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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水稻地方品种资源的收集与鉴定评价

刘 进，勒 思，周慧颖，胡佳晓，孟冰欣，罗文静，黎毛毛，余丽琴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水稻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南昌）/江西省农作物种质资源研究中心，南昌 330200）

摘要： 通过“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项目，对江西省各农业县（市）水稻地方品种资源进行了调查和

收集，2017-2019年共收集到水稻地方品种资源321份，对其形态特征、主要农艺性状和品质特性进行了鉴定。从地域分布来

看，江西水稻地方品种资源在11个地级市均有分布，主要集中分布于九江、上饶、宜春、抚州、吉安和赣州等6个面积较大且山

区丘陵地较多的地级市，这些地区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又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农户喜欢以水稻地方品种的稻米为原材料加

工美食。江西省水稻地方品种资源存在籼稻与粳稻两个亚种，以籼稻为主，分为早稻、中稻和晚稻，以中、晚稻为主，粘稻和糯

稻分别占38.0%和62.0%，种皮颜色种类丰富，有35份红米和紫黑米种质资源。江西水稻地方品种资源遗传变异丰富，多数表

现为颖尖秆黄、无芒或短芒，穗型适宜、剑叶及茎秆角度适中、抗倒伏且落粒性适宜；鉴定出15份抽穗期与株高适宜的大穗、多

颖花、高结实率、高千粒重的优良品种资源，还筛选鉴定出优异糯稻和有色稻米资源各12份。这些水稻优异地方品种资源具

有较大的挖掘潜力，可为水稻新品种选育提供重要的资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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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the Third National General Survey and Collection Action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rice landraces were investigated and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counties and cities in 

Jiangxi province， P. R. China. From 2017 to 2019， 321 rice landraces were collected to identify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main agronomic traits， yield and quality traits in the field.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sites， they were collected from 11 cities， with enrichments at six cities including Jiujiang， Shangrao， Yichun， 

Fuzhou， Jian and Ganzhou. These regions have more mountainous and impoverished with traffic inconvenience， 

in which farmers have the tradition to proceed food with rice landraces. There are two subspecies of Xian and 

Geng， mainly Xian，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early rice， medium rice and late rice based on the maturity. The 

sticky rice and glutinous rice account for 38.0% and 62.0%. There have 35 red rice and purple black rice 

germplasm resources. These results showed that rice landraces germplasm resources with good genetic diversity 

in Jiangxi province， most of which are yellow， no or short awn， suitable panicle， moderate blade and stem 

angle， lodging resistance， and suitable seed holding. Fifteen elite germplasm resources with feasible head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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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 panicle， high seed setting rate and big thousand grain weight， as well as 12 elite glutinous rice and colored 

rice were selected. Collectively， this study reported a resource of rice landraces which has great potential in 

breeding of new rice varieties.

Key words： Jiangxi；rice； landraces；evaluation and identification；screening；special germplasm

水稻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为60%以上人口

提供主食，稻米生产关乎国家粮食安全与百姓福

祉［1］。我国水稻种植历史悠久，种植时间可追溯到

8000年以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很可能是较早栽培水

稻及普通野生稻驯化区域［2］。江西省地处我国长江

中下游区域，光、温、水等自然条件优越，地形以山

区丘陵为主，南北跨度较大，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

多种多样的生态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农作物种

质资源，是我国较早开展水稻等农作物种质资源收

集与保护的省份之一［3-4］。近年来，随着江西省农作

物种质资源库的建立，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大

力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鉴定评价和创新利

用工作，促进了区域内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创新利

用，为种业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截至2022

年，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收集保存的国内

外水稻种质资源超过1.2万份，水稻资源类型丰富，

保存数量位居国内省级保护单位前列。

水稻种质资源是水稻品种改良的物质基础，也

是水稻生产和基础研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水

稻绿色革命及超高产育种均受益于优异种质资源

的发掘与利用［5-6］。稻种资源的收集与利用是水稻

高产、优质和抗逆育种的关键，表型精准鉴定是优

异种质资源创新利用的基石［7-8］。农作物地方品种

资源由于其独特的风味、特色优异表型和地域风俗

习惯被保留下来，这些资源类型丰富、遗传多样性

高，蕴含着大量的优良基因，具有极高的育种利用

价值［9］。系统收集与保护是维持农作物品种资源遗

传多样性的关键，经过数千年驯化利用的多样性水

稻种质或基因资源构成了育种家改良品种的物质

基础，做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对推进我国

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8， 10-13］。我国已

在 1952-1958 年、1978-1982 年分别对农作物种质

资源进行两次全面普查，共收集到水稻种质资源 5

万余份，然而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城镇化

建设的飞速发展，导致水稻地方品种资源的消失速

度加快［6］。为丰富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数量与多

样性，有效收集、保护与利用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自

2015年起农业农村部启动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

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14］。江西省于2017-2019年对

区域内的 99个农业县进行了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

和调查，收集到水稻地方品种资源321份，田间鉴定

了这些水稻地方品种资源的表型性状，筛选出一批

优异水稻种质，为江西省稻种资源的保存与创新利

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研究所用试验材料来源于第三次全国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与调查，江西省境内11个地级市99

个农业县（市）系统普查与调查收集得到的321份水

稻地方品种资源（详见 https：//doi. org/10.13430/j.

cnki.jpqr.20230110002，附表 1），这些品种资源均保

存于江西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库。

1.2　性状调查

2019-2020年在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南昌试验基

地对所收集到的321份水稻地方品种资源进行了重

要农艺性状的鉴定评价。5月10日播种，6月8日移

栽，每份材料种植1个小区，每小区种植10行，每穴

1苗，每行8株，株行距为16 cm×20 cm，田间管理参

照当地常规管理方法。田间调查性状包括抽穗天

数（播种至抽穗所需的时间）、籼粳亚种类型、光温

性、粘糯性、株高、穗长、有效穗数、剑叶长度和剑叶

宽度；成熟后取5个主穗测定穗部性状，包括每穗颖

花数、结实率、千粒重、谷粒长、谷粒宽、谷长宽比、

种皮颜色、颖尖色、穗型、倒伏性、茎秆角度、剑叶角

度、芒长、落粒性，各性状调查均参照《水稻种质资

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15］执行。

1.3　数据分析与优异种质鉴定

利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7 和 SPSS18.0

软件分析各调查性状平均值、标准差、变异范围、变

异系数和多样性指数。性状多样性指数H′的平均

值表示所有种质的遗传多样性程度，多样性指数

H′=-ΣPi×lnPi，式中Pi为某性状第 i级变异类型出现

的频率，ln 为自然对数，具体计算方法参照关峰

等［16］。以抽穗天数（110~130 d）、株高（110~140 cm）、

穗粒数（大于 200 粒/穗）和结实率（高于 80%）等性

状为条件，鉴定筛选高产、优质、特色糯稻及有色稻

优异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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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水稻地方品种资源的地区分布

不同地级市及县域收集到的水稻地方品种资

源数存在明显差异，321份水稻地方品种来源于江

西省 11个地级市，其中九江 30份、上饶 69份、宜春

36份、抚州 61份、吉安 43份和赣州 38份，其他 5个

地级市水稻地方品种数量相对较少（图1）。江西省

地形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区域内东南西三面环

山，多数山区县经济相对较落后。水稻地方品种数

量较多的九江市、上饶市、宜春市、抚州市、吉安市

和赣州市的地域面积较大，分别位于江西省的东

面、南面和西面，区域内多数县为山区、丘陵地，其

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很多农户有自留稻种的习

惯，这些地区也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喜欢以稻米为

原材料加工美食，如制作白 的粳稻、酿米酒的糯

稻，祭祖先的红米、黑米等被保留下来。而南昌市、

景德镇市、新余市、鹰潭市和萍乡市地区面积相对

较小，区域内地势较为平坦、交通便利，辖区内农业

县区面积相对较少，工业化程度高，可用耕地越来

越少，农民更喜欢种植高产型的杂交水稻，水稻地

方品种资源逐渐消失。

2.2　水稻地方品种资源类型分析

对 321份水稻地方品种资源的亚种类型、水旱

性、粘糯性、光温性和种皮颜色进行归类分析，结果

表明，江西省水稻地方品种资源均为水稻，无旱稻；

存在籼稻与粳稻亚种，其中籼稻248份、粳稻73份，

分别占77.3%和22.7%；粘稻122份、糯稻199份，分

别占38.0%和62.0%；光温性可分为早稻、中稻和晚

稻，以中、晚稻为主，分别占 56.7%和 41.1%，早稻

最少，仅占 2.2%。种皮颜色种类丰富，包括白米、

红米、紫米和黑米，白米种质有 286份，占品种总数

的 89.10%，有色稻米资源丰富，其中红米种质有 27

份 、紫（黑）米 种 质 8 份 ，分 别 占 8.41% 和

2.49%（图2）。

其他表示此部分水稻地方品种资源来源地信息不详

Other indicates that the source information of these rice landraces is 

unknown

图 1　江西省水稻地方品种资源地区分布

Fig.1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rice landraces collected in 

Jiangxi province

图2　江西省水稻地方品种资源的分类

Fig. 2　Rice landraces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1269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24 卷

2.3　主要农艺性状鉴定评价

2.3.1　形态特征的鉴定评价　形态性状分析表明，

7个性状类型变异较丰富，各种类型均有分布，但分

布不均匀，表现出一定的集中性（表1）。321份地方

品种资源颖尖色多样性指数为0.46，以秆黄为主，占

85.36%，褐色、红色、紫色和黑色分别占 7.17%、

3.74%、1.25%和 2.49%；穗型多样性指数为 0.96，散

开、中间型和密集型分别占 9.03%、66.67% 和

24.30%，以中间型为主；倒伏性多样性指数分别为

1.07，倒伏型和倾斜型的水稻地方品种资源分别占

2.80%和25.55%，中间型和直立型的分别占56.70%

和 14.95%；茎秆角度多样性指数为 1.11，以散开型

和中间型为主，分别占 56.39%和 38.63%；剑叶角度

多样性指数为1.16，以中间型和直立型为主，分别占

48.60% 和 38.01%，披垂型种质数量最少，仅占 

0.93%；芒长多样性指数为 0.90，其中无芒型资源占

67.60%，短芒型资源占 21.18%，中芒型和长芒型资

源分别占 5.30%和 5.92%份；落粒性多样性指数为

0.90，以中间型为主，占 63.24%，极高和极低落粒性

种质占比相对较少，分别占 2.80%和 8.41%。江西

省水稻地方品种资源多数表现为颖尖秆黄、基本无

芒，穗型适宜、剑叶及茎秆角度适中、抗倒伏，且落

粒性适宜。

2.3.2　主要农艺性状的鉴定评价　江西水稻地方

品种资源的抽穗天数、株高、有效穗数、剑叶长度、

剑叶宽度、穗长、每穗颖花数、结实率、千粒重等12个

主要农艺性状变异程度较大，变异系数在11.37%～

28.48%之间，表型变幅较大（表2、图3）。其中，常规

早糯的抽穗天数最短，仅有63 d，摄糯的抽穗天数最

长，为 126 d；株高变幅为 83～188 cm，黄连糯（矮

秆）的株高最矮，香禾稻的株高最高，株高在120 cm

以下的地方品种仅有 120份，占 37.4%，多数为高秆

品种；每穗颖花数变幅为 56.5～326.2，每穗颖花数

最多的品种为常规稻（一季），为326.2，有22份品种

资源的颖花数超过 250，表现为大穗多粒；321份地

方品种的千粒重在 13.2～42.2 g 之间，千粒重大于

30 g 的品种有 22 份，有 24 份品种的千粒重小于

19.0 g。这表明，江西省水稻地方品种资源的主要

农艺性状的遗传变异丰富，具有较大的挖掘潜力，

可为水稻新品种选育和性状改良提供优异的物质

基础。

2.3.3　主要农艺性状间相关分析　江西水稻地方

品种资源主要农艺性状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抽穗

天数与每穗颖花数、结实率、千粒重、谷粒长、谷粒

宽和谷长宽比呈极显著相关，株高与穗长、结实率、

谷粒长、谷粒宽和长宽比呈显著或极显著相关，而

有效穗数与其他产量性状相关不显著，剑叶长、剑

叶宽与穗部产量性状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主要

影响穗长与谷粒长性状；穗长、每穗颖花数、结实

表1　江西水稻地方品种资源的形态特征鉴定结果

Table 1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for rice landraces in Jiangxi

性状

Traits

颖尖色

Glume tip

color

穗型

Panicle type

倒伏性

Lodge

茎秆角度

Stem angle

类型

Type

秆黄

褐色

红色

紫色

黑色

散开型

中间型

密集型

倒伏型

倾斜型

中间型

直立型

披散型

散开型

中间型

直立型

品种数量

Number of varieties

274

23

12

4

8

29

214

78

9

82

182

48

3

181

124

13

频率（%）

Frequency

85.36

7.17

3.74

1.25

2.49

9.03

66.67

24.30

2.80

25.55

56.70

14.95

0.93

56.39

38.63

4.05

多样性指数

H’

0.46

0.96

1.07

1.11

性状

Traits

剑叶角度

Flag leaf

angle

芒长

Awn length

落粒性

Shattering

类型

Type

披垂型

平展型

中间型

直立型

无芒型

短芒型

中芒型

长芒型

极低落粒性

低落粒性

中间型

高落粒性

极高落粒性

品种数量

Number of varieties

3

40

156

122

217

68

17

19

9

41

203

37

27

频率（%）

Frequency

0.93

12.46

48.60

38.01

67.60

21.18

5.30

5.92

2.80

12.77

63.24

11.53

8.41

多样性指数

H’

1.16

0.90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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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千粒重、谷粒宽和长宽比等5个产量构成因素之

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些性状是影响产量表型的关

键因子；籽粒大小性状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千粒

重与谷粒宽、谷长宽比呈极显著相关，谷粒长与谷

粒宽呈极显著负相关，谷粒长与谷长宽比呈现极显

著正相关，谷粒宽与谷长宽比呈极显著负相关（表

3）。可见，株高、抽穗期、每穗颖花数和千粒重是影

响水稻地方品种产量表型的重要因素，在株高适

中、生育期适宜条件下调整穗长、每穗颖花数和粒

型可适当增加库容量，从而实现水稻增产。

表2　江西水稻地方品种资源主要农艺性状的表型值变异

Table 2　Phenotypic value variation of main agronomic traits for rice landraces in Jiangxi

性状

Traits

抽穗天数（d） HD

株高 （cm） PH

有效穗数PN

剑叶长度 （cm） FLL

剑叶宽度 （cm） FLW

穗长（cm） PL

每穗颖花数SPP

结实率（%） SSR

千粒重（g） TGW

谷粒长 （mm） GL

谷粒宽 （mm） GW

谷长宽比 LWR

均值±标准差

Mean±SD

94.68±13.93

126.24±18.09

12.37±3.52

37.46±9.23

1.83±0.28

26.50±4.00

172.98±47.26

74.96±12.56

24.23±3.90

8.09±0.92

2.69±0.49

3.12±0.71

变异系数

（%）CV

14.71

14.33

28.48

24.64

15.60

15.12

27.32

16.76

16.08

11.37

18.04

22.72

最小值

Min.

63.0

83.0

4.8

17.1

0.7

13.0

56.5

24.3

13.2

5.0

1.8

1.62

最大值

Max.

126.0

188.0

26.0

72.0

2.7

38.6

326.2

95.8

42.2

10.7

4.5

4.5

峰度

Kurtosis

0.63

0.73

0.34

0.69

-0.34

-0.13

0.33

-0.61

0.87

-0.45

1.01

-0.43

偏度

Skewness

-0.30

0.67

0.25

0.71

0.52

1.20

-0.05

0.12

2.99

0.01

0.64

-1.05

HD：Heading date；PH：Plant height；PN：Panicles number per plant；FLL：Flag leaf length；FLW：Flag leaf width；PL：Panicle length；SPP：Spikelets 

per panicle；SSR：Seed setting rate；TGW：1000-grain weight；GL：Grain length；GW：Grain width；LWR：Length and width ratio；The same as below

图3　水稻地方品种资源的主要农艺性状表型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main agronomic traits in rice landr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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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优异水稻地方品种资源鉴定筛选

依托前期田间水稻地方品种资源的形态特征与
主要农艺性状、品质和抗性等关键因子鉴定分析，共
筛选出15份抽穗期和株高适宜的高产型品种，主要
表现为大穗、多颖花、高结实率和高千粒重，包括小
杂优、万年玉溪占、糯谷、常规晚稻、余七、永修糯谷、
濂溪糯稻、软香丝苗、穿山红、柳条红、珍珠白、婺源

籼米、丰油占、吉州软粘、永新软粘等，其中小杂优、
万年玉溪占、糯谷和常规晚稻主要农艺性状表型优
异、产量较高，适合作为育种亲本（图4）。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和饮食结构的变化，糯稻和有色稻米的需
求日益增加，鉴定地方品种资源的糯稻和有色稻米
特性，以期筛选特色地方品种资源。研究表明，糯稻
数量占比较高，从中筛选出排埠糯谷、丰城糯谷、永

表3　水稻地方品种资源主要农艺性状相关分析

Table 3　Correlation for main agronomic traits in rice landraces

性状
Traits

株高PH

有效穗数PN

剑叶长度FLL

剑叶宽度FLW

穗长PL

每穗颖花数SPP

结实率SSR

千粒重TGW

谷粒长GL

谷粒宽GW

谷长宽比LWR

抽穗天数
HD

0.527**

-0.003

0.082

-0.041

-0.077

-0.331**

0.171**

0.225**

-0.357**

0.600**

-0.583**

株高
PH

1.000

0.002

0.235**

0.106

0.296**

-0.034

-0.131*

0.107

-0.124*

0.314**

-0.270**

有效穗数
PN

1.000

-0.023

-0.023

-0.043

-0.040

-0.051

-0.065

-0.039

-0.037

0.029

剑叶长度
FLL

1.000

0.173**

0.485**

-0.004

-0.109

0.036

0.156**

-0.03

0.084

剑叶宽度
FLW

1.000

0.231**

0.257**

-0.102

0.133*

0.119*

-0.015

0.054

穗长
PL

1.000

0.172**

-0.154**

0.007

0.339**

-0.211**

0.295**

每穗颖花数
SPP

1.000

-0.260**

-0.265**

0.307**

-0.367**

0.436**

结实率
SSR

1.000

0.099

-0.104

0.184**

-0.193**

千粒重
TGW

1.000

0.083

0.483**

-0.309**

谷粒长
GL

1.000

-0.447**

0.777**

谷粒宽
GW

1.000

-0.894**

*和**分别表示相关性达 0.05 和 0.01 显著水平

* and ** represent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t 5% and 1% levels， respectively

A~D分别为万年玉溪占、小杂优、糯谷和常规晚稻；3排籽粒分别为谷粒、糙米、精米，下同
A-D represent for Wannianyuxizhan，Xiaozayou，Nuogu and Changguiwandao，respectively；Three rows of grains are grain，brown rice，milled rice，

respectively，the same as below

图4　综合表型优异的水稻地方品种资源
Fig.4　Excellent rice landraces for agronomic 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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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糯谷、濂溪糯稻、黄莲糯、晚糯稻、大粒糯、高秆红
米、黑糯、广昌糯稻2、广昌糯稻1等优异糯稻资源12

份，同时糯稻资源中定南糯谷1、莲湖晚糯谷、赣州糯
谷、丰城糯谷表现出大穗、加工与外观品质较优异，
适合进一步研究利用（图5）。同时，筛选出12份特异
有色稻米品种资源，包括黎川红米-1、黎川红米-2、麻

姑红米、冷水红米、排埠老红米、红米稻、紫稻、穿山
红、矮秆红米、紫红米、彩色黑稻、修水红米-2，其中红
米有7份，紫黑米5份，有色稻资源中排埠老红米、三
都红米、麻壳红米、黎川黑糯和珍珠糯稻的外观品质
较优（图6），是一类特优异的有色稻品种，适合作为
功能型营养稻育种原始亲本。

图5　优异糯稻品种资源穗粒表型

Fig.5　Panicle and grain phenotype from the excellent glutinous rice

图6　水稻地方品种资源中优异有色稻米种质表型

Fig.6　The phenotype of distinctive color in rice landr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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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江西省水稻地方品种资源表型变异及优异资

源鉴定筛选

农作物种质资源是大自然赋予人类最宝贵的物

质财富，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与鉴定利用是

保障农业科技原始创新和现代种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物质基础［17-19］。近50年来，随着水稻育种的快速

发展和高产杂交稻品种的育成及大面积推广应用，

多数地方品种早已被育成品种所取代，导致地方品

种资源流失严重，使得种质资源的普查收集面临严

重挑战［6］。江西是我国稻种资源较丰富的省份之

一，已收集保存的地方品种资源达3187份，其中“七

五”、“八五”期间入国家农作物种质库保存的地方品

种资源达 2881份，仅次于云南和广西，占入库地方

种质资源的 11.31%［20］。2017—2019年对全省 11个

地级市的99个农业县进行种质资源调查，共收集到

321份水稻地方品种资源，与第一、二次全国种质资

源调查收集的资源数量相比，地方品种资源数量急

剧减少，原有地方品种资源仅有 10%被保留下来。

依据现有水稻地方品种资源数据分析发现，江西省

地形地貌复杂，地方品种资源丰富，具有较好的遗传

多样性，存在籼稻与粳稻、早-中-晚稻、粘稻与糯稻，

白米、红米与紫（黑）米等各种类型，其中籼稻、中晚

稻和糯稻占比较高，分别为77.3%、97.8%和62.0%；

同时筛选出适应性较好且具有高产特性的优异品种

资源 15份，这些地方品种资源株型较好、每穗颖花

数超过250，产量较高，产量构成因素较适宜，矮秆抗

倒且耐热性较强，可作为培育高产、优质、多抗水稻

新品种的亲本资源，亦可作为穗粒数、品质和籽粒大

小等关键性状基因发掘的物质基础。

3.2　优异糯稻及有色稻米种质资源的鉴定评价

糯稻是粘稻的变种，其最主要特点是胚乳淀粉

以支链淀粉为主，胚乳呈乳白色［21］。糯稻在东南亚

很多地区被当作主食，常用于制作汤圆、糖果、甜点、

年糕、烤米饼、醪糟、黄酒、酱油和醋等传统食品、饮

品和调味品；很多民族特色文化因之而构建，糯稻具

有显著宗教特征和象征意义，常出现在祭祀、节日庆

典和礼物馈赠等庄重场景［22］；此外，糯米具有较高的

黏性、多微孔结构和良好的水稳定性，还常被用作增

稠汤、布丁和婴儿食品、复合材料、医疗及化妆品的

原料，具有重要的应用和经济价值［23-25］。我国糯稻

品种资源丰富，国家农作物长期种质库保存的糯稻

品种资源共有 10370份，其中糯稻地方品种资源达

9420 份，选育糯稻品种 393 份，国外引进糯稻资源

557份［5， 26］。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为解决粮食短缺问

题，杂交稻大面积推广，使得我国糯稻种植面积锐

减，大量糯稻地方品种被替代、消亡，随着我国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代人们生活的需求变化及相

关企业加工开发能力的提升，糯稻在食品、医药和化

工等相关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糯稻的需求日益增

加［21］。尽管我国水稻育种已实现 3次飞跃，但糯稻

育种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如何与时俱进利用当

前水稻遗传育种研究成果，助力糯稻产业发展，成为

当前糯稻遗传育种工作的当务之急［27］。第三次全农

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调查行动在江西省区域内共收

集到 199 份糯稻种质资源，占收集稻种资源的

62.0%，多数为加工型专用糯稻，主要用于加工米果、

糍粑等传统食品及酿酒，筛选出 12份产量较高、品

质较优和抗逆性较好的糯稻地方品种。水稻育种及

生产的突破关键在于特异品种或基因资源的发掘利

用，本研究团队将创新利用和共享已鉴定筛选的优

异糯稻品种资源，进一步培育多样化的糯稻新品种，

如富含花青素、维生素和花色苷的特色紫黑糯稻及

富含钙、铁、锌、硒等微量元素功能保健型糯稻，促进

本区域内糯稻产业快速发展。

有色稻米主要由不同色素沉积于水稻种皮而

使糙米具有不同颜色，主要包括黑米、紫米、红米、

绿米等［28-29］。有色稻米种子的铁、锌、镁、硒等微量

营养元素含量显著高于白米，且花青素、花色苷、维

生素E、胡萝卜素含量也远高于白米，其商品价格比

普通白米高 2～4倍，种植效益较高，有色稻米的开

发利用日益受到广泛重视［30-31］。有色稻米具有极强

的抗氧化和自由基清除功能，具有抗癌、抗炎症、抗

菌、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保健功能［32］。江西

是我国红米地方品种资源较多的省份之一，已入国

家种质库的水稻地方品种资源中红米品种有 665

份，占入库品种数的 25.2%，其中奉新柳条红、井冈

红为著名籼型红米地方品种，已有上千年的种植历

史，其米饭微红柔软，食之香甜［5］。本次共调查收集

到有色稻米品种资源35份，占总收集水稻地方品种

资源的 10.90%，包括 27 份红米和 8 份紫（黑）米资

源，这表明红米品种已出现明显的丢失现象，但新

增了 8份紫黑米品种资源。最终筛选出 12份优异

有色稻米品种资源，包括 7份红米和 5份紫黑米品

种资源，同时，有色稻资源中排埠老红米、麻姑红

米、彩色黑稻、黎川黑糯和冷水红米等表型性状较

好且食味较佳，是较优异的有色稻种质。随着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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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问题日
益受到广大人们的关注，“吃饱更要吃好”已成为共
识，可以预见功能型水稻品种培育必将成为水稻育种
的重要方向［33-34］，已收集和鉴定的优异有色稻品种资
源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性且具有较好的特种功能稻特
性必将在功能稻新品种培育研究中产生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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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收集的江西省水稻地方品种资源清单（2017-2019）
Supplementary Table1 List of rice landraces in Jiangxi province from the third national general survey and collection action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

（2017-2019）

编号
Number

名称
Name

来源
Source

编号
Number

名称
Name

来源
Source

编号
Number

种质名称
Name

来源
Source

G001 黎川黑糯 黎川县 G046 南城糯谷-1 南城 G091 钩糯 临川区

G002 黎川香稻 黎川县 G047 麻壳红米 龙湖 G092 摄糯 临川区

G003 黎黑米 黎川县 G048 麻姑冷水白 南城 G093 大头糯 临川区

G004 黎川红米-1 黎川县 G049 南城糯谷-2 南城 G094 小籽谷 临川区

G005 黎川大禾子 黎川县 G050 麻姑山 303 南城 G095 棉花糯 临川区

G006 裴梅铁秆撑（糯谷） 万年县 G051 莲湖晚糯稻 鄱阳 G096 长早（早稻） 临川区

G007 莲花麻壳糯 莲花县 G052 饶埠长糯谷 鄱阳 G097 晚籼 754 临川区

G008 大禾塘大粒糯 瑞昌市 G053 大源常谷 鄱阳 G098 78130（水稻） 南丰县

G009 万年赣晚籼 923 万年县 G054 银宝湖糯谷 鄱阳 G099 彩色黑稻 宜黄县

G010 万年玉溪占 万年县 G055 高秆糯 玉山 G100 常规糯（中晚 宜黄县

G011 万年外七 万年县 G056 麻壳大禾 宁都 G101 红米稻 宜黄县

G012 万年贡米（坞源早） 万年县 G057 横峰糯稻-1 横峰 G102 香稻 金溪县

G013 上坊长粒糯谷 万年县 G058 横峰糯稻-2 横峰 G103 金溪白壳糯 金溪县

G014 上坊细谷子细 万年县 G059 香禾稻 兴国 G104 5 稻 宜黄县

G015 定南糯谷-2 定南县 G060 黎川糯稻-3 黎川 G105 河南占 湖口县

G016 定南糯谷-3 定南县 G061 都昌红壳糯 宁都 G106 六广矮 分宜县

G017 定南糯谷-1 定南县 G062 横峰一季稻-2 横峰 G107 糯稻（1） 分宜县

G018 上高糯谷-2 上高县 G063 黎川糯稻-1 黎川 G108 糯稻（2） 分宜县

G019 上高糯谷-1 上高县 G064 排埠糯谷 铜鼓 G109 文塘糯谷 莲花县

G020 晚糯谷 上高县 G065 黎川红米-2 黎川 G110 4 红米 芦溪县

G021 定南糯谷-4 定南县 G066 余江糯谷-1 鹰潭 G111 矮秆红米 芦溪县

G022 再生糯 定南县 G067 余江糯谷-2 鹰潭 G112 芦溪糯稻 芦溪县

G023 中糯 定南县 G068 长谷 玉山 G113 天优级 4红 芦溪县

G024 京糯 定南县 G069 矮脚大禾子 宁都 G114 华林黄莲糯3号 高安市

G025 圆糯 玉山县 G070 油粘籽 星子 G115 大粒香 高安市

G026 晚糯 峡江县 G071 浙西糯谷 共青 G116 软香丝苗 高安市

G027 早优 峡江县 G072 猴子驮崽 永修 G117 华林黄莲糯1号 高安市

G028 二晚糯谷 峡江县 G073 永修糯谷 永修 G118 华林黄莲糯2号 高安市

G029 峡江糯谷 峡江县 G074 高粱稻 修水 G119 小香糯 高安市

G030 冬糯 玉山县 G075 山背糯谷 修水 G120 华林黄莲糯4号 高安市

G031 红 410 选 兴国县 G076 农垦 58 修水 G121 柳条红 奉新县

G032 黎川黄壳糯 黎川县 G077 永修京糯 永修 G122 黄莲糯 奉新县

G033 兴国糯稻 兴国县 G078 修水红米-2 修水 G123 象牙糯 奉新县

G034 相册立冬糯 崇仁县 G079 濂溪常规糯谷 濂溪 G124 穿山红 奉新县

G035 黎川糯稻-2 黎川县 G080 濂溪常规稻 濂溪 G125 晚糯稻 樟树市

G036 大禾子 兴国县 G081 濂溪糯稻 濂溪 G126 早糯稻 樟树市

G037 术谷 玉山县 G082 濂溪常规糯谷 濂溪 G127 乌节糯 靖安县

G038 长古岭籼稻 井冈山 G083 团粒糯 星子 G128 靖安禾子 靖安县

G039 玉山杂优糯 玉山县 G084 猴子糯 新建 G129 靖安棉花糯 靖安县

G040 横峰一季稻-1 横峰县 G085 矮脚红壳糯 新建 G130 赣早籼 37 号 南昌县

G041 红糯谷 兴国县 G086 苏梗糯 七里 G131 安义糯谷 安义县

G042 大糯 南城县 G087 白头糯 七里 G132 黄壳糯 乐平市

G043 常规晚稻 南城县 G088 老小籽谷 临川 G133 晚谷 乐平市

G044 麻姑山黄金糯 南城县 G089 向塘糯 南昌 G134 乐平红壳糯 乐平市

G045 麻姑红米 南城县 G090 26846 南昌 G135 贵溪糯谷 贵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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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36 贵溪大禾谷 贵溪市 G181 吉州糯谷 吉州区 G226 金包银红米 广昌县

G137 榔锤寒碜 婺源县 G182 吉州软粘 吉州区 G227 78 选 15（优质 万年县

G138 婺源红米 婺源县 G183 短粒稻 吉州区 G228 文塘糯谷 莲花县

G139 珍珠白 婺源县 G184 北京糯 宜丰县 G229 棋盘山糯谷 莲花县

G140 草鞋糯 婺源县 G185 荆糯 宜丰县 G230 莲花糯谷 莲花县

G141 婺源糯米 婺源县 G186 黄连糯（二晚） 宜丰县 G231 定南中糯 定南县

G142 婺源籼米 婺源县 G187 半地留秋稻 南康县 G232 上高糯谷 上高县

G143 海南糯 婺源县 G188 黄连糯（矮秆） 宜丰县 G233 小糯 定南县

G144 婺源白壳糯 婺源县 G189 黄连糯（高秆） 宜丰县 G234 打米果糯 玉山县

G145 陈坊大禾谷 铅山县 G190 赣县糯稻 赣县 G235 宁都糯谷 宁都市

G146 葛仙山大禾谷 铅山县 G191 赣县大禾子 赣县 G236 九堡荆糯 瑞金市

G147 石塘红壳糯 铅山县 G192 打印糯谷-2 大余县 G237 瑞金大冬糯 瑞金市

G148 葛仙山糯谷 铅山县 G193 大余杂优糯 大余县 G238 长古岭糯稻 井冈山

G149 R3010（中稻） 铅山县 G194 打印糯谷-1 大余县 G239 小粒糯 兴国县

G150 常规稻（一季） 德兴市 G195 糯谷-2 大余县 G240 玉山糯谷 玉山县

G151 德兴白壳糯 德兴市 G196 911（野杂交） 大余县 G241 月红冬米 玉山县

G152 德兴红壳糯 德兴市 G197 香禾子（香味 泰和县 G242 上坊长粒糯谷 万年县

G153 白壳晚谷（粳稻） 德兴市 G198 梨禾谷 贵溪市 G243 麻姑山白糯米 南城县

G154 鸡爪籼（红米） 德兴市 G199 香禾子 万安县 G244 红谷 南城县

G155 大禾谷（粳稻） 德兴市 G200 万安糯谷 万安县 G245 芒槌糯 南城县

G156 柒工大禾谷 I 号 弋阳县 G201 大粒糯 贵溪市 G246 南城糯谷 南城县

G157 柒工大禾谷 II 号 弋阳县 G202 昌江糯谷 昌江区 G247 单壳谷 南城县

G158 中畈大禾谷 弋阳县 G203 贵溪红米 贵溪市 G248 大源糯谷 鄱阳县

G159 弋阳麻壳大 弋阳县 G204 绍糯 119 上饶县 G249 饶埠糯谷 鄱阳县

G160 农 I 号大禾谷 弋阳县 G205 黑糯 上饶县 G250 东上糯谷 井冈山

G161 农 II 号大禾谷 弋阳县 G206 R4015 上饶县 G251 大禾子（米果 瑞金市

G162 农局 II 号大禾谷 弋阳县 G207 冷水红米 上饶县 G252 长秆糯稻 安福县

G163 农局 III 号大禾谷 弋阳县 G208 崇义黄壳糯 崇义县 G253 余江糯谷 余江区

G164 石塘白壳大禾谷 铅山县 G209 香米 崇义县 G254 红壳大禾子 瑞金市

G165 4 稻 铅山县 G210 麻壳糯 崇义县 G255 余赤晚 /
G166 金竹红米 乐安县 G211 大禾谷 崇义县 G256 过冬糯 /
G167 棒棒糯 乐安县 G212 小杂优 都昌县 G257 南丰古糯稻 南丰县

G168 乐安红壳糯 乐安县 G213 木子糯 都昌县 G258 常规糯（早稻） 宜黄县

G169 丰油占 乐安县 G214 中稻 分宜县 G259 乌须糯 金溪县

G170 黄粒糯 乐安县 G215 大禾子（粳稻） 瑞金市 G260 高秆红米 芦溪县

G171 谷岗红米 乐安县 G216 瑞金大冬糯 瑞金市 G261 外引 7号 奉新县

G172 银更晚 乐安县 G217 瑞金 79106 瑞金市 G262 靖安冷水糯 靖安县

G173 永新糯稻-2 永新县 G218 瑞金赣糯 瑞金市 G263 红须糯 靖安县

G174 永新软粘 永新县 G219 九堡荆糯 瑞金市 G264 弋阳大禾谷 弋阳县

G175 永新糯稻-1 永新县 G220 红米糙 修水县 G265 弋阳叠山大禾 弋阳县

G176 黄花珍 永新县 G221 崇仁国香稻 崇仁县 G266 匚阳叠山棉谷 X102
G177 红米水稻 永丰县 G222 芒垂糯 兴国县 G267 铅山石塘杨西 铅山县

G178 勾牯糯 吉安县 G223 高橇糯谷 铜鼓县 G268 南集 3号 吉州区

G179 半晚糯 泰和县 G224 高秆粳谷（麻只 广昌县 G269 米果糯 会昌县

G180 余赤 安义县 G225 高秆糯谷 广昌县 G270 754 信丰县



附表 1（续）

编号
Number

名称
Name

来源
Source

编号
Number

名称
Name

来源
Source

编号
Number

种质名称
Name

来源
Source

G271 淋糯 信丰县 G288 峡江糯谷 峡江县 G305 南城晚糯 1 南城县

G272 糯 1 分宜县 G289 国香粘 峡江县 G306 南城晚糯 2 南城县

G273 糯 2 分宜县 G290 糯谷 峡江县 G307 大禾糯 南城县

G274 红壳大禾子（粳） 瑞金市 G291 峡江糯谷 2 峡江县 G308 广昌糯稻 广昌县

G275 雪花飞 九江市 G292 峡江晚糯谷 峡江县 G309 丰城糯稻 丰城市

G276 崇仁百香稻 崇仁县 G293 垇官粘 峡江县 G310 横峰糯稻 横峰县

G277 崇仁黄华占 崇仁县 G294 泰香 4号 峡江县 G311 南城杂优糯 南城县

G278 相山黄壳糯 崇仁县 G295 闵岩糯 峡江县 G312 水稻（78130） 广昌县

G279 相山长粒糯 崇仁县 G296 余七 峡江县 G313 白西早 /
G280 东上糯谷 井冈山 G297 黑糯米 / G314 黑珍珠糯稻 /
G281 新城红米 井冈山 G298 赣州糯谷 赣州市 G315 三都红米 铜鼓县

G282 兴国香糯 1 兴国县 G299 大余糯谷 大余县 G316 三都糯谷 铜鼓县

G283 兴国香糯 2 兴国县 G300 三都糯谷 铜鼓县 G317 太源常谷 鄱阳县

G284 密粒红 兴国县 G301 高桥芳平糯谷 铜鼓县 G318 饶埠糯谷 鄱阳县

G285 芒锤糯 兴国县 G302 排埠老红米 铜鼓县 G319 莲湖晚糯谷 鄱阳县

G286 兴国金糯 兴国县 G303 三都红米 铜鼓县 G320 银宝湖糯谷 鄱阳县

G287 长士岭常规籼稻 / G304 广昌糯稻 广昌县 G321 饶埠长糯谷 鄱阳县

/ 表示对应水稻地方品种的来源地信息不详

/ indicate that this rice landraces source place information is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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