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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爪哇稻资源在水稻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中作用重要，水稻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是今后水稻杂种优势利
用的主攻方向。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爪哇稻及其亚种间杂种优势研究的主要结果和结论，对于利用爪哇稻资源和水稻亚
种间杂种优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主要内容有：亚洲栽培稻的分类及爪哇稻的分类地位，爪哇稻的分布及其在长沙的性状表现，
水稻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籼爪和粳爪交的杂种优势表现，籼爪和粳爪交杂种F1代的杂种优势分析，
籼爪和粳爪交杂种F1代性状间的关系，籼爪和粳爪交杂种的配合力和遗传力分析，爪哇稻在亚种间杂
种优势利用研究中的问题探讨，爪哇稻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利用策略。
同时，本书还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相关原始数据，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研究和利用爪哇稻资源。
    本书适合于大专院校和研究院所中从事水稻种质资源利用和分子生物学、水稻遗传学和育种学方面
工作的科研人员、教师和研究生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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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结论和利用策略　10.1  爪哇稻亚种间杂种优势研究的主要结论　10.2  爪哇稻资源利用的策略和
体会参考文献附录　1  田间试验方法　2  供试爪哇稻品种　3  长沙种植的184个爪哇稻农艺性状原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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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4章 水稻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4.1 水稻亚种间杂种优势的间接利用水稻亚种间杂种具有巨大的生物学
优势（杨守仁，1962；朱立宏等，1964；曾世雄等，1980），怎样将这些生物学优势转化为产量优势
一直是当代育种学界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
对此不少育种家先后提出了许多设想，如部分籼粳有利性状的稳定优势利用（杨守仁等，1973）、“
籼粳架桥”间接利用亚种间杂种优势（杨振玉，1981）、利用广亲和基因直接利用亚种间杂种优势（
袁隆平，1987）。
我国籼粳杂交的早期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为了探索亚洲栽培稻品种间的分类，50年代起
才日益重视将籼粳杂交应用于水稻育种研究，70年代以后各省利用籼粳亚种间杂交育成了一批大面积
推广的水稻良种，如矮粳23、鄂晚5号、辽粳5号、沈农1033、粳籼89等。
韩国籼粳杂交育种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通过籼粳杂交先后育成密阳和水源系统的一些矮秆高产
籼稻，成为70年代广泛种植的良种。
但由于饮食习惯、抗病性和抗寒性等原因，现在韩国几乎不再大规模种植籼稻了。
日本早期籼粳交育种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籼稻改良粳稻的抗病性，1981年提出以籼粳交为主要内容的超
高产育种计划，现已有一些超高产品种被命名、登记。
印度曾于1950年开始实施籼粳杂交育种计划，但并未取得成功；50年代中期又开始利用爪哇稻品种培
育硬秆品种，曾育成CRlol4在生产上推广。
意大利以粳稻育种为主，但通过籼粳杂交也育成了Indio和Miara两个长粒形品种。
国际水稻研究所利用爪哇稻Peta和台湾半矮秆籼稻低脚乌尖杂交，培育出了轰动一时的IR8；1989年提
出了超级稻理想株型（新株型）育种计划，其技术路线是应用籼爪交将爪哇稻的少蘖、大穗、大粒、
粗秆和其他特点引人籼稻来培育理想株型超级稻（Peng et a1.，1999）。
籼粳亚种间杂交不育性也为杂种优势利用提供了一条途径。
例如，BT型和滇一型核质互作型雄性不育系都是从籼粳交中得到的。
但是在粳稻中经过大量测交均未找到理想的恢复系，而在籼稻和爪哇稻中发现了IR8、IR24、培迪（爪
哇稻）等对BT型具有恢复力。
由于籼粳交本身存在亲和性差的问题，于是通过把籼稻的恢复基因转入粳稻中，育成了恢BT型不育系
的粳稻恢复系，从而实现粳型杂交稻的三系配套。
由此可见籼粳（爪）亚种间远缘杂种优势的间接利用一直受到各国育种家的广泛重视，并取得了很大
的成效。
但这都只部分利用了亚种间的杂种优势，怎样克服亚种间杂种不育性，实现亚种间优势的直接利用，
广亲和性的发现为之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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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1994年收集美国和南美洲改良爪哇稻品种资源开始，我们的爪哇稻研究已经历14年了。
国际水稻研究所保存的爪哇稻资源有4000多份，我们于1995年、1996年、2001年、2003年和2006年分几
次从国际水稻研究所引进原始爪哇稻品种共计345份。
1994～1996年主要引进的是丰产性较好的爪哇稻资源，2001～2006年相继选择引进的是优质和抗病性好
的爪畦稻资源。
从十多年来对爪哇稻的观察、研究和利用经历来看，爪哇稻确实是亚洲栽培稻中一个尚未大量、深入
研究和利用，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优异种质资源。
不管作为一个亚种还是生态型，爪哇稻的研究和利用远远没有籼稻和粳稻深人，在许多方面还不如野
生稻。
籼爪和粳爪配组具有强大的杂种优势，而产量的提高是水稻育种最重要的目标，育种以及许多基础研
究均是围绕产量提高来进行的，预计爪哇稻的利用将为水稻产量的提高开辟一条新途径。
从亚洲栽培稻内部三个亚种来看，籼稻和粳稻栽培广泛、改良品种很多，但爪哇稻栽培面积小、改良
品种少，多为原始地方品种。
籼稻和粳稻内部高产基因资源的利用已经相当充分，接近极限；籼粳杂交已经成为选育常规稻、杂交
稻高产品种和组合的重要途径。
但籼粳杂交后代存在分离时间长、性状稳定性差、适应性不广等缺点；而爪哇稻由于是籼稻、粳稻之
间的一种中间类型，籼爪、粳爪之间的亲缘关系远小于籼粳之间，一方面具有籼稻和粳稻改良中需要
的优良基因资源，另一方面也可避免籼粳杂交后代中出现的缺点。
例如，籼爪交、粳爪交杂种或者后代的耐热性、抗倒性明显优于籼粳交，它们后代的稳定时间、适应
性均好于籼粳交，籼爪交杂种和后代在南方稻区适应性好于籼粳交，粳爪交杂种和后代在北方稻区适
应性也好于籼粳交。
因此，籼爪交和粳爪交无论在常规稻选育还是在杂交稻选育方面，均比籼粳交更具有优势。
本书汇集了我们利用1994～1996年引进爪哇稻资源开展的爪哇稻亚种间杂种优势研究的主要数据和结
果，可为遗传育种、资源利用和分子生物学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数据和选材依据；爪哇稻亚种间杂
种所表现的强大杂种优势，也为水稻杂种优势的进一步提高指明了方向。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一批遗传育种学、种质资源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专家
来研究和利用爪哇稻，使爪哇稻资源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水稻增产和世界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在爪哇稻及其亚种间杂种优势的研究过程中，肖国良、谢智祥、唐俐、邓晓湘、蒋龙英、李超英、谢
兵、万宜珍等参加了田间试验、室内考种、品质分析等方面的工作；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万邦惠教授
、罗闰良研究员和武小金研究员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科学出版社莫结胜编辑
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在本书出版之际对他们致以真诚的谢意。
由于著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广大同行批评指正，共同为爪哇稻资源的研究
和利用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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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爪哇稻及其亚种间杂种优势的研究》适合于大专院校和研究院所中从事水稻种质资源利用和分子生
物学、水稻遗传学和育种学方面工作的科研人员、教师和研究生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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