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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稻品种的特点及其改良目标

资云章
( 西昌学院 四川西昌 5 1 60 1 3)

摘 要
:

香稻作为具有香味的特珠稻 品种
,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

但是 由于受产地
、

产蚤等 因素的影响
,

使其在很长的

一段时间内只能做为一种中高档消费食用
。

本文就传统香稻的限制 因素
、

改 良的 目标和措施进行了 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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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稻是栽培稻的特殊类型
。

香稻糙米的果皮
、

种皮及糊粉层和植株营养器官内存在着芳香类的

化合物
,

在稻株生长期或蒸煮或化学处理过程中会

发出特殊的香气
,

是具有强烈香味的水稻
。

香稻稻

米与普通稻米外观没有差异
,

但在蒸煮时米饭能发

出淡淡清香
。

有些香稻品种在整个生育期间的地上

植株茎叶部都具有香味
,

微风吹来
,

香气四逸
。

特别

是在香稻抽穗开花期发出的香味极浓
,

这一点是香

稻所独有的
。

香稻栽培历史悠久
,

但栽培技术和栽培品种的

改良还相对滞后
。

由于香稻具有香味这一优异特

性
,

在国际市场上
,

香稻品种的价格一 向高于非香

稻品种
。

但是
,

作为世界各国传统名优产品的米 中

珍品— 香米
,

虽 以其香气馥郁
、

米粒晶莹
、

米饭芬

芳深为人们所喜爱
,

却一直只能作为帝王和贵族的

专用米
,

而不能在大众中推广
。

究其原因
,

主要受产

地和产量的影响
。

如
:

湖南省的江永香米
,

其产地仅

仅局限于湖南省江永县源 口 乡蒋家庵与石家庵村

门口 的 1 6 ,6 7 5耐
,

如果将其种植到其它地方
,

其香味

将渐渐消失
。

而作为国际上有名的香稻B as lan it 3 70
,

每6 67 耐的产量仅有 1 5k0 g左右
。

因此
,

随着我国的经

济发展
、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加人w T O后即将开

放农产品市场
,

对香稻品种 的改 良 (产量
、

香味
、

品

质 )将是今后育种工作者所要面临的重大课题
。

1 传统香稻品种具有的特点
1

.

1 传统香稻品种具有极其严格的地域性

过去我国香稻生产地广泛分布
,

但并非人人可

以享用香稻稻米
,

原因是传统香稻 品种并不是所有

水稻产地都能种植
,

它具有严格的种植地域性
。

香

稻的生产与当地特异的土壤
、

水质等生态条件密切

相关
。

例如湖南省的江永香米一直很有名
,

但其产地

仅仅局限于湖南省江永县源 口乡蒋家庵与石家庵村

门口 的1 6
,

6 7 5时
,

过去称为
“

皇田
”

的很小范围
。

如果

将江永香稻品种种植到其它地方
,

不仅产量低
,

而且

其香味也渐渐消失
。

即使与
“

皇田
”

相邻的田
,

按同样

的管理条件种植同一香稻品种
,

其香味也有显著差

异
。

北京市的京西香稻
,

出产在海淀一带
,

采用玉泉

山的泉水灌溉
,

所以才香
。

如果将京西香稻放在外地

种植
,

其所产稻米就变得不香了
。

河南省息县的项店

和夏庄两个乡之间有一方圆 10 余公里的地方
,

所产

的稻米都有一股香味
,

如将当地所产香米品种种到

息县西部地方
,

米就没有一点香味
。

山东省的曲阜香

稻仅仅分布在曲阜市的城关和息限乡一带
,

以边泉

池周围所产最优
。

逢泉位于城东南一公里许
,

用当地

水温稳定的泉水灌溉
,

泉水甘甜清澈
,

喷涌不止
,

周

围所产的香稻被称为
“

神品
” 。

明清时期
,

曲阜香稻作

为贡米闻名遐迩
,

至今仍盛誉 中外
。

如果将曲阜香稻

放到外地种植
,

所产稻米就变为不香
。

据现代水质分

析
,

逢泉泉水中含有丰富的钠
、

钙
、

镁
、

铁等矿物质元

素和 10 多种微量元素
,

优质的矿泉水
,

浇灌出清香 的

稻米
,

若用其它水浇灌
,

香稻就会失去特色
。

上海市

青浦区的香粳米
,

只能种植在青浦西部水乡一带的

青紫泥土质 中
,

并用淀山湖的水灌溉
,

其稻米才香
。

有人将青浦区的香粳米引种到黄泥 田
,

则其香味慢

慢消失
,

最终变成一般的普通稻
。

山西省太原市悬瓮

山的晋祠
,

有一股水温稳定并含有明矾等矿物质的

泉水从地下涌出
,

灌溉着晋祠乡的近 7 00 公顷稻 田
,

因而这种稻米煮成饭后坚韧香甜
。

如果将当地的这

种稻种拿到汾河两岸种植
,

香味便消失 了
,

再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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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重新种到晋祠
,

原有 的特点和香气 又重新恢

复
。

国外原产巴基斯坦 的香稻品种 B as ma it 37 O为世

界著名的香稻品种
。

该品种如在 巴基斯坦种植
,

由

于成熟时气温低
,

当地出产的 B as m iat 3 70 香味浓 ; 而

将该品种引种到菲律宾种植时
,

则由于成熟时气温

高
,

香味则明显减少
。

20 世纪 50 年代
,

我国农业部曾组织专家专程去

湖南省江永香米产地考察
,

经湖南省有关部门专 门

研究
,

发现江永香米的生产与其生产地土壤及灌溉

用水中的微量元素含量有关
,

但其具体影响机理还

有待于育种专家的进一步研究
。

1
.

2 传统香稻品种的农艺性状较差

多数香稻农家品种植株高大
,

可达 150 一 16 c0 m ;

不耐肥
,

易感病虫
,

抗性差
,

容易倒伏 ; 谷粒有长芒
,

不便于收获贮藏 ; 生育期长达 14 0 一 18 d0
,

而且产量

低
。

如湖南省的江永香米
,

每 6 67 mz 产量只有 l o o k g左

右 ;上海的青浦香梗米
,

每 6 67 时产量 1加一 Z o o k ;g 山

东省的曲阜香米
,

每 6 67 m
2

产量 100 一 150 k ;g 浙江省开

化县的重岸香稻
,

生育期长达 1 60 多天
,

每6 67 耐产量

仅巧。一 Z o o k g
,

我 国建 国后 因该品种产量低而逐步

停种
,

至 19 58 年原产地已经绝种
。

我国新疆的阿克苏

地区历史上也 出产香米
,

但后来因为低产而失传
。

国外原产巴基斯坦的著名香稻品种 B as ma it3 70 植株

高达 16 5 e , n
,

每 6 6 7耐产量仅有 1 50 嘴左右
。

2 改良目标
.2 1 高产

长期 以来
,

香稻不能在大众 中推广
,

其主要原

因是其产量过低
。

由于过低的产量
,

导致其只能满

足少数人食用
。

因此
,

增加香稻的产量
,

将是今后育

种工作者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

在长期的水稻生产实践中
,

高产是增加投资
,

特别是增加氮肥使用量而实现的
,

因此
,

选育新 品

种 的根据之一是耐氮肥 的能力
。

日本学者 T su n o da

( 1% 4 )曾对水稻
、

甘薯
、

大豆的低产品种和高产品种

作过 比较
,

结果 表明
,

耐氮肥力强 的品种
,

叶片挺

立
、

短
、

厚
,

深绿色
,

茎短而坚实
,

而耐氮肥力弱的品

种
,

叶片长
、

阔
、

薄
、

披散
,

泼绿色
,

茎秆高而软
。

他根

据作物光合作用的生理学知识认为
,

深绿色的厚叶

片
,

由反射而损失的光比较少
,

直立的小型叶
,

可使

光均匀地分布在全部叶片上
,

且能减低呼吸作用
,

因此
,

即使在弱光下
,

干物质和产量都会增加
。

透光

均匀的茎秆矮而坚实的水稻
,

抗倒伏能力极强
,

利

于稻穗形成时减少干物质的损失
。

香稻的高产需要改良其株型
,

根据现代育种的

观念
,

高产品种应该拥有挺立
、

细长
、

浓绿的叶片 ;

短
、

厚
、

直挺的倒三叶 ; 矮而硬的茎杆和强有力的分

孽力
。

叶片的挺立
、

细长和浓绿能减少上
、

下层之间

的遮光程度
,

增加光能利用
,

使前期的干物质积累充

分
。

倒三叶是夺取产量的关键
,

因此
,

短
、

厚
、

直挺而

浓绿的倒三叶配置有利于光能的吸收
,

光合效率的

提高
。

矮而硬的茎杆可以减少倒伏
,

从而减少对结实

率和千粒重的影响
。

强劲的分粟增加了有效穗的穗

数
。

这些都为高产打下了基础
。

.2 2 高抗

病害
、

虫害和倒伏是造成水稻减产的主要原因

之一
。

由于传统的香稻品种在抗倒伏
、

抗病虫害等方

面不强
,

所以造成其低产
。

因此
,

在香稻改 良时应将

过去传统香稻品种进行矮化
,

增加其抗倒伏性
,

结合

现代育种的技术
,

培育出高抗病虫性的优质品种
,

以

减少病虫害对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

近年来国内外各

农业科研和教学单位
,

经过多年的努力
,

已培育出多

个不择土质
,

病虫抗性强
、

植株性状好的品种
。

.2 3 优 良的理化品质

香稻仅有香味是不够的
,

还要有优 良的理化品

质
,

其理化品质包括
:

加工品质
、

外观品质
、

蒸煮和食

用品质
、

营养品质等四个方面
。

作为一种流通的商

品
,

在其有香味的基础上
,

具有优 良的加工品质
、

外

观品质
、

蒸煮和食用品质
、

营养品质
,

才能更受消费

者的欢迎
,

才更具有市场竞争力
。

3 改良措施
3

.

1 使用现代的育种方法选育优 良

利用现代的育种理念与手段
,

在常规育种的基

础上
,

利用其选出的优良个体
,

并利用杂交育种的优

势
,

育 出高产
、

高抗和高适应性的品种
,

使香稻在地

域上得到广泛的推广
,

产量和抗病虫性大大增加
。

近

年来 国内外各农业科研和教学单位
,

经过多年不懈

的努力
,

利用杂交育种
、

水稻体细胞无性系变异育种

等方法
,

已培育出多个不择土质
,

病虫抗性强
,

植株

性状好
,

产量高和香味浓的香稻品种
。

特别是我国曾

在世界上首先在生产上大面积利用水稻杂种优势
,

杂交水稻的应用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
。

他们将这

些技术运用到香稻的改良上
,

培育出了一系列的香

稻品种
,

如
:

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所利用 自选香稻不

育系湘香 2号 A作母本
,

普通稻恢复系明恢 63 作父本

育出的香优 63 ; 四川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利用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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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稻不育系川香2 A 8 与无香味恢复系C D R2 2 配组育

成的香优 1号 :
广西博白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利用自选

的香稻恢复系和自选的三系不育系博A 配组育成的

博优香等
,

同时
,

各相应 品种还有其相应的配套栽

培措施
,

良种配良法
,

使这些品种更加完善
。

.3 2 栽培措施的改良

传统的栽培措施
,

由于没有考虑到环境条件
、

微量和超微量元素
、

栽插方式和合理的水肥配合的

使用
,

致使传统香稻在移栽它地后
,

其香味和产量

逐渐下降
。

因此
,

在香稻移栽它地时
,

要考虑栽培环

境的温度
、

光照
、

水质
、

土壤条件等因素对香稻的影

响
。

温度
、

光照
、

水质
、

土壤条件等因素严重制约着

香稻的加工 品质
、

外观品质
、

蒸煮和食用品质 以及

营养品质
。

因此
,

栽插地与播期的选择要适当
,

应尽

量避免灌浆成熟期不适宜的温度等不利条件对香

稻商品价值的影响
。

同时
,

各香稻原产地有着特殊

的地理环境条件
,

香稻在整个生育过程中不只养分

充足
,

而且在微量和超微量元素等方面也得到了充

足的供应
。

据黄淑贞 ( 19 9 0) 对喷施斓
、

钦等对香稻香

味的影响研究表明
,

斓
、

钦可能是影响香稻香味的

重要营养元素
。

因此
,

施肥时应该注意钙
、

镁
、

铁
、

钠
、

铜等微量元素和超微量元素的使用
,

以保证香

稻的香味和产量
。

在栽插方式上
,

应根据各地不同的特点
,

使用

合理的育秧方法 (如
: 旱育秧 )

,

加强苗期管理
,

培育

出壮秧
,

为移栽后抗倒伏
、

抗病虫害和获得高产打

下基础
。

在移栽上
,

合理的栽插密度有利于形成强

的分集
,

使群体在光能利用上达到最大的效率
,

使

产量和品质大大提高
。

在 田间管理上
,

基肥
、

分粟肥与穗肥的施用上
,

要合理均衡的施用各种肥料
,

特别是农家肥 的施

用
,

由于农家肥中具有丰富的钙
、

镁等中微量元素
,

增强了香稻的光合利用率
,

同时也改善了稻田土壤

的透气性
。

三个时期合理的用肥
,

能充分发挥香稻

产量和品质的潜力
,

为增产和优 良的品质打下良好

的基础
。

在它地作种植时
,

由于土壤和水质 中矿物

质含量的不同
,

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追施适量矿物

质元素
。

在水分管理上
,

应根据各时期需水量的不

同
,

进行合理的灌溉
,

既保证了香稻的正常需水量
,

有节约了用水
。

但在稻穗形成期
,

特别在花粉母细胞

减数分裂这一对水分十分敏感时期和抽穗
、

扬花
、

灌

浆等这些对水分敏感时期
,

要注意掌握以水调气
,

以

气养根
,

以根保叶
,

避免早衰
,

以保证丰产优质
。

4 综述

不同的传统香稻品种间在香气性质
、

强弱等方

面存在较大差异
,

加上易地种植后香气往往会减弱
。

因此香稻品种改良的重点是将过去传统香稻品种进

行矮化
,

增强适应性和抗病虫能力
,

培育香气纯正宜

人
、

攘郁而又稳定的香稻品种
。

近年来国内外育种专

家将杂交育种中积累的经验和现代育种的新技术融

人到香稻的改良中
,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选育出许

多优质高产的常规优 良香稻品种
,

而且选育出多个

优良香稻杂交组合
。

但是
,

在香稻育种工作中还有一

系列的问题有待于我们的育种工作者解决
。

因此
,

育

种工作者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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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基质对炼苗成活率的影响

顺序号 基质配方 成活率 (% ) 株高

5
.

2 3

6
.

1 2

叶数

2
一

19

根长

珍珠岩

12/ 珍珠岩+ 12/ 草炭

蛙石

1 2/ 缝石+ 1/ 2草炭

67
.

9 1e

8 1
.

2 4 b

7 3
.

0 1 C

83
、

12 b

5
.

17

6
.

0 7

6
.

54

2
一

3 8

2
一

0 7

2 2 5

3
.

69

2
.

5 4

3
.

3 7

.2 87

3
.

3 5

3
一

1 5

从表 5可以看出
,

炼苗基质 5号配方成活率最高
,

达91
。

%3
,

显著优于其他基质的成活率
、

株高
、

叶数

也优于其它配方
,

且根适中
,

故为最佳配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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