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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稻种资源主要特征特性与利用状况

段永红ꎬ李小湘ꎬ刘文强ꎬ潘孝武ꎬ周志武ꎬ李卫红ꎬ盛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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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 年湖南种质库收集保存的 １２４５１ 份(剔除重复后)稻种资源的主要特征特性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分析评

价ꎮ 结果表明:湖南种质库收集保存的稻种资源区域特色明显ꎬ不同类型稻种资源的特性各有特点ꎬ７５ ４３％的稻种资源得到分发

利用ꎮ 提出加强种质资源收集保存的目标性和系统性、提高种质资源评价的规范性和精准度、加快惠益共享平台建设步伐的建议ꎮ
　 　 关键词:水稻ꎻ种质资源ꎻ特征特性ꎻ利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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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地处长江中游以南ꎬ稻作历史悠久ꎬ耕作制

度多种ꎬ长期的自然演变和人工选择形成了丰富多

彩的稻种资源[１￣３]ꎮ 湖南省稻种资源的考察收集始

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分别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和

８０ 年代初期开展湖南稻种资源的普查、收集ꎬ１９８２
年在江永、茶陵县境内发现普通野生稻[１￣４]ꎮ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加入国际水稻资源遗传评价网络( ＩＮ￣
ＧＥＲ)以来ꎬ一直坚持国外引种的目标性收集ꎬ并于

８０ 年代开始针对性地开展选育品种的收集[２￣３]ꎮ 湖

南稻种资源的系统评价鉴定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

期ꎬ进行了近 ７０ 个项目的田间和室内观测、分析和

鉴定[２]ꎮ １９８９ 年建成湖南省种质资源库(以下简称

湖南种质库)ꎬ实现稻种资源的中期保存[３]ꎮ 至

２０１２ 年ꎬ湖南种质库已收集并低温保存稻种资源

１８０４５ 份ꎬ并建立了数据信息库ꎮ
本研究拟对湖南种质库保存并剔除重复后的

１２４５１ 份稻种资源主要特征特性评价数据和分发利

用状况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ꎬ为湖南及长江流域稻

种资源收集保存和评价利用研究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１２４５１ 份稻种资源由湖南省种质资源库提供ꎮ
１. ２　 方法

湖南种质库收集保存的稻种资源评价项目主要

依据湖南省地方标准 ＤＢ４３ / Ｔ ２６６«稻种资源评价»
要求开展ꎬ包括基础数据、生物学特性、栽培学特性、
植物学形态特征、品质特性、抗病虫性、耐逆性等 ８０
余项ꎬ其中 ４０ 余项为必须评价指标[５￣６]ꎮ 数据来源

主要为湖南省水稻研究所、国家种质库和国家水稻

数据中心ꎬ并依据«稻种资源评价»进行调整ꎬ以统

一鉴定标准和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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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种质类型

湖南种质库收集保存的稻种资源分别来自

全球 ５２ 个国家(地区) 、全国 ２３ 个省 (市) ꎮ 从

图 １ 可知ꎬ地方稻种所占份额最大ꎬ达 ４０ ２４％ ꎮ
国外引进稻种次之ꎬ杂交稻资源及遗传材料因开

展中期收集保存的时间短ꎬ数量有限ꎮ １２４５１ 份

资源中 ７０％ 来自国内ꎬ其中已知原产地为湖南的

达 ６５ ５８％ ꎬ以地方品种和野生稻原产于湖南的

比例 较 高ꎬ 分 别 占 相 应 种 质 类 型 的 ８２ ９３％
和 ７７ １３％ ꎮ

图 １　 湖南种质库保存的稻种资源类型构成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ｃ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ｔｙｐ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ｌａｎｔ ｇｅｎｅ ｂａｎｋ

２. ２　 特征特性分析

２. ２. １　 籼粳性、水旱性、粘糯性　 由表 １ 可知ꎬ湖南

种质库收集保存稻种资源的籼粳性、水旱性及粘糯

性与育种研究、生产应用紧密联系ꎮ (１)体现湖南

区域特色ꎮ 湖南以“鱼米之乡”闻名天下ꎬ不论是过

去的湖南地方品种ꎬ还是现在生产上种植品种ꎬ均以

籼粘类型的水稻作为主要粮食作物[１]ꎮ 湖南种质

库收集保存的 ７８６５ 份国内稻种资源中ꎬ籼稻 ６８１６
份、粳稻 １０４９ 份ꎬ分别占国内同类型资源总量的

８６ ６６％和 １３ ３４％ ꎻ粘稻 ７１６２ 份、糯稻 ７０３ 份ꎬ分别

占国内同类资源总量的 ９１ ０６％ 和 ８ ９４％ ꎻ水稻

７７９４ 份、陆稻 ７１ 份ꎬ分别占国内同类资源总量的

９９ １０％和 ０ ９０％ ꎮ (２)针对育种目标ꎮ 根据长江

中下游地区干旱现象频繁发生、杂交粳稻强劲发展

态势[７]ꎬ加强了耐旱资源、粳稻、广亲和材料等收集

保存力度ꎮ 其中选育品种和国外引种的粳稻资源分

别达 ４６６ 份和 １０１３ 份ꎬ分别占相应类型总量的

２４ ９２％和 ２７ １５％ ꎻ国外引种的陆稻资源达 ７４２
份ꎬ占国外引种总量的 １９ ８９％ ꎮ
２. ２. ２　 千粒重　 收集保存的稻种资源千粒重呈中

间多两头少的钟形分布ꎬ并且不同类型资源的分布

基本一致ꎬ主体分布于 ２０ ~ ３０ ｇ 的中等级别ꎮ 图 ２
表明:８９ ３％稻种资源千粒重为中等级别ꎬ其中地方

品种高达 ９５ ４４％ ꎬ并且主要集中在 ２０ ~ ２５ ｇ(占总

量的 ５１ ８７％ )ꎻ小于 １０ ｇ 的极低千粒重只有 １ 份ꎬ
超过 ４０ ｇ 的极高值共有 １１ 份ꎬ最重的千粒重达

６９ ８ ｇꎮ 杂交稻资源的千粒重变幅较小ꎬ没有小于

１０ ｇ 或大于 ４０ ｇ 的极端值ꎮ

表 １　 湖南种质库保存的稻种资源中籼稻与粳稻、粘稻与糯稻、水稻与陆稻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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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类型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ｔｙｐｅ

籼粳

Ｉｎｄｉｃ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粘糯

Ｎｏｎ￣ｇｌｕｔｉｎｏｕｓ ａｎｄ ｇｌｕｔｉｎｏｕｓ
水陆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ｕｐｌａｎｄ

籼

Ｉｎｄｉｃａ
粳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粘

Ｎｏｎ￣ｇｌｕｔｉｎｏｕｓ
糯

Ｇｌｕｔｉｎｏｕｓ
水

Ｌｏｗｌａｎｄ
陆

Ｕｐｌａｎｄ

国内资源 选育品种 １４０４ ４６６ １７１７ １５３ １８５７ １３

地方品种 ４４９２ ５１８ ４４８９ ５２１ ４９５５ ５５

杂交稻资源 ９２０ ６５ ９５６ ２９ ９８２ 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６８１６ １０４９ ７１６２ ７０３ ７７９４ ７１

国外引种 ２７１８ １０１３ ３６８０ ５１ ２９８９ ７４２

０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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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种质类型千粒重分布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０００￣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ｔｙｐｅ

２. ２. ３　 株高　 不同类型稻种资源的株高分布区域

特点鲜明ꎮ 从图 ３ 可知:地方品种以中高秆、高秆为

主ꎮ ９０ ７８％ 地方品种株高在 １１０ ｃｍ 以上ꎬ其中

４６ ５６％在 １３０ ｃｍ 以上ꎮ 选育品种、杂交稻资源株

高以中秆、中矮秆为主ꎮ 主要分布于 ７０ ~ １１０ ｃｍ 之

间ꎬ分别占 ８４ ３３％和 ７８ ５９％ ꎬ株高超过 １３０ ｃｍ 的

极少(均不足 ３％ )ꎮ 国外引种的株高以中秆、中高

秆为主ꎮ ７３ ８２％分布于 ９０ ~ １３０ ｃｍ 之间ꎮ
２. ２. ４　 种皮色　 湖南种质库收集保存的稻种资源

糙米种皮色包括白、红、紫(黑)、褐 ４ 种颜色ꎬ以白

色为主体ꎬ占总量的 ８８ ８７％ ꎮ 有色稻资源在不同

种质类型中分布比重各有不同:(１)红色种皮集中

于湖南地方品种[８]ꎮ １５９７ 份红色种皮资源中ꎬ
６３ ２４％为地方品种ꎬ２８ ０５％ 为野生稻ꎬ８３ ６５％ 原

产于湖南省ꎮ (２)紫(黑)色种皮集中于选育品种ꎮ
５７ 份紫(黑)色种皮资源中ꎬ选育品种占 ８４ ２１％ ꎮ
(３)野生稻种皮色丰富ꎮ ９７ ５１％ 的野生稻资源种

皮有色ꎬ其中褐色种皮全部为野生稻资源ꎮ (４)杂

交稻资源种皮色单一ꎬ仅恢复系含有色稻资源ꎮ

这些有色稻蕴含的保健功能和加工价值ꎬ将是名特

优品种选育的重要物质基础[８]ꎮ
２. ２. ５　 抗性　 湖南种质库共有 ６６８７ 份稻种资源进

行了抗病虫、耐逆性评价鉴定ꎬ占入库种质资源总量

的 ５３ ７１％ ꎮ 其中 ８９ ３６％的地方稻资源和 ４１ ８７％
的选育品种进行了抗性鉴定ꎬ国外引种、杂交稻资源

抗性鉴定比例较小ꎬ均不足 １ / ３ꎮ 筛选出一批优异

种质资源ꎬ如编号 ３１５０、６１２８、６１３６ 等抗稻瘟病资

源ꎬ编号 ６５６５、６６０５、６６３０ 等抗白叶枯病资源ꎬ编号

１２１９、２７８４、６３８２ 等抗褐飞虱资源ꎬ编号 １９３５、２１２６、
２８６５ 等抗白背飞虱资源[３]ꎮ 然而ꎬ由于鉴定年代跨

度较大ꎬ评价标准不统一ꎬ环境改变带来的发病菌种

变化等因素ꎬ表 ２ 的抗性鉴定结果仅供参考[９]ꎮ
此外ꎬ还有编号 ２９３５、３０１６ 高抗二化螟资源[１]ꎬ

编号 １３５３４ 高抗普矮病和黄矮病ꎬ以及抗条纹叶枯

病 ７ 份、抗细条病 １ 份、抗稻曲病 １ 份、高抗叶蝉 ２
份、耐淹 ５ 份、耐铁毒 ２ 份、耐热 ５ 份等抗病虫、耐逆

性强的资源ꎮ
２. ２. ６　 品质特性　 湖南种质库收集保存的稻种资

源由于受年代和条件的限制ꎬ不同资源类型品质特

性鉴定侧重点不同ꎮ 其中野生稻仅进行了外观品质

鉴定ꎻ地方品种开展了外观品质、碾米品质、蒸煮品

质等鉴定ꎬ但以外观品质评价米质优劣ꎻ选育品种和

杂交稻资源品质鉴定基本按 ＧＢ / Ｔ １７８９１￣１９９９ 优质

稻谷要求评价米质优劣ꎻ国外引种品质鉴定以外观

品质为主、碾米品质和蒸煮品质为辅ꎮ 共有 ５２７９
份开 展 了 品 质 特 性 鉴 定ꎬ 占 入 库 种 质 资 源 的

４２ ４％ ꎮ 由表 ３ 可知ꎬ鉴定出米质优的种质资源

１２５３ 份ꎬ占入库总量的 １０ ０６％ ꎬ占鉴定总量的

２３ ７４％ ꎮ 其中选育品种 ２７３ 份ꎬ占入库选育品种

的 １４ ６％ ꎻ原产于湖南的 ７８９ 份ꎬ占优质资源总量

图 ３　 不同种质类型在各株高区域中的比重

Ｆｉｇ.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ｔｙ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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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筛选出的抗性较好的种质资源份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ｓｃｒｅｅ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病虫害或逆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ｐｅｓｔ ｏｒ ｓｔｒｅｓｓ
抗性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选育品种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国外引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地方品种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杂交稻

Ｈｙｂｒｉｄ ｒｉｃｅ
稻瘟病 Ｂｌａｓ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高抗(ＨＲ) ３８ ３０ ７８ ４

抗(Ｒ) ４６ ２５ １９４ ４１
白叶枯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ｌｅａｆ ｂｌｉｇｈｔ 高抗(ＨＲ) ２ ２ １１ ２

抗(Ｒ) １６１ １４ １３０ ２７
褐稻虱 Ｂｒｏｗｎ ｐｌａｎｔｈｏｐｐｅｒ 高抗(ＨＲ) ２０ １０ １３ －

抗(ＨＲ) ２９ ２ ９ －
白背飞虱 Ｗｈｉｔｅ ｂａｃｋｅｄ ｐｌａｎｔｈｏｐｐｅｒ 高抗(ＨＲ) １ １ ２ －

抗(Ｒ) ５ １ ２５ －
冷 Ｃｏｌｄ 强(Ｓ) ６ １ １ １１
旱 Ｄｒｏｕｇｈｔ 强(Ｓ) ３ １１ １ １

表 ３　 品质优良的稻种资源份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ｓｃｒｅｅ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ｏｏ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类型

Ｔｙｐｅ
选育品种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国外引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地方品种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杂交稻

Ｈｙｂｒｉｄ ｒｉｃｅ
野生稻

Ｗｉｌｄ ｒｉｃｅ
优质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ｉｃｅ ２７３ ２５５ ４９８ ４４ １８３
香稻 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 ｒｉｃｅ ５２ ２２ ３ ６ －

高蛋白质 Ｈｉｇｈ ｐｒｏｔｅｉｎ > １０％ ４９ ９ ３１２ ３４ －
> １４％ ０ ０ ３ ２ －

的 ６２ ９６％ ꎮ 鉴定具有香味的种质资源 ８３ 份ꎬ其中

江永香稻等 ４３ 份原产于湖南ꎻ蛋白质高于 １４％ 的

种质资源 ５ 份ꎬ全部原产于湖南ꎮ 说明湖南稻种资

源收集保存研究与湖南优质稻育种的发展目标紧密

结合ꎮ
２. ３　 分发利用状况

据不完全统计ꎬ１９９３￣２０１２ 年湖南种质库在保

障知识产权的前提下ꎬ已累计向全国 １６ 个省市 ８０
家科研、教学、生产、政府质监等单位分发稻种资源

２２４３８ 份ꎬ对缓解国家种质库的供种、繁种压力和促

进湖南乃至南方水稻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３ꎬ９]ꎮ
２. ３. １　 研究利用领域　 资源利用者的用种目的主

要是育种研究ꎬ以及围绕育种开展的遗传多样性分

析、基因定位、抗性机理等基础研究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５２ ８％ 的利用者取种目的是作

育种亲本或亲本改良ꎬ所取资源占分发资源总量的

３０ １％ ꎻ４５ ６％的利用者取种目的是用于多样性分

析、优异基因挖掘与定位、核心资源构建、抗性筛选

等基础研究[１０￣１２]ꎬ所取资源占分发资源总量的

６９ ９％ ꎻ仅 １ ６％的利用者所取资源用于种子提纯、

真实性鉴定、对照品种等领域ꎮ 说明利用者选取直

接用于育种研究的资源针对性强、特性明确ꎻ用于基

础研究时ꎬ则需根据研究目标在众多资源中挖掘目

标基因ꎬ需要大量的种质资源作研究材料ꎮ
２. ３. ２　 种质类型利用频率　 不同种质资源类型利

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是:地方品种(３６ ４２％ ) > 国

外引种(２７ ６６％ ) > 选育品种(２４ ９３％ ) > 杂交稻

资源 ( ９ ２６％ ) > 野生稻 ( １ ６６％ ) > 遗传材料

(０ ０６％ )ꎬ其中绝大部分地方品种、全部野生稻和

遗传材料为基础研究者使用ꎮ 比较而言ꎬ遗传背景

丰富、利用前景明朗的资源利用率高ꎮ
２. ３. ３　 种质资源利用频率　 从表 ４ 可知湖南种质

库保存的 １２４５１ 份稻种资源中有 ９３９２ 份得到分发

利用ꎬ占保存总量的 ７５ ４３％ ꎮ 被利用 ２ 次以上的

种质资源 ２６１３ 份ꎬ占分发总量的 ２７ ８２％ ꎻ被利用

１０ 次以上的种质资源 ２５６ 份ꎬ占 ２ ７３％ ꎻ同一品种

分发次数最高为 ４９ 次ꎮ 以上分析表明ꎬ库存种质资

源得到了较好地分发利用ꎬ资源收集保存十分必要ꎻ
得到高效利用的种质资源非常集中ꎬ加强对掌握资

源的深入评价并构建核心资源势在必行ꎮ

表 ４　 湖南种质库稻种资源分发利用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ｃ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ｌａｎｔ ｇｅｎｅ ｂａｎｋ

项目 Ｉｔｅｍ
分发次数 Ｎｏ.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 ２ ~ ９ １０ ~ １９ ２０ ~ ２９ ３０ ~ ３９ ４０ ~ ４９
种质份数 Ｎｏ. ｏｆ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６７７９ ２３５７ ２１７ ３２ ４ ３
占利用总量的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７２ １８ ２５ １０ ２ ３１ ０ ３４ ０ ０４ ０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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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与建议

３. １　 加强种质资源收集保存的目标性和系统性

掌握种质资源的数量是资源研究的基石ꎮ 随着

科技的不断进步ꎬ世界农业得到快速发展ꎬ不断涌现

出新品种、新种质ꎮ 特别是针对目前高效利用的种

质资源和近 １０ 多年育成的选育品种、杂交稻资源主

要掌握在育种者或种业公司手中的现象[９]ꎬ以及已

掌握的种质资源主要来源国内ꎬ存在地理远缘、遗传

差异缺陷的现状[１３]ꎮ 加强对近年来育成的新品种、
新品系和遗传材料的系统收集保存ꎬ加强与国内外

单位种质资源的交流与交换ꎬ提高种质资源收集保

存的目标性和系统性十分重要ꎮ
３. ２　 提高种质资源评价的规范性和精准度

对已知种质资源准确、全面的评价鉴定是资源

研究的根本[１￣３]ꎮ 目前稻种资源的评价主要存在以

下不足:(１)以表型鉴定为主ꎬ未能充分阐明种质资

源的利用价值[１４]ꎮ (２)随着环境变化ꎬ出现新的抗

病虫、耐逆性评价要求[９ꎬ１５￣１６]ꎮ (３)早期收集保存的

稻种资源ꎬ因评价方法不规范等原因ꎬ评价数据有待

重新认定[２￣３ꎬ９]ꎮ 因此ꎬ需要对照国家和地方出台的

“水稻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稻种资源

评价”等ꎬ紧扣育种目标ꎬ在表型鉴定基础上ꎬ加强

种质资源遗传、生理生化和基因水平的精准评价ꎬ开
展系统规范的评价鉴定研究ꎮ
３. ３　 加快惠益共享平台的建设步伐

提高种质资源利用效率ꎬ为育种提供物质保障ꎬ
实现资源与育种研究共同发展ꎬ这是资源研究的最

终目的[３￣４]ꎮ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和知识

产权保护的加强ꎬ种质资源的收集难度逐步加大ꎮ
因此ꎬ建立种质资源的惠益共享平台ꎬ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种子法»、«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相

关文本ꎬ突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ꎬ确保遗传资

源获取和使用所产生的利益分享以及遗传资源创造

者、提供者、保存者、评价者、利用者各方的合法权益

得到充分尊重ꎬ体现互利互惠、互通有无、合作交流

的原则ꎬ实现种质资源依法向社会开放ꎬ促进保存与

利用的良性循环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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