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冕宁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北部，介于

东经!"!#$% & 至!"’#’( & ，北纬’%#") & 至’*#"’ & 之间，

年平均气温!$+%,，雨量!"-.+%//，日照’"%%+.0，雨

热同季，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水源丰

富，灌溉设施完善，极有利于水稻高产，属川西南高

原稻作区西凉高原一季稻亚区。

水稻是冕宁县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种植历史悠

久，新中国成立前，种植品种主要是古老的地方高

原籼稻，单产低于.)""12 & 0/’。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引

进和推广粳稻良种“台北%号”、“台中$!号”后，水稻

单产和总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八十年代中后期，

新引种的粳稻品种“西南!-)”、“中花”、“楚粳系列”、

“合系系列”等陆续推广，实现了水稻品种第三次更

新换代，使全县水稻生产跃上了新台阶，其种植面

积及产量都始终位居粮食作物首位。’""$年全县水

稻种植面积%’""0/’，总产)+()万3，占大春粮食总产

的)*+’4，占全年粮食总产的.!+)4。由此可见，水稻

生产在全县农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因

基础条件和技术力量的限制，品种选育工作难以开

展，每年均要进行优良水稻品种的引进和筛选。为

此，通过对冕宁县近十年水稻品种的引进和筛选工

作的回顾，对品种特性和推广情况的分析，为今后

品种引进和筛选工作提供参考。

! 水稻品种引进
!+! 引种原则

冕宁稻区立体气候明显，在海拔!)""/5’"*"/
均有栽培，品种类型多样，耕作制度为稻—麦（油）

两熟。县内自然灾害频繁，育秧期易受寒潮冷害造

成烂秧，抽穗扬花期易遇阴雨低温导致空壳率高；

稻瘟病、白叶枯病等常发。因此，水稻品种的引种及

筛选利用，应“趋利避害”，严格筛选“耐寒抗病高产”

品种，在品种类型上应以粳稻中熟种为主，早、中、晚

熟品种配套。

!+’ 引种地点

根据 “在纬度和海拔高度相近似地区之间引种

易获成功”的原则，和冕宁县地理、气候概况以及本

县前十余年的引种经验，将引种地点主要定在同属

云贵高原的云南省籼粳交错区和粳稻区。主要被引

种单位有：云南省农科院作物所（合系系列、合系6
系列、滇系系列、滇粳优系列以及部分杂交稻）、楚雄

州农科所（楚粳系列和楚粳优系列）、大理农科所（凤

稻系列）、丽江农科所（丽粳系列），本省凉山州种子

站、西昌农科所，部分大专院校以及一些州、市、县种

子站和种子公司。

!+$ 引种方式

主要采用外出实地考察引种和电话、书信联系，

由育种单位直接邮寄或参加凉山州水稻区试统一提

供品种。近十年间有四年（!**)年、!***年、’""!年、

’""$年）通过外出考察引种，其余六年为电话、书信

引种，共引入水稻新品种品系!-$个。

!+. 引种类型

十年间，引进的!-$个品种都属于粳亚种一季中

稻，包括!-"个粘稻和$个糯稻品种。熟期主要分为三

大类，一是针对安宁河流域巨龙及以下地区种植的

中熟品种；二是适于城关中、下环地区种植的早熟品

种；三是适合城关上环及以上地区种植的高寒品种。

其中!(.个属常规品种，*个属杂交品种。

’ 品种筛选
’+! 品种筛选方法

主要通过品种对比试验、生产对比试验、观察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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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区域示范等进行品种筛选。一般观察试验一

年，品种对比试验二年，生产试验一年，区域示范一

年。为加快筛选进程，缩短筛选年限，可直接进入品

比试验，还可生产试验与区域示范同时进行。

!"! 试验示范农户和田块的选择要求

试验户应对农业新技术接受快，责任心强，善

于精耕细作，能严格按试验要求进行操作，是当地

的庄稼能手。选择地势平坦，肥力中等偏上且均匀，

四周无荫蔽，面积在##$%!以上的田块作试验田。

!"& 试验原则

品比试验：随机排列，三次重复，小区净栽面积

’&"&(%!，不包括走道，治虫治草不治病，每一道工序

在同一天内完成，各小区称量追肥，均匀撒施。

观察试验：除不设重复外，其它与品比试验要

求相同。

生产试验：“田”字型对角线种植，每小区含走

道在内的面积为’##"$(%!，可进行病虫草害防治。

区域示范：根据各品种在品比试验和生产试验

中的表现，在本县一定生态区域内进行布点示范，

每户面积不低于##$%!，按大面积生产技术进行种

植。

!") 试验安排情况

十年中，共安排各种试验)!个，其中品比试验!*
个，参试品种数达’’#个次，观察试验’’个，参试品种

+!个次，生产试验’!个，参试品种’&个。在试验的同

时，还安排了&!个点次的区域示范，参示品种)*余

个，示范面积近百公顷。

!"( 筛选结果和推广情况

!"("’ 至’,,#筛选出的合系-!&、合系-!,、合系-&(、

合 系-)*和 楚 粳’&号 等 五 个 品 种 的 推 广 “合 系

-!,”、“合系-!&”、“合系-)*”等三个品种属中早熟

或早熟品种，抗病，株型紧凑整齐，较耐肥，分蘖力

较强，易脱粒（“合系-)*”难脱粒）。一般产量+!(*.
,$(*/0 1 2%!，高产田块可达’*(** /0 1 2%!以上，适宜

于该县城关片区下环及以下地区种植。

“合系-&(”，在试验示范中比对照楚粳&号增产

("#&3.$"$!3，最高达’’+)) /0 1 2%!。中熟种，耐肥抗

病抗倒，青秆成熟，穗层整齐，摆籽较密，尤其是良

好的外观品质和食味性受到广大农户的喜爱，’,,+
年推广面积就达!’’+"( 2%!，占适宜种植地区面积

()#$2%!的&+"$(3。

“楚粳’&号”，中早熟种，该品种有效穗较高，较

耐肥，易脱粒，抗病性较好，品质较好，千粒重可达!$
克，适宜种植范围扩大到海拔’+**%的地区。

这五个品种的推广，无论在产量上还是在抗病

性方面，都优于原推广品种“西南’$( ”、“引国’’!”、

“楚粳!号”、“楚粳&号”、“楚粳(号”、“台北八号”等，

并已逐渐将它们代替。

!"("! 至’,,+年筛选出的合系&,号、楚粳’$号、楚粳

’+号三个品种的推广 “合系&,”，连续两年品比试

验产量位居一、二位，两年示范种植产量在,***.
’*+** /0 1 2%!之间。该品种属中熟种，分蘖力和生长

势较强，中秆，植株整齐，耐肥抗倒，抗病性强。特别

是其良好的外观品质和食味性很快博得广大农户的

青睐，迅速在全县推广开，仅’,,,年一年种植面积达

’&#(2%!。

“楚粳’$号”，中熟种，植株整齐，生长势强，耐

肥、抗病、易脱粒，中至高抗稻瘟病，穗大粒大，千粒

重!$.!+克。在两年的品比试验中比对照楚粳&号、楚

粳’!号分别增产’#"*3和’*"#(3，在生产对比试验中

比对照增产$")(3。在九六年的多点小面积（各点面

积小于*"&&& 2%!）区域示范中，平均产量’*$’* /0 1
2%!，最高达’!!)# /0 1 2%!，创下本县的高产纪录，在

全县轰动一时，仅’,,+年一年就推广种植!&&+"(2%!，

占适宜种植区面积的)!"+3。但是该品种的最大缺点

是米粒外观差，腹白大，垩白率高，严重影响了市场

销售，出现了丰产不丰收的现象，至!***年，面积大

大萎缩。

“合系&,号”和“楚粳’$号”这两个品种的推广速

度非常快，很快代替了原生产上推广的楚粳+号、楚

粳’!号、合系!)号、合系&’号、中花八号、中作))等品

种。但楚粳’$号虽轰动一时，推广的快，而因外观品

质差，种植面积消退也快。“合系&,号”的推广速度

快，种植面积随年度的推移稳中有升，其主要原因是

米粒的外观品质和食味均很好，市场价格高，且对该

地区的主要病害（稻瘟病和白叶枯病）表现出良好的

抗性，同时还具适应种植范围较广的优点。

“楚粳’+号”，中晚熟种，也表现出生长势强、产

量高、耐肥抗倒、分蘖力强、有效穗高的特点，不足之

处是生育期较长，不能在+月’*日前齐穗，这成了该

品种不能在全县大面积推广的重要限制因素，只能

在巨龙以下的适宜地区作搭配品种种植。

!"("& 至’,,,年筛选出的合系)’号的推广 该品种

在品比试验中产量位居第一，在区域示范中产量在

,$(*.’*,(*/0 1 2%!。中熟，中秆耐肥抗倒，分蘖力较

强，抗病抗逆性良好，在区域示范中的突出表现得到

农民朋友的普遍喜爱。在’,,,年后的两年中种植面

积迅速增加到’&(*2%!以上，逐渐代替了大部分楚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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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和部分合系#系列品种。

$%&%’ 至$((!年筛选出的)*+、高粳$$,、)*!+、楚粳

$-号、.,等品种的推广 “)*+”系云南省农科院粳

稻项目组选育，后定名为“滇系"号”，在品比试验中

比对照合系-+号增产$%(’/，生育期比对照长三0，属

中晚熟种。株型紧凑，生长势强，植株整齐，偏大穗

型，米粒外观虽有部分垩白，但食味很好。在栽培技

术上必须搞好药物浸种防治恶苗病。该品种适宜在巨

龙及以下地区种植。

“楚粳$-号”在试验示范中比合系-+号略有增

产 ，属 中 熟 。 显 著 特 点 是 株 型 紧 凑 ，植 株 矮 健 （约

"&12），生长整齐，分蘖力强，有效穗高，属多穗型品

种。适宜在城关下环及以下地区种植，因米质外观

中等而将它作为搭配品种推广，在栽培技术上应促

粒重。

“高粳$$,”来源于楚雄州农科所，产量比合系-+
号略低，但生育期较短，属中早熟种。该品种生长势

极强，茎秆粗壮，耐肥抗倒力强，穗粒数高，千粒重

高达-(克，属大穗大粒型品种，不足之处是分蘖力很

差，难脱粒，在栽培技术上注意增加基本苗。“)*!+”

来源于云南省农科院粳稻项目组选育，在试验示范

中产量略高于合系-+号。其特点是熟期较早、米粒透

亮无垩白和难脱粒。针对两品种的特性，将它们作

为城关片中上环地区的回龙、森荣、哈哈、惠安等乡

以及泽远、河里、林里等乡镇部分地区的搭配品种

有较大的利用价值。

“.,”也系云南省农科院粳稻项目组选育，中早

熟种，产量与合系-+持平。其特点是叶色深绿，穗层

整齐，株 高 偏 矮 （约,(12），成 穗 率 （,’/）和 结 实 率

（,&%$/）较高，摆籽密，米粒无垩白，食味较好，极易

落粒。该品种适宜在城关和巨龙两片区作搭配品种

种植，栽培上应注意及时收获。这几个品种都是作

为搭配品种进行推广，在推广过程中，农户表现比

较冷静，种植面积不大，但面积比较稳定，无大起大落。

$%&%& 至$((-年筛选出的凤稻+号、滇粳优!号、滇粳

优&号、.—’（$((!3"!$）和.—-（$((!3"$&）等五个

品种的推广 “凤稻+号”系云南省大理州农科所选

育，比对照合系-+号提前!(0成熟。它兼具了早熟、耐

寒、粒大、高产、优质、生长势强和适应性广等优点，

在惠安乡示范种植中表现出该地区从未有过的丰

产，产量超过,$&( 45 6 72$，而该地区的一般产量只

有&$&(89"&( 45 6 72$。尽管该品种有难脱粒和轻感

枝梗瘟的缺点，但仍在该地区迅速普及。

“滇粳优!号”、“滇粳优&号”、“.—’”和“.—-”

等四个品种都是云南省农科院粳稻项目组选育的优

质品种。“滇粳优!号”和“滇粳优&号”粒型细长似籼

稻，米粒透亮无垩白，内在品质和食味属粳稻，产量

与合系-+号持平。“.—’”属香粳糯品种，比本地粳

糯品种增产幅度大，在示范种植中产量达到"’"(45 6
72$。“.—-”株高偏矮，只有"(12，穗至成熟仍为直

立，产量略高于合系-+号。由于各品种自生的特点所

致和农户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这几个品种的推广

进度较慢。

$%&%9 高寒稻区品种的筛选 海拔!+((28$$((2的

高寒稻区，气候条件恶劣，水稻新品种的筛选举步维

艰。连年来先后引进-$个品种，但综合性状均不理

想，在产量、熟期和抗性三方面得不到满意的协调。

经众多农技工作者的努力探索，对种植制度进行改

革，找到了适宜的旱作品种，以水改旱替代了水稻。

因此，对高寒稻区水稻新品种的筛选已不迫切。

- 对冕宁县水稻引种、筛选的体会和

思考

-%! 坚持“从适宜地区引种”和“一切经过试验”

这是引种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这样可提高引

种成功率，避免盲目引种造成人力、资金、时间的浪

费和未经试验推广给广大群众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 适时调整引种目标

为配合冕宁县优质稻基地的建设，引种目标应

将优质放在首位，以体现冕宁县优质稻生产的特色，

如“楚粳!"号”虽然高产，但因外观品质差其推广面

积很快萎缩。因此，应在优质的前提下，兼顾产量、熟

期和抗性。在品种推广上所用品种不应过杂，应区域

化布局，以利于精米加工和产业化的发展。根据农业

生产形势的发展，应及时修改引种目标，如高寒稻区

水稻种植面积小，又在推广水改旱，可放弃对高寒稻

区的筛选。因柴油打谷机的普及，减轻了人力的劳

作，对新品种的落粒要求可适当放宽。

-%- 完善引种思路

如对杂交粳稻的尝试，$((-年通过到云南省有

关市县实地考察，发现当地推广的几个杂交粳稻品

种在产量和抗性方面比合系-+号表现优异，而当地

的气候环境条件与冕宁县极为相似，遂引进了七个

杂交粳稻品种进行试验，现正在进行中。

-%’ 转变广大群众的存旧观念

观念的更新对品种推广十分重要，如在“.—-”

的推广中农民普遍认为穗子直立不“弯腰”定是秕粒

多，产量低；“滇粳优!号”和“滇粳优&号”粒型与籼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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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其品质一定不好，这必然加大了良种的推广

难度。

!"# 增加良种的科技含量，提高良种的统供率，加

大对配套技术的宣传

良种良法配套，可使新品种的优良性状和增产

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以利于优良新品种的推广和区

域化布局。因推广的水稻品种多为常规品种，农户

自由串换，且不清楚各品种的区域适应性，不可避

免地出现了不能正常成熟等问题。若农民意识到种

子部门销售的种子质量明显优于自留种，在购种时

又得到了良好的服务，就能及时了解各品种的适宜

种植区域和配套的种植技术方法，使良种和良法配

套。如“高粳$$%”在移栽时应增加基本苗，“楚粳$!”

应追施粒肥等，优良种性和生产潜力就可得到充分

发挥，从而可加速新品种的推广。

!"& 加强对优良品种的提纯复壮工作，以延长优良

品种在生产上的使用年限

优良品种在生产上的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优

良性状不可避免的发生退化，开展良种的提纯复壮

工作显得十分重要，既能延长其在生产上的使用年

限，又可缓解新品种筛选中的青黄不接。

目前乃至今后很长时期，高原粳稻引种及筛选

利用，仍然是冕宁县水稻生产的主要基础工作。随着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形势的不断发展，结合本地实

际，因地制宜，不断改进和完善引种筛选工作的目标

和思路，真可谓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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