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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是我国北方稻区第一水稻大省 ， 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的 "战略粮仓" 。水稻是黑龙江省主要的粮食作物 ， 2009 年种植面积达 246.1 万

hm2 ， 总产达 1 574.5 万 t。

黑龙江有着悠久的水稻栽培历史， 早在唐初(公元 7 世纪)以至唐代 中 叶， 以

宁安市为 中心的唐代渤海国就已有水稻种植。到 1949 年， 黑龙江水稻种植面积达

到 12 . 7 万 hm2 ， 单产达 1 773 kg/hm2。新中 国成立后， 黑龙江水稻生产进入了 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 至今经历了大力发展期、 生产徘徊期、 快速发展期和高速发展期

4 个阶段。 回顾 60 年的水稻生产发展历程， 科技进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新

品种不断更新换代， 新技术不断完善推广， 使黑龙江水稻生产实现了 一个个新的跨

越， 其 中更凝聚着水稻研究所科研人员的心血。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成立于 1949 年， 是黑龙江省成立最早、 规模

最大、 实力最强的水稻科研机构。主要开展了水稻育种、 水稻栽培、 陆稻育种、 陆

稻栽培、 水稻 品种资源、 水稻病虫草害综合防治等方面的研究及优质水稻原种的生

产与 开发。 1997 年建成 国家水稻新品种原原种扩繁基地， 2002 年建成国家优质

水稻生产基地， 2005 年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分站 ， 2008 年建成国家水稻改良中

心佳木斯分中心， 为黑龙江省水稻科研和生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建所 60 年来，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 创新发展， 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从系统育种到杂交育种 ， 再发展到常规与生物技术相结合的综合技术育种 ， 实现了

各时期 与 生产需求相适应的 品种演变。 育成合江、 龙梗系列水稻品种 57 个， 其 中

超级稻品种 3 个， 实现了黑龙江省超级稻品种零的突破。 并建立了种质资源库 ， 保

存种质资源材料近千份， 为优良品种选育奠定了坚实的种质基础。 栽培技术研究与

应用为黑龙江省水稻产量的持续提高提供了保障， 从直播到插秧， 从单项技术研究

到综合技术应用， 从传统的旱育稀植到精确定量栽培， 最终建立了与生态环境和生

产发展相适应 的寒地稻作体系。并对低温冷害和稻瘟病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

实现 了 水稻安全生产和优质高效。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该所承担各级科研项目(课题) 272 项，其中国家级

39 项，省部级 134 项，并与国内外多家科研单位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在全国乃至世界同类稻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获奖科研成果 92 项，其中省部级以

上奖励 34 项。水稻品种合江 19 获国家科技发明 3 等奖、黑龙江省重大科技效益

奖暨省长特别奖，龙梗 14 获黑龙江省科技进步 1 等奖，分别为黑龙江省自育品种

中累计面积最多和年推广面积最大的水稻品种。育成品种在 1988 年以来已累计推

广 657.4万 hm2，年创经济效益 3 亿元以上。

本书正值建所 60 周年编篡 系统地记载了建所以来的历史沿革、科研、生产、

开发、管理、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绩，内容翔实，数

据充分，客观地反映了水稻所事业发展历程，也映射出黑龙江省水稻科研和生产的

发展过程，很值得广大水稻科技工作者一阅。同时，该书也可作为一个学术交流的

工具，为读者进一步了解黑龙江水稻提供参考。

回顾过去，成就辉煌;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我相信，有 60 年的科研积累，

有水稻所人的不懈努力，依据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优势，不断加快科技创新和成

果转化，水稻所的事业发展将会更好更快，为黑龙江省水稻科研当好龙头，为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新蓝图，新华章"十二五"规划又迎来新机遇。衷心祝愿水稻所的事业如旭

日东升，蓬勃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抒写新辉煌。

n儿?
2011 年 10 月



水稻是黑龙江省主要的粮食作物 ， 总产仅次于玉米，居第 2 位 ， 近年来稳居

全国梗稻产区第 1 位。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 黑龙江省的水稻生产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 种植面积由 1949 年的 12 . 7 万 hm2 发展到 2009 年的 246 .1 万 hm2 ，

单产由 1949 年的 1 773 kg/hm2 提高到 2009 年的 6398.3kg/hm2 ， 总产达到

1 574.5 万 t，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于 1949 年成立，与新中国同龄，历经 60 年

沧桑， 已发展成具有现代规模和科研实力的水稻专业研究所。 技术力量雄厚， 科研

基础扎实 ， 仪器设备先进， 科研设施完善，已成为国家水稻新品种原原种扩繁基地，

国家优质水稻生产基地和国家水稻改良中心佳木斯分中心。 主要开展水稻育种、 耕

作栽培、 品种资源、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方面的研究及优质水稻原种的生产与开发。

承担各级科研项目(课题) 272 项，其中国家级 39 项，省部级 134 项。 如国家

"863" 、科技攻关、科技支撑、成果转化资金及农业部跨越计划、农技推广体系

建设、 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和省攻关、 省基金项目等。 通过系统育种、 常规育种、 生

物技术育种等手段，选育出高产、 优质 、 抗病、 耐冷等水稻品种 57 个，其中超级

稻品种 3 个，实现了寒地早梗超级稻零的突破。 1988 年 以来， 育成品种累计推广

657.4万 hm2 ， 年创经济效益 3 亿元以上。 在栽培技术上， 对直播栽培、育苗插秧

技术、 低温冷害防御技术、稻瘟病综合防治技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近

年来重点开展了大面积综合高产栽培技术、施肥技术、节水技术、 绿色稻米栽培技

术、稳健高产栽培技术、 精确定量栽培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及试验示范基地建设， 形

成了与寒地水稻相适应的栽培技术体系 ， 对黑龙江省水稻产量的持续提升做出了历

史性的贡献。

60 年的发展历程，经过几代水稻所人的艰苦努力，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目前获得科技奖励 92 项 ， 其中省部级以上奖励 34 项 ， 水稻品种合江 19 获国家科

技发明 3 等奖、黑龙江省重大科技效益奖暨省长特别奖， 北方梗型优质超级稻新品

种培育与示范推广获国家科技进步 2 等奖(参力时，龙梗 14 获黑龙江省科技进步



1 等奖。发表论文 365 篇 ， 主编和参编专著 24 部。

为了全面反映水稻研究所的发展历程，便于后人借鉴和了解水稻科研历史，

1999 年建所 50 周年时编篡了一部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志~ (以下简

称 《所志 >> ) 0 2009 年正值建所 60 周年，经研究决定再次编写 《所志~ ，一是

进一步完善修订已编入的内容，二是增加 2000 年以来的科研情况。和上部 《所志》

相比， 本部 《所志》 内容更加丰富 ， 除了机构沿革和科学研究内容外，又增添了一

些新内容。全书共分 7 篇 18 章 ， 主要包括发展历程、 组织机构沿革、品种资源、

新品种选育、 栽培技术、 病虫害防治、 国际合作与交流、 科技开发与成果转化、 科

技合作共建、 科研管理、 财务管理、 人事劳资管理、 行政管理与后勤服务、 成果产

业管理、试验农场管理、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内容，并分章节详细记述了建所

60 年来各方面的发生发展过程、 主要工作任务以及取得的成绩， 从中可 以全方位

了解水稻所 60 年来的人和事 其中也蕴涵着黑龙江水稻的科研概况。她既是一份

珍贵的水稻科技史资料，也是一个学术交流的工具 同时还为全国水稻科技工作者

了解黑龙江省水稻提供参考， 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本部 《所志》 以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为原则 ， 横排门类， 纵叙史实，详近略远，

以翔实的资料，真实准确 、 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水稻所的历史变迁， 科研活动的发生、

进展及成果应用情况， 各管理部门的工作内容及取得的成绩。在编写过程中力求标

准和规范 ， 达到了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三个统一。

本部 《所志》 的顺利出版， 是水稻所全体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集体智慧的

结晶 。 在编写过程中 ， 为保证记载内容真实准确 减少疏漏 参编人员查阅了大量

的档案资料， 同时也访问了一些当事人， 付出了许多劳动 ， 占用了很多休息时间 :

上部 《所志》 的编者为本部 《所志》 的编写奠定了坚实基础:部分离退休老同志也

对编写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以诚

挚的谢意 !

由于学识水平有限，著述经验不足，书 中错谬在所难免， 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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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刀 1主副组驭以王若贝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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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关怀

黑龙江省原副省长申立国(右 5) 等一行到水稻

所和桦川县"院县共建"科技园区视察

黑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金济滨(左的 ， 省农委

副主任、 省农科院院长韩贵请(左7)，佳木斯市原市
委书记享Il晓华(左 2) 、市长李海涛(左 6) 、副书记
贺旭武(左的 ， 省农科院副院氏文IJ姊(右1)等来所
检查指导工作

佳木斯市委副书记贺旭武 (前排右 4) 等一行到

水稻所科技园区视察

农业部科教司副司长刘艳(右 2) ， 黑龙江省农委

副主任、省农科院院氏韩贵消(左 2) ，科技部农村中
心副处长葛毅强(克 1 )等一行到水稻所检查指导工作

黑龙江省农委副主任、省农科院院长韩责情，佳
木斯市原市委书记郭晓华、原副市长高景峰 ， 省农科
院副院长张志、苏俊、肖志敏等到水稻所检查指导
工作

科技部农村科技司农业处处长蒋J克森(左 3) 等

来所检查指导工作



国际合作与交流

国际水稻研究所库希博士(右 2) 、 彭少兵博士(右 日本水稻专家原正市先生(右 3) 来水稻所与中

3) 、中国水稻研究所汤圣祥博士(左 2) 来水稻所参 方专家研时水稻旱育稀植中日合作研究方案
观考察

日本 JICA 项目专家谷口利策(左 4) 、奈良正雄(右 日本水稻专家沼尾吉则(右)和中方专家水稻

6) 来水稻所开展合作研究，与中方专家合影留念 所原所长许世寰(左)共同进行田间调查

日本北海道中央农试场水稻专家三分一敬(右1) 北海道农业研究中心冷害气象专家绞岛良次一行

等来水稻所进行水稻育种中日合作研究 ， 与中方专家 来水稻所考察
共商研究计划



国内学术交流

'l' 同水稻研究所所长程式华 1~1ì-七 UC2) (1:*水和 仙î1.t行;农业科学院洲华:生:院L: ()，'川等来水和
Jíri考察指导上作 所与然J行导 I 1t: 

沈阳农业太学教授|功~1[~t 1t'1:~ 院|二 (λ一 2) 吁:米!K柄所考 '1 ' 11、|农业科学院竹物科学jíJI 究所jUI~'Lb1 黎忐

察指导工110 点 1~1ì- 1 . 气，ij:米水和所做学~j民;斗

黑龙口行;仅坠利于'院水和七东徐.}义研究 b1 Ck 个 1 "1水和1年 、1 /1.技术发J/.dH作会件-1七力超级稻f见场

3) 来水平内所考然111 飞去仁作 考察会k!Kmm~非 ~~: {1 川·



起级稻晶种

超级和龙:fJl! 18 验收现场 超级稻jι校 2 1 实 l以测产

超级和龙校 21 验收测产称屯 超级和龙梗 1 4

超级和龙梗阻 超级稻龙梗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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