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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是黄麻的起源地之一，栽培历史悠久，品种资源丰富。红麻于本世纪初引入我国，

通过选育及陆续引种，品种资源亦有所增加。这些品种都经历了长期的人工定向培育与自

然选择，在不同地区分别具有高度的适应能力与若干优良性状，是发展麻类生产和选育新

品种的重要物质基础。

‘建国后，广大麻类科技工作者和产区干部群众，在黄麻，红麻品种资源的搜集，保存，

整理，研究，创新和利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了更好地发挥黄麻、红麻品种资源在生产

和科研上的作用，我们受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委托，组织有关单位共同编写了本品种志。

本书编写工作开始于1974年。。同年，在全国黄麻，红麻品种资源分区保存研究协作时

基础上，由各分区负责单位共同讨论制订了黄麻、红麻品种志编写协作方案，进行了具体

分工，明确了编写要求。因有许多省、区未建立麻类科研单位或未开展黄麻、红麻品种资

源的研究，为尽可能反映品种在原产地和主要种植地区的特征特性与经济性状，各省，区

品种分别由所属分区保存研究负责单位进行编写。1976年底基本写出初稿，经过编写人员

集体修改后，将初稿印发部分单位征求意见。1977年11月，在湖南沅江召开了有全体编写

人员和部分专家参加的审稿会议，对修改稿进行了审议并基本定稿。会后，又作了某些文字

调整和补充部分图片资料，亍1980年完稿。 ，

本书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全国各有关单位和麻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并提供有关

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

·

编 者



j孽
· ’。

，

’，’ ．。：·‘’
t‘

编辑说明”···”·⋯··””·····”·⋯··”·”·”··⋯···””””····”·”·．．”·”·”“⋯””””””“”””一·1

，黄麻、红麻品种特征、特性术语解释及标准说明⋯⋯⋯⋯⋯⋯⋯⋯⋯⋯⋯⋯⋯⋯⋯⋯⋯l

’黄麻、红麻品种概述⋯⋯⋯⋯⋯⋯⋯⋯⋯⋯⋯⋯⋯⋯⋯⋯⋯⋯⋯⋯⋯⋯⋯⋯⋯⋯⋯⋯⋯6

品种目勇乏·””···········””······⋯⋯·⋯⋯⋯””””“”“⋯⋯”·““““⋯⋯”“”“⋯⋯⋯⋯”·20

黄麻品种⋯⋯⋯⋯⋯⋯⋯⋯⋯⋯⋯⋯⋯⋯⋯⋯⋯⋯⋯⋯⋯⋯⋯·”⋯⋯⋯⋯⋯⋯⋯⋯⋯⋯27

’红_l；l：品种····”·”···⋯”⋯”。”·⋯⋯·””·⋯⋯⋯”“··”·····⋯⋯⋯“”“”⋯⋯”””“”⋯”145
黄麻，．红麻品种索引⋯⋯⋯⋯⋯⋯⋯⋯⋯⋯⋯⋯⋯⋯⋯⋯⋯⋯⋯⋯⋯⋯⋯”⋯⋯⋯⋯·169

’黄麻、红麻品种重点保存单位及保存品种编号⋯⋯⋯·一·Be coo eeo eoo ooe·”⋯⋯⋯⋯⋯⋯⋯173

黄麻、红麻品种资源统计表⋯⋯⋯m只⋯⋯⋯⋯⋯⋯⋯⋯⋯⋯⋯⋯⋯⋯⋯⋯⋯⋯⋯⋯”17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

。。

i ．-’

．

一 7，．·编』辑．．说：明 ，’’：，

r羼
‘： √ ’

≈： 7；
一

，

一，本书包括栽培技术相近、用途基本相同的黄麻，红麻两种作物。两种麻的品种按

前后两大部分分别编排。圆果种黄麻、长果种黄麻，假黄麻及红麻均分别编号。 一’

二二、本书共编入全国16个省、区的黄麻，红麻品种资源392份，其中黄麻324份，红
、

，麻68份。包括。 ．，

’～ 一

。’ ，．
’、．

t ‘(1)现在生产上仍在应用或过去生产上曾有栽培的地方品种。；4． ，·’

．，
。

(2)·科研单位和麻区群众培育的，经过生产验证定型的新品种。
。

?
一～

．．

(3)在不同自然条件下形成的稀有类型和人工引变创造的新类型，具有某种可供利 ‘、：

用的特异性状并已稳定的材料。 ?；√ -一一．
’

(4)有一定研究利用价值的野生种。， ’，‘ ：．． 。‘7

<5)引进品种。 『．1 1
。·，

还有些品种因资料不全或其它原因，这次暂未编入。
‘

。’

““

。三、为应用方便，各省、区品种按1974年制订的《全国黄麻：红麻品种资源分区保存’，

研究协作方案》所属保存区域排列，在同一保存区域内一般按先主产区后分散产区排列。’．
一 ．四、品种标题用名，均选用最常用的品种名称，并建议作为品种的固定名称，同一品”’

?

种有其它名称的则作为别名在文内加以注明。引进品种用中文译名或原名，无品种名称的

按有关单位登记号定名。．
‘

，’

一
．】、

五、每个品种的叙述，一般先介绍来历，分布，然后依次叙述品种的特征，特性、经’。

济性状、栽培特点及利用意见。生产上已不应用的品种，则一般不介绍栽培特点。’品种资

料以原产地或接近地区的栽培结果与研究单位资料为主，结合群众评定意见加以叙述。，引

进品种以试种单位资料为主，并在文中注明试种地点。所用研究资料均按《全国黄麻、

红麻田间记载项目与标准》，经过三年以上观测所得，与统一标准不一致的则在文中加以

注明。． ．”。 ·? ．‘

．’，

六、凡编入品种，每品种冠以号码，拟作为品种的长期代号，以便查考。． r．，

’‘ 。

七、为便于读者了解我国黄麻、红麻品种资源概况和品种的特征特性，书中备有黄麻、

红麻品种特征特性术语解释及标准说明，黄麻，红麻品种概述，以及部分品种插图，并附

品种检索表和品种重点保存单位与保存品种编号等资料。 ．： ．

八，书中所涉及的单位名称，凡解放前的单位，冠以“前黟字’解放后原有而现已撤
’

。+销或改组的单位，冠以“原一字。、‘。’’
：

+九，为节省文字起见，不同品种的相同内容重复出现时，则在文中注明“同x×品
’-

’

．∥ ‘

1。 、

％t‘．



种一，；机关单位名称一律采用简称，，如农业科学院简称农科院，农业科学研究所简称农科

所，经济作物研究所简称经作所，农业大学简称农大等． j。4
‘

．．十，考虑到排印方便，将彩图均集中于文末．。 ··
一 j



彩图1 圆果种黄麻茎秆色型

J绿色2．菠红3．红4．鲜红5．紫红6．绿问条红

彩图2 长果种黄麻茎秆色型

1．绿色2．红色3．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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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3 红麻苗期茎色类型
绿色茎2．徽红色茎3．菠红色茎4．红色茎5．紫色茎

彩图4红麻茎色类型

1．绿色茎2．3．锥红色茎4．菠红色茎5．红色茎6．紫色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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