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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州农业历史悠久，生态环境复杂，各类作物都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品种。三十多年

来，除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对部分县的几种作物进行过普查外，80年至82年的普查是

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一次。

为摸清我州农作物品种的家底，对优势品种进行积极的整理和合理的利用，促进农

业生产和农业科研事业的发蜣，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部署和要求，从80年7f始，经历时

四年的努力，基本完成了我川教作物品种的普壹工作．

通过普遍登记和重点凋查，扯太量收集资科，进行实物、数据核实校对的基础上，

将同种异名和异种同名的品种作了归并，有的还作了种植鉴定，于j 983年完成《大理州

农作物品种志》和《品种目录》初稿的编写工作。为广泛征求意见，将初稿分别交请有

关单位和科研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校阅修改后，再交回州种子公司编写组定稿。

《大理州农作物品种志》和《品种目录》是对农业生产中的作物品种进行较为系统

的总结。在整理、编写中坚持科学的态度，正视时代性、历史性和实践性，对其中具有

新苗头的品种也作了扼要的叙述，其实用价值须待生产实践巾加以补充订证．《品利，

志》和《品种目录》反映了我州农业科学技术及种子工作的发展状况；是种子工作者的

工具书，科学种田的好参谋．这本书共七个部分：《水稻品种志》、《玉米品种志》、

《薯类品种，烤菸品种卷》．《小麦品币|哇j》． 《蚕豆品利t志》，《{【iI料作物品种志》

棚《品种目录》，供有关部门干J1唯位参考．编写时得到州I农牧局的重视和省农科院油料

所、省种子公司、川农科所．州农校，各县种子公司(站)及农技部门等有关同志给予

的大力支持，为完成编写5-fi提供了方便，谨表致谢．

鉴于编写人员对情砂￡掌扭!卅：够，收集资料不尽完善，时川仓促，水平有限，错误军¨

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请批iiF指正．

大理州种子公司农作物品种志鳊写组

．】¨=’．{甘口



大理州农作物品种区划初步意见

我卅l位于云南省西部、横断山脉南端．处于东经99度lo分至100度57分，北纬25皮03

分至26度50分之间，总面积30894平方公里．境内山原辽阔，约占总面积的90呖．地势

西北高，东南低，由北向南逐渐平缓．主要河流澜沧江由北向南流，怒江流经云龙县的

边境。金沙江从东北部沿宾川、鹤庆县的边缘流过．主要高原泼水湖泊有洱海、茈碧湖．

剑湖，青海祸等．地貌多呈四山环坝的盆地．中部的点苍山将我州分为两种不同的地理

环境：苍山东面是大理、弥菠、祥云．宾川、鹤庆等县(市)；南面是巍出、南涧：西

面是漾湃、永乎、云龙等县；北面是洱源，皇IJj『l等县．全州有12个县(市)，123-'i、区

(镇)，1101个乡(镇)，15259个社．总人口275．5万，其中农业人口253．1万。有10多

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46％，其中自族占总人口的3I．7孚lj，占少数民族的63％．

常年播种面积为467．4万亩．其中大眷播种面积251．1万亩，小春!^9．4万亩，经济作物

22．98万亩，其它作物l 3．92万亩，复种指数为160％．士壤多属予肢泥、沙壤坞粪土．

蚂蚁土．境内大小计41个坝子，海拔在1400一2100米之间．年平均气温I 5"C以上，最高

气温18．9℃，最低气温12．3℃，极端最高气温38℃以上(宾川及鹤庆县的黄坪)．最热

月为6—7月，平均气温18_24℃．尔，南、中部地区无霜弱235一005天，无死冬现

象。≥10℃的活动积温4000--6800℃，稳定通过10℃的平均初曰在一月中旬至三月}i

旬，平均终日为十一月中旬至十二月上匈．年温差变幅小，【_]较差大，有利于作物生长

和干物质的积累，是我州粮食主产区；北部和舀北部，无霜期204—212天，≥10℃的活

动积温在4000℃以下，稳定通过10℃的平均初日为三月Lh下旬，平均终日为十月下匈

至十一月上匈，气温偏低，有短期的死冬现象。作物吼梗稻为主，大小春两热．年日照

时数为2250d'qj_]。，年太阳辐射量1 1 8—1 55千卡／Cm 2，年平均降雨量570—l】00毫米，

降雨平均日l 2c—140天，其中宾川县年降雨量最少，是全省早区之～，而漾演、云龙县

降雨较多，可达140多天。(气象数据摘自州区剃的有关资科)．总的来看，我州冬无

严寒，夏无酷热，舂暖秋凉，四季不甚分明，具备了发展农业、开展多种经营的地理环

境及气候条件．大舂怍物吼水稻稻包谷为主，兼以经济作物如烤菸、}IL蔗、棉纯、花生

等及其它杂粮：小春以小麦．蚕豆．油菜为主。

解放以来，我州备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主人翁的创造性，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识极兴修水利，推广良种及发展农业生产的综合措施，使我州的经济面貌有了程足

的改观，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相应的提高．1983年粮食总产达：4．86亿，rJ-，此1949

年增}乏1 39％，较1952年增长5l％．但随着人口的增长，我州的L均占有稂仍然很低．

如1949年人均有粮573斤，52年661斤，55年771斤(最高年)，八三年是539jy’，分别

下降34斤，122斤和232斤．

主要作物的单产与全省平均数相部分争州相比(如下裹)，



省I大理 i下下一靖～F注

从上表看出，我州水稻，小麦、蚕豆三种作物的单产高于全省水平，蚕豆、小麦的

竹产占首位，而水稻居于第四位；包谷单产低于全省及其它专州：甘蔗略高于全省水

、P．低于玉溪．保山；烤菸的啦产高于全省水平；油菜高于全省水平。反映了我州在发

展农业生产方面j毒备一定优势，但相比之下差距很大，再是州内的地区间发展极不平

衡，堕产悬殊很大．如大理市的水稻单产972斤，而剑川是320斤；包谷在大理是491斤，

宾川县189斤；小麦大理市为439斤，云龙县168斤：蚕豆大理是391斤，云龙县159斤．

为积极有效的利用当地的作物品种资源，扩大和引进外地的优良品种，发挥良种的

增产效益，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现以农作物品种普查为基础，根据多年的生产实践和

不同类型的地理环境、自然气候，肥水条件、耕作水平等情况，拟以海拔高度为主、结

合水光热等条件，将我州分为温暖层、温热层，低热鏖、温凉层，高寒层五个层区进行

品种区划．

1、温暖层：海拔1800—2000米，该层年平均气温14．7—16℃，年日照时数2200一

2480小时，年太阳辐射量140一1 50千卡／Cm 2，有霜日数1 35天左右．年降雨量1000一

1100毫米．日照充足，气候温和湿润，但夏季高温期短，热量不足，仍有低温冷害和问

歇性霜冻．土壤多为白沙土、紫胶泥土，红土等．本层耕地面积50万亩，坝区土层深

pj，土质肥沃；还有少部分耕作甚较浅的鸡粪土、胶泥土，冷浸田等．

水稻：以粳稻品种为主，在海拔i800米左右地区为粳籼交错．常年种植面积约26．5

万亩，81年平均单产848斤．万由以上的坝子有大理坝，风仪坝，洱源n鲁邓川坝，鹤庆的

松棒坝，祥云的米甸、禾甸坝等及其它县的部分地区．

60年代的水稻”1家品种以肯秆红，下关半节芒，长芒缸谷。小白谷等为主，373，

129，125也有一定面积。

70年代]、!上÷梗系统，1 74，青秆!踅为主．隹这一温暖层里主要的不刊因紊是后期低

温，造成空祧率显著增加，籼稻较馁稻受低温影响更为明显．

80年代在早栽i日上直初步桶垫为以滇榆系统为主：中后期以7564，7344，50一7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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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品种为主。以云粳系统(9号，136)，77贰，7451为搭配．

玉米：应以七三单交、中单2号，京杂6号等杂交种为当家品种．以小，，L趟、青头

白，白包谷、普照为搭配．

小麦：应积极推广云植803，437、大理抗锈2号，适当压缩对光温水肥较敏感的

0483类型的面积，确保稳产高产．以普170、高繁44、0230、0275为搭配．

蚕豆：以昆明大白豆、宜良绿叶豆、邓川豆、南华大自豆为当家品种．以下关一窝

蜂、8010(昆明大白豆×凤仪豆杂交育成)、祥云中粒豆等为搭配。

油莱：以云油6号、7号、31号、49号及北京小白菜为当家品种．阻本地矮脚油

菜、黄芥莫、稀水油菜自等品种为搭配．

洋芋：以本地白洋芋、克新l号、中旬白洋芋为主．要保证洋芋稳产高产，重点是

抓好提纯复壮工作．种好秋洋芋、生产出壮、幼龄薯是解决洋芋退化：的有效途径之

一●

烤菸：在主要菸区应以红花大金元、斯佩特G一28、77089品种为主．

2，温热层：海拔1600—1800米，该层年平均气温1 5一16℃，总积温5400--5500℃。
年降雨量790BI 100毫米，霜期约J 26天。年日照2300一2620小口于，太阳总辐射量140一
1 53千卡／Cm 2年．光热资源丰富，热量充足，两熟矛盾不突出，灾害性的因素是干旱和

间歇性的霜冻．该层耕地面积47万亩．土壤为红壤，鸡粪土、“胶泥、紫胶记，旱地为

红士、紫红土、自沙土．

水稻：以籼稻品种为主，兼以部份外引粳稻型。常年种植面i祝约31．5万亩，8J年1学

均单产580斤．外引梗稻{直株商大，且不同程度感染白叶枯病．万亩以上的坝子有弥渡

坝、巍山坝、永平的银江坝、宾川的大营坝、平川、炼洞坝及；乓它县的部分地区．除银

江坝外多数地区属燥热性气候．

60年代水稻当家品种为夯麻线、定远谷，红根谷、叶里长、乱脚龙、长软谷等．

70年代更换为台北8号、台中31、老来青、江南2号等。这个时期的最高单产已达

1200斤．

80年代的近期内，在弥渡坝、银江坝应以楚籼系统、京国系统、西南175为当家品

种；而巍山坝、宾川大营．平川坝应以西南175，楚籼系统，751等为当家品种．

玉米：在这一层内，应以当前全州推广的t三单交、巾单2号、京杂6号、聊玉5

号、博单1号等五个杂交种为主．以适应性较好的李山头、大黄包谷、普照，雪山早为

搭配．

小麦：近期内应以生育期适中．抗锈力强的0230，0483、0 10 3、437、云植803等为

当家品种；以80纯白粒、803一190、76--4，0376等品种为搭配．

蚕豆：以宜良绿叶豆、永胜期纳豆、巍山豆等为当家品种．

油菜：以云油系统为主，以国庆系统和本地油菜为搭配．

薯类：洋芋以潞南洋芋、禄劝洋芋、河坝洋芋为主；甘蔗以红薯、白薯、南端薯为

主，

烤菸：以红花大金元．G一28、77089为当家品种．

3、低热层：海拔i600米以下，年平均气温17一19℃，总积温640086800℃．年降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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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520毫米以上，霜期Iio—120天．年目照2700多小时，太阳总辐射量145一155千

卡／Cm=年．光热资源丰富，土壤肥沃，但森林覆盖率小，水源贫乏，虽有一定水利设

施，仍属严重干旱区。该屡耕地面积93．6万亩，稻田多为鸡粪士、紫胶泥，土层深厚吧

沃：河流两岸有部分盐碱土：旱地多为红土和燥红土．

水稻：属籼稻区，常年种植面积16万亩，81年平均单产570斤。万亩以上的坝子有宾

川的牛井、宾居力J寄：i埙，南涧坝、公郎坝，永平的杉阳坝，鹤庆的黄坪。中江、朵美，

i龙旧州坝霉及其它是的低海拔河各地区．

60年代以大自谷、乱脚龙．小自谷，盖草黄等晚熟品种为士，这类品种由于植株高

大，H：抗倒，生育期民，稻立病严重。

70年代引进稆推广了一些矮秆型的品种：科情3号、珍珠矮、南京1 i号，l 2弓。，

8126、台中31等：常熟稻、老来青、7451等品种的面积也有所上升．

80年代应调整为以矮籼粪的桂朝系统，如桂朝2号、I 3号，丛桂i 79，314，取桂l

号、36号等为当家品种；其它以抗性强、且早熟高产的品种如：原青7号、科广I o号、

旗协51、240i，珍珠矮、楚籼系统，71—5l等为搭配品种．

一{：米：应以京枣6号．_匕三单交等杂交种为当家品种；【卫本地较好的农家品种为搭

配．

小麦：主要应攉广』￡有较强抗性和多抗潭的品种(系)，防止品种单一汜．目前应

以推广墨麦高代品罨为：j：，时80纯自挝，80：3一190、云植803，437等品种应适当扩大种

植面积．其中亢浦部稠沧江流域的永平、云龙、漾濞、南涧的公郎，无量等地，对推广

巳感叶锈的0483应慎重，宣以0230、0103、普170、云植803．80纯自粒、437等品种为

主：盾金沙江流域的宾⋯．弥渡、巍山．鹤废的巾江、朵英、黄坪等地区，刚又可以推

广0483、0103、0239。云埴803、80纯自粒、437等品种为主．

蚕豆：咀昆明大白豆、水平豆，永胜期纳豆为主：可积极试种于1{农科所新育成的如

80i()导几个品种．

油菜和薯类等作物品种的区划可参照温热层．

在低热最a勺东南部地区，指南澜．巍L￡l、宾⋯、祥云等县的一部分山区，地形复

杂．柑对高差大，坡陡等深，水利设施差，水土流失严重。土质为红壤，紫色土、中⋯

紫色±。浚区水稀种谴面职：0．27J"亩，仍属钿稻区，主要品丰l：与同层的其它地区相近，

但绝大多敬属霄嚷j一．8 l：羊水稻平均单产605斤，粮食产量极不稳定．

4、丑琼屠：海拔2000米咀上，该层年平均气温12．{--I 3．4℃．总积温4400一5 i

00℃．年洚雨量G40一300毫米，嚣剞约l 03一I 60天．年日照2 250--24004．P,．f，太阳总辐

射量i35一i45 1二卡,．／C[1l：年。水，光条件好．但热量不足。气候温凉湿润．j4【：佯物生长

的腑期和i舌崩觚沮}{披多。：!i壤为胶泥二卜，黄鸡粪土、蚂蚁土等：旱地乃红黄壤、柬香

上：山地为红黄壤．黄栋壤、棕壤等。泼层耕地面{p,46．2万亩，坝子地势平坦．士质肥

沃，有巩质含量^；，i#物生托j羽长，成热崆，早春易烂秧，后期受低温影响六．大小眷

矛盾突出，!l殳捩期劳／川委，要求早熟囊型的怍物品种．

术稻：以便稻品神为主．常年种植面积约40．O万亩，81年平均单产556斤．万亩“上

的瑚F有祥云墟川如、上川坝，洱源的牛街，一■鹭，玉湖如!、风羽坝，剑川的金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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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坝，鹤庆坝，云龙的漕涧坝及其它县的部分地区．祥云、洱源，鹤庆气候基本相同．

剑JIl较冷．水稻主产区海拔为215c一2200米。

60年代水稻以高脚金裹银、大红谷、红毛缨，风羽小白谷等地方品种为主．

70年代引入云粳系统等部分新品种，但产量高而不稳。

80年代以来，大力推广薄膜育秧和涅润秧，选用抗逆性强的品种，采取适时早栽等

措施，产最有所提高．

现阶段水稻当家t坫种应以7344、I"564、云粳1 36为主：搭配品种以?7贰、选二、77

丁，东蛉花谷、云粳9号为主．

包谷：应以大力推广七三单交，中单2号，京杂6号等杂交种为主；以青头白、喜

地黄包谷、自包谷，建明l号，普照等为搭配．

小麦：当前应以80纯白齄、大理抗锈2号、7e一4及以早熟抗病力主要指标的其它

新品种为主，逐步压缩78、79系的面积；i型爬地麦、滇西洋麦、光头麦为搭配，对F：

0483等。04字开头的编系材料，由于其生育期偏长，不宜推广，

蚕豆：以鹤庆的红花白鼻豆、祥云中粒亘．昆明大自豆为主．

油菜。以云油6号、云油7号．黄芥末为主．

洋芋，以本地白洋芋、红洋芋、紫洋芋及中甸洋芋等品种为{．

5、高寒层：海拔2300一2500米．年平均气温10一1 3．5℃，总积温3000-一4200℃．

年降雨量900—1000毫米，霜期175天以上。年日照1900--2300小时，太阳总辐射量124

一145千卡／Cm 2年．地势高，气候寒冷．雨量充足，光照条件略差，在作物生长的前期

和后期低温时间较长，早粮比重大．土壤为蚂蚁土．鸡粪土，山地为红黄壤，黄棕壤，

棕壤等．该层耕地面积60．3万亩，土壤肥沃，有机质含量高．作物生长期长，成熟晚，

大小舂矛盾相当突出，耕作粗放，产量低．主产洋芋、包谷、燕麦，水稻面积较少．

水稻，在2300米左右的地区，主要’与家品种是本地黑谷类型：以黑选5号为搭配品

种．

玉米：以本地小黄包谷．矮脚黄包谷为主，

麦类：有本地黄壳麦，爬地麦和燕麦．

洋芋：以丽江洋芋、本地白洋芋、红洋芋为主．

该层可建立洋芋的种子基地和畜牧业的基地：大力发展药材生产和经济林木。发挥

山区优势，促进农牧业的发展。

以上品种区刘初步意见，是在总结此次品种普书的基础上，从我州的自然地理、气

按条件，农业生产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适应自然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发挥地理和气候

的优势，展望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同刚‘经多方征求有关人员的意见和参阅有咒资料后，

初拟了这一区划意见．鉴于编!j首的水平有限． “意见’1只的1二足之处在所难免·仅供

参考．

品种布局区域化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工干1j．需要各级党政部门加强领导和各育关!lZ

务部门的通力台作．建议以各级种子公司(站)为核心，良种扬为骨干，良种繁节r基地

和各类种子专业户为基础，积极开鼹此项工作。各缎有关部门必须给予一定投资，抓好

种子队伍的建设，全面提高职：J：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越成合理的人员结构、技

·5’



术结构和知识结构．同时按照胡耀邦同志关于我们的钱要用到多种经营上来，用到种子

上来的指示，请各级党委和政府部几大力加强种子工作的基本建设，分期分批地把各级

种子公司(站)的住房，种子仓库．检验室、’·精选加工房等建设好；在种子工作中实行

产．趵，销一条龙；在搞好品种布局的工作中各部门各单位要搞好协作，为我州农业生

产的发展作出贡献．



大理州农作物品种普查工作总结
农作物品种普查是种子工作的一项基本建设，是农业资源调查的一部分，是品种布

局区域化的前提和条件．为了摸清我州农作物品种的家底，了解品种的来源、特征特

性、栽培历史、生产表现，品种更换等情况，结台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耕作技术、生

产水平，尽快地对现有品种进行整理和利用，发挥良种的优势，促进农业生产的发最．

根据省人民政府(80)195号、省农业厅(80)116号及6l号文件精神和上级有关部

门对品种普查工作的部署、要求，我州于1980年的大春在大理县开展了普查的试点工

作，摸索经验，1981年八个县(市)铺开普查工作，1982年扫尾四个县，完成全州的外

业工作．1983年转入内业工作．整个普查工作先后历时四年．

我州的品种普查工作，得到州、县(市)农业局的重视，由州、县(市)种子公司

(站)主持(下关、云龙由县市农技站主持)．全州l 3个县市都组成了品种普查领导

组，加坩种子公司共14个，组长分别由农牧局或种子公司(站)的领导担任，成员有技

术干部，农科员、行政干部．各级都把这项工作纳入党委的议事日程。针对品种普查工

作是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技术性强、时间集中的特点，各县都组织了一支骨干队伍，

经分期分批的培训，每年培训两次，每次4—6天，州县兰；培i』1f62期，24i8人次．主要

是学习省州的有关文件，提高思想认识，明确目的要求，掌握方法步骤．在此基础上，

根据参加普查人员的不同水平和新同志多的特点，对水稻、玉米、小麦，蚕豆、油菜，

薯类．烤菸等作物的普查项目进行了专门的技术辅导和讲授有关的种子知识．然后定出

各县的工作方案，进行人员分组搭配，按不同地区、作物种类统一布置t分片包干，责

任到人，使普查结果基本做到底子清．情况明、数据准，资料全．如弥渡、鹤庆、祥云

等县在普查过程中坚持了“三争取”、 “四结合”：积极争取区乡领导的重视，争取当

地农民支持，争取发挥四级农科网的作用：普遍登记与划片定队及重点调查结合r专业

调盎与走访群众结合，普查与当前生产结合，田问调壹与室内考种结合．使普查工作得

到顺利开胜，干部群众满意。

小春普查从3月份开始，6月底结束；大春从7月中旬开始，l 1月中、下旬结束．

在普查中按各县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三先三后’和分期分批的进行．如鹤庆县先普赉

低热河谷，后山区半ll』区，最后坝区；弥渡县先山区、半山区，后坝区，先早熟地区后

迟熟地区；洱源、南涧、巍山，祥云等县在普遍登记的基础上，按自然区划和作物分布

定队进行重点调盘，避免了重复劳动。在两包到户的县，情况复杂，难度大，我f『J采取

定人．定时、定经费补贴包干完成。

这次普查．在党政部门及农收局的重视和直接领导下，由州县种子公司(站)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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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得蓟农技部仃及良(原)种塌的协助，组成了经过培训的专业队伍，计754人，

分为57个作业组，并依靠区乡干部和四级农科网，在深入团问宴地调查、走访群众，收

集素材、评选良种、采集标木，整理核对数据和编写材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据对全州13-1-县(市)、116个区、II 36个乡．14856个社的普遍登记和重点调查结

果，基本查清了水稻。玉米．马铃薯、甘薯。芋头，烤菸。小麦．蚕豆，油菜、兰花子，

冬子11种作物的品种数量．分布和种植面积．对品种的来源、主要性状、栽培历史，生

产表现及主要的栽培技术和应用价值等方面的有关数据作了系统的调查整理，并征集丁

一套实物标本．

经普查，全州大小舂主要农作物品种计I 134个，面积3597544亩(品种普查规定：

一一个社5亩以上的品种才登记，而我州的普查是经三年才完成外业工作的，其品种面晷：

系指各县不同年度普肖的合计，下同)．其中大春作物品种696个，面积2209763亩，占

大小春总面积的61．4％：小舂作物品种438个，面积1387781亩，占35．5嘶．

(～)，大春作物；

I、水稻：品种数528个，面积i2s1854亩．

1)，按类型分：育梗稻、籼稻、陆稻、糯稻眄娄．其中：粳稻370个品种，面积

89758I亩，占71．7％；籼稻96个品种，面积268796亩，占21．5叻：糯稻62个品种，面积

85477亩，占6．8％；陆稻品种8个，砸积1936亩．

2)、按面祝分：

20万甫以上的品种有云粳九号一个，面积245658亩．占I 9．6％；5万亩以上有两个

品种。7344’砸积941 81亩和大红谷68846亩，两品种面积计163027亩，占13％．

1万卣以上有I 8个，面积371636亩，占29．7qo．如“选二1 50570亩，大白谷37036

由，。I 25”有29509-Ih"，东岭花谷28777亩， “50一70l”有24766卣，定远谷21369亩，

本地红谷21190亩， 。7564”胄20334亩，云梗l 1号18347亩．漾淖大白谷15800亩，小

自谷15704亩，红根系14459亩，粳1号12682亩，北京糯126037-，紫秆谷12314亩，

。71m5I’有12268由，红麻线1I 986 rh，自麻线11921晶f。

五千亩以上有18个，面积124730y?i，占10和。其中”2401”有8931亩，“8l 26。有

8879卤，背子谷8643亩， “751一有8421亩．李子红8081 J二_f，珍珠矮8029亩，挂朝2号

7546 l_if，灰灰谷71 18亩，“6536。有6950亩．小红谷6885"i]f， “745l”有6262亩，高秆

孺6189亩，南京¨号5700南"，花谷5655亩．南京1 2号5622亩，广选3号5573亩，黄瓜

糯5189亩，7了贰5057亩。

3)、按品种来源分：地方品种222个．面积8877iI由，占70．9吩：选育品种302

／卜(其中州内选育49个)．面积3653717亩，占29面；杂交稻的品种有4个，面积426

亩，占0．03％．

2，玉米：品种数138个，面积837540亩(不包括制种和自交系繁殖面移1)．

1)、按：浆源及属性分：杂交种54个，面积95t 96亩．占11．4％；地方品种564、．

而积630764亩。占75．3呼6：外引品种21个，面积i00619亩，占12和：其它有】09j亩．

占1．3眄，

2)，按面积大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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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以上的品种有18个，面积686201亩，占81．94．

五千亩以上的品种有10个，面积67955亩，占8．1和．

3)．按籽粒形状分；硬粒彤品种50个，面积586924宙，占70眄J中间形品种27

个，面积103789亩，占12．4％，马齿形品种61个，面积146827亩，占17．5％．

3、薯类：共27个品种(包括马铃薯：芋头、红碧三稀作物)，面积45974亩．

其中马铃薯有18个品种，面积20801亩，古45．2％：

芋头；3个品种，面积18604亩，占40．5呖；

红薯；6个品种，面积6569亩，a14．3嘶．

4，烤菸：有3个品种，面积8．1万亩．其中红花大蹙元5．5万亩，。斯佩特G-28。

有0．5万亩， 。77089’有2．i万亩．

二，小春作物：

1，小麦l全荆{有319个品种，种植面积,T28565亩．

1)、按来源分：地方品椭7个，面积134223亩，占1'3：4呖；州内育成品种65个，
面积399415亩，占54．8呖l外引品种198个，面积193815亩，占26．6岛．

2)，按面积大小分：

10万亩以上有风麦13号，面积295573亩，占40．6眄i

万亩以上有13个品种，面积233921亩，占32．14．分别是凤麦1l号、红壳麦，滇

西洋麦， 。778。，光头麦、自壳麦、+爬地麦， 。72—7112。，反修l号，繁13等．

五千亩以上有11个品种，面积72009亩，占9．9嘶．分另q是墼查、墨波、墨巴65、
21 14、墨沙、凤麦16号， 。62’麦、小白麦，小紫麦，皮太克．凤麦5号等．

3)，按品种抗锈性和生产表现分。

①、接班型品种84个，面积31750亩，古4．4呖．所取性状指标是抗锈力较强，一般亩

产660一700个，高的可上千斤．主要是墨西哥的部分高代品系：0483、0103、0230、

0356,0376等和州农科所新引进的部分品系如云植803、803—190、普170，80纯自。

@、过渡型品种2T个、面积71616亩，占9．84．比较抗锈，其病指及普遍率低，

主要是7806、墨查、76—4、783--4682，7818，7849、7901，7812、08、50，10、16、
4 l 9．反修1号，63、24—26—701及其它一些瘟病轻的品种．

@。陶汰型品种204个，面积625197亩，占85．8晒．基本丧失了抗锈病的能力，失

去栽培价值．如风麦l一16号、墨巴65，墨卡、2114，凡13、62．72—7112．110一258、
鹤麦2号、1 10--706、墨克．内乡5号等．

2、蚕豆I有61个品种，面积590185亩．

1)、按面积大小分：

万亩以．E13个品种，面积507021亩，占8．5．9％．分别是宜良绿叶豆、昆明大白豆、

鹤摩红花白鼻豆，宾川绿叶豆、祥云中粒豆、邓川中粒豆，永胜期纳豆、江川路居豆，

弥渡半大豆、大理豆，巍山红皮豆、南华大白豆．

五千亩以上有7个品种，面税50364亩，占8．54．分别是邓川小粒豆、云龙中粒

豆、龙营豆，1宾川排营中粒豆、云龙小粒豆、丽江拉市豆、巍山中粒 ．

2)、按来源分；本地品种耜外引品种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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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品种45个，面积394853亩，占66．9叻；

外引品种15个，面积195332亩，占33．1呖．

3、油料作物：有58个品种，面积77679亩．其中油菜品种56个．萝卜籽2个．

I)；按来源分：

地方品种lo个，面积3Q951亩，占39，8％；

外引品种46个，面积43654由，占56．2％；

其它油料作物品种2个，面积3074亩，占4％．

2)。按面积大小分：

万亩以上品种有云油7号，面积19964亩，占25．7％；

千亩以上品种13个，面积43837亩，占56．4％．分别是北京小白菜，矮脚黑油菜、

云油6号、黄菜籽、萝卜耔、稀水油菜自，云油31号、黄芥莫、76064．云油49号，国

庆25号．云油225、本地油菜． ．

这本志书共分七个部分，都分别交请有关单位和科研部门的专家和技术员审阅修改

后，再交回州种子公司定稿．其中水稻252个，玉米63个，薯类27个，烤菸审定人志三

个当家品种，小麦243个，蚕豆59个，油料作物品种33个．

通过品种普查与群众性的良种评选鉴定结合，在良种良法配套及试验、示范、推广

的前提下，有广大专职和农村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使我卅的良种推广工作取得了较好
的成绩． +．

如在海拔21 00—2250米地区的鹤庆县推广了。7564。、 。7344’、 。50一70l’，

云粳2号等水稻良种。在城郊的红旗乡水稻单产由683．8斤提高到812．2斤，1982年压缩

了大红谷的面积．在县委主持下，由科技部门配合，推广而积达4．25万亩，并在红旗，

新民、光明菜园等乡办中心样板5863亩，占四个乡水稻面积的100％，平均单产819斤，

较81年每亩增产89．4斤，增1 6％．由于样板的影响，l 983年推广面积增加到5万多亩，
t

全州选11．8万多亩。

在海拔i900米左右的大理县，81年示范滇榆1号水稻良种5262亩，平均单产1200—

1400斤，最高单产1671斤(2．32亩)，在此示范基础上，82年滇榆l号扩大推广到30290

亩，占水稻面积的21．1％，平均单产1238斤，最高单产1842．86斤(2．89亩)，1983年

扩大到83619亩，其中有1．834亩创造了单产2028斤的高原梗稻高产纪录．

在海拔l 500米以下的宾川坝区，81年示范推广籼稻良种桂朝2号100．52亩，平均单

产1 569．5斤．最高单产1790．5斤(1．48卤)，l 982年推广7372亩(因当年旱象严重．推

广而穆l受到限制)，1 983年全州在与宾川海投相类似的地区推广面积达3．8万多亩，最

高单产211 1．5斤(1．032亩)，创造了籼稻的i高产纪录．

通过评选鉴定，全"【评选出滇榆系统、桂朝系统、楚籼系统，京国系统、 。77’系

统．西南】75．珍珠矮。 。75l 5等单产可达千斤以上的良种40多个，逐步形成了各娄区

的骨干品种，至1 983年水稻良种面积达53．5万亩，占水稻总面积的44．5％．

玉米评选鉴定出七三单交(又名郧单l号)。中单2号．博单1号，聊玉5号，京杂



6号等杂交种及小八趟．贵阳黄、漾濞雪山早等地方良种．由州种子公司配合科研部门

负责指导我州规区边缘九个县30万亩以杂交玉米为中心的推广工作，如祥云县1981年示

范推广七三单交1603亩，平均单产675斤，最高单产1256斤(o．97亩)，增产16—226％；

1982年扩大推广到8745亩；1983年在县委直接负责，落实措施的情况下，杂交种面积增

加到45658亩，其中在王彦营社验收50．28亩，平均单产1121．9斤，最高单产1315．5斤

(2．6亩)．全州杂交玉米推广面积逐年扩大，1980年为10．37万亩。占当年玉米种

植面积的10．6％，1981年为13．6万亩，占13．9％，1982年全州基本上落实了农田承包

到户生产责任制，良种的示范推广工作面对千家万户，加大了工作量，当年杂交玉米面

积下降为53438亩，占5．8％；1983年在总结经验，紧跟形势的发展，采取与户签订台

同，设立科技吝询服务处，印发杂交玉米的技术普及资料上万份，同时采取连片联户地

抓杂交玉米的示范样板，在各种有关的会议上宣讲杂交玉米的增产效益和有关技术，对

杂交种的供应采取了出广告．摆摊设点，人背马驮送种到户及任意兑换，借种给困难户

等措施，使杂交玉米的推广面积扩大到15．1万亩，占15％，良种面积达3I．9万亩，占

32％；1984年杂交玉米推广到27．4万亩，占27．8％，是我州杂交卡米推广面积最大的一

年，为发展玉米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小麦在80一81年以推广凤麦系统为主，面积97．5万亩、82年在彳『关科研及种子部门

的共同努力下，以78、79系为过渡型品种，当年种植面积16万多亩和其它较抗锈的部分

品种42300亩。着重是积极繁殖墨西哥高代品系4700多亩．通过多次认真的鉴定筛选，

确定了以墨西哥高代品系中的0483．0103．0230、0356．0376和大理抗锈2号，普170，

80纯白粒、云植803等品种为更新推广品种，1983年推广到95258亩，84年22万多亩，基

本控制了锈病的流行，促进了小春粮食生产的发展。

蚕豆评选鉴定出一批丰产性好．熟期适中的地方良种。如鹤庆红花白鼻豆，永平沙

噜豆，洱源邓川豆，石岩头豆．永胜期纳豆、江川潞居豆、丽江垃市豆、宜良绿叶豆，

昆明大白豆等．

在连续几年的普查中，实行边普查边利用，各地都不同程度地收到了良种增产的实

效．正如有的同志说： “良种加措施是全州粮食增产的最大途经之一”．

四

这次农作物品种普查在我州是较为全面系统的一次。虽尽了很大努力，但由于缺乏

经验，准备工作不够充分，人力有限，时间抓得不够紧等原因，普查中有的县出现了田

间调查标准不统一，部分数据有差错；普遍登记与重点调查不够协蛹，在个别地区内同

一品种有重复的情况；有的对品种的特征特性把握不准、系统分折资料不够，走了一些

弯路；因人力跟不上，对杂粮，大豆、经济佯物等品种未进行重点l≈直。这些不足之处

对普查资料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有一定影响，需要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改进和弥补．

这次农作物品种普查的结果，将为我们提供作物品种布局区域化、栽培规范化及相

应地健全良种繁育生产基地，做好当家品种的提纯复壮，生产优良品种和优质种子，为

种子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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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大早谷白谷谷溪民山宁远根软西玉富峨安定红长路



87，选一⋯⋯⋯⋯⋯⋯⋯⋯⋯⋯“⋯“⋯⋯⋯⋯⋯⋯⋯⋯⋯⋯⋯⋯⋯⋯⋯⋯⋯“(21)

88、选二⋯⋯⋯⋯⋯⋯⋯⋯⋯⋯⋯⋯．．⋯⋯⋯⋯⋯⋯⋯⋯⋯⋯⋯⋯⋯⋯⋯⋯⋯-(21)

89．5 6 4⋯⋯‘’。’⋯’’⋯‘⋯’’⋯‘⋯⋯‘‘‘‘。‘。·’⋯’’⋯·⋯⋯····-·⋯⋯··⋯·⋯···········(21)

臼o、7 8 4 4⋯⋯⋯⋯⋯⋯⋯⋯⋯⋯⋯⋯⋯⋯⋯⋯⋯⋯⋯⋯⋯⋯⋯⋯⋯⋯⋯⋯··-(22)

9l，7 4 4⋯⋯⋯⋯⋯⋯⋯⋯⋯⋯⋯⋯⋯”⋯⋯⋯⋯⋯·⋯⋯⋯⋯⋯⋯⋯⋯⋯⋯⋯(22)

92．7 7 T⋯⋯⋯⋯⋯⋯⋯．-．⋯⋯⋯⋯⋯⋯⋯⋯⋯⋯⋯⋯⋯⋯⋯⋯⋯⋯⋯⋯⋯⋯．(22)
93、7 5—6 4‘⋯‘’‘’‘‘⋯⋯’。’‘··⋯··⋯⋯····⋯‘·⋯·⋯··⋯·⋯·········⋯······⋯··⋯···(乏2)

94．7 7 I⋯⋯⋯⋯⋯⋯⋯⋯⋯⋯⋯⋯⋯⋯⋯⋯⋯⋯⋯⋯⋯⋯⋯⋯⋯⋯N UBOQI QDIID·(23)

95，I大肆⋯⋯⋯⋯⋯⋯⋯¨⋯⋯⋯⋯⋯⋯⋯⋯⋯⋯⋯⋯⋯⋯⋯⋯⋯⋯⋯·⋯⋯⋯．(生3)

9e、关稻一号⋯⋯⋯⋯⋯⋯⋯⋯⋯⋯⋯⋯⋯⋯⋯⋯⋯⋯⋯⋯⋯⋯⋯⋯⋯⋯⋯⋯⋯(23)
97、7 2 3 5 I‘⋯·‘‘⋯‘。⋯⋯⋯‘‘·‘’。⋯⋯。。·。⋯。··⋯···⋯·····‘-··⋯···⋯--······-·-···(23)

08，滇榆一号⋯⋯⋯⋯⋯⋯⋯⋯⋯⋯⋯⋯⋯⋯⋯⋯⋯⋯⋯⋯⋯⋯⋯⋯⋯⋯⋯⋯⋯(24)

99，7 9 0 4⋯⋯⋯⋯⋯⋯⋯⋯⋯⋯⋯⋯一⋯⋯⋯⋯⋯⋯⋯⋯⋯⋯⋯⋯⋯”⋯⋯”(24)

100．7 4 51⋯·⋯·‘⋯·⋯⋯--⋯‘‘·⋯⋯⋯‘⋯⋯⋯’·⋯·⋯⋯⋯··⋯‘。·‘‘‘⋯··!⋯·········．(24)

101、l i 2‘⋯·‘‘·-⋯‘⋯‘’。⋯⋯‘。’⋯⋯’······-‘‘·!‘·⋯!⋯‘‘‘’’!⋯···⋯⋯-···?!·?······-··(24)

102，风稻3号⋯⋯⋯⋯⋯⋯⋯⋯⋯⋯⋯⋯⋯··?：⋯⋯⋯⋯·：：⋯·：?”?”：⋯··?⋯⋯⋯”(25)

i03，凤稻4号⋯⋯⋯⋯⋯⋯⋯⋯⋯⋯⋯．．．⋯⋯．．．⋯．．-?⋯Ⅵ⋯⋯一⋯_⋯⋯⋯⋯“(25)

104，73641-···⋯··‘⋯⋯’‘‘⋯‘‘‘⋯‘‘‘’‘’⋯⋯·!⋯‘-····⋯⋯‘‘’·⋯··‘⋯‘·!⋯··-···⋯··⋯：(25)

105．77 3 2⋯⋯⋯⋯⋯⋯⋯⋯⋯⋯⋯⋯⋯⋯⋯⋯⋯⋯⋯⋯⋯⋯⋯⋯⋯⋯⋯⋯⋯⋯(25)

106、74 0 2⋯‘⋯’‘‘⋯‘-‘⋯’。⋯·⋯‘-⋯‘‘‘’⋯‘‘‘。’‘’。’⋯⋯’。’⋯⋯⋯·‘⋯’⋯‘‘。’‘’’’。⋯··(25)

107、科一⋯⋯⋯⋯⋯⋯¨”⋯⋯⋯⋯⋯⋯⋯⋯”⋯⋯⋯⋯⋯⋯⋯⋯⋯⋯⋯⋯⋯⋯(26)

108、79iol·⋯⋯···⋯···⋯⋯···⋯······⋯···-·‘⋯⋯···⋯⋯······⋯··⋯-⋯··‘⋯’‘⋯···(26)

109．苍洱591⋯⋯⋯⋯⋯⋯⋯⋯⋯⋯⋯⋯⋯⋯⋯⋯⋯⋯⋯⋯⋯⋯⋯⋯⋯⋯⋯⋯⋯(26)

110、4 0 13⋯⋯·⋯⋯··-⋯···⋯···⋯⋯··‘‘‘‘⋯‘‘‘‘’·⋯⋯‘’‘’····⋯·⋯⋯·····⋯⋯······(26)

1 1 1、73—5⋯⋯⋯⋯⋯⋯·“⋯一··”⋯⋯⋯⋯⋯⋯⋯⋯⋯．．⋯⋯⋯⋯⋯⋯⋯⋯⋯⋯·(26)

112．751·⋯···⋯·-‘⋯···⋯··⋯·⋯···⋯⋯···‘·‘⋯⋯。·‘⋯⋯⋯·。’‘·⋯⋯⋯‘。·‘··-‘·‘·-···(27)

1 13，农科7号⋯⋯⋯⋯⋯⋯⋯⋯⋯⋯⋯⋯⋯⋯⋯⋯⋯⋯⋯⋯⋯⋯⋯⋯⋯⋯⋯⋯⋯(27)

1 14、178—762⋯⋯⋯⋯“⋯⋯⋯⋯⋯⋯⋯⋯⋯”⋯⋯⋯⋯⋯⋯⋯⋯⋯⋯⋯⋯⋯”(27)

115、东厂一号⋯⋯⋯⋯⋯⋯⋯⋯⋯⋯⋯⋯⋯⋯⋯⋯⋯⋯⋯⋯⋯⋯⋯⋯⋯⋯⋯⋯(27)

籼 稻

116，24 0 I⋯’⋯⋯··⋯·⋯·-⋯·⋯·····‘⋯‘‘‘···-···-⋯⋯⋯。···⋯⋯··⋯⋯·⋯······⋯··(28)

117．7l一5I⋯⋯⋯⋯⋯⋯⋯⋯⋯⋯⋯⋯⋯⋯⋯⋯⋯⋯⋯⋯⋯⋯N UI·9I⋯⋯⋯⋯⋯(28)

(二)省内选育品种

梗 稻

118．云粳9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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