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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的滇型杂交粳稻
徐　津 1　李全衡 2

（1 云南农业大学稻作研究所，昆明 650000；2 云南省种子管理站，昆明 650000）

水稻是云南省的主要粮食作物，也是重要的商

品粮之一，年播种面积占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的 30%
左右，但稻谷总产占全年粮食总产的 45% 左右，居

全省粮食第 1 位，进一步提高水稻单产，增加农民收

入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水稻以粳

稻为主，种植面积大约占全省水稻总面积的 60%，

是西南最大的粳稻区，发展杂交粳稻是保证云南省

粮食增产的重要手段，是未来粮食增产的新增长点，

将为保障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1965 年云南农业大学李铮友教授在保山发现

水稻雄性低不育株，便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粳型杂交

水稻的研究，1969 年培育出我国第 1 个粳型细胞

质雄性不育系——滇Ⅰ型粳稻红帽缨不育系，并在

1973 年实现三系配套。随后，滇 I 型不育系还被引

到江苏、浙江、新疆等省区用于杂交粳稻组合的选

配。与此同时，我国于 1972 年从日本引进了 BT 型

粳稻不育系进行杂交粳稻育种研究，“滇型杂交粳稻

研究”获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迄今为止，滇 I
型和 BT 型不育系一直是中国培育粳型杂交稻组合

的两个主要细胞质雄性不育体系，但由于粳稻品种

间杂种优势不强，缺少强优势组合，杂交粳稻制种产

量低、种子纯度低等原因，杂交粳稻的发展远远落后

于杂交籼稻。

1　滇型杂交粳稻品种选育成果显著
新品种产量不断提高，解决了杂交粳稻缺少强

优势组合的问题。针对粳稻品种间杂种优势不强的

问题，云南农业大学的科研人员创新育种思路，大

规模开展种间和亚种间远缘杂交，进行杂交粳稻育

种材料种质创新，丰富了杂交粳稻亲本的遗传多样

性，为提高粳稻杂种优势奠定种质基础，变利用亚种

内杂种优势为充分利用亚种间优势，解决了粳稻品

种间杂种优势不强的问题。此外，科研人员充分利

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新成果，利用分子辅助选择等

手段进行恢复系选育，极大地提高了选择效率，新选

育的杂交粳稻组合优势明显、产量高。滇杂 31、滇
杂 32 两个品种于 2002 年被云南省农业厅、云南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和云南省粮食局评为优质稻品种，

2005 年滇杂 31 每 667m2 平均产量 960kg、滇杂 32
平均产量 944kg。2009 年“滇型杂交粳稻品种选育

与示范推广”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11 年以

3.4　品种更新换代步伐有待加快　总体上看，重庆

市玉米品种更新换代速度慢，一些品种已推广应用

10 年以上，至今还是市场的主打品种。今后应加强

优质高产、绿色高效、特色专用品种自主创新与引进

推广应用。

3.5　在短期内施行机械轻简化栽培不太现实　重庆

市玉米种植普遍以春播一年三熟（小麦或油蔬—玉

米—甘薯）或两熟（马铃薯—玉米）套作为主，这种耕

作制度不利于机械化，加上生产上老百姓喜欢高秆

大穗品种，这类品种种植密度上不去，与现有玉米生

产机械不匹配。因此，重庆市玉米生产要在短期内

施行机械轻简化栽培不太现实。但通过减肥、减药、

少免耕，以减少生产物资和用工投入，实现绿色高效

生产是可行的，也是重庆市玉米生产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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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又有滇禾优 34、滇禾优 615 等 13 个滇型杂交粳

稻新品种通过了云南省品种审定。

2　 滇型杂交粳稻繁殖制种技术研究取得重
大突破
影响杂交粳稻大面积推广应用的一个主要原

因是杂交粳稻的繁殖制种产量偏低，由于选育不育

性状稳定的粳型不育系较困难，且大多数粳稻不育

系异交性状较差，造成杂交粳稻繁殖制种结实率偏

低，且在不同年份、不同田块之间产量差异很大，从

而导致杂交粳稻繁殖制种产量低而不稳，种子生产

成本、售价较高。针对这一历史性的科研难题，云南

农业大学的科研人员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创新的作

用。首先，在粳型不育系的选育方面，充分利用云南

生态条件多样性的优势，积极开展各世代材料的多

点、多种生态环境的共同鉴定和穿梭选育，从而选育

出一批异交率高、不育性状稳定的粳型不育系，为优

异杂交组合的选配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针对杂交粳稻繁殖制种技术问题，特别

是最佳的制种生态条件研究，繁殖制种父母本行比、

花时调节方法等开展高产高效制种技术攻关，并取

得了突破性的成果，获得了“选育不同生态条件育

性稳定的滇一型不育系的方法”“粳稻不育系的高

产繁殖方法”等多项专利授权。研制并完善了“滇

型杂交粳稻的制种（种子生产）技术规程”。目前，

大面积滇型杂交粳稻不育系繁殖每 667m2 平均产量

达 200kg，制种平均产量达 230kg，处于全国领先的

水平，从而保证了大面积滇型杂交粳稻繁殖制种高

产稳产，降低了种子生产成本，有力地促进了杂交粳

稻的推广应用。

3　 滇型杂交粳稻品种已在多个省得到示范应用
由于滇型杂交粳稻新品种的杂种优势明显，近

年来，除了在云南得到推广种植，滇型杂交粳稻还在

贵州、四川、湖南和湖北等省的粳稻区得到示范应

用，在贫困地区作为精准脱贫措施之一，取得了较好

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滇杂水稻品种引种到贵州黔南州的粳稻区种

植后，已在当地取得了水稻产量的突破，种植滇杂水

稻的田块几乎都获得了同田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特

大丰收，一般滇杂品种比邻田其他当家品种增产稻

谷 150kg/667m2，增幅高达 40%，折合稻田新增纯收

益 160 元 /667m2 左右。在陕西汉中平原地区，通过

当地地方种子管理部门的引种，滇禾优 34 示范平均

产量达 550kg/667m2，表现出产量高、抗性强、米质好

等优点，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多次召开

现场会，并计划将该品种作为汉中发展优质米产业

的主推品种和山区主栽品种。

随着优质高产滇型杂交粳稻推广种植面积的

不断扩大，不仅为粮食的增产和农户收入的增加提

供了保障，也促进了当地水稻种子产业化和种子企

业的发展。

4　滇型杂交粳稻产业化发展
为了滇型杂交粳稻的发展，2009 年云南农业大

学开始与云南禾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滇杂

品种，通过利用云南农业大学稻作研究所在杂交粳

稻研究领域的技术优势与云南禾朴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的资金、市场优势，走“产学研”相结合的滇型杂

交粳稻产业化发展之路。由双方合作共建的“云南

省杂交粳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于 2011 年 10 月通

过云南省科技厅认定。在“产学研“体系中，云南农

业大学负责杂交粳稻新品种选育及种子生产、高产

栽培技术研发以及新品种示范、种子生产技术指导

等工作；云南禾朴农业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杂交粳稻

种子制种生产、种子加工、销售及杂交粳稻品种推广

等工作。通过多年的试验和实践，公司通过土地流

转，在云南景东县建设了 333 余 hm2 的滇型杂交粳

稻繁殖制种基地，种子晒场 5000m2，仓库 1500m2，为

保证种子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滇型杂交粳稻的产业化发展，不但推动了

滇型杂交粳稻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云南省水稻种

子产业和种子企业的发展，为进一步推动滇型杂交

粳稻的优势奠定了基础。

5　建议
滇型杂交粳稻已开展研究 50 年，取得了较大进

展，育种理论和实践上的成果均得到了国内外业界

认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新品种选育还

是种子产业化发展，都有较大突破。但由于各种因

素的影响，至今为止仍无长江上游国家级品种试验，

无法实现国家审定。国家品种审定委员会划分同一

适宜生态区也未提长江上游粳稻区域，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包括滇型杂交粳稻在内的长江上游粳稻新品

种的应用步伐，推迟了新品种的应用时间，降低了品

种的应用年限，降低了品种的使用效益。建议重视

长江上游粳稻品种的应用，加快该地区粳稻品种的

应用速度，实现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推动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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