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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水稻品种
播种面积的变化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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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 广东省水稻育种新技术重点实验室 / 广东省水稻工程实验室 /

农业农村部华南优质稻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　510640）

摘 要：新世纪以来，针对新时期水稻发展战略需求，广东省采取多举措有力推动了我国水稻的优质化发展。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简称“广东水稻所”）作为广东省水稻产业的主力军，育成了一大批水稻品种

和材料，正推动广东乃至全国各地水稻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我国水稻生产提质增效。以 2003—2020 年广东省

水稻播种面积数据为基础，通过结合广东水稻所在此时间阶段的品种推广情况，分析研究广东省水稻播种面积

和广东水稻所培育的水稻品种在省内播种面积的变化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研究结果为客观认识广东省水

稻种植结构变化趋势和水稻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参考。结果表明，优质高产的水稻品种保证了广东省水稻总产量

的稳定，其中广东水稻所选育的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的水稻新品种不断涌现，且品种播种面积每年占全省

水稻播种面积的 50% 左右，如吉丰优 1002、广 8 优金占、广 8 优 165、美香占 2 号、粤禾丝苗和五山丝苗等拥

有较大的播种面积。广东在众多优质稻品种的带动下提高了全省的稻米优质率。水稻育种的创新发展能推动广

东乃至全国各地水稻产业的转型升级，确保了我国的口粮安全。在今后育种目标上，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

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求，要进一步提升以市场为导向，并利用具有前瞻性的种业科技自主创新和水稻

生产能力，推动我国水稻生产的进一步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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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new century,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rice in the new era, Guangdong Province has 

taken many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ice in China. As the main force of rice industry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Guang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hereinafter called“GDR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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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位于中国南岭以南，南海之滨，属于

亚热带季风气候，是我国华南双季稻的重要产区，

拥有庞大的稻米消费群体。保障粮食安全，促进

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国家战略需求，水稻的总产量

关系到粮食安全，而播种面积是影响水稻总产的

关键因素之一，近 20 年来，广东省水稻种植面积

虽然略有减少，但总产量基本稳定，优质高产的

水稻品种发挥了重要作用［1-2］。新世纪以来，针

对新时期水稻发展战略需求，广东省采取多举措

有力推动了我国水稻的优质化发展。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水稻研究所（以下简称“广东水稻所”）

作为广东省水稻产业的主力军，以水稻育种研究

为重点，为我国南方稻区生产提供强大的科技支

撑，长期以来，广东水稻所在水稻育种方面科研

实力强，培育了多种品质优良的水稻品种［3-5］。

比如五优 308，连续 9 年列为国家区试对照品种，

连续 3 年三系杂交稻全国推广面积最大；美香占

2 号，连续 3 年获全国优质稻食味品鉴金奖；全

国年种植面积位居前列的黄华占和天优 998；高

档优质品种美香占 2 号和象牙香占等一系列高产

优质品种，为保障华南乃至全国的优质稻米推广

发挥了关键作用［4,6］。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

指出，“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水稻播种面

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水稻的生产规模、分布

特征结构、推广情况等重要信息，也是水稻品种

认可度和价值的一种表现，从侧面反映出稻米市

场需求［7-8］。广东水稻所培育的水稻品种单年播

种面积占全省水稻播种面积的 50% 左右，起到了

领军带头作用。通过分析研究广东省水稻播种面

积以及广东水稻所培育的水稻品种播种面积的发

展变化情况，以及通过广东水稻所培育的代表杂

交稻和常规稻品种的推广情况，从侧面反映广东

杂交稻和常规稻育种目标的变化，以及育种理念

的更新换代。能够为客观认识广东省水稻种植结

构变化趋势和水稻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参考，提升

以市场为导向、具有自主创新的水稻育种生产能

力，推动广东乃至全国各地水稻产业的转型升级，

实现我国水稻生产提质增效。

1 广东省水稻种植面积概况

1.1 广东省水稻及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分析

根 据《 广 东 统 计 年 鉴 -2021》， 广 东 省

2003—2020 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呈先下降后上升

的趋势。2005 年以前，全省农作物播种面积为近

20 年最大，达到 480 万 hm2 以上，最低至 2016

年的 418 万 hm2。此后随着广东省各地积极推进

撂荒耕地复耕复种逐渐恢复农作物播种面积，到

2020 年上升到 445 万 hm2。同时，广东省水稻播

种面积从 2003—2020 年逐渐减少，而后趋于平

稳，从 2013 年以后，广东省水稻播种面积基本

保持在 180 万 hm2 左右，2020 年水稻播种面积为

183 万 hm2。另外，广东省水稻 / 农作物播种面积

has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rice varieties and materials, which is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rice 

industry in Guangdong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rice produc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data of rice sown area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3 to 2020, the changes in rice sown area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sown area of rice varieties cultivated by GDRRI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ere analyzed and studied by combining the variety promotion of GDRRI in this time period. The results 

provided references for objectively understanding the variation trend of rice planting structure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ice industry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igh quality and high yield rice varieties ensured the 

stability of the total rice output in Guangdong Province. Among them, the new rice varieties with high yield, high quality, 

multi-resistance and wide adaptability developed by GDRRI kept emerging, and the sown area of the varieties accounted 

for about 50% of the sown area of rice in Guangdong Province every year. For example, Jifengyou 1002, Guang8youjinzhan, 

Guang8you165, Meixiangzhan 2, Yuehesimiao and Wushansimiao had a larger sown area. Driven by many high-quality rice 

varieties, Guangdong has improved the quality rate of rice in the whole province.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ice breeding can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rice industry in Guangdong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 and ensure the grain security of China. In terms of breeding objectives in the future, centering on the strategic 

needs of ensur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rice production by further promoting market-oriented and forward-looking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seed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rice production capacity.

Key words: Guangdong Province; rice; sown area; hybrid rice; conventional rice;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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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近 20 年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 2003 年

的 43% 上升到 2007 年的 45%，稳定 6 年后有所

下降，至 2020 年下降到 41%（表 1）。广东省水

稻播种面积虽然略有减少，但是水稻单产近年来

有所提高，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广东省水稻总产量

的稳定［1］。

表 1 2003—2020 年广东省农作物及水稻播种面积及比例
Table 1 Sown area and proportion of crops and rice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3 to 2020

年份
Year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Total sown area of crops 

(×104 hm2)

水稻播种面积
Rice sown area 

(×104 hm2)

水稻 / 农作物面积比
Rice/crop sown area

(%)

2003 486.31 209.64 43.11

2004 480.80 213.90 44.49

2005 481.54 213.76 44.39

2006 438.26 194.19 44.31

2007 429.63 193.04 44.93

2008 427.38 193.07 45.18

2009 427.74 193.36 45.20

2010 426.28 191.81 45.00

2011 424.47 189.80 44.71

2012 424.84 189.82 44.68

2013 424.22 185.00 43.61

2014 422.52 182.68 43.24

2015 419.46 180.48 43.03

2016 418.13 180.60 43.19

2017 422.75 180.54 42.71

2018 427.94 178.74 41.77

2019 435.74 179.37 41.16

2020 445.18 183.44 41.21

  注：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 -2021》。
  Note: Data source: Guangdong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1).

1.2 广东省杂交稻和常规稻品种播种面积分析

2003—2020 年广东省杂交稻和常规稻播种面

积如表 2 所示，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2017 年达

近 20 年最低播种面积，而到 2020 年略有增长。

其中杂交稻播种面积占水稻总播种面积的比例一

直维持在 51% 以上，常规稻播种面积占水稻总播

种面积在 36%~49% 之间。就全省而言，水稻生

产以杂交稻为主，常规稻为辅。这主要是由于杂

交稻具有杂种优势的特性，更容易获得高产抗病

等优良性状［6］。

2 广东水稻所水稻品种种植概况

2.1 广东水稻所培育水稻品种整体省内种植情况

分析

2.1.1 广 东 水 稻 所 水 稻 品 种 省 内 播 种 面 积 分

析 广 东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水 稻 研 究 所 具 有 悠 久

历史，其水稻育种研究作为主力军为广东省水稻

产业输出大量优质品种，提供强大科技支撑。如

表 3 所示，广东水稻所培育的水稻品种在广东省

近 20 年单年播种面积在 80 万~108 万 hm2 之间，

2003—2020 年总播种面积达 1 696 万 hm2，整体

趋势是先上升至 2008 年最高的 108 万 hm2，后

下降至 2017 年最低的 80 万 hm2，再逐步提高到

2020 年的 96 万 hm2。其中，广东水稻所培育的杂

交稻和常规稻品种在广东省近 20 年单年播种面

积趋势略有不同。杂交稻播种面积 2003—2020 年

走势有波动下降的趋势，而常规稻后来居上，其

省内播种面积在 2009 年以前略低于杂交稻，从

2010 年开始高于杂交稻，且每年播种面积维持在

50 万~ 60 万 hm2 之间。

2.1.2 广东水稻所水稻品种省内播种面积占比分

析 如图 1 所示，2003—2020 年广东水稻所培育

的水稻品种在广东省内的播种面积占全省的比例

较为平稳，维持在 41%~54% 之间，且在 2019 年

表 2　2003—2020 年广东省杂交稻和常规稻种植面积及占比
Table 2 Sown area and proportion of hybrid rice and 

conventional rice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3 to 2020

年份
Year

杂交稻播种
面积

Hybrid rice 
sown area 

(×104 hm2)

常规稻播种
面积

Conventional 
rice sown area 

(×104 hm2)

 杂交稻播种面
积占全省比例
Proportion of 
sown area of 

hybrid rice in the 
whole province 

(%)

常规稻播种
面积占全省

比例
Proportion of
 sown area of

conventional rice
in the whole

 province (%)

2003 109.99 91.04 52.47 43.43

2004 110.56 92.59 51.69 43.29

2005 108.84 89.52 50.92 41.88

2006 115.09 88.85 59.27 45.75

2007 115.37 94.39 59.77 48.90

2008 122.01 83.57 63.19 43.28

2009 122.93 84.58 63.57 43.74

2010 116.30 87.96 60.63 45.86

2011 116.95 86.62 61.62 45.64

2012 115.06 85.04 60.62 44.80

2013 113.93 85.80 61.59 46.38

2014 113.47 84.20 62.11 46.09

2015 113.93 83.73 63.13 46.40

2016 105.91 66.91 58.64 37.05

2017 100.88 65.75 55.88 36.42

2018 106.42 80.37 59.54 44.96

2019 93.96 65.38 52.38 36.45

2020 103.45 80.20 56.39 43.72

  注：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 -2021》。
  Note: Data source: Guangdong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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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达最高值为 54%。其中广东水稻所培育的杂

交稻品种在广东省内的播种面积占全省杂交稻播

种面积的比例在近 20 年间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

势，2009 年以前占比在 43%~49% 之间，2010 年

以后占比一直在 40% 以下，直至 2019 年和 2020

年，占比略有回升，达到 39%。与此同时，广东

水稻所培育的常规稻品种在广东省内的播种面积

占全省常规稻播种面积的比例在近 20 年间呈波

动上升的趋势，从 2003 年的 43% 提升至 2019、

2020 年的 70% 和 77%。由此可见，在广东省常

规稻的种植推广中，广东水稻所起到了关键作用。

2.2 广东水稻所培育的代表水稻品种省内播种面

积分析

2.2.1 广东水稻所代表杂交稻品种播种面积分

析 根据广东水稻所培育的所有杂交稻品种的历

年省内播种面积，分析可筛选出近 20 年单年播

种面积最大的 6 个杂交稻品种，包括天优 998、

培杂双七、五优 308、博优 998 等 4 个国家审定

品种以及五丰优 615、吉丰优 1002 两个广东省审

定品种（图 2）。天优 998、博优 998 和培杂双

七作为比较早期的优质杂交稻品种，其单季平均

产量分别为 7.65、7.20、6.75 t/hm2，全生育期分

别为 117.7、114.9、128.5 d，都属于产量较高、

米质优良的杂交稻品种［6,9-11］。如图 2 所示，以

上 3 个品种在 2003—2020 年省内播种面积整体呈

下降趋势。天优 998 在 2004—2008 年期间为急速

扩张期，2008 年到达顶峰，其省内播种面积为近

20 年广东水稻所所有培育水稻品种中最高的，为

17.58 万 hm2，之后逐年递降至 2020 年的 0.75 万

hm2，近 20 年省内总播种面积达到 130.12 万 hm2。

培杂双七是广东省第一个通过国家品种审定的两

系杂交稻优质组合，曾连续 5 年稳居广东省水稻

推广面积榜首［6,11］，但其省内播种面积从 2003

表 3 2003—2020 年广东水稻所水稻品种播种面积
Table 3 Sown area of rice varieties cultivated by
       GDRRI from 2003 to 2020 (×104 hm2)

年份
Year

杂交稻播种面积
Hybrid rice
sown area

常规稻播种面积
Conventional rice

sown area

总体播种面积
Total rice
sown area

2003 47.58 41.81 89.39

2004 51.53 48.47 100.00

2005 51.30 49.33 100.63

2006 56.62 48.86 105.48

2007 52.12 52.77 104.89

2008 55.80 52.08 107.88

2009 52.99 52.46 105.44

2010 45.58 57.64 103.22

2011 41.17 58.99 100.16

2012 37.41 58.37 95.78

2013 34.06 55.07 89.13

2014 33.51 54.33 87.84

2015 31.55 49.54 81.09

2016 32.32 49.99 82.31

2017 31.55 48.01 79.56

2018 32.66 48.55 81.21

2019 36.50 50.18 86.67

2020 39.85 55.75 95.60

  注：数据来源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
  Note: Data source: Division of Seed Industry Management, Guangdong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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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3—2020 年广东水稻所水稻播种面积占广东省
水稻播种面积比例

Fig. 1 Proportion of rice sown area of GDRRI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3 to 2020

数据来源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
Data source: Division of Seed Industry Management, 

Guangdong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图 2 2003—2020 年广东水稻所代表杂交稻品种播种面积
Fig. 2 Sown area of representative hybrid rice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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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9.53 万 hm2 开始逐年下降，至 2012 年降至

0.03 万 hm2，随着品种的更新换代，2012 年以后没

有在省内播种。博优 998 在 2003—2020 年省内总

播种面积仅次于天优 998，为 87.55 万 hm2。

五优 308 是籼型三系杂交稻，单季平均产

量 7.65 t/hm2，全生育期平均 112.2 d，米质优达

国标 1 级［12］，从 2007 年开始在省内推广，到

2013 年其种植面积达到峰值为 9.40 万 hm2，而

后逐步下降，近几年单年省内播种面积维持在

1.60 万~2.31 万 hm2，入围 2020 年广东水稻所杂

交稻省内播种面积排名前六，表现良好。五丰优

615 是感温型三系杂交稻，米质未达优质等级，

单季平均产量 7.43 t/hm2，全生育期平均 129 d［13］，

从 2012 年开始省内推广，到 2014 年其省内播种

面积达峰值为 5.99 万 hm2，波动两年后开始下

降，保持在 1.10 万~2.31 万 hm2，表现良好。吉丰

优 1002 是弱感光型三系杂交稻，单季平均产量

7.88 t/hm2，全生育期平均 121 d［14］，从 2004 年

在省内播种面积逐年递增，到 2020 年达最大值为

5.01 万 hm2，2020 年广东水稻所杂交稻省内播种

面积排名第一。

综上所述，培杂双七虽然米质和抗病性均表

现良好，但单季平均产量是 6 个杂交稻品种中最

低的，这是其近些年逐渐退出市场的重要原因之

一。另外从吉丰优 1002 的异军突起可以看出，

其高产性、强抗倒性及高抗稻瘟病等特性，是近

几年在省内播种面积逐年稳步上升的主要因素。

而五优 308 近几年省内播种面积仅次于吉丰优

1002，则是依靠其出色的稻米品质以及高产稳产

的优良特性。

2.2.2 广东水稻所代表常规稻品种播种面积分

析 根据广东水稻所培育的所有杂交稻品种的历

年省内播种面积，筛选出美香占 2 号、粤晶丝苗

2 号、齐粒丝苗、粤香占、金农丝苗和合美占 6

个近 20 年单年播种面积最大的常规稻品种（图

3），单季平均产量分别为 5.40、6.08、6.08、6.75、

6.53、6.53t/hm2， 全 生 育 期 分 别 为 112.5、132、

126、125、108、129.5 d，6 个品种的米质均达到

省标或国标优质水平［15-18］。

如图 3 所示，美香占 2 号作为广东水稻所培

育的优质常规稻典型代表，近 20 年来省内播种面

积总计 78.14 万 hm2，是 6 个常规稻品种中最高的，

且从 2003 年到 2020 年单年播种面积稳步上升，

2020 年较 17 年前扩大 19 倍，仅 2020 年单年省

内播种面积高达 11.38 万 hm2。粤晶丝苗 2 号历

年省内播种面积总和仅次于美香占 2 号，为 67.14

万 hm2，单年播种面积从 2007 年至 2011 年逐年

上升至 11.26 万 hm2，而后逐年下降。

金农丝苗和合美占省内播种面积截至 2020

年总计分别为 36.03 万、46.88 万 hm2，其品种审

定时间较其他品种晚，所以累计省内播种面积较

其他品种略低，从开始推广至 2020 年间其单年

播种面积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近几年单年

播种面积在广东水稻所内常规稻品种排名前六，

2020 年分别为 2.37 万、2.31 万 hm2。

齐粒丝苗和粤香占 2003—2020 年省内播种

面积整体呈下降趋势，后趋于稳定，近 20 年总播

种面积分别为 59.14 万、48.07 万 hm2，单年播种

面积从 2004 年和 2003 年的 5.64 万、7.35 万 hm2

降到 2020 年的 0.99 万、1.69 万 hm2。

综上所述，美香占 2 号播种面积的稳步增长，

重要原因是其优异的稻米品质，在 2018—2020 年

蝉联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金奖，获得业

界高度认可［19］。另外金农丝苗和合美占因其产

量高，品质佳的优势，在广东省内推广面积在广

东水稻所名列前茅。

2.2.3 2020 年广东水稻所水稻品种播种面积排名

分析 2020 年广东水稻所培育出大批获得广泛

推广的优质高产水稻品种，其中广东水稻所培育

的杂交稻品种在省内播种面积居前 6 位的分别为

吉丰优 1002、广 8 优金占、广 8 优 165、广 8 优

数据来源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
Data source: Division of Seed Industry Management, Guangdong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图 3 2003—2020 年广东水稻所代表常规稻品种播种面积
Fig. 3 Sown area of representative conventional rice

       varieties of GDRRI from 2003 to 2020

美香占 2 号 Meixiangzhan2
粤晶丝苗 2 号 Yuejingsimiao2
齐粒丝苗 Qilisimiao
粤香占 Yuexiangzhan
金农丝苗 Jinnongsimiao
合美占 Hemeiz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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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8、广 8 优 169 和五优 308（表 4）。这些杂交

稻品种均具有高产稳产的特性，单季平均产量均

在 6.30 t/hm2 以上，最高可达 8.37 t/hm2。其中有 4

个杂交稻品种抗稻瘟病，分别为吉丰优 1002、广

8 优金占、广 8 优 2168 和广 8 优 169，4 个杂交稻

品种米质达到国标或省标优质等级，分别为广 8

优金占、五优 308、广 8 优 2168 和广 8 优 169。

2020 年广东水稻所培育的常规稻品种在省内

播种面积居前 6 位的分别为美香占 2 号、粤禾丝

苗、五山丝苗、粤农丝苗、金农丝苗和合美占（表

4），其中美香占 2 号居第 1 位且比居第 2 位的粤

禾丝苗高出 1.6 倍。美香占 2 号、粤禾丝苗、五

山丝苗、粤农丝苗和金农丝苗的米质均达到国标

和省标优质 2 级，合美占的米质也达到省标优质

3 级。除美香占 2 号，其他 5 个常规稻品种的单

季平均产量均在 6.30 t/hm2 以上。同时，粤禾丝苗、

五山丝苗和粤农丝苗均具有高抗稻瘟病特性，更

有利于品种的推广种植。

表 4 2020 年广东水稻所培育的水稻品种省内播种面积
Table 4 Sown area of rice varieties cultivated by GDRRI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20

类别
Type

品种
Variety

播种面积
Sown area 
(×104 m2)

单季平均产量
Average yield 

per season
(t/hm2)

平均全生育期
Average whole
growth period

(d)

杂交稻
Hybrid rice

吉丰优 1002 5.01 7.76 121.0

广 8 优金占 3.73 8.36 114.5

广 8 优 165 2.48 7.41 119.5

广 8 优 2168 1.98 6.73 114.0

广 8 优 169 1.64 6.41 116.0

五优 308 1.60 7.59 112.2

常规稻
Conventional
rice

美香占 2 号 11.38 5.44 112.5

粤禾丝苗 4.38 7.34 114.5

五山丝苗 3.60 6.87 111.5

粤农丝苗 3.42 7.34 114.5

金农丝苗 2.37 6.56 108.0

合美占 2.31 6.45 129.5

  注：数据来源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和国家水稻数据中心，
广东省审定品种，https://www.ricedata.cn/。
  Note: Data sources: Division of Seed Industry Management, Guangdong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and National Rice Data Center, 
Guangdong provincial approved varieties, https://www.ricedata.cn/.

3 结语与启示

3.1 广东水稻所对广东省水稻产业的重要性

广东省水稻种植面积占全省农作物种植面积

的比例在近 20 年中略有下降，广东省水稻种植

面积从 2003 年到 2020 年减少 12.86%，是自然环

境、科技发展、市场需求、农产品价格、国家政

策、社会因素等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7,20-24］。随

着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全力抓好粮食

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和产量”，粮食产区要做到“保面积、保产量”，

“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为保证水稻播种面

积的红线，广东省近年来水稻播种面积稳定在

180 万 hm2 左右，总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杂

交稻的平均产量较常规稻更有优势，以致全省范

围内前者的播种面积要大于后者，从而保证广东

省水稻总产量的稳定。从 2019 年到 2020 年全省

杂交稻品种的播种面积占全省水稻播种面积的比

例较常规稻品种有所提升，而广东水稻所常规稻

品种播种面积占全省常规稻品种的比例较杂交稻

品种播种面积占全省杂交稻品种的比例高 31~38

个百分点，说明广东水稻所在常规稻育种推广方

面是广东省常规稻育种研究的主力军，起到了重

要作用。另外，近 20 年广东水稻所培育的水稻品

种在省内的播种面积同全省水稻播种面积变化规

律一致，有所下降，但是前者与后者的比例维持

在 41%~54% 之间，说明广东水稻所对于全省而言，

其培育的水稻品种具有一定的代表作用。

3.2 育种方向

广东水稻所培育的水稻品种中，挑选出历年

来省内单年水稻播种面积排名靠前的几个品种，

分为杂交稻和常规稻品种，从它们的品种特性，

发现在广东省推广应用面积较大的杂交稻品种具

备高产稳产、抗病性强、米质优的特性；在广东

省推广应用面积较大的常规稻品种要具备优异的

稻米品质特性，兼顾高产，其次是抗病性强。

2003—2020 年全省杂交稻播种面积整体趋势有所

下降，而常规稻播种面积的整体趋势有所上升，

说明杂交稻竞争力在减弱，与常规稻相比，近些

年杂交稻的产量优势逐渐被高产常规稻缩小，而

种子价格却在渐渐上升［6］。常规稻的稻米品质

优势、价格优势以及不断进行的高产选育是广东

水稻所培育的常规稻省内播种面积占广东省常规

稻播种面积比例大幅增长的原因之一［4］。未来

育种方向在高产基础上也会更加注重稻米品质和

抗病性的提升。随着轻简化、规模化、机械化生

产方式的转变，生产者效益需求以及消费者需求

的变化，高产、抗病虫、抗倒伏、品质优的杂交

稻品种在未来将是广东省杂交稻育种的主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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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5,6,25］，食味佳、产量高且稳、抗病虫、耐盐

碱的常规稻品种将是广东省常规稻育种的主要方

向［4,25-27］。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广东水稻

所响应市场，优质高产抗病作为其主要育种方向，

这是其所培育的水稻品种能够迅速占领市场的优

势所在，为广东省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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