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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粤农丝苗是一个丰抗优综合性状优良的常规优质稻品种，该品种丰产稳产性好，稻米品质优，高

抗稻瘟病和中抗白叶枯病，适应性广。自 2011 年通过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以来，粤农丝苗已先后通过海南、

广西、湖北、江西、湖南、安徽和河南等省（区）审定和引种备案，并作为早晚兼用型优质稻、一季中稻、再

生稻、直播稻及虾稻等广泛推广应用。对粤农丝苗的特征特性研究表明，粤农丝苗收获指数较高、抗倒力强、

后期结实熟色好，具有广谱抗稻瘟病抗性，是新一代的高收获指数品种。同时，粤农丝苗（即恢复系 R1212）

也是一个很好的育种亲本，以其为亲本育成并通过国家、省级审定或授权的水稻新品种已有 37 个，其中常规稻

10 个、杂交稻 27 个，这些品种均表现为优质、高产稳产、适应性好，体现了粤农丝苗作为优良亲本的“芯”片

作用，并作为试验材料广泛应用于栽培、生理等基础理论研究。粤农丝苗自 2012 年起成为广州市优质稻主导品种，

2013—2021 年连续 9 年被遴选为广东省农业主导品种，在华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生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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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d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ain Rice Variety 
Yuenongsimiao with Good Quality in South China

HE Xiuying, LIU Wei, LU Zhanhua, LU Dongbai, WANG Xiaofei, 

WANG Shiguang, LIAO Yaoping, CHEN Zhaoming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of 
New Technology for Rice Breeding/Guangdong Rice Engineering Laborator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Abstract: Yuenongsimiao is a conventional high-quality rice variety with excellent comprehensive characters of high-

yielding, disease resistance and good-quality. It has high and stable yield, excellent rice quality, high resistance to rice 

blast and medium resistance to bacterial blight, and extensive adaptability. Since it was approved by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11, Yuenongsimiao has been approved and introduced in Hainan, Guangxi, Hubei, Jiangxi, Hunan, Anhui and Henan 

Provinces. It is widely used in grain production as both early and late high-quality rice, single cropping medium rice, 

ratooning rice, direct seeding rice and shrimp-rice. The studi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show that Yuenongsimiao has high 

harvest index, strong lodging resistance, good late ripening color and high seed setting rate, broad-spectrum resistance to 

rice blast, and was a new generation of high harvest index variety. Yuenongsimiao（i.e. restorer line R1212）is also as an 

excellent breeding parent, with which 37 new rice varieties have been bred and passed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approval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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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zation, including 10 conventional rice varieties and 27 hybrid rice varieties. All of these varieties show high quality, high 

and stable yield and good adaptability, reflecting the “core” role of Yuenongsimiao as a high-quality parent. Yuenongsimiao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to the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es of cultivation, physiology and so on. Yuenongsimiao has become the 

leading variety of high-quality rice in Guangzhou since 2012, and is selected as the leading variety of agriculture in Guangdong 

Province for nine consecutive years from 2013 to 2021, which has extremely important production value in South China an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Key words: rice; main variety; Yuenongsimiao; breeding

水稻育种经历了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矮化

育种、70 年代的杂种优势利用两次飞跃后，产

量有了大幅度提高。随着改革开放及我国社会经

济的发展，人民在满足吃饱的基础上，对稻米品

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提高稻米的食味品质，

2000 年 4 月 1 日我国开始实施国家优质稻谷新标

准（简称国标），除外观品质外，增加了直链淀

粉含量、胶稠度和米饭食味等指标，更强调其商

品性［1］，品质育种从以外观品质为主向外观品质

和理化指标相结合转变。因此，优质稻尤其是米

质达国标优质的水稻新品种选育，成为 21 世纪

我国水稻品种的发展方向和育种攻关热点。粤农

丝苗是一个丰抗优综合性状优良的常规优质稻品

种，该品种丰产稳产性好，稻米品质达国标优质

2 级，高抗稻瘟病、中抗白叶枯病，适应性广。

迄今，该品种已通过广东、海南、广西、湖北、

江西、湖南、安徽和河南等 8 个省（区）的审定

或引种备案［2］，2013—2021 年连续 9 年被遴选

为广东省农业主导品种，在华南地区和长江中下

游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生产价值。同时，该品种

是一个很好的优质稻育种亲本和基础理论研究材

料，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型水稻品种的选育、材

料创建和栽培生理等应用基础研究。

1 品种选育与审定过程

为了适应水稻生产发展的新形势，在丰产的

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稻米品质，本课题组“十五”

以来制定选育米质达国优标准、丰产稳产性好、

适应性广的早晚两用型优质水稻品种的育种目

标。在亲本的选择上注重米质、抗病抗逆性强材

料的筛选，在品种选育过程注意高收获指数理想

株型的塑造，群体茎叶形态好、光合能力强和通

风透光性好，最终实现谷草比大、综合农艺性状

好，达到高产稳产的目的。

粤农丝苗的选育路径及审定过程见图 1。

2005 年早季，研究团队以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

研究所育成的优质抗倒水稻品种黄华占为母本、

高产抗病苗头品种粤泰 13 为父本进行杂交，将高

收获指数理想株型塑造和品质、抗性鉴定贯穿于

育种全过程［3］。经多代系谱选育，于 2008 年早

季定型，晚季参加水稻研究所常规品比试验，参

试名为粤抗 0822；2009 年晚季参加广东省常规水

稻品种区域试验，定名为粤农丝苗；2010 年晚季

参加广东省区试复试和大田生产试验；2011 年通

过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粤审稻 2011023）。

2012、2013 年早季参加海南省区域试验，丰产

性、稻瘟病抗性表现突出，2013 年通过海南审

定（琼审稻 2013017）；2015—2016 年参加广西

常规稻组区域试验，2017 年通过广西审定（桂

审 稻 2017030 号）；2015—2016 年 粤 农 丝 苗 参

加湖北省中稻品种区域试验，两年平均每 667 m2

2005 年早季 黄华占 × 粤泰 13
 ↓
2005 年晚季 F1

 ↓
2006 年早季 F2

 ↓
2006 年晚季—2008 年早季 系谱选育株系（F3-F6）
 ↓
2008 年晚季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品比试验 
 ↓
2009、2010 年晚季 广东省水稻区域试验（定名粤农丝苗）
 ↓
2011 年 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
 ↓
2012、2013 年早季 海南省水稻区域试验
 ↓
2013 年 海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
 ↓
2015—2016 年 广西常规稻组区域试验
 湖北省中稻区域试验
 ↓
2017 年 广西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
 湖北省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
 江西省引种备案
 ↓
2018 年 湖南省和安徽省引种备案
 ↓
2019 年 河南省引种备案

图 1 水稻品种粤农丝苗的选育与审定过程
Fig. 1 Process of breeding and approval of 

    rice variety Yuenongsim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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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582.48 kg，2017 年通过湖北审定（鄂审稻

2017019）。在通过以上 4 省（区）审定后，根据

同一适宜生态区主要农作物审定品种引种备案的

相关要求，粤农丝苗先后通过了江西（2017 年）、

湖南（2018 年）、安徽（2018 年）和河南（2019）

等省的引种备案，可以在华南及长江中下游这些

省份规定的生态区域内作早稻、晚稻、一季中稻、

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稻、再生稻和直播稻等种植。

2 参加省级区域试验表现情况

2.1 产量表现

粤农丝苗自育成后先后参加华南各地水稻区

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在多省份的试验和示范中均

表现出良好的丰产稳产性（表 1）。2009—2016

年参加广东、海南和广西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

验，粤农丝苗均比区试对照品种增产达显著以上

水平，其中在 2009、2010 年晚季参加广东省区域

试验中，两年平均每 667 m2 产量 429.3 kg，比对

照种粳籼 89 增产 7.0%；2012、2013 年早季海南

省区域试验，两年平均每 667 m2 产量 479.0 kg，

比对照种特籼占 25 增产 4.3%，增产点比例达

92.9%；2015 年晚季、2016 年早季广西区域试验，

两季平均每 667 m2 产量 459.5 kg，比对照种柳沙

油占 202 增产 7.1%。

2015—2016 年，粤农丝苗参加了湖北省中稻

品种区域试验，将常规稻与杂交稻放在同一区试

组进行，设 11 个试验点，对照品种为杂交稻丰

两优四号。4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播种，7 月下旬

至 8 月中下旬孕穗和灌浆，正值高温天气时段。

在参试品种中粤农丝苗表现出“6 个最”，即植

株最矮、有效穗最多、千粒重最轻、穗总粒数和

实粒数最少，但结实率最高；全生育期 127.9 d，

比杂交稻对照丰两优四号短 5.4 d，平均每 667 m2

产量 582.5 kg，表现出较好的品质、抗性和产量

优势，2017 年通过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在

2017 年我国通过省级以上审定的籼型常规稻中，

粤农丝苗的区试产量名列第二，表现出较好的丰

产潜力［4］。

2.2 主要农艺性状

粤农丝苗早、晚季及中稻种植生育期差异较

大（表 1），变幅为 112.0~127.9 d，其中广东晚

季种植生育期较短，湖北中稻种植生育期较长，

这与 4 个省份不同季别的光照、温度条件和经纬

度相一致。株高变幅为 95.5~107.5 cm，在海南种

植株高较矮，湖北中稻种植株高较高；单位面积

（667 m2）有效穗数除广西外，其他 3 省均约为

19.6 万条；每穗总粒数在湖北为 151.2 粒，显著

较广东、海南和广西多；结实率和千粒重在 4 个

表 1 粤农丝苗在广东、海南、广西和湖北参加区域试验结果

Table 1 Regional test results of Yuenongsimiao in Guangdong, Hainan, Guangxi and Hubei

调查项目
Investigation item

试验省份 Experimental provinces

广东 Guangdong 海南 Hainan 广西 Guangxi 湖北 Hubei

全生育期 Whole growth period（d） 112.0 122.0 120.6 127.9

株高 Plant height（cm） 97.5 95.5 102.0 107.5

有效穗数 Panicle number（×104/667m2） 19.6 19.89 17.6 19.7

每穗总粒数 Total number per panicle 123.0 128.7 136.2 151.2

结实率 Seed setting rate（%） 87.6 84.4 88.3 85.0

千粒质量 1000-grain weight（g） 22.3 20.9 23.4 23.6

米质 Rice quality 国优 2 级 国优 3 级 国优 3 级

对照 CK 粳籼 89
（常规稻）

特籼占 25
（常规稻）

柳沙油占 202
（常规稻）

丰两优四号
（杂交稻）

区域试验
Regional test

产量 Yield（kg/667m2） 429.3 479.0 459.5 582.5 

比 CK±Compared with CK±（%） 7.0* 4.3* 7.1* -5.5

生产试验
Production test

产量 Yield（kg/667m2） 404.3 421.5 453.7

比 CK±Compared with CK±（%） 2.1 3.4 10.2 

  注：* 表示增产达显著水平。
  Note: * represents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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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试验变化不大，分别约 86% 和 23 g。米

质评价主要参照 GB/T 17891-1999《优质稻谷》

标准［5］，粤农丝苗在广东晚季种植米质可达国标

优质 2 级，在广西早、晚季种植可达国标优质 3

级，在湖北作中稻种植的米质达国标优质 3 级。

特别是粤农丝苗在湖北作中稻种植，籽粒灌浆在

高温逼熟的生态条件下完成，但米质仍能达到国

优标准。

3 特征特性分析

3.1 收获指数

水稻收获指数是指谷粒重量与地上部生物学

产量的比值，与经济产量特性密切相关。收获指

数对水稻品种改良的作用已得到育种和生理学家

认同，并把其作为主要育种目标之一［6］。目前生

产上种植的水稻品种收获指数一般为 0.45~0.55，

0.55 以上为高收获指数。粤香占为我国育成的第

一个高收获指数型水稻品种，1998 年通过广东省

农作物品种审定［7］。为了比较粤农丝苗的收获指

数特性，2013 年晚季课题组对粤农丝苗及广东省

主栽品种粤香占（CK1）、黄华占（CK2）、粤

晶丝苗 2 号（CK3）4 个品种的收获指数进行测

定，结果（表 2）表明，粤香占的收指数最高、

为 0.608，其次是粤农丝苗、收获指数为 0.574；

10 株稻谷重以粤香占较低、为 210.7 g，其次为黄

华占和粤晶丝苗 2 号，粤农丝苗的谷重最高、为

259.7 g；总生物量比较，也以粤香占的生物量较低、

为 346.8 g，其次是黄华占和粤晶丝苗 2 号，粤农

丝苗的生物量最高、为 452.5 g。由此可见，粤农

丝苗的产量和生物量比第一代高收获指数型水稻

品种粤香占均明显提高，同时收获指数也保持了

较高的水平，是新一代的高收获指数品种。

表 2 粤农丝苗与广东部分主栽品种收获指数比较（2013 年晚季）

Table 2 Comparison of harvest indexes of Yuenongsimiao and 
some main varieties in Guangdong（late season of 2013）

品种
Variety

谷重
Grain weight（g）

秆重
Straw weight（g）

总生物量
Total biomass（g）

收获指数
Harvest index

广东审定年份
Approval year in 

Guangdong

粤香占 Yuexiangzhan（CK1） 210.7 136.1 346.8 0.608 1998

黄华占 Huanghuazhan（CK3） 217.1 190.4 407.5 0.532 2005

粤晶丝苗 2 号 Yuejingsimiao 2（CK2） 235.2 202.1 437.3 0.538 2006

粤农丝苗 Yuenongsimiao 259.7 192.8 452.5 0.574 2011

3.2 抗倒性和后期熟色

粤农丝苗在华南及我国各地的试验、示范中

表现出较强的抗倒能力。抗倒性受株高、茎秆结

构特性和栽培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基部节间是

水稻抗倒伏的重要结构，抗倒伏能力主要取决于

节间的长度、直径和茎秆壁的厚度。陆展华等［2］

研究显示，粤农丝苗基部节间短、壁厚、充实度

高是其抗倒伏的重要结构基础，细胞学切片也显

示该品种基部节间壁厚，机械组织的纤维素含量

较高；群体遗传分析表明，粤农丝苗茎杆基部第

二节间（N2）的抗折力、节间长度、节间直径、

茎秆壁厚可能受数量性状位点控制。这些研究结

果为进一步揭示粤农丝苗抗倒伏的内在因素提供

重要依据。

水稻成熟后期熟色、转色是育种参考的重要

性状之一，水稻功能叶每延缓衰老 1 d，理论上可

增产 2%［8］。为了探明粤农丝苗后期叶片转色顺

调、熟色结实好的机理，本团队自 2019 年起开展

该品种的熟色研究。目前，通过生理、生化和分

子等手段证明粤农丝苗是抗衰老水稻品种，并通

过转录组、代谢组关联分析检测到类黄酮合成通

路基因及代谢物的差异影响了水稻抗衰老性状。

通过整合转录组学和代谢组学分析发现 MYB 转

录因子 OsASNF1 参与了类黄酮生物合成途径中关

键基因的调控，从而可能影响水稻的衰老；转录

因子 OsASNF1 负调节查尔酮合成酶（CHS）和查

尔酮异构酶（CHI）的表达，MYB 转录因子由基

因 OsR498G0101613100 编码［9］，研究结果为进

一步确定抗衰老功能基因并解析植物抗衰老的分

子机理奠定了基础。

3.3 抗病性

粤农丝苗抗病性强，在广东省区域试验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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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高抗稻瘟病，中 B、中 C 群和总抗性频率分别

为 92.31%~100%、100%、97.06%~100%，病圃鉴

定穗瘟 1~2.5 级，叶瘟 1.5~2.3 级；中抗白叶枯病（Ⅳ

型菌 3 级，Ⅴ型菌 5~7 级）。在参加海南省区试

中，两年田间综合表现中抗苗瘟。在湖北作中稻

区域试，病害鉴定为稻瘟病综合指数 2.2，稻瘟损

失率最高级 1 级，表现为抗稻瘟病。为深入了解

该品种的稻瘟病抗性基因组成，课题组对粤农丝

苗进行系谱分析、抗谱测定、抗性基因检测和抗

性遗传分析，结果表明粤农丝苗是一个广谱的抗

稻瘟病品种，其稻瘟病抗性受多基因控制，基因

组成中至少包含 Pi2 和 Pib 两个抗性位点，并且

在第 4 号染色体上鉴定到 1 个新的主效抗病基因。

该研究结果为抗病品种粤农丝苗的推广应用提供

重要的分子依据［10］。

4 应用情况

4.1 育种应用

粤农丝苗既是一个综合性状优异的常规优质

稻品种，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优质稻育种亲本。

作为育种亲本，粤农丝苗已被各研究单位、农业

高等院校和种业公司广泛应用于优质常规稻、杂

交稻的选育和新材料创制。据统计，2014—2021

年间以粤农丝苗（R1212）为母本或父本育成并

通过国家、省级审定水稻新品种或授权品种有 37

个（表 3），其中常规稻品种 10 个，杂交稻组合

27 个，这些品种在区域试验中均表现为优质、稳

产，充分体现了粤农丝苗作为优良亲本的“芯”

片作用。在这些粤农丝苗衍生的籼型常规稻品种

中，粤禾丝苗已列为广东省农业主导品种［11］，

年种植面积 4.3 万 hm2；莉香占为香型的丝苗米

品种，米质鉴定为部标优质 2 级；粤花占 1 号是

以粤农丝苗为材料航空诱变获得的小穗簇生品

种［12］；粤特油占米质鉴定为部标优质 1 级，抗

稻瘟病和白叶枯病，是品质、抗性和产量综合得

分较高的水稻新品种。

在以粤农丝苗为为父本组配且通过审定的 27

个杂交稻组合中，三系籼型杂交稻有 19 个，二系

籼型杂交稻有 8 个（表 3），表明粤农丝苗是一

个很好的三系和二系杂交稻恢复系。其中，三系

杂交稻荃优粤农丝苗、早优粤农丝苗、荣优粤农

丝苗等 16 个杂交组合已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

定，二系杂交稻锦两优 1212、徽两优粤农丝苗、

玖两优 1212 等 6 个杂交组合已通过国家农作物品

种审定，晶两优 1212、隆两优 1212 被认定为超

级稻品种［13-14］。晶两优 1212 杂交稻组合具有生

育期适中、农艺性状好、耐肥抗倒、丰产性好、

米质优等特点，先后通过国家长江中下游、长江

上游、华南等生态区域审定，累计推广面积在 20

万 hm2 以上［13］。

4.2 基础研究应用

以粤农丝苗为试验材料，已被各研究单位广
泛应用于栽培、生理、重金属筛选和再生稻等应
用基础研究。周丽燕等［15］以粤农丝苗为试验材
料开展“不同氮肥调控对水稻分蘖数和叶面积指
数的影响”研究，在增施氮肥的各个处理间发现
粤农丝苗的叶面积指数差距不大。傅友强等［16］

在研究“超声波处理对华南双季晚稻产量和稻米
品质的影响”中，在超声波处理下粤农丝苗稻谷
产量显著增加 7.31%。吴子帅等［17］开展氮高效
型优质常规稻品种筛选，在供试的 104 个品种中，
粤农丝苗等 16 个品种在不同氮处理下产量和氮肥
偏生产力均显著或极显著高于供试品种平均值，
为氮高效型品种，可在推进水稻生产化肥减施增
效和遗传改良培育氮高效品种中应用。张万春
等［18］2015—2017 年先后从广东等地筛选引进了
适应陕南机械化插秧的籼稻新品种 20 多个，其中
粤农丝苗等表现良好。为了促进再生稻栽培在非
洲的推广，田泽勤［19］以粤农丝苗为试验材料在
非洲的莫桑比克进行再生稻栽培试验示范，种植
面积 20 hm2，粤农丝苗头季产量为 9 150 kg/hm2，
再生稻产量为 4 575 kg/hm2，再生稻低节位分蘖占
70% 左右，头季稻的米饭品质优良，再生季的米
质也很好，表现为软糯可口。用粤农丝苗在非洲
开展再生稻种植，可以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减
轻劳动强度。
4.3 推广应用

由于粤农丝苗丰产稳产性好，品质优良，抗

倒性强，后期熟色结实好，自 2011 年通过广东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以来，广东省各地推广部门都

积极引进、试验和示范，种植面积快速提升。自

2012 年起粤农丝苗成为广州市优质稻主导品种，

2013 年起被遴选为广东省农业主导品种，在广东

的惠州、茂名、江门、湛江、梅州、阳江等地市

大面积生产种植，至 2021 年粤农丝苗已连续 9 年

入选广东省优质稻主导品种。目前，粤农丝苗在

广东省的年种植面积为 3.4 万 hm2，是种植面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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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以粤农丝苗为亲本材料育成的审定或授权水稻新品种

Table 3 Approved and authorized rice varieties developed from Yuannongsimiao as parent material

序号 No. 品种 Variety 母本 Female parent 父本 Male parent 类型 Type 审定时间 Approval time

1 粤禾丝苗 粤农丝苗 粤银丝苗 常规稻 2014 年广东审定

2 粤金农占 粤农丝苗 粤金油占 常规稻 2015 年广东审定

3 粤花占 1 号 粤农丝苗航天诱变 常规稻 2019 年品种授权

4 黄泰丝苗 粤农丝苗 丰粤华占 常规稻 2019 年广东审定

5 华航 59 号 华航 31/ 粤农丝苗 华航 31/ 华航丝苗 常规稻 2019 年广东审定

6 兴农丝占 粤农丝苗 洁田稻 001 常规稻 2020 年国家审定

7 粤特油占 粤特 13/ 粤农丝苗 粤新银占 2 号 常规稻 2020 年广东审定

8 兴蓉丝苗 粤农丝苗 洁田稻 001 常规稻 2020 年四川审定

9 莉香占 19 香 合莉油占 常规稻 2020 年广东审定

10 健湘丝苗 粤农丝苗 华占 常规稻 2021 年湖南审定

11 荃优粤农丝苗 荃 9311A 粤农丝苗 三系杂交稻 2018 年国家审定

12 早优粤农丝苗 早丰 A 粤农丝苗 三系杂交稻 2018 年国家审定

13 吉优粤农丝苗 吉田 A 粤农丝苗 三系杂交稻 2019 年品种授权

14 荣优粤农丝苗 荣丰 A 粤农丝苗 三系杂交稻 2019 年国家审定

15 安优粤农丝苗 安丰 A 粤农丝苗 三系杂交稻 2019 年品种授权

16 广 8 优粤农丝苗 广 8A 粤农丝苗 三系杂交稻 2019 年国家审定

17 广泰优粤农丝苗 广泰 A 粤农丝苗 三系杂交稻 2019 年国家审定

18 吉田优粤农丝苗 吉田 A 粤农丝苗 三系杂交稻 2019 年国家审定

19 昌盛优粤农丝苗 昌盛 843A 粤农丝苗 三系杂交稻 2019 年国家审定

20 桃优粤农丝苗 桃农 1A 粤农丝苗 三系杂交稻 2019 年国家审定

21 隆 8 优 1212 隆 8A 粤农丝苗（R1212） 三系杂交稻 2019 年国家审定

22 隆晶优 1212 隆晶 4302A 粤农丝苗（R1212） 三系杂交稻 2019 年国家审定

23 华盛优粤农丝苗 华盛 A 粤农丝苗 三系杂交稻 2020 年国家审定

24 晶泰优粤农丝苗 晶泰 A 粤农丝苗 三系杂交稻 2020 年国家审定

25 川康优粤农丝苗 川康 606A 粤农丝苗 三系杂交稻 2020 年国家审定

26 蓉 7 优粤农丝苗 蓉 7A 粤农丝苗 三系杂交稻 2020 年国家审定

27 恒丰优粤农丝苗 恒丰 A 粤农丝苗 三系杂交稻 2020 年国家审定

28 欣荣优粤农丝苗 欣荣 A 粤农丝苗 三系杂交稻 2020 年国家审定

29 五乡优粤农丝苗 五乡 A 粤农丝苗 三系杂交稻 2021 年广西审定

30 锦两优 1212 锦 4128S 粤农丝苗（R1212） 两系杂交稻 2017 年国家审定

31 徽两优粤农丝苗 1892S 粤农丝苗 两系杂交稻 2019 年国家审定

32 玖两优 1212 33S 粤农丝苗（R1212） 两系杂交稻 2019 年国家审定

33 隆两优 1212 隆科 638S 粤农丝苗（R1212） 两系杂交稻 2019 年国家审定

34 晶两优 1212 晶 4155S 粤农丝苗（R1212） 两系杂交稻 2020 年国家审定

35 C 两优粤农丝苗 C518S 粤农丝苗 两系杂交稻 2020 年国家审定

36 宁两优 1212 宁 296S 粤农丝苗（R1212） 两系杂交稻 2020 年广东审定

37 泰两优粤农丝苗 泰 1S 粤农丝苗 两系杂交稻 2021 年广西审定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水稻数据中心，https://www.ricedata.cn/。
  Note: Data source: National Rice Data Center, https://www.ricedata.cn/.

3 位的常规稻品种。粤农丝苗自通过海南、广西、

湖北、江西、湖南、安徽和河南等省（区）审定

和引种备案以来，在华南稻区和长江中下游已被

用作早稻、晚稻、一季中稻、再生稻、直播稻及

虾稻等生产应用。其中 2019—2020 年粤农丝苗连

续 2 年成为湖南省再生稻的主推品种，是唯一入

选的常规稻品种。粤农丝苗在湖北直播和机插大

面积示范种植，平均每 667 m2 产量 650 kg，高产

田块可达 830 kg。由于稻米品质优，多家米业公

司将该品种作为中高档配方米和有机稻米加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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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粤农丝苗在华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具有

很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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