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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优质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策略

黄世君
(乐 山市农牧科学研究所 四川峨眉 6 14 2 16 )

摘 要
: 以 湖南

`2 ,、 四 川 〔41 、

广西
、

浙江
` l]
等省具有广泛代表性 的组合进行米质状况分析表明

,

当前三系杂 交水稻的 米

质问趁主要表现在整精米率低
、

圣 白粗率高
、

蚕 白度大和胶稠度低
。

在杂交稻育种中
,

我们根据多年 实戏总结
,

提 出

了降低杂交稻 圣 白
,

提高胶拥度的新理论
、

祈方法
,

并提出了具体的育种思路
,

以提高杂交稻整体品质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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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

实现 了釉型杂交水

稻的三系配套
。

三十年来育成了一大批产量高
、

适

应性强的杂交水稻新品种并广泛应用于生产
,

为粮

食单产和总产的提高
,

实现粮食自足作出了巨大贡

献
。

但与此同时
,

高产和优质的矛盾凸现
,

少有既高

产又优质的三系杂交稻应用于生产
。

优质稻 (主要

是常规稻 )面积不足水稻种植面积的 15 %
,

生产的优

质稻米不能满足人民膳食质量的改善和数量 的需

求
,

更不利于国内外市场竞争
。

因此
,

三系杂交稻优

质化是当前生产的迫切需要
。

1 我国三系杂交水稻米质现状
国内育成和推广了一些米质较优

,

产量较高的

三系杂交稻组合
。

如 19 99 年底获得
“

四川省稻香杯
”

金奖的 11 优 7号
、

11 优 16 2
、

11 优 9 2一 4
、

K优 0 4 7
,

广西

的〔1〕博优桂 99
、

秋优桂 99
、

福建的花优63
、

广东的粤

优 9 38 等
,

稻米品质都有明显改善
。 ,

就现有杂交稻而

言
,

大多数米质性状表现良好
,

如糙米率
、

精米率
、

糊

化温度
、

直链淀粉含量
、

粒型
、

蛋白质达标率很高
,

但

品质优化难点仍然存在
,

表现在
: 要白粒率高

,

妥白

度大
,

整精米率低
,

胶稠度低 (硬 )等
。

(见表一 )

表 1 主要产稻区米质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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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四川
、

浙 江是国硕标准
,

期 南
、

广西 是部颁标准
。

2 亲本的米质状况
亲本的米质状况影响着其配制组合杂种后代

的米质状况
。

廖伏明`火19 99 年 )对当前杂交水稻品

种中应用面积最大的巧个三系杂交水稻亲本的稻米

品质进行了分析
。

结果表明
,

不育系的噩白粒率
、

要

白度和胶稠度无一达到部颁一级优质稻米标准
,

恢

复系的至白粒率也无一达到一级标准
,

其品质状况

与杂交稻稻米品质状况完全一致
。

说明当前杂交稻

的米质问题完全由其亲本造成的
。

要选育优质杂交

稻
,

首先必须选育优质的亲本
。

3 米质优化中难点品质性状的遗传
.3 1 至白的遗传

坚白遗传的观点颇不一致
,

近来普遍认为其受

多基因控制
,

并与环境有互作存在 〔 , 〕。

但翌 白的类型

和多少是高度遗传的
,

可严格选育出无垄白品种
。

钟旭华 ( 1 9 96) 研究表明
,

稻米要白的大小与源
、

库活性均呈负相关
,

源或库活性对里白发生的作用

与品种有关
。

不同组合的后代
,

要白与粒重
、

籽粒体

积
、

厚度
、

密度
、

长度都呈显著正相关
。

奎白分离固定

世代较早
,

对于单交后单株上的籽粒3F
,

或单次自

收稿 日期
:
2 00 3一 1 1一 17



第 1 期 黄世君
:

三系优质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策略

交
、

双交的 1F 株上 的籽粒进行鉴定 和选择十分必

要
。

.3 2 胶稠度的遗传

对胶稠度的许多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

硬 (低 )胶

稠度对软 (高 )胶稠度
,

中等胶稠度对软胶稠度均表

现显性
,

受一对主效基 因控制
,

并受若干微效基 因

的影响
。

硬胶稠度对中等胶稠度则表现数量性状的

遗传
,

胶稠度具有质量
、

数量性状遗传的特征 3t]
。

要

选择软 (高 )胶稠度类型时
,

亲本之一必须是软的
,

且可以在早代选择川
。

.3 3 整精米率

整精米率是一个遗传性状
,

它与籽粒硬度
,

谷

粒大小
、

形状和坐 白有关
。

同时又受灌浆或成熟期
、

收割后处理储藏等环境因素影响川
。

就整精米率而

言
,

不育系表现比恢复系好
。

因此
,

在优质育种中
,

应

该加强对整精米率高的恢复系的选育
。

4 育种对策

选育优质不育系和优质恢复系是优化杂交稻米

品质的公认模式
。

我们研究发现
,

由于软米特殊的淀

粉结构
,

且米粒在蛋 白态 N
、

粗淀粉
、

糖份
、

可溶性氮

的含量上呈现差异
,

软米与任何硬米杂交能大幅度

降低杂交稻稻米翌白 (突破 )
,

大幅度提高胶稠度
,

且

能使其它品质性状得到全面优化 (见表 2 )
,

实现优质

高产相结合
。

我们根据多年研究总结
,

创造出用软米

不育系优化杂交稻稻米品质的理论新模式
,

为选育

优质杂交稻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
。

表 2 乐香软优杂交组合稻米品质分析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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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育软米亲本优化杂交稻米品质

水稻育种上 的突破是从特异性育种材料 的发

现开始的
。

如洪群英
、

洪春利在广东发现矮脚南特
、

李必湖在海南发现花粉败育的野生稻
,

石明松在湖

北发现农垦 58 不育株等
。

因而广泛地收集这些优异

种质资源
,

并研究分析其品质性状表现
,

从 中筛选

出理想的材料与现有优 良亲本杂交
,

可选育 出品

质
、

配合力
、

综合农艺性状俱佳的杂交水稻软米亲

本
。

目前利用的一些材料
,

如云南软米材料
,

稻米外

观乳 白色
,

中间透 明
,

蒸煮米饭 蓬松化渣
,

食味极

佳
。

我所选育的优质软米不育系乐软 101 A
、

乐香

Z OZA 即是用云南软米材料与现有优 良亲本杂交选

育而成
,

而且还建立了一套选育软米三系不育系的

方法
。

.4 2 低代品质鉴定

将品质标准贯穿在材料选育的每一个环节
,

且

从早代进行品质鉴定
,

即 2F 代植株上收的 3F 代稻米

去壳
,

选择无要白粒种植成 3F 代植株
,

再继续选择
,

以免高代才算品质帐
,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4 3 其它品质性状的选择

要选择软 (高 )胶稠度类型时
,

亲本之一必须是

软的
,

最好是软米材料
,

且作为母本使用
,

并在早代

进行选择 ( F 4 )
,

很容易选到软的
。

许多研究表明
,

粒

型与稻米品质相关性很大
,

因此在改 良稻米品质时
,

首先要选育出谷粒绝对长度较大
,

宽度较小
,

长宽比

适中
,

千粒重中等偏大的恢复系配组
,

从而达到优质

且高产的目的
。

如米粒形细长
,

千粒重低
,

则可通过

提高分雍力和穗粒数来解决
。

.4 4 优质杂交稻组合的选配

双亲品质性状好的亲本
,

一般可配制出优质的

杂交稻组合
。

因此
,

育成优质不育系后
,

可根据性状

互补原则配制碾磨品质
、

外观品质和蒸煮食用品质

均优的杂交新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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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38 页 ) 十六大报告指出
“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

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

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

势
。 ”

即是说积极发展小城镇
,

以少数具有发展潜力

的中心镇为重点
,

引导乡镇企业 向小城镇集 聚
,

创

新民营经济发展的经济
、

社会环境
,

促进乡镇企业
“

二次创业
” ,

将能够创造出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
,

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出 口
,

同时
,

县就业

局也应充分发挥劳务输出短
、

平
、

快
,

就业成本低的

增收优势
,

积极组织农牧民进行就业强化培训
,

以顺

势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
,

到经济发达地区

务工
。

扩大非农产业就业规模
,

增强劳动力在农业
、

农村以外就业能力
,

是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
,

增

加农民收人的重要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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