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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2018 年水稻品种审定数据分析
吕　凤　杨　帆　范　滔　刘　京　李　乾　王林刚　龙晓波

（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湖南长沙 410011）

水稻是我国近七成人口的主食，亦是全世界

大约一半人口的主要粮食作物。我国是一个农业

大国，近百年来，在全国水稻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

力下，水稻研究不断创新进步，尤其是在丁颖、黄耀

祥、袁隆平等一批优秀科学家的带领下，水稻先后

经历矮化育种、杂种优势利用、超级稻研发和水稻

功能基因组研究等重要阶段，促使水稻产量得到大

幅提高 [1]。同时，由于人口数量增长、环境恶化、耕

地面积减少、耕地质量下降等因素 [2]，要求育种家们

能够选育出广适性强、高产优质的水稻品种。因此

通过对 1977-2018 年审定水稻品种数据进行分析，

以初步解析中国近 40 年来水稻品种审定的总体趋

势规律以及相关性状的变化趋势，旨在为水稻新品

种选育提供参考。

1　1977-2018 年品种审定总体情况
1.1　品种审定数量呈上升趋势　1977-2018 年共

审定水稻品种 10628 个，其中通过国家审定的品种

数为 1349 个，地方审定的品种数为 9279 个（图 1）。
审定品种数量呈现上升趋势，前 20 年审定的品种数

量相对少，总计为 796 个，而后 20 年达 9832 个，特

别是 2005 年之后每年审定品种总数都超过 400 个。

水稻总审定品种数从 1999 年的 104 个增至 2018 年

的 943 个，增长 9 倍。这主要得益于 2000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颁布实施，该法对培育种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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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77-2018 年全国共审定水稻品种 10628 个，通过对审定品种的数量情况、品种类型、申请主体、亲本引用情况、农

艺性状和品质性状等基本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水稻品种数量在不断上升；籼稻占比大于粳稻，杂交稻快速发展；科研院

所和种企是选育主体；亲本来源多，涌现大量优势亲本；多数农艺性状得到提高；品质性状如垩白度和垩白粒率降低；籼稻胶稠

度增加，粳稻无明显变化。对 2018 年水稻品种的审定情况进行了分析：2018 年国审水稻品种数为 268 个，其中以籼稻、杂交

稻为主；优质米数量达到 50.0%，抗稻瘟病数量为 38 个；2018 年地方审定品种 675 个，优质米数量达 24.6%，抗稻瘟病品种数

为 255 个。对影响品种数量、品种类型、亲本选择、品种性状的因素进行分析，对未来育种目标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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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77-2018 年水稻品种审定情况

元市场主体、激活种子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种业领

域全面进入政企、事企分开发展的市场化阶段 [3]。

2011-2015 年由于品种审定标准提高了对抗性和品

质等方面的要求，种子市场收紧，经营主体数量逐渐

减少，该时期水稻品种的审定数量有所下降，平均每

年 476.6 个。2014 年后，国家先后启用了品种审定

的绿色通道和联合体试验渠道，品种试验的方式更

加多元化，参试品种的数量因此迅速增加 [4]。因此

推测在未来一段时期品种数量也将持续上升。

1.2　品种类型　水稻经历矮秆革命后，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经历了三系杂交育种，90 年代初期经历

了两系杂交育种 [5]。从品种类型分析，粳稻审定数

量所占比重下降（图 2），从 1977 年的 66.7% 降至

2018 年的 22.7%（不包含籼粳交杂交稻）；常规稻

审定数量占比下降，但在 2012-2014 年常规稻比重

有所回升，杂交稻比例有所下降，说明常规水稻育种

又逐渐被重视（图 3）；杂交稻审定数量所占比重大

幅度上升，其中三系杂交稻比例下降，两系杂交稻所

占比重逐渐上升（图 4）。整体而言，籼稻品种审定

数量所占比重大于粳稻。

图 2　籼稻和粳稻的占比图

图 3　常规稻和杂交稻的占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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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品种来源多层次化

1.3.1 　科研院所类　通过对水稻品种审定主体的

统计发现（图 5），科研院所方面，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水稻研究所申请的水稻品种达 687 个，领先于中国

水稻研究所的372个和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的284个。

此排名中大部分是省级和国家级的研究机构，但也

发现市级单位如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以 129 个排

第 10 位。黄华占是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选育的，该品种被多个省审定，具有优良的耐热性、

广适性和耐肥抗倒性，提高了蒸煮和外观品质 [6]。

图 4　三系杂交水稻和两系杂交水稻的占比图

图 5 　科研院所审定品种情况

1.3.2　企业类　企业作为审定主体的前 20 强排名

中（图 6），隆平高科可谓一枝独秀。在前 20 强中，有 
4 家属于隆平高科，其审定的水稻品种数目总计达

600 个，遥遥领先于其他企业。

1.4　亲本引用情况　对 1977-2018 年通过审定的

品种的系谱进行分析（表 1），发现作为亲本被使用

次数最多的材料是明恢 63，累计被使用 422 次。在

此排行中最早作为亲本被引用参与审定的材料是珍

汕 97A，参审品种是汕优 2 号，审定的时间为 1978
年；最近一次作为亲本材料育成的品种参与审定时

间为 2018 年，跨度 40 年，可谓经久不衰。

对父本使用情况进行统计（表 2），作为父本被

使用次数最多的材料是明恢 63，是我国人工制恢工

作中第一个取得突破的优良恢复系。该品种恢复谱

广、恢复力强、配合力强，具有优良的综合农艺性状，

抗稻瘟病且制种产量高。它不仅是我国杂交水稻组

合配组中应用最广、持续应用时间最长、效益最显著

的恢复系，还是我国新恢复系选育中贡献最大的

优良种质 [7-8]。虽然华占 2008 年作为亲本材料参 
与品种审定，但仅仅 11年时间就已被引用 17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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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占现象已经十分明显（表 3）。华占作为直接引用

父本审定的品种总数为 138 个，2008-2012 年为 13
个，这属于华占刚开始作为父本的阶段，仅使用三系

杂交育种法进行选育；2013-2018 年这 6 年间，华

占现象凸显，作为直接父本审定的品种为 125 个，增

长近 10 倍，国家审定数与前一阶段相比超过 10 倍，

图 6　企业审定品种情况

表 1　亲本使用前十排名

亲本名称 累计引用 初次被引用年份 对应品种 最近被引用年份 对应品种

明恢 63 422 1985 汕优 63 2009 晚籼 98

Ⅱ-32A 360 1991 Ⅱ优 64 2018 潢达 A

金 23A 332 1998 金优桂 99 2018 顺 1A

珍汕 97A 316 1978 汕优 2 号 2018 昌 287A

蜀恢 527 311 2000 冈优 527 2017 荃优 527

中 9A 212 2001 中 9 优 207 2018 荆楚 818A

龙特甫 A 188 2000 特优 63 2018 特优 1617

华占 179 2008 天优华占 2018 吉田优华占

Y58S 175 2006 Y 两优 1 号 2018 Y 两优 911

培矮 64S 149 1996 两优培特 2016 明 S

表 2　父本使用前十排名

父本 累计引用 初次被引用年份 对应品种 最近被引用年份 对应品种

明恢 63 422 1985 汕优 63 2009 晚籼 98

蜀恢 527 311 2000 冈优 527 2017 荃优 527

华占 179 2008 天优华占 2018 吉田优华占

桂 99 139 1989 汕优桂 99 2009 泰丰优桂 99

扬稻 6 号 122 1999 两优培九 2018 中香糯 17

明恢 86 99 2000 汕优明 86 2015 花 2 优 86

多系 1 号 97 1998 汕优多系 1 号 2013 特优 1 号

先恢 207 88 2003 金优 207 2015 玖两优 3 号

辐恢 838 85 1995 Ⅱ优 838 2015 竞优 838

绵恢 725 81 1999 冈优 725 2013 深两优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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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出现运用两系杂交育种法育成的品种。将

华占育成的品种主要性状的统计值与同期所有品

种比较发现，2013-2018 年每 667m2 产量超出总平

均值 11.18kg，两阶段的亩有效穗数也超出总平均值 
（表 4）。对于育种家而言，华占已被列入优势父本

1.5　珍汕 97A作为直接母本引用情况　在这些广

泛应用的亲本中，珍汕 97A 是较早用于母本使用的

材料，目前仍在使用，而华占是 2008 年作为父本使用

的材料，历经 10 年榜上有名。对直接引用珍汕 97A
为母本审定的品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从 1978 年开

始出现以珍汕 97A 为直接母本配组选育的品种，其

中 1987 年选育的品种占总审定品种的 18.3%，由此

可见珍汕 97A 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图 7）。
在华智育种管家系谱查询功能中，检索到以珍

汕 97A 作为直接母本的品种数为 256 个（图 8）。

图 7　珍汕 97A作为直接母本审定的品种情况

的选择队列。

不育系方面，Ⅱ-32A 是作为不育系审定最多品

种的材料，累计达 360 次（表 5）。最早以其作为母

本审定的品种Ⅱ优 63，出现在 1990 年，最晚出现在

2018年审定品种潢达A的系谱中（Ⅱ-32A/潢达B）。 

表 3　以华占作为直接父本审定的品种情况

年份 审定品种总数 国家审定数 地方审定数 三系杂交稻 两系杂交稻

2008-2012 13 3 10 13 0

2013-2018 125 34 91 71 54

表 4　主要农艺性状的表现

年份 产量（kg/667m2） 亩有效穗数（万） 穗实粒数 千粒重（g） 结实率（%）

2008-2012 520.52（-7.51） 19.3（1.3） 153.6（17.7） 24.5（-2.1） 77.8（-2.3）

2013-2018 562.84（11.18） 19.9（2.2） 144.9（2.7） 24.0（-2.4） 81.4（-0.5）

括号内数值为较总平均值增减量

表 5　不育系使用前十排名

母本  累计引用  初次被引用年份 对应品种 最近被引用年份 对应品种

Ⅱ-32A 360 1990 Ⅱ优 63 2018 潢达 A
金 23A 332 1998 金优桂 99 2018 顺 1A
珍汕 97A 316 1978 汕优 2 号 2018 昌 287A
中 9A 212 2001 中 9 优 207 2018 荆楚 818A
龙特甫 A 188 2000 特优 63 2018 特优 1617
Y58S 175 2006 Y 两优 1 号 2018 Y 两优 911
博 A 154 1990 博优 64 2018 博优 8798
协青早 A 152 1985 协优 64 2016 旺 A
冈 46A 152 1992 冈优 12 2015 冈优 952
培矮 64S 149 1996 两优培特 2016 明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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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由华智育种管家检索生成

图 8　珍汕 97A作为母本的品种系谱图

2　近 40年审定品种的性状表现情况
2.1　农艺性状变化

2.1.1　品种产量在稳步增长　如图 9 所示，审定的

籼稻、粳稻品种产量呈稳步增加趋势。粳稻品种每

667m2 平均产量在 2012 年突破 600kg，籼稻审定品

种平均产量在 2016 年突破 550kg，并处于稳步增长

趋势，预计不久后将突破 600kg。
2.1.2　株高表现出增长趋势　由于水稻矮秆革命，

在此期间育成的品种株高在 80.0~90.0cm 之间，在

这期间重要的遗传资源有桂朝 2 号等。而后株高表

现出增长趋势，籼稻平均株高增至 113.5cm，粳稻平

均株高增至 102.0cm。整体而言，籼稻的平均株高

要高于粳稻（图 10）。
2.1.3　平均穗长增加　穗长是典型的数量性状，是

影响水稻产量的重要因子之一。通过对审定品种的

穗长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籼稻穗长平均在 20.0cm 以

上，从 1978 年的 20.2cm 增至 2018 年的 24.1cm ；粳稻

平均穗长从 1978 年的 14.0cm 增至 2018 年的 17.7cm
（图 11）。我国北方第一个育成的粳型超级稻品种沈

农 265，其穗长为 19.0~20.0cm。科研工作者对其穗部

性状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定位了多个控制穗部相关的

QTL。由于穗部性状的遗传基础复杂，克隆的基因 /
QTL 相对较少，能够应用到育种上的基因 /QTL 更少 [9]。

对于审定品种性状表现数据少于 5 个的年份，可能会对结果造成较大误差，所以没有进行分析，因此会出现年份不全和不一致的情况。下同

图 9　水稻审定品种的平均产量情况

图 10　水稻审定品种的平均株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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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水稻审定品种的穗长情况

2.1.4　亩有效穗数表现出减少趋势　亩有效穗数是

直接影响水稻产量的因素。在统计中发现（图 12），
粳稻亩有效穗数在 1989-2000 年间变化较大，可能

是由于在这阶段出现有效穗数两极化现象，例如，出

现凤稻 9 号高有效穗数的品种，从而导致变化无规

律；2000 年后亩有效穗数大部分在 20 万穗以上，在

2014-2018 年趋于稳定。籼稻亩有效穗数出现减少

趋势，可能与环境等其他因素有关。

2.1.5　每穗实粒数增加　从图 13 可知，籼稻和粳稻

的每穗实粒数都处于增加趋势，籼稻从 1989 年的

92.0 粒增加到 2018 年的 139.1 粒，粳稻从 1989 年

的 98.5 粒增加到 2018 年的 124.3 粒。总体而言，籼

稻的穗实粒数增长要大于粳稻增长速率，最终籼稻

的穗实粒数要大于粳稻的穗实粒数。

图 12　水稻审定品种的亩有效穗数情况

图 13　水稻审定品种的每穗实粒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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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结实率　粳稻结实率从 1989 年的 82.3% 增

至 2018 年的 87.4% ；籼稻结实率出现同比下降。

粳稻结实率平均高于籼稻 4.6%（图 14）。
2.1.7　千粒重　籼稻千粒重从 1983 年的 23.5g 增

至 2018 年的 26.1g ；粳稻变化不明显，整体处于

25.0~27.0g 之间（图 15）。

2.2　审定品种的品质性状

2.2.1　碾米品质　碾米品质主要包括糙米率、精

米率和整精米率。根据统计数据发现籼稻和粳稻

的糙米率、精米率和整精米率未发生变化，处于相

对稳定状态。粳稻的 3 个性状统计值都高于籼稻 
（图 16~17）。

图 14　水稻审定品种的结实率情况

图 15　水稻审定品种的千粒重情况

图 16　水稻审定品种的糙米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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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外观品质

2.2.2.1　垩白度和垩白粒率　在现阶段水稻不再只

是追求产量，而要侧重于保证质量。高产、优质是作

物育种永远不变的目标。垩白度是影响水稻外观的

重要因素，从统计结果分析，籼稻和粳稻的垩白度

都处于下降趋势，籼稻的垩白度从 1997 年的 23.6%
下降到 2018 年的 4.6% ；粳稻的垩白度从 1997 年

的 4.2% 下降到 2018 年的 2.9%。籼稻垩白粒率从

1997 年的 67.8% 下降到 2018 年的 23.2%，下降近 3
倍；粳稻垩白粒率在 2000-2007 年间出现不同程度

的增长，最终还是处于下降趋势。籼稻的垩白粒率

下降最为显著。整体而言，籼稻的垩白度和垩白粒

率要高于粳稻，但籼稻的垩白度和垩白粒率下降速

率要高于粳稻（图 18）。

 

图 17　水稻审定品种的精米率和整精米率情况

图 18　水稻审定品种的垩白度和垩白粒率情况

2.2.2.2　透明度　从图 19 中可知，籼稻的透明度高

于粳稻透明度，粳稻透明度处于 1.0~1.6 之间，籼稻

透明度处于 1.0~2.5 之间。

2.2.3　蒸煮品质

2.2.3.1　胶稠度　胶稠度影响大米的蒸煮，从而

影响大米的食用品质。籼稻胶稠度从 1987 年的

43mm 增加到 2018 年的 72mm，增加 29mm ；粳稻胶

稠度未发生明显变化。整体上看，粳稻胶稠度要高

于籼稻，但最后趋于一致（图 20）。
2.2.3.2　碱消值和直链淀粉含量　籼稻碱消值变化

复杂，在 1993-1996 年、1998-2001 年、2006-2010 年、

2017-2018 年处于增长状态，其他年间处于降低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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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粳稻碱消值相对比较稳定，未出现大变化。籼稻

和粳稻的直链淀粉含量处于下降趋势，籼稻直链淀

粉含量从 1989 年的 20.9% 降为 2018 年的 16.7% ；粳

稻直链淀粉含量从 1989 年的 17.2% 降至 2018 年的

15.7%。籼稻直链淀粉含量要高于粳稻直链淀粉含量 
（图 21）。

图 19　水稻审定品种的透明度情况

图 20　水稻审定品种的胶稠度情况

图 21　水稻审定品种的碱消值和直链淀粉含量

3　2018 年水稻审定品种基本情况
3.1　国审水稻品种基本情况

3.1.1　国审水稻品种组成情况　2018 年 9 月 18
日国家农业农村部公布了 2018 年的国家农作物

审定名单，其中有 268 个水稻品种通过了国家审

定，这是历年来数量最多的一年。在这些水稻品种 
中，籼稻 228 个，占 85.1% ；杂交稻 234 个，占 87.3%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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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性状表现　对 2018 年通过国审的水稻品种

的农艺性状、经济性状和米质性状等进行统计，统计

结果反映了我国目前国审品种在各项主要指标上的

平均水平（表 6）。同时表明籼稻和粳稻在多项指标

上存在明显差异。

3.1.3　优质米情况　自 2011 年起国家对水稻品质

标准要求提高，原农业部制定《食用稻品种品质》等

相关标准并不断完善。2018 年通过国家审定的 268
个水稻品种中，达到优质米部标的有 134 个，占比 
50%。

3.1.4　抗性情况　病虫害抗性方面：抗稻瘟病品种

比例相对较高，有 38 个，占比为 14.2% ；抗白叶枯

病品种为 8 个，抗褐飞虱品种为 2 个。

3.2　地方审定品种基本情况

3.2.1　地方审定水稻品种组成情况　对地方审定

品种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与国审品种组成相似，但

所占比例不同，杂交稻 435 个，占 64.4%，常规稻为 

240 个，占 35.6% ；籼稻占 70.7%，粳稻占 27.7%，籼

粳稻占 1.6%（图 23）。

表 6　2018 国审水稻品种性状统计

性状 籼稻 粳稻

株高（cm） 116.4 104.7

千粒重（g） 26.5 25.1

穗总粒数 187.7 151.9

产量（kg/667m2） 609.09 641.17

结实率（%） 82.8 86.6

亩有效穗数（万） 16.7 23.6

穗长（cm） 24.6 18.0

长宽比 3.1 2.0

整精米率（%） 60.7 70.0

胶稠度（mm） 72.1 69.3

垩白度（%） 4.6 3.1

垩白率（%） 21.6 16.6

直链淀粉含量（%） 16.3 15.9

图 22　2018 年国审稻品种构成情况

图 23　2018 年地方审定品种组成情况

3.2.2　性状表现　通过对籼稻、粳稻及籼粳稻的性

状进行统计分析（表 7），发现籼稻外观性状如平均

垩白度和垩白粒率高于粳稻；农艺性状如亩有效穗

数、结实率、整精米率、产量低于粳稻；千粒重、穗长、

长宽比要高于粳稻。籼粳稻大部分性状处于籼稻和

粳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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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8 年地方审定品种的性状表现情况

性状 籼稻 粳稻
籼粳交杂

交稻

株高（cm） 112.0 101.4 117.4

千粒重（g） 25.9 25.5 25.8

穗总粒数 187.7 151.9 252.1

产量（kg/667m2） 550.18 616.70 595.24

结实率（%） 82.1 87.6 81.7

亩有效穗数（万） 17.0 22.1 14.6

穗长（cm） 23.7 17.7 22.7

长宽比 3.2 1.8 2.9

整精米率（%） 56.6 68.7 67.7

胶稠度（mm） 71 73 69

垩白度（%） 4.6 2.9 3.5

垩白粒率（%） 24.6 16.1 22.0

直链淀粉含量（%） 16.8 15.7 15.3

3.2.3　优质米情况　对 2018 年地方审定水稻品种

的米质进行分析，发现达到部标优质米的品种数为

166 个，占 24.6%，该比值低于国审品种部标优质米。

3.2.4 　抗性情况　对 2018 年地方审定水稻品种的

抗病性进行统计，发现有 255 个品种具有抗稻瘟病

特性，占 37.8% ；其他抗性品种数量相对较少，抗白

叶枯病品种 71 个，抗稻曲病品种 57 个，抗纹枯病品

种 76 个，抗条纹叶枯病品种 43 个。

4　讨论
综合分析近 40 年我国水稻审定品种的基本情

况，发现水稻审定品种在持续增长，产量得到大幅提

高，品质在不断提升；种子企业、科研院所等机构也

在不断为我国自主研发提供重要的技术和生产服

务。这无疑得益于国家政策的优化、科技的创新和

育种家持之以恒的精神。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

也表示，目前，在水稻等大宗作物用种上，中国已经

实现了全部自主选育 [10]。

长达近百年的研究工作中，育种家不仅需要考

虑到产量，更要加大对品质、抗性的研究力度，对功

能水稻也展开了重要的研究。我国水稻生产不仅要

满足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也要应对极端气候频发、

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这就需要在水稻新品种选育过

程中重点选育兼具高产、优质、多抗、广适、适宜机械

化、易制种等多种性状的品种。如今，种业正处于“生

物技术 + 信息化”的变革阶段，我国应加大研发投入，

吸引更多的科研人才投入到育种中，加快成果转换速

度，推动产业化转化和开发。同时，结合分子育种技

术辅助水稻育种，可缩短育种年限，达到精准育种。

根据图 3 可知，杂交稻所占比例在增长，表明杂

交优势的利用在快速发展，出现籼稻和粳稻亚种间

的优势利用是必然的结果；结合表 7，籼粳交杂交稻

表现出分别优于籼稻和粳稻的表现，例如穗总粒数

要高于两者，产量均值高于籼稻，垩白度和垩白粒率

都要低于籼稻。2018 年审定的籼粳交杂交稻有甬

优系列，如甬优 7753、浙审稻中嘉优 9 号等，猜测在

未来会出现更多籼粳交杂交稻。但是需要注意应建

立父母本杂种优势群，避免群内配组。育种实践上，

育种家利用籼粳交育种时，要充分考虑遗传稳定性、

抗病性、米质及环境敏感性等性状；在杂种优势利用

中应多侧重于结实率、亩有效穗数、米质和抗病性等

性状 [11]。

本文使用的数据统计和图片来自华智育种

管家数据中心 [12]，原始数据来自国家水稻数据中 

心 [13]。数据截止到 2018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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