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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水稻种质资源是水稻育种的重要物质基础，而黑

龙江省现有水稻育种材料亲本不够丰富，遗传背景狭

窄，具有优良综合性状水稻资源少。目前，水稻的理想

株型模式有：黄耀祥院士“半矮秆丛生旱长超高产”株

型模式；袁隆平院士“超高产杂交稻”的理想株型模式；

Khush博士的“少蘖、大穗”模式；杨守仁“短枝立叶 大

穗直穗”株型模式；周开达“重穗型”模式[1]，而株型是

指植株的形态结构及其生理生态特点，是植株的形态

结构及其生理和生态独具的特殊功能等方面的综合体

现[2]。水稻农艺性状则是株型（形态结构）中的重要部

分，农艺性状的分级标准，则是育种的重要目标，也是

决定产量的重要因素。水稻种质资源农艺性状鉴定和

筛选、对水稻种质资源农艺性状进行分级，有利于整合

黑龙江省水稻种质资源，规范水稻种质资源的收集、整

理，更有利于保护和创新水稻种质资源，促进黑龙江省

水稻育种事业向有序和高效方向发展。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时间与地点

试验于 2008年在黑龙江省农科院试验地进行。

供试材料在 4月中旬进行大棚育苗，5中下旬进行人

工插秧。每品种单株插行长 2 m，共 4 行，插秧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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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cm×13 cm，肥力为基础肥力，田间管理同常规。

1.2 材料

黑龙江省地方品种123份、国外引进品种68份，黑

龙江省选育品种82份，所有材料黑龙江省农科院耕作

栽培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室提供。

1.3 调查项目和标准

茎秆角度、剑叶长度、剑叶宽度、分蘖能力、倒伏性、

穗长、穗粒数、有效穗数、结实率、千粒重共10项，调查以

《水稻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方法为标准[3]。

2 结果与分析

2.1 茎秆角度的鉴定

由表 1分析得，所有试验品种茎秆角度地方品种

全部表现1级，属于直立型品种，国外品种表现了1级

和 3级，其中只有Скашо-52表现中间型；黑龙江省选

育品种表现了1级和3级，其中仅有星火1号表现中间

型。总之，供试 273份材料，除国外品种Скашо-52和

选育品种星火1号属3级，其余271份材料茎秆角度属

1级，地方品种所占比例大于其他两种，但地方品种、

国外品种和选育品种在茎秆角度方面相比差异不显

著，植株类型都偏向收敛型。3种类型水稻品种在孕

穗至灌浆期茎秆角度差异不显著，植株整体表现茎秆

直立，株型收敛；另外，对选用作为亲本材料的品种，要

选择株型收敛，即使茎秆角度属于1级品种，也要选择

茎秆角度越小越好，这种株型收敛的品种，群体光合能

力强，干物质积累能力大，有利于籽粒灌浆期干物质的

供应，保证籽粒饱满，千粒重大。

表1 不同类型水稻品种茎秆角度的分布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国外品种

选育品种

1级

45.1%

24.5%

29.6%

3级

0

0.4%

0.4%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国外品种

选育品种

1级

8.4%

17.6%

15.8%

5级

77.0%

79.0%

80.0%

7级

14.6%

3.4%

4.2%

表2 不同类型水稻品种剑叶长度的分布

2.2 剑叶长度

由表2表明，供试的3种类型水稻在剑叶长度上都

表现1、5和7三个级别，但是3种类型品种主要集中在

5级，地方品种占77%、国外品种占79%和选育品种占

80%，说明大多数品种的剑叶长度在 25.0~35.0 cm，而

且地方品种 7级所占的比例大于国外品种和选育品

种。剑叶长度是衡量水稻进行光合作用强弱的重要指

标之一，适宜的剑叶长度可以增大光合叶面积，有利于

干物质的积累；剑叶长度在 25.0~35.0 cm是水稻品种

理想的剑叶长度，地方品种、国外品种和选育品种在剑

叶长度出现的比例体现了育种者在日常育种中在选择

上大多数集中在这个范围。

2.3 剑叶宽度

由表3表明，供试的3种类型水稻在剑叶宽度上地

方品种表现1、5和9三个级别；国外品种出现5级；选育

品种出现1和5级，但是3种类型品种主要集中在5级，地

方品种占 95.4%、国外品种占 100.0%和选育品种占

98.8%，说明3种类型品种的剑叶宽度在1.0~2.0 cm。结

果证明了国外品种和选育品种的剑叶宽度在人工选择的

结果下，比地方品种有了改进和优化，剑叶宽度接近理想

程度。剑叶宽度是衡量水稻进行光合作用强弱的重要指

标之一，适宜的剑叶宽度可以增大光合叶面积，有利于干

物质的积累，为水稻生殖生长提供丰富的养分；在调查中

也发现，剑叶太宽的品种，剑叶后期提前衰老，叶片易卷曲

断裂，严重影响水稻光合作用和后期产量。生产中育种

者通过把地方品种和国外品种进行杂交试验，利用杂种

优势进行组合筛选，得到借介于地方品种和国外品种之

间的选育品种，使剑叶宽度得到优化。

表3 不同类型水稻品种剑叶宽度的分布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国外品种

选育品种

1级

3.0%

0

1.2%

5级

95.4%

100.0%

98.8%

9级

1.6%

0

0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国外品种

选育品种

1级

0

1.6%

0

5级

39.0%

41.2%

40.2%

9级

61.0%

57.2%

59.8%

2.4 分蘖能力

表 4表明，3种材料在分蘖能力表现不同的级别，

却差异明显。地方品种和选育品种表现5级和9级，国

外品种表现1、5和9级。从出现的比例看，国外品种材

料比较丰富，但3种材料集中在9级的数量大于5级的

数量，说明3种类型水稻大多数表现分蘖能力弱，其次

表现分蘖能力中等，国外品种存在分蘖能力强的少数

品种。前期分蘖数最终决定有效穗数，实践证明，适当

提高分蘖力，减少无效分蘖是协调穗数与穗粒数的关

键，而北方水稻分蘖能力在单株15~18个为最佳，产量

表4 不同类型水稻品种分蘖能力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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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最高[4]。因此，在分蘖能力选择水稻亲本材料时，

应该在 5级（分蘖数 10~25个）或在国外品种中（分蘖

数大于25个）选择。

2.5 倒伏性

表5表明，3种材料在倒伏性方面都出现1、5、7和9

级不同程度倒伏现象，选育品种和国外品种抗倒伏的能

力强于地方品种，选育品种和国外品种（1级和5级总和）

分别占92.8%和76.5%，说明品种抗倒伏能力从地方品

种和国外品种到选育品种得到改进和优化，也正是育种

者通过配制杂交组合和对后代材料筛选的结果。品种

的抗倒伏能力直接影响品种的产量和品质，抗倒伏能力

强的品种一般产量高、米质好[5]。因此，在选择亲本材料

进行杂交时，材料应集中在国外品种和选育品种，这样

才能获得更多符合育种目标优良的杂交组合。

表5 不同类型水稻品种抗倒伏性分布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国外品种

选育品种

1级

23.6％

57.4%

72.0%

5级

33.3%

19.1%

20.8%

7级

26.8%

10.3%

6.0%

9级

16.3%

13.2%

1.2%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国外品种

选育品种

3级

85.0%

93.0%

98.8%

5级

15.0%

7.0%

1.2%

2.6 穗长

表6表明，3种类型水稻穗长出现3级和5级，却主

要集中在 3级（穗短），其分布的比例分别为地方品种

85%、国外品种 93%和选育品种 98.8%，说明从地方品

种和国外品种到选育品种穗长得到改进和优化，也正

是育种者根据育种目标对材料筛选的结果。目前黑龙

江省水稻推广品种 90%的品种穗长集中在 19 cm 左

右，这与该试验的结果相符。

2.7 穗粒数

表7表明，3种类型的水稻品种穗粒数表现出1、3

和 5级，首先 3级比例较大分别为地方品种 72.4%、国

外品种57.4%和选育品种57.3%，其次为5级分别为地

方品种 25.2%、国外品种 32.3%和选育品种 35.4%，最

后为1级；地方品种3级的数量高于国外品种和选育品

种，而地方品种5级数量低于国外品种和选育品种，其

数据表明育种者在育种目标方面，偏向多粒型，导致国

外品种和选育品种多粒型品种数量增多。穗粒数是影

响产量构成因素之一，穗粒数的多少直接影响产量，实

践表明，水稻品种的穗粒数不宜太多，过多导致空瘪率

增大，产量下降，因此，控制合理的穗粒数尤其重要。

表6 不同类型水稻品种穗长分布

表7 不同类型水稻品种穗粒数的分布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国外品种

选育品种

1级

2.4%

10.3%

7.3%

3级

72.4%

57.4%

57.3%

5级

25.2%

32.3%

35.4%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国外品种

选育品种

1级

1.6%

2.9%

0

5级

59.3%

52.9%

57.3%

7级

39.1%

36.8%

42.7%

9级

0

7.4%

0

2.8 有效穗数

表 8表明，3种类型水稻有效穗数表现不同的级

别，地方品种表现1、5和7级，国外品种表现1、5、7和9

级，选育品种表现 5和 7级；3种类型水稻品种在出现

的比例中，首先集中在5级，分别为地方品种59.3%、国

外品种 52.9%和选育品种 57.3%，三者之间无显著差

异，其次集中在 7级分别为地方品种 39.1%、国外品种

为36.8%和选育品种42.7%，三者之间无显著差异。地

方品种表现的4种级别到选育品种2种级别，说明水稻

品种在演变过程中育种者的育种目标在不断的明确，

使有效穗数得到进化和优化，选育出更多优质的品

种。水稻产量构成因素中以单位面积粒数与产量的相

关性最密切，而穗数则是制约单位面积粒数的主要因

素。肖应辉等[6]研究认为单株有效穗数不足是影响大

穗型水稻产量的主要因子。

2.9 结实率

表9表明，地方品种和国外品种结实率表现5、7和

9级，选育品种结实率表现7和9级，3种类型的结实率

首先集中在9级分别为地方品种92.6%、国外品种77.9%

和选育品种93.9%，总体看所选品种结实率都很高，而国

外品种结实率偏低，导致的原因可能是品种的熟期偏晚

或者品种的耐冷性较差，影响了结实率。结实率低，籽

粒不饱满，品种的产量较低。因此，黑龙江省水稻结实

率应该在90%以上，才能保证较高的产量水平。

表8 不同类型水稻品种有效穗数的分布

表9 不同类型水稻品种结实率的分布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国外品种

选育品种

5级

3.3%

5.9%

0%

7级

4.1%

16.2%

6.1%

9级

92.6%

77.9%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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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千粒重

表10表明，供试品种中选育品种全部集中5级，地

方品种和国外品种出现 5级和 7级，地方品种 5级占

94.3%，国外品种5级占89.7%；试验中的3种类型品种

主要集中在20.0~30.0 g之间，这与目前黑龙江省水稻

生产中推广品种千粒重相比差异不显著。千粒重是影

响产量构成因素重要因子之一，千粒重过大或过小都

会导致产量降低。千粒重过大，导致结实率过低，有效

粒数偏低影响产量；千粒重过小，单穗穗重偏低，总体

产量偏低[7]。

3 结论与讨论

黑龙江省水稻优异种质资源进行农艺性状精准鉴

定与筛选，有利于水稻优异种质资源进行创新利用、进

行常规抗逆育种和分子聚合育种，更有利于拓宽水稻

亲本遗传背景狭窄、缩短水稻品种育种年限，培育出

更多优质水稻新品种，其意义重大。近年来，中国的

水稻育种专家也提出了不同生态地区和生态类型的

水稻超高产理想株型，使得水稻的产量得到了明显的

提高[8-9]。笔者筛选综合性状优异材料有地方品种无名

珠、金线稻、汤旺010、阿城无芒、稔大粒、文光、大粒粘

共 7份；国外品种Скашо-52、北海 PL4、北糯 80、北糯

83、空育 136、空育 137、空育 139、空育 140、空育 141、

空育142、空育143、渡育1230、道北45共13份；选育品

种合江12、合江23、合江17、合江18、东农423、垦鉴稻

6、普选 24、龙粳 21、龙粳 18号、东农 425、松粳 9、牡丹

江27、东农416共13份。

黑龙江省水稻存在产量高，而且米质优（大部分指

标均达到国家一级粳米标准）的品种，但品种数量少。

针对高产优质品种的育种目标要求，应在亲本选配和

杂交后代选择中有所突破。通过对黑龙江省水稻主要

农艺性状精准鉴定和筛选试验表明，要提高育成品种

的丰产性，关键在于统一处理好株型、穗数、粒数以及

粒重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在适宜的穗数条件下，高产

品种应是株高适应，穗长适当，有较高的单穗粒数和粒

重；单株粒重的增加，在一定范围内主要是通过增加每

穗实粒数及提高千粒重，而穗长对单株粒重的增加也

起一定的作用。不同类型水稻品种的产量构成主要是

依靠穗数粒数、粒重3个基本因子的综合协调发展，如

何处理好三因子之间的关系是水稻育种者要经常考虑

的问题[10]。笔者认为，通过掌握黑龙江省水稻农艺性

状的特征，并充分合理利用黑龙江省现有水稻种质资

源，在保持穗数的基础上，选择穗长中等、粒多、粒重、

秆强的个体，并注重品质性状，同时进行根系形态育

种，这样有望培育出优质、高产、抗病的水稻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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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不同类型水稻品种千粒重分布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国外品种

选育品种

5级

94.3%

89.7%

100%

7级

5.7%

1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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