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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同步发展的新阶段，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加强种业科技创新，培

育和推广优良品种，已成为突破耕地和水等资源约束、推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

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十二五期间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

《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 （2012~2020 年）》 《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

创新能力的意见》 及 《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海南） 建设规划 （2015~2025

年）》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2016 年新《种子法》颁布实施，农业部修订发布了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新形势下，现代种业政策和

法制体系基本构建完成，民族种业迎来了创新发展的黄金时期。

宁夏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最佳粳稻生态区、最佳马铃薯生态区、西北春小麦

优势产区和“黄金玉米产业带”，发展农作物种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潜力。

自治区党委政府把农作物种业列为我区地方特色产业之一，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现

代种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持续加大财政扶持和产业引导，种业供种保障、品种管

理、质量监管、基地建设、市场监管、企业培育六大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以产

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农作物

种业体系初步形成。

回顾我区种业发展取得的成就：一是新品种引育成效显著。农作物新品种引

育程序逐步规范，方法手段不断创新，年均引育各类农作物新品种 800 多个，审

定新品种 20 多个，推广新品种 50 多个，小麦、水稻常规育种水平在同类地区名

列前茅，企业引育审定的杂交玉米品种占审定品种的 74%，有力支撑了我区现代

农业发展。二是新品种示范推广效果明显。全区建设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园区

30个，实现了县（区） 全覆盖，年均展示示范 18 类作物 3000 多个品种，重点打

造了以平罗县、贺兰县为核心的蔬菜园区，以利通区、青铜峡市、灵武市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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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粮食园区，以盐池县、海原县、原州区为主的小杂粮园区。通过展示示范，加

快了新品种的示范推广，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92.5%。三是供种保障能力

不断提升。全区建成小麦、水稻、玉米、脱毒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 23 个，形成

了青铜峡市杂交玉米制种、固原市马铃薯种薯繁育、平罗县蔬菜繁制种和引黄灌

区稻麦扩繁核心产业带，农作物繁制种面积稳定在 60 万亩。2016 年，小麦、水

稻、玉米、马铃薯种子 （薯） 商品化率分别达到 44%、88%、100%、40%。四是

种子企业实力明显增强。2016 年年底，全区种子企业 126 家，其中注册资本

3000万元以上的种子企业达到 26家，总资本达到 20.7 亿元，种子销售额 9.97 亿

元，分别是 2010 年的 5 倍、4 倍，15 家企业在南繁建立了育种科研基地，育种

创新力量逐步增强，综合实力显著提高。五是种子质量监管体系逐步完善。自治

区种子质量检测中心在原四项常规检测基础上，初步具备转基因、DNA 等分子检

测能力。建成固原市、石嘴山市两个种子质量检测分中心，建设县级种子质量检

测实验室 530平方米，区、市、县三级质量检验监测体系框架基本构建。

现阶段，我区将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加快建设产业种

业、绿色种业、创新种业、数字种业、清正种业，推动种业由产量数量型向绿色

效益型、由粮食种业为主向粮经饲种业并重、由资源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三个转

变，强化种业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支撑。

为了认真总结经验，查找不足，我们将近年来我区种业工作和研究成果进

行了系统地整理，编辑出版这部《宁夏种业发展报告》，以期指导全区种业持续

健康发展。

本书第一部分审定品种，因《宁夏农作物审定品种 （第一部）》、《宁夏农作

物审定品种 （第二部）》作了详细介绍，本书只列出了历年宁夏及国家审定适宜

宁夏推广种植品种和撤销审定品种名录，以便查阅。第二部分展示示范，介绍了

30个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园区建设情况，这是我区种业工作的一个创新，是加

速新品种推广的重要举措，已覆盖各市、县，受到各方好评。第三部分繁种技

术，这是种子产业专家组的研究成果，主要介绍了我区四大作物小麦、水稻、玉

米、马铃薯的繁制种技术，以便指导生产。第四部分基地建设，主要介绍了农业

部认定的青铜峡市国家级杂交玉米制种基地、平罗县区域性蔬菜良种繁育基地、

西吉县区域性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科研报告和实施方案。第五部分品种推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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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介绍了新品种推广的情况。第六部分调研报告，主要是对四大优势作物繁制种

基地的考察分析。第七部分发展规划，介绍了“十三五”期间编制的《宁夏种业

发展规划》、《宁夏种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宁夏种业现代化推进实施方案》、

《宁夏落实国家南繁规划实施方案》。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规划尚未正式发布，仅

供参阅。第八部分种业政策，收录了国家、自治区政府推进现代种业发展的政策

文件。第九部分科普报告，主要介绍了转基因知识。第十部分企业名录，主要推

介自治区种子发证企业，附录技术标准，收录了种子相关的国家及地方标准。

本书由自治区种子工作站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的相关委员、自治区种子产业专家组专家合力编写。作为宁夏种业的权威性专

著，本书是全区种子管理、种子生产经营等必备的实用手册，是广大农民选用良

种的科普读物，是农业行政人员以及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科研、教学单位的参考

用书。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对加强全区种子管理，规范种子市场，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以及现代农业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

本书的编写与出版，得到了宁夏农牧厅领导和有关处室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宁

夏种子工作站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本书引用了种业法律法规、国家及自治区

技术标准、种业政策文件和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公告，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

宁夏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常务

副主任、宁夏种子工作站站长

宁 夏 种 子 产 业 首 席 专 家

2018 年1月

·3·

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部分 审定品种

历年宁夏及国家审定适宜宁夏推广种植品种名录（1979~2016年 !!!!!!!） 3

历年宁夏及国家撤销审定品种名 !!!!!!!!!!!!!!!!!!!!录 82

第二部分 展示示范

宁夏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园区综 !!!!!!!!!!!!!!!!!!述 107

第三部分 繁种技术

小 !!!!!!!!!!!!!!!!!!!!!!!!!!!!!!!!麦 199

水 !!!!!!!!!!!!!!!!!!!!!!!!!!!!!!!!稻 208

玉 !!!!!!!!!!!!!!!!!!!!!!!!!!!!!!!!米 221

马铃 !!!!!!!!!!!!!!!!!!!!!!!!!!!!!!!薯 234

第四部分 基地建设

青铜峡市国家级杂交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规划（2015~2017年 !!!!!!!!） 241

青铜峡市国家级杂交玉米制种基地建设方案（2016~2017年 !!!!!!!!） 253

平罗县农业部认定区域性蔬菜良种繁育基地建设规划（2016~2018年 !!!!） 261

平罗县农业部认定区域性蔬菜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方案（2016~2018年 !!!!） 295

西吉县农业部认定区域性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建设规 !!!!!!!!!!划 319

西吉县农业部认定区域性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方 !!!!!!!!!!案 347

目录 C O N T E N T S

·1·



宁夏种业发展报告

第五部分 品种推广

第六部分 调研报告

宁夏青铜峡市杂交玉米制种基地调研报 !!!!!!!!!!!!!!!!告 419

宁夏稻麦良种繁育基地建设调研报 !!!!!!!!!!!!!!!!!!告 425

宁夏石嘴山市蔬菜种子产业发展调研报 !!!!!!!!!!!!!!!!告 431

宁夏马铃薯产业发展调研报 !!!!!!!!!!!!!!!!!!!!!告 437

第七部分 发展规划

宁夏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 !!!!!!!!!!!!!!） 447

宁夏农作物种业现代化建设推进实施方案（2016~2020年 !!!!!!!!!） 457

宁夏农作物种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 （2016~2020年 !!!!!!!!!!!!） 462

宁夏落实国家《南繁规划》实施方 !!!!!!!!!!!!!!!!!!!案 469

第八部分 种业政策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8号 !!!!!） 475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

（国办发〔2013〕109号 !!!!!!!!!!!!!!!!!!!!!!!!!） 481

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 !!!!!!!!!!!!!!） 484

宁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宁政发〔2012〕46号 !!!!!!!!!!!!!!!!!!!!!!!!!） 497

宁夏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实施意见

（宁政办发〔2014〕109号 !!!!!!!!!!!!!!!!!!!!!!!!） 506

第九部分 科普报告

转基 !!!!!!!!!!!!!!!!!!!!!!!!!!!!!!!因 513

第十部分 企业名录

自治区农牧厅核发《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企业名 !!!!!!!!!!单 535

附录：现行农作物种子技术标准目 !!!!!!!!!!!!!!!!!!录 539

2··



第一部分 审定品种

▲



序号 品种名称 原名称 审定编号 选育单位 品种来源 适宜推广区域

1 ☆宁粳 3号 银粳 3号 宁种审 7907 宁夏农作物所 宁夏引黄灌区

2 ☆宁粳 4号 宁系 3号 宁种审 7909 宁夏农作物所
宁夏引黄灌区，肥

力中等田

3 ☆京引 39号 宁种审 7935 宁夏引黄灌区

4 ☆早丰 宁种审 7936 宁夏引黄灌区

5 ☆合交 5602 宁种审 7937 宁夏引黄灌区

6 ☆牡交 23 糯 宁种审 7938 宁夏引黄灌区

7 ☆宁粳 5号 77－17 宁种审 8305 宁夏农学院选育
红旗 12号 /
千钧棒

宁夏引黄灌区种植

8 ☆宁粳 6号 77- 1313 宁种审 8408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

作物研究所选育

75- 534（红旗

12/藤公 2号）//
陆奥锦的 F1代
花药离体培养

宁夏引黄灌区种植

9 ☆秋光 宁种审 8409 由吉林农科院引入

我区
丰锦 /黎明 宁夏引黄灌区种植

10 ☆秀优 57 秋岭×C57 宁种审 8410 辽宁省农科院稻作

所选育
秋岭 A×C57 宁夏引黄灌区种植

11 ☆宁粳 7号 农院 7- 1 宁种审 8603 宁夏农学院选育

红旗 12号
/65- 6//黎明 /
京引 39号

宁夏引黄灌区种植

12 ☆宁粳 8号 7529秋冬

- 11 宁种审 8604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

作物研究所选育

74- 1044品系 /
松前

宁夏引黄灌区种植

历年宁夏及国家审定适宜宁夏推广种植品种名录

（1979~2016年）

主要农作物

一、水稻

（一）宁夏审定品种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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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宁粳 9号 83XW- 552 宁种审 8806 宁夏农作物所
宁夏引黄灌区种

植

15 ☆宁粳 10号 农院 15- 3 宁种审 8807 宁夏农学院选育
宁夏引黄灌区种

植

16 ☆宁糯 2号 793- 26 宁种审 8808 宁夏农学院选育
宁夏引黄灌区种

植

17 ☆吉 77- 18 糯 宁种审 8809 吉林省农科院水稻

室选育

513- 5/
吉粳 60号

宁夏灌区直播或

插秧种植

18 ☆宁粳 11号 花 14 宁种审 9010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

作物研究所选育

宁粳 3号 /82混
7的 F1花培

宁夏灌区插秧种

植

19 ☆宁粳 12号 83XZ- 489 宁种审 9011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

作物研究所选育

80K- 479- 1/
清杂 52

灌区直播栽培种

植

20 ☆宁糯 3号 85XW- 182 宁种审 9012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

作物研究所选育
8131F1／8035F1 宁夏灌区插秧种

植

21 ☆宁粳 13号 89- 8 宁种审 9203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

作物研究所选育

科情 3号 /
IR24//76－1303 宁夏灌区种植

22 ☆宁粳 14号 86XZ－14 宁种审 9204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

作物研究所水稻室

选育

8131F1×8035F1 宁夏肥力较高的

田块种植

13 ☆宁糯 1号 80D- 140 宁种审 8605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

作物研究所选育

（66- 6/藤公 2
号）品系 //78- 127

的 F1花培

宁夏引黄灌区种

植

序号 品种名称 原名称 审定编号 选育单位 品种来源 适宜推广区域

23 ☆吉 87－1 宁种审 9205 吉林省农科院水稻

所选育

宁夏种子公司

引入我区

宁夏引黄灌区直

播、插秧栽培种

植

24 ☆青系 98 宁种审 9407
吉林省农科院水稻

所引入我国，宁夏

农学院引入我区

从日本青森县

引入

宁夏灌区插秧栽

培种植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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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宁优 1号
宁优 79 宁种审

9409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

作物研究所选育
552A×FR- 79

适宜宁夏灌区银

南肥力较高的地

区插秧栽培种植

27 ☆宁香稻

1号 宁农香稻
宁种审

9410 宁夏农学院选育 京香 2号系选
适宜宁夏灌区中

等肥力田块种植

28 ☆宁粳

15号 花 35 宁种审

9507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

作物研究所选育

87F- 129/84XZ- 7
的 F1花培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插秧种植

29 ☆宁粳

16号 87XW－16 宁种审

9508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

作物研究所选育

81D－86/81K－
249－3

适宜在宁夏引黄

灌区插秧种植

30 ☆宁粳

17号 87XZ- 89 宁种审

9509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

作物研究所选育
86混 5- 2系选

适宜宁夏引黄灌区

直播及插秧栽培种

植

31 ☆宁糯 4号 89冬 - 58 宁种审

9510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

作物所育成

84XZ- 408/83X
W- 555

适宜在宁夏引黄

灌区直播或插秧

种植

32 ☆87- 9 宁种审

9511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

物研究所引入我区

从辽宁盐碱地改

良所引入的 S16
系选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插秧种植

33 ☆藤 747 吉引

86－11
宁种审

9512

吉林省水稻所从日

本引进，宁夏农林科

学院农作物所引入

我区

原产日本

适宜在宁夏引黄

灌区盐碱地和低

洼地直播或插秧

种植

34 ☆宁粳

18号
农院 284 宁种审

9801
宁夏农学院选育 宁粳 10号系选

适宜于宁夏引黄

灌区插秧或直播

种植

25 ☆京优 6号 宁种审

9408

北京市农科院作物

所选育，宁夏农作物

所引入我区

中作 59A×
津 1244- 2

适宜宁夏灌区银

南肥力较高的地

区插秧种植

序号 品种名称 原名称 审定编号 选育单位 品种来源 适宜推广区域

35 ☆宁粳

19号
92XW- 51 宁种审

9802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

作物研究所选育

83XW- 555/
86JZ- 12

适宜于宁夏引黄灌

区银川南部高肥力

田块插秧种植

36 ☆宁稻 216 89XW- 216 宁种审

9803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

作物研究所选育
宁粳 6号 /8023 适宜宁夏引黄灌区

种植

续表

第一部分 审定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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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宁粳 21号 花 43 宁种审 2002
宁夏农林科学院

农作物研究所选

育

（88xW483×
85D191）Fl花培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直播及插秧栽

培种植

39 ☆宁粳 22号 花 44 宁种审 2003
宁夏农林科学院

农作物研究所选

育

90BW－180
（81D86×

81K249－3）系选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播秧栽培

40 ☆通 35 花引 2号 宁种审 2004
宁夏农林科学院

农作物研究所引

入我区

从吉林通化农科

所引入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插秧栽培种植

41 ☆宁优 2号 401A／253 宁种审 2005
辽宁丰民农业高

新技术研究所、宁
夏种子管理站

401A×253（晚轮

422/云南粳稻 //
北方粳稻）

适宜宁夏银川以

南引黄灌区高产

区插秧种植

42 ☆吉粳 64 吉 86- 11 宁种审 2023

吉林省农科院水

稻所选育，宁夏自

治区农科院作物

所引入我区

寒九 /C57- 80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直播或插秧种

植

43 ☆宁粳 23号 95XW- 67 宁审稻

200201

宁夏农林科学院

农作物研究所选

育

88XW- 495- 1/
84XZ- 7

适宜宁夏银川及

银南高产地区插

秧种植

44 ☆宁粳 24号 97XW- 723 宁审稻

200202

宁夏农林科学院

农作物研究所选

育

宁粳 12号 /
意大利 4号

适宜宁夏插秧栽

培或保墒旱直播

37 ☆宁粳 20号 农院 45 宁种审 2001 宁夏农学院选育 双丰 8号 /6－2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插秧种植

序号 品种名称 原名称 审定编号 选育单位 品种来源 适宜推广区域

45 ☆宁粳 25号 农院 28 宁审稻

200203 宁夏农学院选育
宁粳 10号 /
农院 6- 2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种植

46 ☆宁粳 26号 金引 2号 宁审稻

200204
宁夏原种场引入

我区
原产日本

适宜宁夏灌区插

秧种植

47 宁粳 27号 吉 T39 宁审稻

200205

吉林省农科院水

稻研究所选育，宁

夏永宁县种子公

司引入我区

（冷 11- 2/萨特

恩）F9代单株经

CO60辐射

适宜宁夏灌区插

秧种植

48 ☆宁糯 5号 花 64 宁审稻

200206

宁夏农林科学院

农作物研究所选

育

97D91/宁糯 4号
的 F1花培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插秧或直播种

植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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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富源 4号 96D10 宁审稻

200208

宁夏种子管理站、
宁夏原种场引入

我区

从吉林省引入

适宜宁夏灌区直

播和插秧栽培种

植

51 ☆牡丹江 20 牡丹江 19 宁审稻

200209
宁夏农科院作物

所引入我区

从黑龙江省牡丹

江市农科所引入

适宜宁夏灌区插

秧、点播栽培种

植

52 ☆津稻 1229 超优 1号 宁审稻

2003001
贺兰县农业开发

公司引入我区

从天津市农科院

引入

适宜引黄灌区插

秧种植

53 ☆九稻 19 宁审稻

2003002

吉林省农科院作

物所选育，贺兰县

农业开发公司引

入我区

从吉林省引入
适宜引黄灌区插

秧、直播种植

54 ☆宁香稻

2号 宁农香稻
宁审稻

2003003
宁夏大学农学院

选育

香血糯和

A30/6- 2
适宜引黄灌区插

秧种植

55 宁粳 28号 花 99115 宁审稻

2003004

宁夏农林科学院

农作物研究所选

育

山引一号 /花 21 适宜引黄灌区插

秧种植

56 ☆宁粳 29号 98XZ- 107 宁审稻

2003005
宁夏农林科学院

农作物研究选育

山引 1号 /
91XK- 65

适宜引黄灌区插

秧或直播种植

57 ☆宁优 3号 中作

59A/1229
宁审稻

2003006

北京市农科院与

宁夏农林科学院

农作物研究所水

稻室合作选育

宁夏农林科学院

农作物研究所水

稻室合作选育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插秧种植

58 ☆宁粳 30号 宁原优 4号 宁审稻

2003007 宁夏原种场选育 从 96D10中系选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直播或插秧种

植

59 宁粳 31号 LQ- 1 宁审稻

2003008

宁夏种子管理站、
灵武农场、宁夏原

种场引入我区

从黑龙江五常农

科所引入

适宜引黄灌区插

秧或直播栽培种

植

49 ☆宁糯 6号 95xz- 58 宁审稻

200207

宁夏农林科学院

农作物研究所选

育

86xw- 473- 1/
83xw- 489

适宜宁夏黄灌区

直播栽培或插秧

栽培种植

序号 品种名称 原名称 审定编号 选育单位 品种来源 适宜推广区域

续表

第一部分 审定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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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宁粳 32号 农院 2号 宁审稻

2005002 宁夏大学农学院选育
489/藤 125系谱

选育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插秧种植

62 宁粳 33号 2001GJ- 336 宁审稻

2005003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

物研究所选育

93JZ- 5/
93H- 1-（1）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插秧或直播种

植

63 ☆宁粳 34号 98J－13 宁审稻

2005004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

物研究所选育
552A/恢 15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直播、插秧种

植

64 宁粳 35号 2002wx- 913 宁审稻

2006001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

物研究所选育

88xw- 495- 1/
84xz- 7

适宜宁夏灌区插

秧种植

65 ☆宁粳 36号 农院 238 宁审稻

2006002 宁夏大学农学院选育

优 6///（中作

59/02428）//（中系

8503/84xZ- 7）

适宜宁夏灌区插

秧种植

66 宁粳 37号 优育 7号 宁审稻

2006003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

物研究所选育

96G- 59/
东农 415

适宜宁夏灌区插

秧种植

67 宁粳 38号 花 87 宁审稻

2006004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

物研究所选育
锦丰 /96G- 59 适宜宁夏灌区插

秧、直播种植

68 ☆天井 5号 吉特 605 宁审稻

2006005

宁夏种子管理站、宁
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

研究所引入我区

吉林省农科院水

稻所育成

适宜宁夏灌区插

秧、直播种植

69 ☆宁粳 39号 丰优

2000－6
宁审稻

2006006 永宁县种子公司选育

从吉林省农科院

水稻研究所引进

材料平粳 2号
（组合龙睛 4
号×世锦）的变

异单株系选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插秧种植

70 ☆宁粳 40号 花 96 宁审稻

2007001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

物研究所选育
以锦丰 /96G- 59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直播或插秧栽

培种植

60 ☆宁香稻

3号 农院香糯
宁审稻

2005001 宁夏大学农学院选育
香血糯 /（A30×

6- 2）
适宜于宁夏引黄

灌区插秧种植

序号 品种名称 原名称 审定编号 选育单位 品种来源 适宜推广区域

续表

8· ·



71 宁粳 41号 花 97 宁审稻

2007002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

物研究所选育

4xw- 127/
组培 11号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插秧栽培种植

72 ☆吉粳 105 吉 2000F45
节 3

宁审稻

2007003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

稻研究所选育，宁夏

种子管理站、宁夏农

科院农作物研究所引

入我区

超产 2号 /
吉 89- 45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插秧或直播种

植

序号 品种名称 原名称 审定编号 选育单位 品种来源 适宜推广区域

73 ☆吉特 623 优引 3号 宁审稻

2007004

吉林省农科院水稻所

选育，宁夏农作物研

究所引入我区

T1034/T67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插秧种植

74 ☆宁粳 42号 优育 27号 宁审稻

2008001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

物研究所选育

89XW- 216/
92XW- 723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种植

75 宁粳 43号 2004QX-
294

宁审稻

2009001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

物研究所选育

宁粳 12号 /
意大利 4号 //
92夏温 37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中等肥力田块

插秧种植

76 宁粳 44号 Y266 宁审稻

2010001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

物研究所选育

C57- 80- 9
（101209）/C79- 6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插秧种植

77 宁粳 45号 花 109 宁审稻

2012001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

物研究所选育

九新 152/
开 9502

适宜宁夏稻区插

秧种植

78 宁粳 46号 2006QX- 56 宁审稻

2012002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

物研究所选育

宁粳 12号 /意大

利 4号 //92夏温

37

适宜宁夏灌区插

秧种植

79 宁粳 47号 节 7 宁审稻

2014001
吉林农科院水稻研究

所选育

五优稻一号 /
吉粳 101

适宜宁夏引黄灌

区插秧种植

80 宁粳 48号 2007G- 318 宁审稻

2015001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

物研究所和宁夏科泰

种业有限公司选育

吉 96071/
宝丰 1号杂交

适宜宁夏灌区插

秧种植

81 宁粳 49号 2007- 218 宁审稻

2015002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

物研究所和宁夏科泰

种业有限公司选育

绢光 /宁粳

12号杂交

适宜宁夏稻区直

播或插秧种植

82 宁粳 50号 花 117 宁审稻

2015003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

物研究所和宁夏科泰

种业有限公司选育

宁粳 24号 /
宁粳 28号 //

20HW433杂交

适宜宁夏稻区直

播或插秧种植

续表

第一部分 审定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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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宁粳 52号 花 119 宁审稻

20160002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

物研究所和科泰种业

有限公司选育

00HW401//98JW
44/宁粳 19号 F1

杂交

适宜宁夏稻区保

墒旱直播和插秧

种植

83 宁粳 51号 宁大 12596 宁审稻

20160001 宁夏大学农学院
花 87/宁粳

28号杂交

适宜宁夏稻区直

播或插秧种植

序号 品种名称 原名称 审定编号 选育单位 品种来源 适宜推广区域

续表

（二）国家审定适宜宁夏推广种植品种

序号 品种名称 原名称 审定编号 选育单位 品种来源 适宜推广区域

1 ☆辽盐 2号 GS01022
－1990

辽宁省盐碱地利用

研究所

从丰锦品种中

系统选

适宜辽宁省丰锦、辽
粳 5 号的种植区以及

华北、西北中丹 2 号

品种种植区。

2 ☆藤 747 GS01003
－1995 吉林省种子总站

1989年中国农业

科学院品种资源研

究所从日本引入

适宜吉林、辽宁、陕
西、宁夏等省区部分

地区种植。

3 ☆辽盐 9号 国审稻

990001
北方农业技术开发

总公司
M147品系系选

辽宁、西北及华北中

丹 2 号熟期稻区种

植。

4 ☆超产一号
国审稻

990005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水稻研究所选育

青系 96号
/BG902//下北

吉林、辽宁省北部以

及山西、宁夏部分地

区种植。

5 ☆延粳 23 延 504 国审稻

2001031
吉林省延边州农业

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云峰 /SHORAR2

适宜吉林省中熟、中
晚熟地区，辽宁省东

北部及宁夏部分稻区

种植。

6 ☆辽优 4418 国审稻

2001033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

稻作研究所选育
秀岭 A/C418

适宜辽宁、新疆、宁夏

稻区以及北京、天津

和河北唐山稻区作麦

茬稻种植。

7 ☆沈农 8718 国审稻

2003019 沈阳农业大学

适宜吉林南部、辽宁、
宁夏、北京以及山西

中部和新疆中北部稻

瘟病轻发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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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种名称 原名称 审定编号 选育单位 品种来源 适宜推广区域

8 ☆开粳 3号 开 9502 国审稻

2003021
辽宁省开原市农科

所选育

秋光×沈抗

1585- 3

适宜吉林南部、辽宁、
宁夏、北京以及山西、
新疆中北部稻瘟病轻

发区种植。

9 ☆抚粳 4号 抚

85101
国审稻

2003022
辽宁省抚顺市农科

院
C57- 1×色江克

适宜黑龙江南部、内
蒙东部、辽宁北部以

及吉林、宁夏稻区种

植。

10 ☆吉粳 93 新生 71 国审稻

2003023

吉林吉农水稻高新

科技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选育

吉 90- 31幼穗组

织培养

适宜黑龙江南部、内
蒙古东部、辽宁北部

以及吉林、宁夏稻瘟

病轻发区种植。

11 ☆九稻 27 九新

152
国审稻

2003024
吉林市农业科学院

选育

山形 38×
藤系 144

适宜黑龙江南部、内
蒙东部、辽宁北部以

及吉林、宁夏稻区的

稻瘟病轻发区种植。

12 ☆宁粳 23号 国审稻

2003025
宁夏农林科学院作

物研究所选育

88XW～495- 1×
84XZ～7

适宜吉林南部、辽宁、
宁夏、北京以及山西、
新疆中北部稻瘟病轻

发区种植。

13 ☆沈稻 7号 沈农

9457
国审稻

2004051 沈阳农业大学
农林 315///沈农

91/S22//丰锦

适宜在黑龙江第一积

温带上限、吉林省中

熟稻区、辽宁东北部、
宁夏引黄灌区以及内

蒙东南部、甘肃河西

走廊稻瘟病轻发稻区

种植。

14 ☆晋稻 8号 970006 国审稻

2005044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作物遗传研究所选

育

晋稻 3号 /79- 227

适宜在吉林省晚熟稻

区、辽宁北部、宁夏引

黄灌区、北疆沿天山稻

区、南疆及山西太原小

店、晋源稻区种植。

15 ☆沈农 9741 国审稻

2005045 沈阳农业大学选育
沈农 1578/
沈农 1033

适宜在吉林省晚熟稻

区、辽宁北部、宁夏引

黄灌区、北疆沿天山稻

区、南疆及山西太原小

店、晋源稻区种植。

续表

第一部分 审定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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