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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水稻种业发展形势及建议

刘海静
（河南省种业发展中心，郑州 450000）

摘要：河南水稻种业发展关系到全省的“米袋子”。近年来，河南水稻种业在种质资源创制、品种培育、产业品牌创建、种业

企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面临种植面积不断减少、审定品种同质化、水稻种业产业化能力不足、稻米产业化实力

不强等问题。建议在稳定提升水稻种植面积、加快培育突破性新品种、优化品种结构、提升水稻种业产业化竞争力方面下功夫，

不断壮大并提升河南省水稻种业的整体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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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我国第一大口粮作物，产量接近粮食总

产的 1/3。近年来，河南省全力扛稳国家粮食安全这

一重任，建设高标准粮田、不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实施主要农作物良种攻关，全力做好大面积单产提

升工作，粮食产量得到稳步提升 [1-2]。水稻是河南省

第三大粮食作物，单产居河南省主要农作物第 1 位，

在保障粮食安全中占据重要地位 [3]。河南省水稻种

业发展对全省粮食生产和保障百姓“米袋子”至关

重要，也是“中国碗装中国粮”的重要基础 [4]。

1　河南水稻种业发展形势
河南地处黄淮流域，是我国籼粳稻过渡地带，

水稻种植呈现南籼北粳分布，其中籼稻占 75%、粳

稻占 25%，豫南稻区是河南历史悠久的传统稻区，

豫北稻区是闻名全国的优质粳米产地。全省水稻种

植面积常年稳定在 60 万 hm2 左右，总产 500 万 t 左
右，单产 8.0t/hm2 左右。2023 年全省水稻种植面积

59.1 万 hm2、总产 479.2 万 t（表 1），分别占全省粮

食作物的 5.48% 和 7.23%。

1.1　收集创制一批水稻种质资源，挖掘了多个优异

基因　目前河南省保存各类水稻种质资源近万份，

表 1　2012-2023 年河南省水稻种植面积及产量

年份 面积（万 hm2） 单产（t/hm2） 总产（万 t）

2012 62.2 7.6 472.8

2013 61.1 7.6 463.2

2014 61.5 8.1 500.5

2015 61.6 8.1 499.9

2016 61.4 8.3 508.3

2017 61.5 7.9 485.3

2018 62.0 8.1 501.4

2019 61.7 8.3 512.5

2020 61.7 8.3 513.7

2021 59.5 8.1 479.7

2022 60.2 8.0 479.2

2023 59.1 8.1 479.2

数据来源：2012-2023 年河南统计年鉴

其中包括众多野生种质资源、农家品种和地方品种

资源，从中鉴定筛选出一批在品质、产量、抗性等重

要性状上表现优异的种质材料，如低谷蛋白、香型

粘粳、香型糯粳、特优长粒粳、高光效、耐肥、高异交

率不育系、抗病、抗旱以及直播稻等材料；通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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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诱变、分子标记及基因编辑技术等，创制出一批

抗除草剂、特优质及香型水稻新种质；对现有优异

种质或通过技术手段创制的有用突变体中的宜直

播、优质、抗稻瘟病等基因进行了初步遗传定位，从

种质资源中发现了控制根系发育基因 qRT9[5]、抗

旱基因 OsBEE1、磷高效基因 OsCKX2[6]、产量基因

MOG1[7]、抗稻瘟病基因 OsPIE3[8]、重金属敏感基因

OsCORK1[9] 等多个重要性状优异基因，从而为育种

新材料创制及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1.2　创新育种技术手段，建立现代生物育种技术体

系　初步建立起以常规育种手段为主，以花药培养、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基因编辑技术等为辅的现代生

物育种技术体系，培育出一批优良食味、抗稻瘟病、

抗除草剂、抗旱等多基因聚合的水稻新品种或中间

材料，并集成了优质抗病粳稻品种“六位一体”复合

育种技术体系 [10]，创新了稻米品质和抗病性协同改

良技术途径，创制出一批综合性状优良的粳稻种质

资源，有效解决了河南省优异抗病粳稻种质资源少、

遗传基础狭窄的难题。

1.3　审定品种类型多样化，可满足市场不同需求　

河南省水稻品种试验自开设以来，分别设粳稻和籼

稻组，在此基础上，根据生产需求，又先后开设了豫

南粳稻和沿黄早熟统一试验、优良食味粳稻联合体

试验及旱稻自主试验，拓宽了品种试验渠道，审定品

种结构更加优化、类型更加丰富。自 2000 年以来，

河南省共审定水稻品种 193 个（表 2），其中粳稻品

种 81个、籼稻品种 112个；按用途分，糯稻品种 7个，

早熟品种 4 个，普通品种 182 个。满足了生产对品

种的多样化需求。

1.4　改良稻米品质，品种优质化率逐步提升　随着

表 2　2000 年以来河南省审定水稻品种类型及数量

年份 总数量
水稻种类 品种类型 用途

粳稻 籼稻 优质品种 高产稳产品种 糯稻品种 早熟品种 普通品种

2000 3 0 3 0 3 0 0 3

2001 1 0 1 0 1 0 0 1

2002 2 1 1 1 1 1 0 1

2003 3 2 1 0 3 0 0 3

2004 7 3 4 4 3 0 0 7

2005 6 2 4 5 1 0 0 6

2006 7 3 4 2 5 0 0 7

2007 9 4 5 4 5 0 0 9

2008 8 3 5 4 4 0 0 8

2009 8 2 6 3 5 0 0 8

2010 10 6 4 7 3 1 0 9

2011 5 2 3 4 1 0 0 5

2012 13 5 8 8 5 0 0 13

2013 9 2 7 9 0 1 0 8

2014 12 5 7 8 4 0 0 12

2015 8 2 6 6 2 0 0 8

2016 10 3 7 2 8 1 0 9

2017 5 2 3 2 3 1 0 4

2018 9 4 5 5 4 1 0 8

2019 9 3 6 2 7 0 0 9

2020 9 7 2 3 6 0 1 8

2021 11 5 6 7 4 0 1 10

2022 12 7 5 11 1 0 1 11

2023 11 4 7 10 1 1 1 9

2024 6 4 2 4 2 0 0 6

数据来源：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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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稻米品质的要求日益

提高。育种目标已从单纯追求高产转向优质与高

产并重。其中，优质稻米，特别是食味品质优良的稻

米品种，已成为各育种单位重点改良和追求的目标。

自“十三五”以来，河南省严格把控粳稻品种审定标

准，明确要求参试品种在达到审定标准的基础上，

必须满足优质品种的条件。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

河南省审定品种的优质率逐步提高，从 2016 年的

20% 提高到 2023 年的 91%。与此同时，优质品种

的种植面积占比也实现了进一步扩大，2016-2023
年粳稻优质品种的种植面积占比从 85.3% 提升至

89.5%，而籼稻优质品种的种植面积占比从 39.1%

增长至 56.2%。

1.5　发挥区域优势，打造优质稻米产业品牌　根据

稻区不同生态优势，加强品牌建设，形成各地特色稻

米品牌。沿黄稻区打造优良食味粳米品牌，培育了

“家家宜”“菡香”“前康香米”等一批知名稻米大

品牌。发挥信阳全国第一大籼稻种植市、全国最大

糯米粉加工基地的规模优势，积极发展优质稻米生

产，培育了“黄国”“由甲”“宏升”等优质糯稻品牌。

其中信阳市潢川县打造了优质糯米粉特色产业，河

南黄国粮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水磨

糯米粉生产企业，“黄国”牌糯米粉产品先后荣获多

项国家级、省级荣誉，“中国汤圆黄国粉”已成业界共

识，奠定了河南省在糯米粉加工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1.6　水稻种业企业取得突破性发展　河南省内水

稻种子经营企业数量相对较少，沿黄地区仅有 4~5
家企业从事常规粳稻种子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具备

育种研发实力的企业更是仅有 3 家。信阳作为全

国水稻种植面积较大的地级市之一，其杂交稻种子

市场长期被外省种子企业所占据。在各级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2024 年河南省成功申办了首家杂交稻种

子生产经营企业，标志着科企合作迈上了新的台阶。

这些企业的快速发展，将为河南省水稻种业的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并作出重要贡献。 

2　河南水稻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种植面积不断减少　豫南稻区是河南省传统

稻区，水稻种植面积基本稳定；沿黄稻区受多种因素

影响，粳稻种植面积不断下降，如受小浪底水利枢纽

调水调沙的影响，沿黄地区引黄灌溉条件不断恶化，

黄河河床逐年下降、引水量小，且引水用水不及时，

不能满足水稻生产需要，农民不得不调整种植结构，

转而改种耐旱作物 [11]。同时，在国家“稳粮扩豆”政

策影响下，近几年玉米、大豆收购价格上涨且大豆种

植省时省工，水稻种植费工费时且稻谷收购价格不

高，农民对比效益后，改种玉米和大豆。“十三五”

以来，沿黄稻区种植面积从 2016 年的 6.93 万 hm2

下降到 2022 年的 3.03 万 hm2，减少了 56.28%。

2.2　种质资源利用率不高，审定品种同质化现象突

出　河南省从事水稻育种及基础研究的团队较少，

对水稻优异基因挖掘的基础研究较薄弱，且已经克

隆到的基因多数仍停留在实验阶段，真正用于育种

的少。虽然河南省保存的水稻种质资源较多，但缺

乏对种质资源的精准鉴定，利用率并不高。外来品

种、外引品种多，突破性品种较少，审定品种间同质

化现象突出，缺乏绿色品种、特殊专用型品种。

2.3　水稻种业竞争力不足　河南省水稻种业产业

化水平较低，目前仅有一家规模以上水稻种业企业，

且为新申办企业。现有水稻种子经营企业规模普遍

较小，研发能力薄弱，尤其是杂交稻种子市场基本被

外省企业主导，导致河南省水稻种业竞争力不足。

根据河南省种业发展中心 2023 年统计数据显示，河

南省杂交稻品种利用中，前 10 位品种中有 8 个都是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品种，省内育

成品种也多由外省企业代理经营。此外，杂交稻制

种依赖于外省基地，制种风险大、成本高，进一步制

约了河南省水稻种业的自主发展能力。

2.4　稻米产业化实力不强　河南省稻米产业化实

力相对薄弱，缺乏全国知名的优质大米品牌，现有

品牌多为小众品牌、规模小且产品档次不高。以河

南省著名大米品牌“原阳大米”为例，近年来受多种

因素影响，其市场份额大幅萎缩，品牌影响力逐步

减弱。同时，信阳水稻主产区成为省外大型米企的

原料基地，本地米企则以输出低价位的普通产品为

主，未能充分发挥稻米产业的附加值。此外，河南省

大米市场被“五常大米”等东北大米品牌占据半壁

江山，进一步凸显了本地稻米产业在品牌建设和市

场竞争力方面的不足，导致整体效益未能得到充分 
体现。

3　河南水稻种业发展建议
3.1　稳定提升水稻种植面积　2024 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要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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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万亿斤以上。2024 年河南农业农村工作会议指

出，要扎实推进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加快向 1400
亿斤产能迈进。水稻是河南省单产水平最高的粮食

作物，稳定增加水稻种植面积，建设高产示范区，沿

黄稻区要加快恢复黄河引水工程提升改造，确保农

民在水稻需水关键期能用上黄河水。同时，提升水

稻生产机械化水平，降低劳动强度，稳定提高稻谷收

购价格，提高农民种植水稻的积极性，减少农户“水

改旱”，避免沿黄盐碱地复发，确保该地区粮食产能

不下降。

3.2　加快培育突破性新品种　政府持续加强对水

稻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将水稻纳入全省农作物良

种联合攻关，开展协同创新研究。构建河南省种质

资源精准鉴定与评价体系，深入挖掘和创制具有重

大应用价值的优异种质资源，进一步拓宽品种遗传

基础。同时，加强水稻基因编辑技术、合成生物学、

全基因组选择技术、智能设计育种等关键技术的原

始创新，加快建立现代生物育种技术体系。此外，搭

建种质资源协作共享平台，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为

培育高产、优质、绿色水稻新品种提供强有力的科技 
支撑。

3.3　优化水稻品种结构布局　结合农业生产实际

和重点产业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制定本地品种区划

布局。豫南稻区可依托地处我国籼稻最北缘的区位

优势，积极推进豫南稻区优质籼稻米发展；豫北稻区

可依托地处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区位优势，扶持优质

粳稻米产业化开发，提高优质粳米产能；淮河以北、

黄河两岸水源偏紧且低洼易涝地区，可推广节水抗

旱稻种植，提高水稻产量和种植效益。

3.4　提升水稻种业产业化竞争力　加强政策扶持，

多方合理支持培育水稻种子企业。鼓励引导种子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建立规模化、智能化的现代商业化

育种体系，支持科企合作，提升河南省水稻种业竞争

力。加强品牌建设，政府和科研教学单位从品种、技

术、生产等多个环节提供全方位的支持。通过政产

学研用深度融合与一体化推进，着力培育稻米产业

加工龙头企业。同时，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化基地

建设，以提升稻米产业化经营水平，提高农业综合效

益，重塑“中国第一米”品牌。

水稻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其育种水平居世

界前列 [12]，展现出强大的水稻种业实力。然而，在

全国范围内，河南省水稻育种水平及种业竞争力尚

不突出。通过一系列政策的有力实施，旨在培育出

一批兼具优质食味、高产及抗病虫害特性的水稻新

品种，并壮大河南省种业企业实力，打造一批知名的

稻米品牌，不断提升全省水稻种业的竞争力，做强水

稻河南“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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