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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言

江、浙、沪位于我国东部沿海申段，长江、钱塘江、淮

锢下游。自然条件优越，垦殖历史悠久，农、牧、渔业兴

旺，地方名特产品种类多，是我国农村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

一。随着城乡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对外实行开放，要求

按“贸工农”方针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商品经济发展。

为了向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家庭提供调整产业结构的信

息；我们在参加“六五”攻关课题“太湖地区水土资源与农

业发展远景"研究时，广泛搜集、整理了江苏、浙江、上海

的名土特产资料，编写成了(<江浙沪名±特产志))一书。全

书包括种植、养殖、加工三大类，共172个品种，着重介绍

它们的形成过程、利用价值、发展前景和主要技术措施。知：

识性和实用性都比较强，可供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商品经济
●f

耐参考。
、

在课题调研和本书整理、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科学

皖南京分院佘之祥院长、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屠清瑛

所长、虞孝感巨q所长的指导和帮助；江、浙、沪各有关市、

县的农业、科技、水产，多管部门的同志还提供了部分资

料，在此～并表示感谢。 ’，

由于这项工作涉及面广，专业性较强，因水平有限，加

上时间较短促，错漏之处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编者198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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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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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香粳．米
●

'

～

太湖平原位于中亚热带和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自然条

件优越，农作物品种资源丰富，恳殖历史悠久，栽培水平高。

：据历史资料记载，早在东汉时就已开始种植香粳稻，至今已

有近2 000多年的历史。唐代时，太湖香粳米被列为贡品。《唐

书》中曾有。苏州年贡大小香粳米"的记述。清代时种植相当普

遍，苏州、嘉兴、湖州、常熟、武进等地都有一定的面积，-

．年产量达数千万斤。建国以后>为缓和粮食供应紧张状况，

太湖平原有向国家提供—定数量商品粮的任务，因而产量较

，低的香粳稻面积锐减i，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

农村经济政策的放宽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香粳稻这一珍

责的水稻品种又被重新开发出来。武进、常熟、松江、吴
县、嘉兴等县-’市都开始引种、繁殖。特别是武进县农科所

：和武进漏湖良种场，安排为重点研究课题“通过多点试验、

：示范，筛选出一批单产比较高的品系，为扩大种植繁殖了大
●

量种子。 一

香粳米之所以珍贵：·是米质好，香味浓郁6宋代文学

专家范成大在《劳耕》一书中说：“斗米入数合香粳作饭，芳

香满案。”香粳米煮千、稀饭均可，与普通糯、粳米的配比
．为1—1．5：5。每当饭锅煮开后，即满屋生香，四处飘逸，

．至今太湖地区仍有“一亩稻香飘十里，一家烧饭十家香"之

说。所以群众也有把香粳米称为‘伍里香"，“十里香，，
豹。二是营养价值高，有开胃益中之功效。明代《本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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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记述说；“香粳米有开胃益中、滑涩补精之功用，煮
粥时和少许，味香能开胃，病后食用尤佳，是一种较好的营

养滋补品"。虽然香粳米产量比普通粳稻品种低得多，但从

其食用价值和售价比较高这两点来说，开发和扩大种植还是

很有前途的。 ‘1

香粳稻系中熟品种，生长期约150天左右，出叶13—1垂

张。一般在5月中旬播种，6月中旬移栽，8月底抽穗，

10月上旬收割。由于香粳稻原有品种高约110一120厘米，而

且茎细、叶宽，容易倒伏，因此栽培时要注意施足基肥，追

肥只能在分蘖时适当施一些。香粳稻穗形中等，空秕率在

10％左右，千粒重23二25克，亩产约250—300公斤。谷粒椭’

圆形，顶有长芒，黄熟时呈金黄色。当进入孕穗后，就可开
始闻到香气，以后逐渐浓郁，至脱粒风干后渐减。裁培季节
上，随着近年来中梗

型品种播期的适当推

迟，香粳稻的播期也

可推迟到5月下旬，：

秧田可利用油菜或

大、元麦茬田，而抽

穗期可推迟到9月下

旬，此时既无高温危

害，又无早寒侵袭，

属安全抽穗期，每亩

产量可稳定在300公

斤以上。

4

图1太湖香粳稻



武进香粳_．号

武进香粳一号系武进县农科所于1979年育成、1981年基
本定型的新品种。1985年已推广种植6 000余亩，平均单产达
528公斤，比当地的主栽品种武复糯增产6．5％，其中新安、

剑湖、小河三个乡的丰产示范片160．92亩，平均单产达554--

公斤，最高田块达668公斤。1985年在江苏省特种稻区域试
验中名列第一，亩产达601公斤，较对照盐粳2号增产21．5％，

充分显示了它的丰产性能和高产抗逆的潜力。

武进香粳一号具有浓郁、纯正的香味和良好的食味品：

质，是目前水稻生产上优质与高产得到统一的特种粳稻新品i

种。其米粒色泽自亮，外观透明，稍有心腹白，出糙率85．35％，。

精米率68．04％，·整米率53．11％。米粒长5．16毫米，宽2．7长

毫米，蒸煮糊化温度低，直链淀粉含量在22％左右，胶稠度

为132i食用价值广泛，烧饭、煮粥、制作糕点均可，对改善。

和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有着积极作用。

武进香粳一号属感光性中等的早熟晚粳型品种，在太潮
地区作单季晚稻栽培，—般在5月15～20日播种，6凋20日左

右移栽，9月初抽穗，10月25目前后成熟，全生育期约1 5 5：

天Lo株高t00厘米左右，地上部分节间5—6个，总叶数17—18．

I,t‘，叶片挺拔，剑叶上举，顶部3张功能叶呈宝塔型i受光．

姿势较好，．，功能叶寿命较长，后期秆青籽黄，青秀活熟。穗．

形较大，粒重较高，千粒重为26—28克，每亩成穗2 0—2 2

万．每穗总粒数约115粒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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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香粳一号米质好，香味浓，高产潜力大，而且丰产

牲和稳产性鄙比较好，是太湖平原及其邻近地区作单季晚稻
裁培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粳稻品种。

+

，+常熟血糯，

血糯又名鸭血糯、补血糯、红莲糯，是名贵的地方水稻

晶种。据清代((常昭合志))记载：“血糯，亦名红莲糯。历
史上各地血糯品种繁多，其中以常熟鸭血糯最为名贵，历来
享有盛誊，而至今不衰”。‘血糯原为中熟籼糯，．植株高大，
一长约140厘米，叶片长披，．穗长粒稀，耐渍耐瘠，极易倒伏，

亩产仅loo一150公斤。建国后，经常熟市农科所多年改良培
育，形成矮杆、穗大、．优质、高产的性状，亩产可达300一

：；350公斤，比原品种增产2—3倍。19．83年通过市级鉴定，定名

．为矮杆鸭血糯。1985年推广种植面积达4 000亩左右。

血糯皮紫红色，糙米呈紫黑色，粒质半透明。，．含粗蛋白

!为13．80％，尤其富含铁质和生物吡咯素，营养价值高，有

—一定的补血作用，历来是滋补佳品。据清康熙年问Ⅸ李煦奏

：摺》提及：．“血糯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为滋养补
x品，’曾列为皇宫御米，·民间常作产妇、．体弱者粥食进补"。‘

．血糯可酿制甜酒，性韧，口吃别有风味，还可酿制老白酒，

色黄黑，香味浓郁，睐醇厚，甜润、适口，．确是赢场上的珍

儡酒类。血糯还是喜庆宴会甩以加j葑譬瓜宝；像矽-、。，．熙抄：唾

糯”等名j虑昀犍馋’米，j佳以冰糖枣桂芘、猿油：踅蜜饯等，．、霉
甜可口，色、香、味俱佳，被烈公凰际名幕迸面螽撬癌夕卜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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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血糯是癌温性强的品种≯全生育期t912'o夭左右。’适谴!

性较广，分蘖势强，较耐肥，可作双季晚稻、瓜翻稻和单季

晚稻栽培。株高90厘米；’穗长t-9,-20厘米，每穗90一10 o粒

左右i谷粒细长，千粒重19—20克，出糙率60一70％，描穗

时颖壳紫色，‘成熟时转为暗褐黄色。作单季晚稻时一般在．6

月上、中旬播种，秧龄25二_30天，叶令5～6叶时移栽，8月

中，下、旬抽穗，9月底至10月上旬收获。

血糯栽培管理同子一般水稻，应稀播培育壮秧，小株密

植，促早发。株行距20×10厘米一20×13厘米，每亩基本苗

10一12万，抗病性一般，中后期氮肥不宜多施，以减少病虫

危害。另外血糯属籼稻型，容易落粒，要注意及时收割，约

在颖壳为70—80％、谷粒呈暗黄色时就要及时收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逐步放

宽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常熟市血糯的种植面积迅速

扩大，除供应食品厂、招待所、．宾馆、饭店外，。≥些米厂还

生产小包盒装血糯，供应城乡：市场j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
●

，

迎。 』 ．

。

平湖元青豆

元青豆又名青仁乌皮，属豆科，是浙江省的五大名豆之

一。元青豆营养丰富，除含一定数量的脂肪外，蛋白质含量
●，

高达42％，还含较多的铁、铜、钼、锌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

素，历来作为珍贵补品，畅销国际市场，受到东南亚各国人

民的喜爱。一元宥豆又是一种名贵的药|用作物，豆皮可治盗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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