到国标一级米以上标准的品种还很少。从全国开展

的两届优质稻食味鉴评大会来看，广西获得金奖的

优质稻品种只有 2 个，其中优质稻桂育 11 号米质指

标达国标优质米一级标准，优质杂交稻野香优莉丝

米质达部颁优质米三级标准。但由于桂育 11 号在

本市种植表现结实率稍低、叶片偏薄，在生产上较难

大面积推广应用。目前玉林市推广应用面积较大的

优质稻品种主要有百香 139、野香优莉丝、玉美占等

极少数品种，不利于品种的更新及品种结构调整。

2.2.3　优质稻品种抗性不强，适应性差　从广西获

得全国优质稻食味鉴评大会金奖的 2 个优质稻品种

来看，稻瘟病抗性指数在 3.3~6.3 之间，白叶枯病抗

性在 5~9 级之间。广西近年来育成和评定为优质稻

的品种，稻瘟病和白叶枯病也都处在感到高感之间，

只有少部分抗病。还有一些优质稻品种虽然在抗病

性上有所提高，但群体结构不理想，抗逆性较弱，耐

肥抗倒能力不强，特别是早稻感温品种容易受台风、

暴雨袭击，易发生倒伏和中后期的稻瘟病、稻飞虱等

病虫害，严重影响了千粒重和产量，从而进一步影响

了稻米品质，降低了种粮效益。

2.2.4　优质稻产业化水平低，产品附加值不高　首

先，玉林市现有的稻米加工企业较多，但实力较强的

只有百谷米业、北流伟民米业、大智米业、长辉米业

等为数不多的几家，其余均为个体加工企业，实力

弱，经营规模小，难以带动和引导产业的发展。其次，

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粗加工，精深加工少 [4]，特别是

关于副产品综合利用的更是廖寥无几，产品附加值

不高。最后，产品牌子多、名牌少，竞争力不强。目前，

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粮油加工企业对谷物深加工利

用已实现了产业化，因此玉林市亟需培养龙头企业，

带动产业的持续发展，提高种粮的积极性。

3　发展建议
3.1　加强产学研联合，助推优质稻产业更好更快发

展　地方品种生态适应性强，应在充分利用好本地

优质育种资源的基础上，不断引进和发掘新的种质

资源和野生稻资源，不断扩大遗传背景，提高品种的

抗性和适应性 [5]。玉林市水稻育种有良好的传统基

础，先后选育出以“博优系列、玉晚占”为代表的优

质稻品种，并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但是，长期

以来，科研机构与市场脱轨，使得选育出的一些品种

在生产上没能得到推广应用，造成资源浪费。为了

让玉林市优质稻产业发展得更好，打开国内和国际

市场，提高玉林市优质稻的知名度，企业应主动把调

查得出的国内外稻米市场需求和变化情况反馈给科

研机构，科研机构再根据市场的主流和多样性，及时

调整育种目标，选育出多样化的优质水稻新品种以

满足市场的要求。

3.2　利用优势资源，强化技术支撑，打造品牌大米　 
要推动玉林市优质米产业的发展，必须推进科技兴

稻战略，充分利用富硒资源优势，通过有机栽培，打

造富硒大米、有机香米等主打品牌，提高经济效益。

一是选择水稻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县（市），集

中连片建立基地，不断扩大优质稻生产面积，提高优

质稻种植的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水平。二是加

快建设水稻无公害种植产业示范基地和优质稻富硒

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积极探索公司 + 基地、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公司 + 基地 + 农户等多种产业化生

产模式，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合同农业。三是完善水

稻产业配套技术体系，强化其主导地位，推进科技培

训制度，以培训农技人员和优质稻种植户为主体，加

强技术的普及应用，促使优质稻生产达到市场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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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富硒大米和有机香米品牌标准，做大做强富硒

大米和有机香米品牌，提高经济效益。

3.3　加强优质稻精深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本

市优质稻加工企业主要是对稻谷进行粗加工，稻谷

主副产品是食品、化工、医药等工业的重要原料，有

很大的开发潜力。谷物除了加工主产品外，还可将

主产品及其副产品如碎米、米糠、米胚、稻壳、麸皮等

进行再加工，制成新的产品。如利用碎米可制取多

功能淀粉、淀粉基脂肪替代物；利用米糠可提取米糠

油、米糠营养素、米糠营养纤维、功能性多肽；利用稻

壳可以制备白碳黑、活性碳，生产多种美容化妆品。

除此之外，要着重生产营养强化米、发芽糙米，制作

米制食品，制取米淀粉、米蛋白、稻米油、米糠健康食

品，利用谷壳发电、生产活性炭、家具材料、建筑材料

等，不断提高优质稻的产品附加值。

3.4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整合资源，培育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是粮食结构调整的具体引导者，是基地连

接市场的桥梁 [6]，因此，政府需加大扶持力度，整合

现有粮食产业资源，培育和扶持大企业和大粮商，鼓

励粮食加工龙头企业兼并中小企业，整合资源，集中

优势，打造出一批产、供、销一体化的米业“航空母

舰”，加快本市优质稻产业化经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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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马铃薯良繁体系建设回顾、 

存在问题与发展建议
徐成勇 1　陈学才 2　王宗洪 2

（1 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农业科学研究所，昭觉 616150；2 四川省凉山州农业农村局，西昌 615000）

摘要：凉山州是四川省最大的种薯生产基地。马铃薯种薯承载着商品薯高产优质的神圣使命，对马铃薯良繁体系建设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抓好品种选育与利用，提升种薯繁育能力，加强和完善脱毒种薯繁育补贴政策，加强种薯市场与市

场主体的培育与监管的建议。

关键词：马铃薯；良繁体系；现状；建议

马铃薯在凉山已有 400 多年的种植历史。20
世纪 50 年代前，主要推广倮波、瓦波等地方品种；

60 年代开始引进米拉、疫不加、南湖塔等品种，尤以

米拉表现良好而成为 60、70 年代的主推品种；80
年代开始，凉山州自主育成并推广凉薯系列、川凉薯

系列品种 [1]，但低代脱毒种薯覆盖率不高，单产潜力

发挥不足。

产业要发展，良种必先行。凉山州抢抓国家实

施乡村振兴和马铃薯主粮化开发战略机遇，实施凉

山马铃薯“12345”发展战略，推动凉山从马铃薯生

产大州向产业发展强州转变。各级党委、政府和有

关部门把马铃薯产业作为农民增收、脱贫攻坚的重

要产业来抓，整合资源、增加投入，种薯先行、区域发

展，创新机制、强力推进，产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牢牢抓住种薯先行关键环节，围绕建立健全良种繁

育推广体系核心目标，在良种的“育、引、繁、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