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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2000-2023 年审定水稻品种基本特性分析 

江川1，朱业宝1，陈立喆1，李清华1，张海峰2，王金英1 

（1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福建省稻种质资源库，福州 350018；2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福州 350003） 

摘要：本文从国家水稻数据中心审定公告中提取 2000-2023 年间福建省审定水稻品种的主要农艺性状、稻瘟病抗性及稻

米品质性状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揭示不同年份这些性状的演化趋势及品种的分布频率，为今后福建水稻新品种的选育提供

思路和参考。本研究结果表明: 24 年间福建省共审定 609 个水稻品种，按亚种类型分为籼稻 593 个、籼粳交 14 个、粳稻 2 个，

按育种方式分为杂交稻 580 个、常规稻 29 个。福建选育和种植的品种以籼稻为主，三系杂交稻育种是福建育种的强项，常规

稻育种较为薄弱。这些品种的产量主要集中在 450-650 kg/667m2，随着年份的推进，产量总体呈上升趋势；4 个产量构成性状

年际间变化趋势为：2000-2013 年，有效穗数总体呈下降趋势，每穗总粒数、千粒重总体呈上升趋势，2014-2023 年，有效穗

数、每穗总粒数和千粒重总体比较平稳，结实率年际间呈波动状态。产量与穗长、每穗总粒数、结实率和千粒重呈极显著正

相关，与每亩有效穗数呈极显著负相关。稻瘟病抗性表现为中抗及以上的水稻品种有 228 个，优质稻品种有 310 个； 6 个稻

米品质性状年际间呈波动状态，最近 5 年审定的水稻品种整精米率、碱消值、胶稠度呈上升趋势，垩白度、透明度和直链淀

粉含量呈下降趋势，稻米品质性状优质达标率显著提高。 

关键词：福建省；审定；水稻品种；分析 

The Analysis of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ertified Rice Varieties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23 

JIANG Chuan1，ZHU Yebao1，CHEN Lizhe1，LI Qinghua1，ZHANG Haifeng2，WANG Jinying1 

(1Rice Research Institute, Fuji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The Fujian Province The Fujian Provincial Germplasm Bank for Rice, Fuzhou 350018；

2Agricultural Bio-resources Research Institute，Fuji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Fuzhou 350003) 

Abstract: These data on main agronomic traits, blast resistance, and rice quality of certified rice varieties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23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certification announcements of the National Rice Data Center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help to reveal the evolutionary trends of these traits and the distribution frequency of certified rice varieties in different yea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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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insights for developing new rice breeding in the future in Fujian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total of 609 rice varieties 

were certified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e past 24 years. They were classified into 593 indica rice, 14 indica-japonica hybrids, 2 japonica 

rice by the subspecies, and 580 hybrid rice,29 conventional rice by breeding method. The varieties bred and planted in Fujian were 

mainly indica rice. In Fujian Province, three-line hybrid rice breeding is the strong point , while conventional rice breeding is 

relatively weak. The yields of these rice varieties mainly ranged from 450 to 650 kg per 666.7m2, and appeared a general upward trend 

with the increase of years. The inter-annual trends of four yield components were as follows: in 2000-2013, the overall number of 

effective panicles presented a downward trend, while the number of spikelets per panicle and 1000-grain weight showed a general 

upward trend; but in 2014-2023, the number of effective panicles, the number of spikelets per panicle, 1000-grain weight remained 

stable in general; the seed-setting rate fluctuated between years. Grain yield showed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nicle 

length, the number of spikelets per panicle, seed-setting rate, and thousand-grain weight, but had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number of effective panicles per 666.7m2. Among these 609 rice varieties, 228 varieties showed moderate to high resistant 

blast, and 310 varieties were high quality rice. The six traits of rice quality displayed a fluctuating state with years. The certified rice 

varieties in the last five years showed an upward trends of head milled rice rate, alkali spreading value, and gel consistency, and a 

downward trend of chalkiness, translucency, and amylose content, an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the rate of achieving high-quality rice 

standards. 

Key words: Fujian province; certification; rice varieties; analysis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地区，气候湿润，降雨充沛，适宜水稻生长。水稻是福建省种植面积最大的粮食作

物,面积占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的71%以上，产量占粮食总产的77%以上，对福建省粮食的持续增产，保障粮食

安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2]。福建种植水稻历史悠久，在距今3000多年前夏朝就已经种稻,而且开始种双季

稻[3]。我国古籍中记载福建稻种资源丰富有籼稻、粳稻、粘稻、糯稻、陆稻等，明.何乔远《闽书》（16世

纪末）记载“日粳、日术、日大冬、日早仔、日师早、六十日早、日龙风早……”该书描述了福建省的139个

水稻品种[4]。福建水稻品种选育和推广的历史悠久。1948年仙游县农民育种家陆财从南特号突变系后代经过

系统选育育成陆财号水稻品种，1965年推广66.7万 hm2[5]，成为华南多省的主推水稻品种。从1983年开始福

建省科委组织了由省农科院稻麦所牵头的全省地(市)农科所、厦大生物系等单位参加“六五” “七五” “八五” 

“九五”四轮水稻育种协作攻关,先后选育出69个水稻品种(组合)投放于生产[6]。在这期间，谢华安团队育成了

中国稻作史上推广面积最大、推广时间最长的三系杂交水稻品种“汕优63”，累计推广5267万hm2，仅1990年

面积就达680万hm2，占当年全国杂交水稻面积的42.8%[7]。 

近年来，受种植结构调整、种稻生产效益低等因素影响，水稻播种面积和产量均有所下降， 2022年福

建省水稻的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比2018年减少了2.77%和2.49%[2]。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8]数据统计，2020

年福建水稻播种面积60.2万hm2,产量391.7万t。为选育适合福建种植的高产、优质、抗病水稻新品种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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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粮食安全，本研究对2000-2023年24年间福建省审定的水稻品种农艺性状、产量、抗病性和稻米品质特

性进行统计分析，剖析其水稻品种特征特性，为今后福建水稻新品种的选育提供思路和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2000-2023 年福建省审定的 609 个水稻品种为研究材料，从国家水稻数据中 心（ https ：

//www.ricedata.cn/variety/）审定公告中提取每个水稻品种的产量、亩有效穗数、每穗总粒数、结实率、千粒

重、穗长、株高、稻瘟病抗性及稻米品质性状数据进行分析。 

1.2 分析方法 

应用 WPS 2019 对数据进行整理，利用Origin软件绘制2000-2023年福建省审定的609个水稻品种性状的

柱状图、箱型图。米质指标分级评价依据 NY/T593-2013 食用稻水稻品种品质标准进行[9]。 

2 结果与分析 

2.1 审定水稻品种的基本概况 

2000-2023 年福建省共审定 609 个水稻品种。按亚种进行分类，籼稻 593 个，占 97.37%；籼粳交 14 个，

占 2.30%；粳稻 2 个，占 0.33%；按育种方式分类，杂交稻 580 个（三系 446 个，两系 134 个），占 95.24%；

常规稻 29 个，占 4.76%。品种分类结果说明，福建审定的水稻品种以籼稻为主，三系杂交稻育种是福建育

种的强项，常规稻育种较为薄弱。从育成品种来源情况看，福建省育种单位和种业企业育成的水稻品种有

518 个，占 85.06%；由外省引进的水稻品种有 91 个，占 14.94%。从选育单位看，育成水稻品种数排名前 3

的单位分别是：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137 个，占 22.50%；福建农林大学 68 个，占 11.17%；福建

省南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50 个，占 8.21%。可见，福建省水稻育成品种主要是以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

究所牵头组织全省地(市)农科所、企业等单位参加并取得显著成绩。 

不同年份福建省审定水稻品种的数量和类型（图 1）看出，2022 年审定数量最多有 92 个，2002 年审定

数量最少仅 4 个；2016 年审定水稻品种类型最丰富，有籼型常规稻、籼型两系杂交稻、籼型三系杂交稻、

籼粳交三系杂交稻和粳型常规稻等 5 种类型，而 2002 年审定水稻品种仅有籼型三系杂交稻 1 种类型。审定

水稻品种数量和类型不同年份间有波动，近 5 年审定水稻品种数量明显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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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23 年福建省审定的水稻品种数量及类型 

Fig. 1 The number and type of certified rice varieties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00-2023 

2.2 产量变化分析 

2000-2023 年审定水稻品种各产量区间的品种数分布频率（图 2），结果表明水稻产量为 352.4-691.20 

kg/667m2，主要集中分布在 450-650 kg/667m2 区间。产量低于 400 kg/667m2 的品种有 2 个，属常规稻品种：

南厦 060、连选 18；产量超过 650kg/667m2 的品种有 6 个，属杂交稻品种：元两优 676、两优 8676、T 两优

186、红两优 6 号、禾两优 676 和甬优 2640。同一年份审定的水稻品种，杂交稻的产量基本都高于常规稻，

24 年间审定的 580 个杂交稻品种平均产量为 545.84kg/667m2，29 个常规稻平均产量为 495.71kg/667m2。说

明在福建省杂交稻具有较高产量优势。 

分析不同年份审定的水稻品种产量演化趋势（图 3）发现，随着时间推进，稻谷产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2023 年达到历史最高峰（平均产量 580.90kg/667m2）， 2004 年之前每年平均产量低于 475 kg/667m2，2005

年之后每年平均产量都超过 500kg/667m2。说明福建审定水稻品种的产量水平在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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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0-2023 年审定水稻品种各产量区间的品种数分布频率 

Fig. 2 Distribution frequency of various yield levels of certified rice varieties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00-2023 

 

图 3 2000-2023 年福建省审定水稻品种产量随年份变化趋势 

Fig. 3 Trend of grain yields with years for certified rice varieties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00-2023 

2.3 产量构成因子分析 

不同年份审定水稻品种的 4 个产量性状演化趋势（图 4）看出，有效穗数主要集中在 12.5-22.5 万穗/亩，

每穗粒数主要集中在 125-220 粒/穗，结实率主要集中在 77.5%-87.5%，千粒重主要集中在 24.0-31.0g。产量

性状演化趋势为：2000-2013 年平均有效穗数总体呈逐步下降趋势，平均每穗粒数、千粒重总体呈逐步上升

趋势，主要原因是 2000-2013 年福建育种目标重点为超高产品种的选育，主攻大穗、大粒型品种，大穗型品

种有效穗少，茎杆粗壮，抗倒伏，耐肥，田间群体不密闭，不易遭致病虫害等优点。2014-2023 年，平均有

效穗数、每穗总粒数和千粒重总体相对比较平稳，亩有效穗基本在 15-17 万穗间波动，每穗粒数基本在

160-180 粒/穗间波动，千粒重基本在 26-28g 间波动，不同年份平均结实率在 80%-85%区间，显示各年份均

具有较高的结实率。从箱形图位置、平均值、中位数等可见，2020-2023 年福建审定水稻品种的 4 个产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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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数据比较集中，年际间比较平稳。 

 

 

 

 

 

 

图 4 2000-2023 年福建省审定水稻品种区试产量随年份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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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Trend of regional trial yields with years for certified rice varieties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00-2023 

2.4 产量性状相关分析 

主要农艺性状相关分析结果（表 1）表明，产量与穗长、每穗总粒数、结实率和千粒重呈极显著正相关，

与每亩有效穗数呈极显著负相关；每亩有效穗数与穗长、每穗总粒数、结实率和千粒重均呈极显著负相关；

穗长与每穗总粒数和千粒重呈极显著正相关；每穗总粒数与千粒重呈极显著负相关。正相关系数最高的是

产量与每穗总粒数（r=0.728）, 负相关系数最高的是每亩有效穗数与每穗总粒数（r=-0.755）。 水稻产量由

每亩有效穗数、每穗粒数、结实率和千粒重四大要素构成，福建省审定的水稻品种，尤其是杂交组合，普

遍是通过大穗、大粒和提高结实率来实现高产。 

表 1 2000-2023 年福建省审定水稻品种产量与各性状间相关系数 

Table 1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grain yield and various traits of certified rice varieties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00-2023 

 

**表示在 P<0.01 水平上差异显著 

***indicate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t P<0.01 

 

性状 

Traits 

单产 

Yield per 

unit area 

亩有效穗 

Number of 

fertile 

panicles per 

unit area 

穗长 

Spike length 

每穗粒数 

Spikelet 

per panicle 

结实率 

Seed setting 

rate 

千粒重 

1000-grain 

weight 

单产 

Yield per unit 

area 

1      

亩有效穗 

Number of 

fertile panicles 

per unit area 

-0.601** 1     

穗长 

Spike length 
0.454** -0.620** 1    

每穗粒数 

Spikelet 

per panicle 

0.728** -0.755** 0.421** 1   

结实率 

Seed setting rate 
0.316** -0.114** 0.021 0.041 1  

千粒重 

1000-grain 

weight 

0.142** -0.332** 0.430** -0.125** 0.03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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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稻瘟病抗性分析 

2000-2023 年福建审定水稻品种稻瘟病各抗性级别的品种数（图 5）看出，表现抗的水稻品种 46 个，占

7.55%；中抗水稻品种 182 个，占 29.88%；中感水稻品种 195 个，占 32.12%；感病水稻品种 169 个，占 27.75%；

高感水稻品种 17 个，占 2.79%；没有高抗水稻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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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0-2023 年审定水稻品种稻瘟病各抗性级别的品种数分布频率 

Fig. 5 Distribution frequency of blast resistance levels of certified rice varieties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00-2023 

2000-2023 年审定水稻品种稻瘟病各抗性级别年际间的演化趋势（图 6），结果表明：稻瘟病抗性水平

在 2000-2016 年表现为感、中感的比例比较大， 2017-2023 年表现抗病品种的比例比较大，如 2007 年抗病

品种占 14.81%，2023 年抗病品种占 52.17%。近 5 年抗病品种比例稳定在 50%左右。可见，近年来福建审

定水稻品种比较注重稻瘟病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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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0-2023 年福建省审定水稻品种稻瘟病各抗性级别的品种数 

Fig. 6 The number of certified rice varieties of different blast resistance levels t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00-2023 

2.6 稻米品质分析 

2000-2023 年福建省审定水稻品种按照稻米的品质进行分类（图 7），结果表明：普通稻米 299 个，占

49.10%；优质稻米 310 个，占 50.91%，显示优质稻品种数量超过一半。在优质稻中，1 级优质稻 53 个，占

全部审定品种的 8.70%；2 级优质稻 124 个，占全部审定品种的 20.36%；3 级优质数量 133 个，占全部审定

品种的 21.84%。近 4 年审定水稻品种为优质稻的比例快速增长，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审定

水稻品种中优质稻分别占 75.71%、71.70%、86.96%和 8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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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0-2023 年福建省审定水稻品种优质稻与普通稻的品种数 

Fig. 7 The number of certified varieties of high-quality and ordinary rice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00-2023 

2000-2023 年福建审定水稻品种的 6 个稻米品质性状演化趋势（图 8），从箱形图位置看出，6 个稻米

品质性状年际间呈波动状态。整精米率主要集中在 40%-65%，2016 年之前年际间波幅大，2017 年后年际间

波幅小，整精米率总体明显提高，年平均值都大于 60.00%。垩白度和透明度主要集中在 0-32.5%和 1-3 级（糯

稻不统计在内），2015 年之前垩白度和透明度年际间波幅大，2016 年之后总体呈下降趋势，且波幅小，稻

米品质改良，特别近 5 年垩白度年平均值小于 5%、透明度年平均值小于 1.5 级，稻米的优质率显著提高。

碱消值主要集中在 2-7 级，年际间呈波动状态，2017 年以后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近 5 年年平均值大于 5 级。

胶稠度主要集中在 30-90mm，2011 年之前年际间波幅大，2012 后年际间比较平稳，胶稠度整体在提高，年

平均值大于 70mm。直链淀粉含量主要集中在 12%-24%，2011 年之前波幅小，比较平稳，2011-2018 年总体

呈下降趋势，2019 年后比较平稳。综上所述，最近 5 年审定的水稻品种 6 个品质性状年际间比较平稳，整

精米率、碱消值、胶稠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垩白度、透明度和直链淀粉含量呈下降趋势，因而稻米品质的

优质达标率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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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00-2023 年福建省审定水稻品种品质性状随年份变化趋势图 

Fig. 8 Trend of quality traits with years in certified rice varieties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00-2023 

3 讨论 

3.1 加强粳稻品种选育 

粳稻与籼稻相比，具有口感好、粘度高、营养价值丰富，因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10-11]，近年来， 随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粳米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 在人均稻米年消费量不断下降的情况下， 粳米年

消费量反而增加， 2015 年全国粳米需求量达到 500 亿 kg 以上。 全国粳米需求和粳稻种植面积逐年上升， 

南方稻区的 “ 籼改粳” 发展迅速， 浙江、 江苏、 安徽、 湖北等籼粳混栽稻区， 粳稻种植比例大幅提升； 

江西、湖南等籼稻区，粳稻种植面积也迅速扩大[12]，目前主要包括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 4 省是我国

传统的籼稻生产区和优势区，也是籼米的主要消费区，适宜种植的粳稻品种较少
［13］。福建粳稻育种处于弱

势，目前生产上大面积生产利用的自主选育粳稻品种没有，迄今为止，福建省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主导品

种还是三系杂交籼稻。本研究表明 2000-2023 年福建审定的水稻品种籼稻有 593 个，占 97.37%；籼粳交 14

个，占 2.30%；粳稻 2 个，占 0.33%，其中籼粳交和粳稻水稻品种基本上都是外省引进审定，福建选育和种

植的水稻品种几乎都为籼稻，主要在于粳稻育种力量相对薄弱，研究经费相对不足，可利用的粳稻品种少，

栽培技术尚不完善、病虫害防治不到位以及气象灾害发生频率高等不少制约因素。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

台湾省稻作史上从无栽培粳稻品种到目前粳稻种植面积占水稻种植面积的 90％成为典型的华南粳稻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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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与台湾省稻作生态条件、气候特征极其相似，从长远来看，完全可以通过有效的育种途径选育出适

合福建省栽培特征和气候要求的粳稻新品种。 

3.2 提高稻瘟病抗性水平 

选育和种植抗稻瘟病水稻品种是防治稻瘟病最经济、有效和安全的措施。福建省稻瘟病生理小种多，7

群 49 个小种，变异大，是稻瘟病的高发区[14]。20 世纪 80-90 年代稻瘟病曾在福建省两次大爆发，2004 年

福建省稻瘟病在局部地区危害严重，从 2005 年开始提高水稻审定门槛，凡是高感稻瘟病品种一律不予审定

[15]。福建省 2005-2009 年推广面积达 2 万 hm2 以上的早、中、晚稻 15 个主推杂交稻水稻品种，稻瘟病综合

评价为中抗以上的水稻品种只有 5 个，占主推杂交稻水稻品种个数的 33.33%，福建主推品种稻瘟病抗性表

现较差[16]。本研究通过对 2000-2023 年福建审定水稻品种稻瘟病抗性水平分析，结果表明 24 年间审定的 609

个水稻品种中表现为中抗及以上的水稻品种有 228 个，占 37.44%，大部分水稻品种稻瘟病抗性差。近几年

随着国农作物审定政策改革，国家以及部分省份先后启用了水稻品种审定的绿色通道和联合体试验渠道，

参试以及审定水稻品种数激增。通过审定数量也持续快速增加，福建审定的水稻品种数已经位居全国第三，

由于适当放宽审定指标，2000-2023 年间共审定的 17 个高感品种，2021-2023 年就占 16 个。因此，今后要

修订水稻新品种的审定制度，提高稻瘟病审定门槛，确实做到提高审定水稻品种的稻瘟病抗性水平，服务

于水稻生产。 

3.3 优质稻育种水平显著提高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稻米消费形势的发生变化，稻米消费观念由过去的

单纯的“温饱”型向“质优、营养、绿色”型转变，优质稻育种与生产也显得越来越重要[17]。随着对优质米需求

量增加；从 2014 年开始，福建省优质米区试产量可以降低增幅，容易通过审定，福建育种目标重点转向优

质稻育种，育种家开始注重稻米品质研发，引进省外优质资源，加强优质亲本的选育，经过几年技术贮备，

近几年优质稻的比例快速增长。本研究表明，2000-2023 年审定的 609 个水稻品种中，优质稻有 310 个，超

过一半的审定水稻品种为优质稻，尤其是近 4 年审定水稻品种为优质稻的比例快速增长，2020 年、2021 年、

2022 年和 2023 年审定水稻品种中优质稻分别占 75.71%、71.70%、86.96%和 89.13%。说明福建优质稻育种

水平在快速提高。本研究表明，590 个籼稻水稻品种 6 个稻米品质性状优质达标率分别是透明度（90.34%）>

胶稠度（86.10%）>整精米（82.20%）>直链淀粉（75.08%）>碱消值（72.71%）>垩白度（58.98%），垩白

度优质达标率最低，其次碱消值和直链淀粉含量也是限制优质达标率的品质指标，这与李清华等[18]对福建

省水稻新品种米质鉴定与评价结论一致。水稻品种综合优质达标率仍然有待提高，特别是达到部颁一等的

优质水稻品种数量极少，仅有 53 个，占 8.98%。为了提高优质稻水平，垩白度、碱消值和直链淀粉含量的

优质达标率是籼稻今后育种应该重点考虑提升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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