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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写《湖南水稻研究志))是按照近年来中央有关编纂地方

志的指示，在省志编纂委员会和省农科院的统一组织下进行的。地

方志的编写是我们国家的优良传统，继承这样一个优良传统，发

扬光大，乃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重大任务。我省水稻科学研

究，历史悠久，成果很多，资料浩繁。我省自清末在长沙：t匕f-J外

先农坛旧址创立农事试验场以来，已历经60余年。

早在三十年代，我省水稻研究界的老前辈周声汉、谢国蕾、

胡仲紫等，在国难当头，战祸连绵的情况下，披荆斩棘，艰苦创

业，建起了我省第一个从事水稻科学研究的机构；先后培育出万

利籼、胜利籼等高秆中稻良种，使我省水稻研究有了良好的开

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水稻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展

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前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省水稻科

学研究事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建国初，省级水稻研究人员仅8

人，到1979年止，仅省水稻研究所就拥有60余人的科研队伍。

八十年代初，省级从事水稻科学研究的单位，除省水稻研究所

外，还有湖南农学院、湖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湖南师范学院生物

系，湖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湖南省植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地

区一级的研究机构有湘潭地区农科所，衡阳地区农科所、娄底地

区农科所、常德地区农科所，邵阳地区农科所、益阳地区农科

所，黔阳地区农科所，岳阳地区农科所，湘西自治州农科所，长

沙市农科所，株洲市农科所、黔阳农校、常德农校、益阳农校、

大通湖农场农科所等。几乎所有的县农科所都有水稻研究内容。

建国后，我省水稻科学研究，按照水稻生产的变革，经历了三

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十年代。这一时期，我省水稻生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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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中稻过度到双季稻制。研究的内容主要是耕作制的改革及由

此而引起的育种，栽培等问题。谢国蕃、陈一吾等人组织监主持

了这一阶段的研究活动。第二阶段是六十年代。我省水稻生产从

采用高秆品种过度到矮秆品种。研究的内容则是围绕矮秆品种的

选育和栽培进行的，陈一吾，夏爱民等起了组织者和主持者的作

用。第三阶段是七十年代。这一时期，我省水稻生产从以常规品

种为主过度到以杂交水稻为主。袁隆平，李必淑、李东Lj}、陈一

吾，周学明，周坤炉等先后组织和主持了这一阶段的研究。

杂交水稻取得成功，蓝在我省大面积推广后，我省的粮食生

产增加到400多亿斤。鉴于以上情况，省水稻研究所决定编写《湖

南水稻研究志》。所领导确定将编写本志的任务交给我们。

1931年10月上句，我们接受了编写水稻研究志的任务。下旬

正式开始了编志工作。我们设想编志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

阶段是拟订计划，收集资料，第二阶段是分类、整理、摘要资

料；第三阶段是编写。

我们按照这个初步设想作出了全心K-的编写计划，提交所领导

审批，当即得到黄洪全、黄发松，李东山、朱全仁，尔后还有刚

完成援外任务归来的陈一吾诸位所长的支持。

根据编写要求，首先提出了包括17个项目的资料收集计

划。按照这个计划，以黄愿偿同志为主，王开茂协助，先后从省

档案馆，省中山图书馆、省农科院情报室、省水稻研究所资料室、

湖南农学院，有关地区农科所、县农业局及其他单位收集到水稻

研究资料、学术论文、试验报告、工作总结，老一辈研究人员的回忆

录共4000余份，2000来万字。其中手抄、复印，记述资料近300万

字。接着，黄愿偿又在王开茂等的协助下，将这些资料进行了分

类，摘要，韭制成卡片4000余张。

当资料收集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后，黄愿偿开始编写“目

录))。1981年底，按照资料的情况，写出了议目录))第一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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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目录》稿通过征求院志办和省水稻研究所各室负责人及主

要研究人员的意见后，于1982年2月进行了修改篮写出了第二

稿。第二个《目录)>稿送省志办审阅监修改后，基本上就是我们

现在所采用的框架。

按照这个《目录》，将全志分成七章、42节(后改为六章、

36节)。据先经后纬的原则，第一章是写我省水稻研究的历史和

机构。这一章概括了我省水稻生产中三次重大变革及水稻研究在

这三次变革中所起的作用。第二，三、’四、五、六章按学科横向

展开，依先后秩序排列。我们觉得这样安排可以容纳较多的内

容，也可以给人以纲举目张、条理清晰之感。最后附有大事记、

课题录、成果录、省水稻研究所研究人员一览表。

为了统一体例，曾于1982年3月以第一章第二节的内容进行

试写，蓝请省志办有关专家及院志办的同志进行审阅。在试写稿

肯定后，黄愿偿开始了全志的编写工作。

1982年4月下旬到6月底，在两个半月的时问里，写完了36

节，主要任务基本完成。这时，全文约20余万字。估计，加上

附录，将达到二十三、四万字。

写完后，通过初步修改，印发给全所各室及有关研究人员

征求意见。经过修改后，于11月下旬又打印出第二稿。这时，原

稿中除删去若干重复，累赘的部分外，又增加了不少内容。 但

是，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因材料太少，由原计划的一章改成为

一节，即第一章的第四节。气象生态的研究放到基础理论中去了。

第二稿打印出来后，经请示省水稻研究所领导同意，从12

月3日到12月8日，由省水稻研究所主要负责同志黄洪全主持召

开了审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谢国蕃、赵春吾、肖椿林、周新正，朱

耀一、黄洪全、陈一吾、夏爱民、周学明、刘鑫涛、康春林、马

效良、李炳生，王代逞，李达聪、李中衡、李常健、李馨，白邦

明，黄愿偿、王开茂等。会议提请水稻研究界的老前辈谢国蕃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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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谢老年近八旬，但精力充沛，自始至终坚持工作。在他的

主持下，全体与会人员对本书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与此

同时，周声汉，胡仲紫等老前辈虽因故不能到会，但他们都在不

同地方就有关部分进行了审查，监提出了意见。

审稿会议结束后，我们按照会议的意见，于1982年12月中旬

到1983年2月中旬进行了第三次修改。这一次改动较大，在内容

上补充了不少新的史实，在结构上也作了若干变动；特别足补进

了198i年到1982年的部分重大成果，如杂交早稻的突破，水稻高

产栽培模式，野生稻的发现等，又增加了若干人物介绍。在结构

上，原第五章改为第二章，第六章原第二节删去，其内容分别加

入栽培的有关部分。监补写了“序占”、“课题录"、“成果录"，

“省水稻所的研究人员"。

修改后全志的安排是：

序言

第一章我省水稻研究的历史和机构

第二章水稻资源研究概况

第三章水稻品种改良研究

第四章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

第五章 以应用技术为主的栽培研究

第六章水稻基础理论的研究 ．

附录大事记，课题录，成果录，省水稻所组织机构设置等。

时间断限从1840年到1981年，个别成果涉及到1982年。同时

就古籍中有关我省水稻情况的介绍和论述及我省水稻考古的一些

情况也作了摘录，监作为第一章的第一节。全书共约25万字。有

关土壤肥料，植物保护，因另有专志，本志不予详述。

第三次修改结束后，送请有关人员过目，经他们审阅后，我

们于1983年2～暑月初进行了定稿工作。至此本志的编写任务正

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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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明的是，由于时间仑促及多年来因各种原因而造成的

资料散失，遗漏、不当之处，一定不少。然而，我们仍然希

望它能对发展我省的水稻科学研究事业有所裨益。丽它的不足，

则将在我省水稻研究工作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在读者们的帮助
下，不断地修正、完善。

编 者

i98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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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我省水稻研究的历史和机构

第一节 我省古代水稻研究的部分资料

一、1973#=，柳子明教授提出： “稻种的原生中心是云贵向

原’’，而“长江流域和西江流域的稻竹：技术，距今约六千年前已

初步建立了"， “粳稻是在长江流域的气候条件下形成，而籼稻

是在西江流域的条件下形成，，。

二、《禹贡》：荆及衡阳惟制州，厥土惟涂泥，厥田为下

中。 《传))北据剐山，南及衡山之lj日，田第八。《夏官》：正南

目荆州，其谷宜稻。

三、屈原“渔父”有“众人链醉，何不罐茛糟而鼓其酾"之

句。似在战国时，我省已有糯稻。

四、马王堆汉墓出土谷粒的考察

七十年代后期，在长沙市东郊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数量较

多的稻谷。其时，曾组织科学家们进行了考察。现将陈一吾等根

据考察的情况掺写成的研究报告的结沦摘要如下：

出土稻谷的数量较多，谷壳呈灰白色。大部分粒形完整，

外颖颖尖大多断裂，个别的能辨别出芒的断痕。大多数谷壳上有

完整的颖毛，主要分布在颖尖或颖基部分，其他部分的颖毛大多

脱落，但脱落的痕迹尚清晰可见。谷壳的解剖结构，除有一部分

尚存的厚壁细胞外，只有一些细胞碎片和多量硅质体。种壁尚

存，内含物大部分消失，只有少许碳化碎片，在扩大镜下观察，

内外颖上有明显的方格条纹和颖毛，判明出土的稻谷为禾本科稻

属的栽培稻种，其学名为Oryza sativ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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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谷粒形状，很明显归纳为不同类型。但由于胚乳大部分消

失，芒及颖毛不够完整，故以谷粒长宽为主，结合其它形状，分

为四种类型：

马01，粒形狭长，其形状与以前湖南省广为存在的晚稻品种

红米冬粘，长粒籼糯等糠{似，样品中完整粒多无芒，也有部分谷

粒有芒的断痕，颖毛短而稀散，判明属糊I型。

马02，⋯⋯颖毛粗长密集，监有芒的断痕，判明属于粳型。

马03，粒形长大，在湖南省现存的稻种中是极少见的，而与

我国西北地区的粳稻品种极相似，与洛阳汉墓出土的稻谷也极相

似，更以颖毛粗长，密集颖端，监有芒的断痕，判断其亦属粳型。

马04，粒形短而圆，接近于现存梗型晚糯和华东晚粳，也与

湖北省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红烧土中的谷壳粒形相似，而且颖毛整

齐，短而密集予颖端，应属粳型，但无芒，也有可能是使型孺稻。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稻种的鉴定进一步说明，西汉初

期稻作的品种类型是极其丰富的，表现为籼、粳，粘，糯监存，

长粒，中粒和短粒蓝存。

五、1286年《农桑辑要：论九谷风土及种莳时月》：谷之为

品不一，风土各有所宜，种芒之时，早晚又各不同，⋯⋯荆州厥

土惟涂泥，厥田为下中。⋯⋯又周礼职方氏，扬州，羽州其谷宜

稻。

六，《宋史·地理：占》，“蒯湖南北路，荆州之域，当张翼

轸之分，东界鄂渚，西接溪洞，南抵五岭，北连襄汉，其土宜谷

稻"。 ，

((宋史·五行志》“真宗成平元年八月，辰州公禾生一茎三

穗者四，七年，安化县禾穗长一尺五寸"。“神宗熙宁元年，永

兴军禾一茎四穗"“理宗本纪：景定元年⋯⋯辛丑，建阳县嘉禾

生，一本十五穗，诏改建阳为嘉禾县竹。

七，明．宋应星t 《天工开物·稻》“凡稻种最多，不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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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曰杭，米日粳，粘者，禾日徐，米日糯，质本粳而晚收带粘，

不可为洒，只可为粥者，又一种性也，凡稻谷形有长芒、短芒

(江南名长芒者日浏阳早，短芒者日吉安早)，长粒、尖粒、圆

顶，扁平不一，其中，米色有雪白，牙黄，大赤，半紫，杂黑不

一"(1637年)。

八，明．王象晋： 《谷谱》： “稻，一名稔，有粳，有糯，

粳者，硬也，堪作饭作粥，南方以为常食，北方以为佳品，礼

纪，祭祀溶稻为佳蔬，周官有稻人，汉有稻田使者，盏通粳糯而

言也，粳即杭也，粳之熟也晚，粳之小者谓之籼，籼熟早，谓之

早稻，有早，中，晚三熟，水，早两类，南方土下涂泥，多宜水

稻，北方地平，惟泽土宜早稻。种类甚多，其谷之红白，大小不

同，芒之有无，长短不同，米之坚松，赤白，紫鸟不同，味之香

否，软硬不同，性之温凉，寒热不同。"
‘

九，清．李彦章， 《江南催耕课稻篇，七，各省早稻之种》

“湖南湘乡县志云，稻有江西早，金包银。湖南新宁县志云，稻

杭之属，有六十日粘，金包银，六月白，江西早。湖南衡阳县志

云，稻有两接早，救饥粮。宁乡县志云，收甚早，六十日粘，有高脚矮

脚之分，收亦早，百日粘，一名大谷早，以上色俱白，油红粘，

一名红米早，以上收颇早。湖南邵阳县志云，稻之属，有杭盘谷早，

五十日粘，六十日粘，夜齐早，鸡婆早，祁阳早，赤须早，桐子

白，沙粘，皆熟于六月中⋯⋯。"

十、清．《授时通考，谷种，稻三》，“宁乡县物产，谷种十有

一，日竹枝牯，又名落花黄，洗锁早，救饥粮，收甚早，六十日粘，

有高脚矮脚之分，收亦早，百日粘，亦名大谷早，以上色俱

自，油红粘，一名红米早，以上收颇早。秋红粘，一名硬头红，

又名南禾。螃皮粘又名柳粘，收稍迟。以上皆食类。珍珠糯，又

名烧衣糯。麻糯亦名响孺。叉婆糯，又名巴过岭，言难落也。早自

糯，迟白糯，以上皆饮类。浏阳县土产，稻之品有白粘，红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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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粘，茆粘，黄泥粘，须粘，又名日鹿见愁，晚米粘，金包银糯，

早糯，晚糯。湘乡县物产，稻之类，有沙丘早，江西早，杨柳粘，

齐头粘，金包银，湘绿粘，红晚禾，麻粘，顺水拖，乱麻粘，烧衣

糯，早白糯，蜜蜂糯，黑糯，黄糯，麻糯，蛮子糯，模糯，红谷糯。邵阳

县食货，稻之属，有杭盘谷早，五十日粘，六十日粘，夜齐早，

鸡婆早，祁阳早，赤须早，桐子自，沙粘，皆熟于6月中。鲫鱼

白，火烧粘，油粘，桂阳粘，苏州早，大谷粘，思南粘，皆熟于7

月中。福德牯，乱麻粘，北风粘，深田红，皆熟于8月中。南木

籼，下马看，香甜米，马尾粘，临武粘，靖州粘，道州禾，广西

禾，皆熟于9月、10月。乾禾种于lb，盖茅粘，同人粘，齐菜

粘，银茎粘，金包银，乌鸦黑，四香禾，六月白，江西早，八风

粘，陇黑牿，须粘，割根籼，扁砂禾，栗子税，顺水拖，蛇牙粘，以

上早晚熟有候，有糯，裹田红，矮婆糯，红谷糯，银茎糯，虾公

糯，木禾糯，乾禾糯，种子山，早晚种熟有候，桂阳糯，盖茅糯，

巴仔糯，鸡婆油糯，刷把糯，蜜蜂糯，银棉糯，抛糯"。(以下城步县

物产，新宁县物产，衡阳县物产，永兴县土产，桂东县物产略)。

十一，清．刘宝楠： ((释谷》“再种再获，异亩同获，同亩

异获，一本再获，谓之再熟之稻，苟子富国篇，一岁再获之，吴都

赋，国税再熟之稻(张铣注，南人种稻，一岁再熟，李君榕园彦章

日。今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皆有

两熟稻)’’。

十二，凌凤恩题《醴陵县志，卷五，食货志上》，宋仁宗遣

使航海买早稻万石于占城(国名，今安南南部地)，分授民

种，其种与熟期早于常稻，后又输入翻子(即番子，因来自番

国，故名)，于是地不必热带，田不必膏艘，皆岁可二熟，邑之

农勤子东作，通治二熟禾，虽间亦有莳中稻糯稻为一熟者，特百

分之一耳，四境之内，土质不一，气质水性，又山谷与平原异，

故佳种有宜于此而不宜于彼者，亦有以数年一换为佳者，乃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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