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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晚粳稻地方种资源的表型遗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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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 V:W 份太湖地区晚粳稻地方种材料的植株及品质性状进行分析与测定，结果表明种质间的性状均有极显著差异。植株

形态及穗粒特性中，株高的变化从 #!$2 8 < #:$2 8I=，每穗总粒数变化在 :;2 ; < #662 $ 粒 X 穗，千粒重的极差达 #$2 "S。在品质性

状上，整精米率变化在 8$2 $8Y <""2 $8Y间，垩白率、垩白度平均 6W2 V#Y、82 V:Y ，直链淀粉含量、蛋白质含量分别变化在 #!2

WY < !82 WY 、"2 88Y <#62 88Y ，平均分别为 #"2 8Y 、;2 6!Y，总体加工、蒸煮品质较优，外观品质较差。不同级分的种质资源数

量的分布总体上亦呈正态分布的特征，如株高主要集中在 #V"I= 左右，占 6#2 "Y ，每穗总粒数主要分布在 ;!2 V < ##$2 $ 粒 X 穗

间，占 8"2 !Y ，千粒重主要在 !"2 $ < !W2 $S 间，占 6#2 "Y 。种质材料的植株及品质性状均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穗粒性状、品

质性状、植株形态性状的遗传多样性指数分别为 !2 $!、#2 W"、#2 86。种质资源材料中共有 #8 个大穗型种质，穗粒数超过了 #6$

粒 X 穗，如天下第一种、千斤稻、晚慢种等，还有一些穗粒数低于 "$ 粒 X 穗的小穗型品种，如白叠谷、硬头颈、绿种等，直链淀粉含

量!#8Y 的种质有 !! 个，如来自吴江的田鸡青、野凤凰，也有一些高直链淀粉含量的种质材料，如矮土种、红芒种、木樨球和野

稻。优质加工、外观品质的种质资源数量较少，吴江的晚洋稻、野凤凰两个材料属于低直链淀粉含量并且加工、外观品质为优质

的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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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着丰富的水稻种质资源，并带有明显地域性特征。在水稻种质资源类型中，晚粳稻占有重要的地

位。我国的晚粳稻主要分布于 ;>P Q 0;PR、/<>P Q /;;PS 区域，并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各省，其中太湖流域（0<P
Q0;PR）是代表性区域。在太湖地区悠久的稻作发展过程中，为提高土地利用率、增产粮食，水稻品种随生产

条件而协同演化，形成了众多的品种类型，著名的晚粳稻地方种有青稻、红稻、黄稻和黑稻等类群，其中青稻生

育期长，黄稻熟期早，红稻耐涝性强，黑稻抗逆耐瘠性强。地方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是实现稻作育种改良的

物质基础，在江苏省育成推广的 7< 多个粳稻高产品种中，有 ;0 个直接或间接利用了黄壳早廿日、矮宁黄和老

虎稻等太湖粳稻地方品种。当前水稻的改良包括植株形态、产量、品质、抗性等众多方面，这都需要丰富的遗

传基础为背景，加强对原始地方种的开发利用，尤其是利用现代生物技术，从原始种质资源中发掘和利用有利

基因以实现新的种质改良突破。过去对种质资源的研究评价与利用多侧重于植株形态、产量、抗性及分类等

方面［/ Q 7］，水稻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评价研究也比较多［= Q /<］，但在品质的系统分析上相对比较少，不能适

应当前水稻优质化、特种化的进程，因此有必要对种质资源进行全面的评价。本文利用 ;< 世纪 =<、T< 年代由

太湖地区农科所征集保存的几百份晚粳稻地方品种，分析测算其植株性状与品质性状的表型遗传多样性，并

初步探讨特异品质性状种质的植株形态特征，为深入研究与利用地方种质资源提供基础。

)* 材料与方法

)8 )* 材料来源

本研究以太湖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在 ;< 世纪 =<、T< 年代征集保存的 0T> 份晚粳稻地方种质资源（农家

种）（部分见表 /），于 ;<<0 年在太湖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试验场种植。试验土壤为太湖地区典型的黄泥土类

型，肥力中等偏上，于 = 月 /T 日播种，T 月 /0 日移栽，种植规格为 ;=2’ U /;2’，种植面积为 ;’;，随机排列，

对试验地进行整体管理。因品种生育期长短的差异（变化在 /== Q /1<4），依据品种成熟特性，分别在 /< 月 /=
日 Q // 月 / 日间，选择适宜的气候条件进行收获，对部分倒伏品种，选择未倒植株，避免不良气候对稻米品质

的影响。收获后的稻谷在室内贮藏 0 个月后测定稻米品质。

)8 +* 测定方法

本研究所有的植株性状、穗粒性状数据均来源于其种质保存时的原始记录，品质数据为测定值，测定按照

国标 V? W D/1>:/X/::: 稻谷测定方法和农业部部颁标准 RJ/71X>> 的方法进行，在扬州大学江苏省作物遗传

生理重点实验室进行。测定的项目有：糙米率、精米率、整精米率、垩白率、垩白度、直链淀粉、胶稠度、蛋白质

含量，所有测定均作平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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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单向分组资料的方差分析方法对样本的各性状进行统计分析，用 "#$%&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并

绘图。各性状遗传多样性指数的测算：由于本研究的植株性状、穗粒性状与品质性状均为数量性状，故先进行

数量性状级别的划分，在计算参试材料的总体平均数（!）和标准差（!）的基础上划分为 ’( 级，即从第 ’ 级［!"
) （! * +!）］到第 ’( 级［!" , （! - +!）］，每 (! .! 级为 ’ 级，每 ’ 级的相对频率用于计算多样性指数。采用

/012232456%2%7 多样性指数，

计算公式为：#$ % &"
’

" % ’
(" ) &2(" （" % ’，+，8，⋯），式中 #$为多样性指数，(" 为某性状第 " 级别内材料份

数占总份数的百分比，&2 为自然对数，性状总的多样性值 * % "
’

" % ’
#$（" 9 ’，+，8，⋯）。

表 !# 部分种质资源的品种名称及来源地

$%&’( !# )%*(+ %,- +./01( 2’%1(+ .3 2%04 (52(06*(,4%’ 0(+./01(+

品种名称

:176%;<
来源

=&1$%
品种名称

:176%;<
来源

=&1$%
品种名称

:176%;<
来源

=&1$%
品种名称

:176%;<
来源

=&1$%

太湖青 昆山 田鸡青 昆山 铁头红 吴县 花叠谷 吴江

灰藻 吴江 大红稻 吴江 罗汉黄 江阴 白叠谷 吴江

抱芯太湖青 吴江 老来红 昆山 金谷黄 吴江 老叠谷 吴江

上海青 吴县 单谷红 吴县 敲冰黄 无锡 堆金谷 吴江

南京青 无锡 双谷红 吴江 芦黄 吴江 对谷种 吴江

苏州青 江阴 关谷红 吴江 小白稻 吴县 绿种 常熟

白壳老来青 昆山 红谷稻 吴江 大慢稻 昆山 大绿种 昆山

落霜青 无锡 红谷稻 江阴 鸡粳稻 无锡 矮箕绿种 松江

学里青 无锡 千斤稻 吴县 摧稻 太仓 润瓣大绿种 昆山

铁杆青 吴江 芦紫红 吴江 铁干稻 吴江 黄绿种 吴县

芦梗青 吴县 红杆荔枝红 吴江 晚黄稻 吴县 白芒短种 松江

盛塘青 吴江 晚黑头红 吴江 早 > 慢野稻 昆山 黄种 吴江

呆长青 无锡 矮脚黑头红 吴江 洋稻 吴江 长种 昆山

石芦青 吴县 大黑头红 吴江 高粱青 昆山 蜕壳黑头红 吴江

7# 结果与分析

7! !# 太湖地区晚粳稻地方种质资源植株性状的差异性分析

7! !! !# 太湖地区晚粳稻地方种质资源植株性状的差异性

植株形态以及穗部形态是描述水稻种质的基本特征性状，对太湖地方种的植株形态及穗部性状的各指标

进行单向分组资料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各性状指标在不同种质间均有极显著的差异，其中株高、千粒重的 +
值分别达 8! 8?##、8! @?##（表 +）。各性状在不同种质间的变化幅度均较大，在植株的形态上，株高的变化从

’+(! . A ’?(! .$B，极差达 C($B，平均 ’8D! D$B；剑叶长变化在 +C! 8 A 8.! C$B 间。在穗部性状上，每穗总粒数

变化在 ?@! @ A ’CC! ( 粒 > 穗，极差变幅达 DC! C 粒 > 穗，平均 ’(’! + 粒 > 穗，秕粒数最小的只有 +! ’ 粒 > 穗，结实率

也变化在 EC! ?F A@D! .F，差异达 ’8! ’F ，千粒重的差异高达 ’(! DG，最大值为 8+! 8G。各性状在种质间变异

系数除灌浆期、生育期的较小外，其它性状均较高，其中着粒密度、穗粒数分别达 ’?! ’’F 、’D! .DF 。

另外这些晚粳稻地方种在其稻谷的形态特性上也有众多分化，如颖壳的颜色有褐黄、秆黄、银灰、紫红、紫

赤褐、紫褐、紫黄等 ’E 种类型，以褐黄、秆黄居多，分别占样本数的 8?! ?F 、’C! CF ；颖壳稃尖色共有无色、赤

褐、赤红色、紫红等 ’( 种类型，以无色、紫红居多，分别占样本数的 CC! CF 、+C! DF ；芒共有半芒、顶芒、谷尖、

谷芒、全芒、无芒 ? 种类型，其中谷芒的占 .+! 8F 、无芒的占 8?! @F 。

7! !! 7# 太湖地区晚粳稻地方种质资源植株性状类型分布特征

以遗传多样性测算的分级方法为标准（即以每 (! .! 级为 ’ 级），分析不同级分的种质资源数量的分布特

’@’H ’ 期 沈新平H 等：太湖流域晚粳稻地方种资源的表型遗传多样性 H



征，以进一步评价太湖晚粳稻地方种的特性，各性状的分布状况如图 !。株高主要集中在 !"#$% 左右，占样本

数的 &!’ #( ，剑叶长则以 "!’ "$% 左右居多，占 )*’ )( ，穗颈节长短大约在 !+’ ,$% 左右，占 )-’ )( ，穗长

)+. "$% 左右的种质资源数占 &+’ #( ，每穗总粒数主要分布在 ,)’ " / !!+’ + 粒 0 穗间，占 *#’ )( ，千粒重主要

为 )#’ + / )1’ +2 间，占 &!’ #( 。由此可见，太湖地区晚粳稻植株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在株型上呈现为株高较

高，剑叶较长；穗型基本以疏穗型为主，即穗长较长、穗粒数较少；在经济性状（产量性状）上，千粒重适中、结

实率较高。

表 !" 水稻植株形态及穗部性状的方差分析

#$%&’ !" ()*+( ,- .&$/0 12$.’ $/3 ’$4 52$4$50’4610651 ,- 7$0’ 8$.,/6$ 965’ 6/ #$62: 7$;’ (4’$

植株及穗部性状

34567 895:; 56<
;5= $95=5$7;=>87>$8

平均值

?;56
最大值

?5@
最小值

?>6
变幅

A562;
标准差

B7<
变异系数

$C
离均差平

方和 BB
自由度

!"
均方

?B
# 值

# C54D;

灌浆期

E=5>6 F>44>62 8752;（<）
&,’ ,- *"’ *+ &-’ *+ #’ ++ !’ &) )’ 1" &+,’ !! "-1 &’ +! )’ &###

生育期

E=GH79 <D=57>G6（<）
!-&’ &1 !#+’ ++ !*&’ ++ !-’ ++ )’ -1 !’ -" !&-+’ ,) "-1 !&’ ") &’ *)##

株高

34567 9;>297（$%）
!"#’ #! !-+’ *+ !)+’ *+ &+’ ++ #’ #, *’ -- !)"1,’ -+ "-1 !)!’ &# "’ "-##

剑叶长

I452 4;5F 4;6279（$%）
"+’ )- "*’ &+ )&’ "+ !!’ !+ )’ +1 -’ 11 11"’ ") "-1 1’ -- !’ ),##

剑叶宽

I452 4;5F H><79（$%）
!’ )! !’ &) !’ ++ +’ &) +’ &, ",’ !- &,’ #* "-1 +’ &, !’ !&##

穗颈长短

J;$KL:56>$4; 4;6279（$%）
!+’ !! !"’ 1* -’ -+ #’ )* !’ *" !*’ !+ &#*’ !! "-1 &’ -- )’ !*##

穗长

356>$4; 4;6279（$%）
)+’ "" )"’ -, !-’ *# #’ !) !’ &" #’ +* &!,’ "# "-1 &’ !! )’ --##

着粒密度

E=5>68 <;68>7M（!+$% N!）
#’ "" !+’ && &’ ," *’ *! !’ !1 !-’ !! &,111’ *, "-1 *!,’ -# )’ )&##

穗粒数

E=5>68 :;=:56>$4;
!+!’ !* !&&’ ++ -,’ ** #&’ &* !#’ ## !#’ *# -&&"#’ 1" "-1 -"!’ #& )’ "+##

秕粒数

O67>44;< 2=5>6 :;= :56>$4;
#’ 1- )+’ "+ )’ +* !1’ )* "’ 11 &,’ &+ "+#&’ ,& "-1 "+’ !* !’ &"##

实粒数

F>44;< 2=5>6 :;= :56>$4;
,"’ ), !")’ !* --’ "* -*’ 1+ !*’ #1 !-’ ,) )1&’ ,1 "-1 )’ #, )’ ",##

结实率

B;;< 8;7 =57;（( ）
,)’ &* ,#’ *" 1&’ *1 !)’ ,- "’ +& "’ ), !,+,’ *, "-1 !1’ *& !’ )-##

千粒重

!+++L2=5>6H;>297（2）
)#’ +" ")’ "! )!’ *- !+’ #* !’ ,- #’ )" ##,’ #, "-1 #’ -& "’ ,-##

P P ##为 +’ +! 水平上的显著性 # C54D; 89GH 8>26>F>$56$; >6 4;C;4 GF C54D; +’ +!

!’ !" 太湖地区粳稻地方种质资源稻米品质性状总体评价

种质资源品质性状的评价是挖掘新的优良或特异品质并加以利用基本途径。经单向分组资料的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不同种质间稻米品质性状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见表 "），其中外观品质指标的 # 值分别为

)+,. !"##、))&’ "1##。种质的稻米品质变化均较大，其中加工品质中整精米率变化在 *+’ +*( / ##’ +*( 间，

极差达 )#’ ++( ，平均为 -,’ +-( 。外观品质中垩白率变化在 !’ *( /,,’ *(间，平均 &1’ "!( ，垩白度平均达

*. "-( ，低于国家优质标准。蒸煮、营养品质中，直链淀粉含量、蛋白质含量分别变化在 !)’ 1( / )*’ 1( 、

#. **( /!&’ **(，极差分别达 !"( 、#( ，平均分别为 !#’ *( 、,’ &)( 。同样按遗传多样性测算的分级标准，

不同级分的种质资源数量的分布总体上亦呈正态分布的特征，其中整精米率主要集中于 -,( / #)( 间，占样

本总数的 &)’ 1( ，-)’ )( 的种质的垩白度在 )’ #( /*’ &(间，&-’ *( 的种质直链淀粉含量在 !#’ *( /!,’ -(
之间，蛋白质含量在 1’ 1( /,’ &(间的亦占了 "-’ *( 。可见，太湖流域地方种质资源的稻米品质总体上在加

工、蒸煮、营养品质上较优，而外观品质较劣。

!’ <" 太湖流域晚粳稻地方种质的植株及品质性状遗传多样性分析

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可以从形态学、染色体、等位酶、QJR 等水平进行测算评价，从形态学或表型性状

),! P 生P 态P 学P 报 )# 卷P



图 !" 太湖流域地方种质资源植株性状的级分频率分布图

#$%& !" ’() *$+,-$./,$01 02 )34( 5)6)5 02 7531, 4(3-34,)-$+,$4+ 50435 %)-8753+8 -)+0/-4)+ $1 ’3$(/ 93:) ;-)3

上来检测遗传变异是最古老也是最简便易行的方法。经测算，太湖流域晚粳稻地方种质植株及品质性状均具

有较高的表型遗传多样性（表 <），其中穗部性状各指标的遗传多样性指数均在 =& > 左右，平均遗多样性指数

达 =& >=；品质性状中蛋白质含量的遗传多样性指数相对较小，仅为 !& ?<，加工品质、垩白率及直链淀粉含量均

=& > 左右，平均遗传多样性指数为 !& @A；从植株形态性状上，株高、剑叶长的遗传多样性指数最高，分别达 =&
>B、=& >!，灌浆期、生育期次之，分别达 !& BC、!& A@，颖壳的稃尖色亦具较高的多样性，平均遗传多样性指数为

!& ?<。因此太湖流域晚粳稻地方种质资源的穗粒性状呈现多态性，资源比较丰富。

表 !" 稻米品质性状的方差分析

#$%&’ !" ()*+( ,- ./0’ 12$&/34 05$.$03’./63/0 /7 8$3’ 9$:,7/$ ;/0’ /7 #$/52 8$<’ $.’$

稻米品质性状

D$4) E/35$,F 4(3-34,)-$+,$4
平均值

G)31
最大值

G3H
最小值

G$1
变幅

D31%)
标准差

I,*
变异系数

46
离均差平

方和 II
自由度

!"
均方

GI
# 值

# 635/)

出糙率

D3,) 02 .-0J1 -$4)（K ）
@=& L@ @A& L> A@& ?= B& >@ >& BA !& !@ LB<& >@ CL@ !& @B =& <A##

精米率

D3,) 02 ()3* -$4)（K ）
A!& B< AA& LL L!& >= !L& L< =& =A C& !? CA@C& >= CL@ !>& =@ L& ?L##

整精米率

D3,) 02 8$55)*（K ）
LB& >L AA& >? ?>& >? =A& >> C& ?B ?& => B?>C& <> CL@ =?& @= L& @@##

垩白率

D3,) 02 4:35:F（K ）
<@& C! BB& ?> !& ?> B@& >> C>& << LC& >! L@!BB>& C= CL@ !@?C& =C =>B& !C##

垩白度

M:35:F *)%-))（K ）
?& CL <C& L> >& !! <C& <B ?& <> !>>& @< =!?>>& BA CL@ ?@& <C ==<& C@##

胶稠度

N)5 401+$+,)14F（88）
AA& <A BB =A& ?> A!& ?> !<& L> !@& @? !?LBA<& C< CL@ <=L& ?L !C& B=##

直链淀粉含量

;8F50+) 401,)1,（K ）
!A& ?= =?& @> !=& @> !C& >> =& !! !=& >= C=L<& CB CL@ @& @A BA& L@##

蛋白质含量

O-0,)$1 401,)1,（K ）
B& <= !<& ?? A& ?? A& >> !& >= !>& A@ ?!B& A? =?= =& >L =AB& ><##

" " ##为 >& >! 水平上的显著性 # 635/) +(0J +$%1$2$4314) $1 5)6)5 02 635/) >& >!

CB!" ! 期 沈新平" 等：太湖流域晚粳稻地方种资源的表型遗传多样性 "



表 !" 太湖流域晚粳稻地方种质植株及品质性状的遗传多样性指数

#$%&’ !" #(’ (’)*+$%*&*+, -*.’)/*+, *0-’1 23 4&$0+ $0- 56$&*+, 7($)$7+’)*/+*7 *0 &$+’ 8$420*$ )*7’ &27$& 9’):4&$/: *0 #$*(6 ;$<’ =)’$

植株形态性状

!"#$% &’#() *’#+#*%)+,&%,*&
!"#

穗部性状

-#+ *’#+#*%)+,&%,*&
!"#

品质性状

./#",%0 *’#+#*%)+,&%,*

灌浆期 1+#,$ 2,"",$3 &%#3)（4） 56 78 穗颈长 9)*:;(#$,4) ")$3%’（*<） =6 >? 出糙率 @#%) A2 B+AC$ +,*)（D ） =6 >>

生育期 1+AC%’ 4/+#%,A$（4） 56 EF 穗长 !#$,*") ")$3%’（*<） =6 >E 精米率 @#%) A2 <,"")4（D ） =6 >5

株高 !"#$% ’),3’%（*<） =6 >7 着粒密度 1+#,$& 4)$&,%0（5>*< G5） =6 >H 整精米率 @#%) A2 ’)#4 +,*)（D ） 56 7>

剑叶长 I"#3 ")#2 ")$3%’（*<） =6 >5 穗粒数 1+#,$& ()+(#$,*") =6 >8 垩白率 @#%) A2 *:#":0 56 78

剑叶宽 I"#3 ")#2 C,4%’（*<） >6 EH 秕粒数 J$2,"")4 3+#,$ ()+ (#$,*") 56 7= 垩白度 K:#":0 4)3+))（D ） 56 EH

颖壳色 L)<<# *A"A+ >6 F= 实粒数 M))4 &)% +#%) =6 >E 胶稠度 1)" *A$&,&%)$*0（<<） 56 F?

稃尖色 1"/<)% %,( *A"A+ 56 N> 结实率 M))4 &)% +#%)（D ） =6 >5 直链淀粉含量 O<0"A&) *A$%)$%（D ） =6 >5

稻芒 @,*) #C$ 56 8> 千粒重 5>>>;3+#,$ C),3’%（3） 56 77 蛋白质含量 !+A%),$ *A$%)$（D ） 56 H?

P 56 H? P =6 >= P 56 FE

Q Q 颖壳色共有：橙黄、赤褐、赤褐色、赤黄、杆黄、褐斑、黄色、褐黄、褐色、黑褐、黄色、银黄、银灰、褐淡红、紫红、紫赤褐、紫褐、紫黄 5F 种类型；稃

尖色共有：赤褐、赤红色、淡红、褐色、黑褐、浅紫红、无色、紫赤、褐紫、褐紫红 5> 种类型；芒共有：半芒、顶芒、谷尖、谷芒、全芒、无芒 N 种类型

O %A%#" A2 ’/"" *A"A+& ,&：,$ 5F :,$4 A2 A+#$3) 0)""AC，*’): B+AC$，*’): B+AC$ *A"A+，*’): ’/#$3，(A") ’/#$3，B+AC$ &()*:")，0)""AC *A"A+，B+AC$

0)""AC，B+AC$ *A"A+，B"#*: B+AC$，0)""AC，&,"R)+ ’/#$3，&,"R)+ 3+)0，B+AC$ (#") +)4，<#/R)，(/+(",&’ *’): B+AC$，(/+(") B+AC$，(/+(") 0)""AC；O %A%#"

A2 #C$ *A"A+ ,&：,$ 5> :,$4 A2 *’): B+AC$，*+,<&A$ *A"A+，(#") +)4，B+AC$ *A"A+，B"#*: B+AC$，(#") <#/R)，#*’+A<#%,*，(/+(") +)4，B+AC$ (/+(")，B+AC$

(/+(") +)4；O %A%#" A2 #+,&%# ,&：,$ N :,$4 A2 ’#"2;#+,&%#，%A(;#+,&%#，(#440 %,$)，(#440 #+,&%#，2/"";#+,&%# #$4 C,%’A/% #+,&%#6

>6 !" 太湖晚粳稻地方种的优质与特异种质资源

>6 !6 ?" 太湖地区晚粳稻地方种质资源穗粒性状的特异类型

株高、穗型是水稻农艺性状改良的重要目标，传统品种因植株过高容易引起倒伏而减产，现代半矮秆品种

耐肥、抗倒、高产。矮化育种是水稻育种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显著地提高了水稻的生产潜力，因此，发掘和鉴定

控制水稻株高的基因，实现对水稻株高的定向改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太湖地区晚粳稻

地方种质资源中大部分种质的株高均比较高，而株高!5=H*< 的种质，如矮箕野稻（常熟）、大青种（青浦）、芦

花白（吴县）、飞来凤（嘉定）、荒三石（吴江）、晚光头（无锡）等 8> 个种质（表 H），对于这些种质的可利用性还

需要进一步分析。

表 @" 太湖地区晚粳稻地方种质资源植株性状的特异类型

#$%&’ @" A4’7*$& +,4’ 23 4&$0+ 7($)$7+’)*/+*7 23 &$+’ 8$420*$ )*7’ &27$& 9’):4&$/: )’/26)7’/ *0 #$*(6 ;$<’ $)’$

株高!5=H*< 的种质资源

S#+,)%0 C,%’ ("#$% ’),3’%!5=H*<

品种名称

S#+,)%0
来源

!"#*)
品种名称

S#+,)%0
来源

!"#*)

大穗型种质

T)#+0 (#$,*")

品种名称

S#+,)%0
来源

!"#*)

小穗型种质

M<#"";(#$,*") R#+,)%0

品种名称

S#+,)%0
来源

!"#*)
小青种 吴县 洗帚种 昆山 天下第一种 金山 老叠谷 吴江

矮箕野稻 常熟 大青种 青浦 千斤稻 吴江 矮柴仲家种 吴江

灰藻 吴县 矮黄种 青浦 晚慢种 吴江 润及种 青浦

晚光头 无锡 芦花白 吴县 齐江青 昆山 长种 昆山

野稻 常熟 鹅营白粳稻 嘉定 老来白 吴江 鸡粳稻 无锡

飞来凤 嘉定 荒三石 吴江 迟田鸡青 吴江 白芒短种 松江

长箕光 无锡 润及种 青浦 老红稻 吴县 苏州青 江阴

加晚慢种 吴江 绿种 松江 田鸡青 吴江 矮黄种 青浦

矮箕大绿种 昆山 大壳黄 无锡 南京青 无锡 柏桔稻 武进

减晚慢种 青浦 黑种 吴县 四石头 常熟 减晚慢种 青浦

晚木樨球 昆山 白稻头 武进 三百粒头 昆山 矮箕绿种 松江

花叠谷 吴江 太湖青 江阴 粗杆黄稻 吴江 慢红谷 吴江

黄谷粳稻 吴江 矮柴仲家种 吴江 长子粳野稻 吴县 白叠谷 吴江

小黄早 吴江 余山种 青浦 细秆黄 吴江 硬头颈 昆山

老虎种 松江 慢红谷 吴江 孔雀青 昆山 绿种 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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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穗型的改良是水稻高产育种的方向之一，其中大穗型品种是超高产的一个基础条件。太湖晚粳稻地方种

的大部分种质的穗型（以穗粒数为指标）均比较小，穗粒数仅在 "## 粒 $ 穗左右，超过 "%# 粒 $ 穗的大穗型种质

共有 "& 个种质，如天下第一种（金山），其穗粒数达 "’%( ) 粒 $ 穗，千斤稻（吴江）达 "*’( + 粒 $ 穗，晚慢种（吴

江）达 "** 粒 $ 穗、齐江青（昆山）达 "*#( , 粒 $ 穗，孔雀青（昆山）达 "%" 粒 $ 穗。另外还有一些特小穗型的种

质，其穗粒数低于 +# 粒 $ 穗，如白叠谷（吴江）仅为 &)( ’ 粒 $ 穗、硬头颈（昆山）为 &+( % 粒 $ 穗、绿种（松江）&+( -
粒 $ 穗（表 &）。这些种质的穗型分化可满足不同的育种目标需求。

!( "( !# 太湖地区晚粳稻地方种质资源品质性状的特异类型

优质或特质是水稻品种品质改良的基本方向，表现在稻米的直链淀粉含量上主要是低直链淀粉含量或高

直链淀粉含量的育种是当前的趋势。太湖晚粳稻地方种中低直链淀粉含量（指直链淀粉含量!"&. ）的种质

有 ,, 个（表 *），如来自吴江的田鸡青、野凤凰两个材料的直链淀粉含量仅为 ",( ’. 。少量种质材料的直链淀

粉含量很高，如矮土种（吴江）、红芒种（金山）、木樨球和野稻（常熟），其直链淀粉含量分别达 ,-( #. 、,-(
,. 、,-( *. 、,&( ). 。对这些种质直链淀粉的遗传特性有必要深化研究。稻米的商品品质（加工、外观品质）

是直接影响稻米消费的关键指标，以整精米率$+#. ，垩白率!"#. 为标准来确定优质加工、外观品质资源，

仅有少量种质（") 个品种）符合这一标准要求（表 *），如长谷红（吴江）、落霜青（青浦）等，其中来自吴江的晚

洋稻、野凤凰两个材料亦属于低直链淀粉含量的种质，是优质的资源材料。

表 $# 太湖地区晚粳稻地方种质资源品质性状的特异类型

%&’() $# *+),-&( ./+) 01 23&(-./ ,4&5&,.)5-6.-, 01 (&.) 7&+08-& 5-,) 01 (0,&( 9)5:+(&6: 5)6035,)6 -8 %&-43 ;&<) &5)&

低直链淀粉含量的种质资源#

/012345 6247 896:0;589<3 =9>43>4

品种名称

/012345
来源

?80=3
品种名称

/012345
来源

?80=3
品种名称

/012345
来源

?80=3

优质加工、外观品质的种质资源##

/012345 6247 @99A ;2882>@ 0>A 0BB3010>=3 CD08245

品种名称

/012345
来源

?80=3
品种名称

/012345
来源

?80=3

白叠谷 吴江 赤褐芦杆白 吴江 田鸡青 吴江 长谷红 吴江 常梗青 吴县

长黄稻 嘉定 杆黄芦杆白 吴江 铁头红 吴江 关谷红 吴江 大青种 青浦

长箕光 无锡 芦花白 吴县 晚黄稻 吴县 苦红谷 吴江 落霜青 青浦

长绿种 青浦 芦黄种 吴江 晚洋稻 吴江 路头红 吴江 慢绿种 金山

赤谷晚稻 吴江 绿种 常熟 协家种 吴江 湖南黄 震泽 上海青 吴县

大稻种 震泽 慢红谷 吴江 摇矮子 吴江 黄谷粳稻 吴江 小青种 吴县

大绿种 松江 盛塘青 无锡 野凤凰 吴江 黄种 吴江 南头种 昆山

对谷种 吴江 四石头 吴江 红谷稻 震泽 叠谷 吴江 晚洋稻 吴江

秆棵青 常熟 太湖青 吴江 红壳稻 吴县 叠种 吴江 野凤凰 吴江

黄谷粳稻 吴江 灰藻 吴江 红芒稻 吴县

黄绿种 吴江 鸡粳稻 无锡 减晚慢种 青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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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与讨论

本文初步分析了太湖地区晚粳稻地方种资源的植株性状与品质性状的表观差异性，这些地方种基本特征

表现为：株型呈现为株高较高，剑中较长；穗型基本以疏穗型为主，即穗长较长、穗粒数较少；经济性状（产量

性状）则千粒重适中、结实率较高，稻米品质在加工、蒸煮、营养品质上较优，而外观品质较差，各性状均具有

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并有一些特异和优异的资源材料。

关于种质资源的评价研究有诸多报道，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

类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稻种遗传多样性是实现稻作育种改良的物质基础，现代分子生物技术成果的利

用，从原始种质资源中发掘和利用有利基因以实现新的突破。本文仅对太湖地区晚粳稻地方稻种资源，在植

株性状与品质性状的遗传多样性作了表型鉴定，对种质资源的遗传潜力还有待进一步估算。另外利用分子标

&’"! " 期 沈新平! 等：太湖流域晚粳稻地方种资源的表型遗传多样性 !



记与图谱技术为植株、穗部、品质等重要性状基因精细定位（!"#）［$%、$&］，并优化出优质稻米的理想株型，这还

需要作深入研究。在地方种质资源的核心种质及种质的分类研究上，也有相关的一些报道，在品质性状方面

还需要作系统的分析，以高效地利用这些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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