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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1．本书是《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志》(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963年版本的续编。书中收集

了自1963年以来先后在我省农业生产上种植的玉米、大豆、甜菜等14个作物334个品种，包括

粮食作物、油料作物和经济作物。本书比较全面地分析了20多年来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工作．

的演变及其发展，详尽地介绍了各个品种的来源、产量表现，分布地区，特征、特性和栽培

要点等，并附有品种彩色照片190幅。 、‘

2．编入本书的农作物有。(1)粮食作物，包括玉米、水稻，谷子(附糜子)，高梁、小

麦(附大麦)、食用豆等；(2)油料作物，包括大豆、向日葵，花生等；(3)经济作物，包括

甜菜，烟草、亚麻等。 ．

，。 3．编入本书的品种有： (1)1963--,1978年生产上栽培面积较大的地方品种、育成品警

种和杂交种； (2)1978年以来经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认定)通过的品种、

杂交种，(3)1963年版《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志》没有编入的作物。 ．

4．本书的编排顺序为；粮食作物、油料作物，’经济作物。这三类作物内部各个作物的

排列顺序以1984年播种面积大小为序，各个品种以熟期早晚为序，同熟期的以审定先后为

序。
。

‘

5．化学品质分析：由于分析单位，样品年限，样品产地、分析方法等条件均不一致，

分析结果仅供参考。 、

一 ，

6．单位名称：现在的单位用全称I解放前的单位在名称前冠以“前"字，解放后建

立，现已撤消、变动或更名的单位，在名称前冠以“原"字。

7．本书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和吉林省种子公司编著，参加撰写的单位有长春，吉林、

四平、通化，白城、延边等市(地)农业科学研究所和吉林省甜菜糖业研究所。由于经验不

足和水平所限，遗漏和错误之处，希读者予以指正。 ．

本书可供育种工作者，种子工作者、各级农业干部和农业院校师生参考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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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农作物品种的发展

自1963年第一本《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志》出版以来，我省农作物品种工作有很大的发

展，对农业连续增产起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全省21年(1964"-,1984)的粮豆作物播种面积、总产量和单产，每三年的平均统计数字

表明l最初三年的数字分别为330．8万公顷、456．o万吨和每公顼l 378公斤。到了1982～

1984年，则总面积扩大为354．8万公顷，总产和单产分别增加到1 370．8万吨和3 864公斤·

20年来，粮豆总产增加了两倍，单产提高了1．8倍。全省产量得到迅速增长的原因多，

吉林省粮豆总面积，总产和单产的发展(1964-．,1984)

包括：作物结构的调整，扩大高产作物，主要是玉米的栽培面积，。增加施肥量、氮磷比例合

理及施肥方法的改进，耕作栽培技术的改善，农田病虫害的防治等等。其中，作物品种的不

断更新，种子质量的日益提高，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近20年来，我省主要农作物生产应用的品种，经过两至三次的更新换代。1963年以前，

各作物的主栽品种，除了稻、麦个别作物外，基本上是地方品种，或地方品种经纯系选育的

改良种。经各级育种和推广部门的不懈努力，目前全省各作物主栽品种，几乎都是用科学方

法育成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比之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地方品种，更适应集约生产栽

培条件，从而取得地方品种不能达到的高额稳定产量。这次编入本书中，水稻的吉粳60，京

引127I小麦的丰强2号，新曙光1号；谷子的公谷6号，四谷1号，大豆的吉林3号，九

农9号等品种，都是通过不同基因型之间杂交重组，科学评价选择其后代而育成的．它们的

产量及综合性状都有较大的遗传进展，显著优子地方品种，因而种植面积很大。特别要强调

的是我省作物杂种优势利用育种工作，这20年取得突破性进展。60年代初期，玉米双变

种首先育成推广；70年代开始，吉单、桦单，自单，四单号等一大批优良单交种，先后育

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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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生态条件的雄性不育系转育成功的基础上，也逐步推广利用了杂交种．向日蒡近年来也

有杂交种问世。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不但显著提高了产量，而且对种子知识的科学普及，组

织种子生产的科学管理，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省20年来新育成的品种，除了高产的优点以外，品种抗逆性的改良也是不容忽视的

重要进展。抗逆性主要是对病虫害的抗性，尤以抗病性的经济意义更为重要。随着作物栽培

技术的提高，增施肥料，增加密植，为农作物同时也为病原菌提供有利的生育环境，对二者

在农田中相互竞争的关系势必发生影响。为了抵制病害侵袭，提高作物品种的抗病性是最经

济有效自{『措施。各作物针对其主要病虫害，注意着重提高新品种的抗性水平。我省常见的小

麦锈病、玉米大斑病，稻瘟病、粟瘟病、各种禾谷类黑穗病，大豆食心虫等病虫害，通过育

种手段改进品种抗性，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蔓延危害，挽回产量损失，保证稳定增产。但

是，只要种植业存在，农田环境中作物一病原菌的共生竞争就会存在下去。因此，旧的病害

或生理小种得到控制，另一些新病害或生理小种又不断侵袭为害。近年来，小麦的根腐病和

赤霉病、水稻白叶枯病、玉米茎腐病、大豆的几种病毒病在生产中开始造成产量损失。抗病

育种愈来愈显出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是一项需要多学科专业协作，长期坚持的研究任

务。
’

，

农作物品种是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经人工选择而形成的植物群体。编入第一本《吉林省

农作物品种志》中的17种作物580个品种，其中绝大多数正是反映广大农民群众在长期生产实

践中培育创造的地方品种。目前这些品种，虽然多数已不再被生产应用，而成为育种单位品

种资源的保存样本。但是，品种选育是植物在人类参与下的进化过程，是有其连续性的。．优

异的当地品种资源，往往是培育新品种不可忽视的育种素材。同时，要想进一步利用一个栽

培植物种内的有利变异，搜集，研究、利用不同地理区域的品种资源，也是育成突破性新品

种所必须注意的。我省作物育种20年的经验也已证明，充分利用当地的和外来种质资源的

重要意义。小麦把墨西哥“他诺瑞"品种资源导入当地育种材料后，很快育出了高产、抗倒

伏的水浇地品种。大豆食。b虫严重影响我省大豆品质，育种中利用了当地“铁荚四粒黄，，和

日本的“十胜长叶"抗源以后，就育成并推广了许多抗虫新品种。我省杂交玉米的丰硕成

果，就其种质资源基础而言，是建筑在当地“铁岭黄马牙"、“英粒子”，“桦甸红骨子，，，以及

美国玉米带优良自交系的种质上。同样地，高梁杂交种是外来3197A不育胞质，和吉林地方

品种两类种质结合的选育产物。种质资源的重要作用，已引起育种者的普遍重视。不少作物

的育种计划，．积极扩大搜集种质资源，人工创造新的育种资源，开展群体改良研究，期望把

我省的作物品种推向更高的新水平。

配合作物新品种，特别是玉米杂交种的推广普及的工作需要，逐步建立起健全的省，地、县

良种繁育体系。目前已有5i个市、县成立了种子公司，全部从业职工总数达2 336人，由国家

和地方投资，大量添置了种子加工，贮运的设备。随着良种推广面积的扩大和需要数量的增

加，20年来种子生产的组织形式，由小生产单位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以国家调

济“四自一辅"的模式，逐渐扩大种子生产和供应的规模范围。各县级种子公司在农村建立

一大批种子生产基地，进行专业化集中生产，既便于管理检查，又利于发挥机具设备的效

率，保证生产出合格的商品种子。为了方便农民购买种子，在一个县范围内的中心乡镇纷纷

君立供种站，建立种子销售供应渠道。1983年在公主岭建成了年加T．5 000吨的玉米种子加

工厂；加工能力为2 000吨水稻的种子加工厂1982年在吉林市落成。这两个大型现代化种子

．—一2一



础。



粮食作物



＼
叫气÷、

审露{譬p。

●

一
／



E
r、

．．．． ．．?一 一，玉，米
。．’；1 j+ ：．

．．60,'--'80年代初的20年来，吉林省的玉米生产发展极为迅速。1984年全省玉米栽培面积达

185万公顷，占粮豆总面积的50％以上。同年的玉米总产量为1 104万吨，在全省粮豆总产量

中占到接近70％。玉米的全省平均产量，则每公顷提高到5 948公斤。与60年代初比较，则

玉米的栽培面积扩大了80％多，单产和总产分别提高到5倍和10倍多。因此，玉米在产量及

面积上均列各作物的首位，已成为我省最主要的作物。 ．
、

玉米生产的扩大，在我省中部平原的黑土地带表现更为明显。目前，南自梨树，北至榆

树，东自东丰，西到扶余的11个市，县，已初步形成春玉米商品粮集中生产的“玉米带"。这

些市、县是靠扩大面积和提高单产两条途径，达到玉米大幅度增产的。

全省采用的玉米增产措施很多，其中增施肥料和提高密度，是两项主要措施。20年前种

玉米时，一般以农肥抓把粪为主，只追少量化肥。现在农户不但大量增施化肥，而且讲究

氮、磷配比台理，每公顷玉米氮，磷有效成分施用量常高达150：75公斤以上o，随着肥料的

增加，玉米的种植密度，相应地也提高到每公顷4．5～5万株或更多。增施肥料，合理密植，

为提高玉米单产创造了条件。玉米的种植方式，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玉米与大豆同混

作曾占压倒优势。近年来，由于肥料增多，各地又先后恢复单作栽培。
一’ 。

在玉米夺高产的众多措施中，优良杂交种的育成和推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64年，我

省第一个玉米双交种——吉双2号生产试种以后，由于比普通品种显著增产，引起各方面的

重视。随后一大批吉双，四双、白双号等双交种相继育成，各地争相采用，很快更换了生产

中的开放授粉地方品种。1968年，全省杂交种推广面积超过玉米总面积的60％，即达到基本

普及。70年代初，生活力旺，本身高产的玉米二环系吉63等相继育成应用，单交制种产量

得到保证，加之单交种的杂种优势和一致性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优良单交群开始直接投产

应用。最初的吉单101，继之桦单32、白单8，以及最近的四单8等单交种，先后在生产中

广泛推广普及。现在，全省杂交种推广面积已达玉米面积的90％以上，而且以单交种为主，

占杂交种面积的92％左右，双交和三交种一共只占8％。
“

我省玉米地方品种类型丰富，是育种的宝贵种质资源。已经在“英粒子气“铁岭黄马

牙，，、“桦甸红骨子矽等地方良种中选出了一批骨干自交系。这些骨干自交系与美国玉米带自交

系组合，对我省的杂交玉米作出了贡献，并在今后的育种中仍将起作用。与此同时，生产上

遗传性复杂的地方品种，被基因型单一的杂交种更替后，引起农田玉米群体遗传结构的新变

化。对玉米种质的抗逆性稍有疏忽，一旦条件适合就会导致各种病害的流行。目前就有大斑

病，丝黑穗病、茎腐病、圆斑病，缺锌症等病害威胁玉米生产。经育种、‘种子和植保等不同

专业的共同努力，一些不抗病的杂交种逐步为抗性强的新杂交种所更替。通过育种手段来减

轻或控制病虫为害，仍将是玉米育种的长期任务。

，4玉米利用杂种优势，每年均需大量杂交一代种子，势必要改变户户留种的传统小农习惯。

随着我省杂交玉米的推广，其种子繁育体系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最初由专场繁殖亲本，生

产队自行制种。但分散制种，不便管理，不利扩大生产规模。经摸索改进，形成了“省繁原

”，一



种，地繁亲本，县统一制种，，的三级种子生产体系。制订了自亲本系原原种到大田杂交制

种，一整套种子生产技术规程，分级落实贯彻，不断提高了玉米种子的质量。

我省地处高纬度地区，生育期间发生低温冷害气候异常时，就严重影响玉米杂交种子生

产。1969，1972和1976年就出现过作物生育期冷害天气。大量玉米种子因成熟度不好，收

获时水分过高，上冻前不能降到安全水分而丧失发芽力。因此，玉米大量种子的秋季干燥问

题，始终是繁育部门注意的重点之一。，群众刨造了不少搭架拴拄，站杆扒皮等利用日光干燥

玉米种子的方法。同时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1983年在公主蛉建成一座大型玉米种子加工

厂，全省各地还建起了400多套中小型种子烘干设备，从而大大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今后要使全省玉米种子质量都达到标准化，还有许多繁重任务需要去完成。 ，，一

最近几年来，我省粮食，特别是玉米迅猛增产，而今后玉米的用途，作口粮直接消费的

比重势必减少，而转为主要充作禽畜的饲料，以及作食品，淀粉等工业原料用。我们相信适

应各种用途需要的多种玉米杂交种，定会相继育成推广。 ’ ’。t

’：
(一)品 种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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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教化市地方良种。1978年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为高寒山区推广良种
，

(图版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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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分布和产量主要分布在敦化、安图，珲春、龙井、汪清等地高寒山区种植。每公顷产量

一般3 000公斤左右，肥沃地种植可达4 500公斤以上。

特征幼苗叶鞘紫色，叶片绿紫色。株高190一-210厘米，穗位74,--80厘米，全株14-,．,16片

叶。果穗圆锥形，穗长14厘米，粒行数12行，穗轴白色，单穗重120克，穗粒重70克左右，

脱粒率81．5％。自粒，硬粒型，百粒重30克左右o

特性一极早熟种。出苗至成熟95天左右，需活动积温1 900--,2 000℃。在敦化市5月初

播种，7月末抽丝，9月初成熟。耐寒、喜肥水、抗倒伏。干旱时易出现空秆。抗大斑病，

抗丝黑穗病较弱。

栽培要点适于在延边山区和极早熟区种植．一般公顷保苗5万株左右。

(二) 交 种

。2．吉双552 ～

：来源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以(wI。。×海l o 2)为母本、(英e·×铁··)为父本，于1965年

育成。1968年-推广。

分布和产矗主要分布在吉林省东部半山区以及中部地区的涝洼地、岗坡地和西部地区

的麝薄土地，全省各地区均有分布。每年种植面积约2～3万公顷。1968---'1978年累计种植

面积约40余万公顷。一般公顷产量4 000公斤左右，比美稔黄，，红骨子增产20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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