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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同成主以来，我同水稻育种经历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矮化育种、杂

交水稻育种和超级稻育种三个阶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据不完全

统计， 60 年来共育成了 5200 多个水稻品种，实现了大约 8 次主栽优良品种

的更新换代。良种结合良法，从 1949 年到 2009 年，水稻单产从 1892kg/hm2

提高到 6585kg/h时，提高了 248.04%; 总产从 4865 万 t，增加到 19510 万 t ，

增加了 30 1.03%。生产实践表明，优良新品种的不断育成和大规模推广，极

大地提高了我同水稻生产的总体水平，为我国的粮食安全奠定了竖实的基础。

综观全球，我同的水稻育种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育种方法灵活多样，

新技术日新月异，其中包括纯系选择、杂交、国交、聚合复交、辐射诱变、杂种

优势利用、组织培养、远缘杂交、航天诱变、分子标记、转基因生物技术等。我

国育成的水稻新品种不仅数量多、质量优、产量高，而且时代特色明显。毫无

疑问，优良新品种是现代农业发展无可替代的物质基础，是农业科技进步的

精华，它们凝聚了几代育种T作者的心血和汗水。为了选育出更加高产、优

质、多抗、广适、少耗的优良超级稻新品种，有必要熟习并利用历史上育成的

各类优良种质，开拓并创新更加广阔的基因资源，拓宽栽培稻的遗传基础，

从而大幅度提高未来水稻品种的产量潜力和生产水平O

《中国常规稻品种图志》的作者，长期从事水稻遗传资源研究，十分熟习

我国各阶段水稻品种的特征特性。为了记录这些优良品种的历史功绩，便于

当前和以后的育种项目对这些优良种质的选择和利用，作者不仅深入总结

了近 60 年来我国水稻育种的历程，阐述了水稻品种的演变趋势，而且精心

选择了年推广面积大于 6.7 万 hm2 ( 100 万亩)或在各稻区曾经发挥过重要

作用的 346 个常规品种，逐一介绍了它们的特征特性、亲本系谱，数据翔实，

繁简得当，图文并茂。该书是我国首部以图文结合的方式介绍近 60 年来全

国范围的优良常规稻品种的专著，相信该书的出版对水稻遗传育种、作物遗

传资源、栽培耕作等教学和科研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此推荐。

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 程式华

2011 年 7 月



目。 占1日

水稻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全国一半以上人口以大米为主食。

我罔稻作历史悠久，稻区遍及全国，品种资源丰富。近代有计划、有目的地进

行水稻良种选育可追溯至 1919 年 。经过 80 多年的育种实践，我国已培育出

5200 多个水稻新品种并得到生产应用，实现了优良品种的阶段性更新换

代。据统计，自 1981 年至 2008 年的 28 年间，我国年最大种植面积大于 2 万

hm2(30 万亩)的常规稻品种计 716 个，累计种植面积超过 30 万 hm2(450 万

亩)的品种计 183 个，其中更有南特号、农垦 58 、胜利柏、 10509 、空育 131 、陆

财号、广陆矮 4 号等一批年推广面积超过 66.7 万 hm2( 1000 万亩)的水稻良

种。这些品种对我国水稻生产的持续发展，保证同家粮食安全发挥了巨大作用。

本书的资料整理和品种收集始于 2005 年，翌年开始在田间进行种子繁

殖与初步鉴定，2007~2008 年在中同水稻研究所富阳试验基地进行形态、

抗性和品质性状鉴定，拍摄植株、稻穗、谷粒和米粒照片，2010 年 12 月完

稿，历时 6 年。全书共 4 章 50 多万字，品种栽培面积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国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本书的核心内容为常规梗稻品种和常规和lJ稻品种图

谱，并依其季节生态型各分为早、中、晚类型;入选品种为 2008 年前(含)在

我同生产应用的常规稻主要品种，共 346 个，每一品种包括植株、稻穗、谷

粒、米粒等实物照片以及育成单位、系谱、选育方法、特征特性、生产应用、

年推广面积等资料O

本书的编著得到国家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水稻品种历史数据

整编，2008FY220200)的立项支持。全书实物照片由余汉勇高级农艺师提供，

部分抗性鉴定数据由袁彼萍高级实验师提供，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集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资料性于一体，内容丰富，可供水稻育

种和品种资源研究者、高等院校师生以及品种管理者参考。鉴于本书编著工

作量大，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著者

2011 年 4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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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是我国也是全球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O 稻米是全同…半

以上人口的主食。2009 年.我国水稻种植面积 2962.7 万 h时，单产

6.585 内时，总产 19510 万 t，分别占全同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和总产的

27.2%和 36.8% ，占世界稻作面积和总产的 18.7%和 28.5% 。 思然，水

稻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保证我国粮食安全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 。

中国栽培稻属于亚洲栽培稻种(οryzα s a.tiva L. )，亚洲栽培稻起

源于普通野生稻( o.rufipog<川 Griff.) 。现代多学科研究指剧，我罔不仅

是亚洲栽培韬的最早起源地之一，也是稻作栽培历史最悠久的同家

之一，原始稻作至少可追溯到 10000 年前。中同栽培稻有 2 个栽培亚

种，即和h亚种 (ο. sa1Íva L. subsp indica) 和梗亚种 (O.sαÚvα L. subsp

j叩omcα) 。和11 、梗亚种的染色体虽然同为 24( 2n=24) , {8.由于起源演化

的差异和人为选择的结果，这 2 个亚种存在一定的形态和生理特性

差异，存在一定程度的生殖隔离。这些差异，可被水稻品种遗传改良

所利用 。我国悠久的稻作栽培历史，多样化的稻作环境，丰富的稻种

遗传资源.为高产、多抗、优质、广适、高效水稻新品种的选育提供 f

深厚的土壤和利用资源。

实践证明，选育和推广水稻优良品种，对促进我国水稻生产的发

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新中间成立 60 年来，通过系统选择 、杂交、

回交、辐射诱变、组织培养、分子辅助选择、生物技术等育种技术，我

国育成了 5200 多个水稻品种，包括常规稻品种 4000 余个 、杂交稻品

种 1200 多个，实现了优良品种的阶段性更新换代。据统计，自 1981

年至 2008 年的 28 年间，我国最大年种植面积大于 2 万 hm2 (30 万

亩)的常规稻品种 716 个，杂交稻品种 562 个;累计种植面积超过 30

万 hm2(450 万亩)的常规稻品种 183 个，杂交稻品种 148 个 。优良新

品种的不断育成推广和更新换代，栽培技术的进步和病虫害的综合

防治，使我国的稻谷单产从 1949 年的1.892 tlhm2 提高到 2009 年的

6.585 价田12 ，增加了 248.1%; 总产从 4865 万 t 提高到 19510 万 t，增

加了 30 1.1% 。其中，新品种的育成推广是水稻产量不断提高的最重

要贡献因子。

m
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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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六大栽培稻区各年代的种植面积(khm2 )

注:我国台湾省的水桶种植而积未统计在内。

年和 1979 年分别减少了 285 万 hm2 和 348.6 万 h时，占比分别减少了 13.8%和 8.0% 。

华中稻以是我国的主产稻区，基本维持在全同稻区总面积的 50%左右，其种植面积的

高峰在 20 世纪的 70~80 年代，达到全国稻区面积的 53%~54%。西南和西北稻区稻

作面积基本保持稳定，近 30 年来分别占全同稻区面积的 15%和 1%左右。华北和东北

稻区无论种植面积和占比均有提高，特别是东北稻区，其稻作面积和占比近 30 年来提

高很快， 2009 年与 1979 年相比，种植面积增加 293.6 万 h时，占比增加 10.3%。优质东

北稻米南下，在国内大米商品市场占有很大比重。

2. 稻作面积租产量

新巾国成立 60 年来，我国水稻生产发展很快，其间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全国

水稻种植面积先升后降， 1949 年为 2570.9 万 hm2 ;20 世纪 70 年代巾期进入高峰， 1976

年达到最高，为 362 1. 7 万 hm2 ( 54326 万市);近年维持在 2950 万 hm2 (44250 万亩)左

右，与 50 年代中期接近。稻谷总产呈波浪式上升，在 1955 年、 1970 年、 1975 年、 1982

年、 1989 年和 1997 年分别迈上 7500 万 t 、 10000 万 t 、 12500 万 t 、 15000 万 t 、 17500 万 t

和 20000 万 t ， 2009 年为 19510 万 to 稻谷单产呈波浪式连续上升态势， 1953 年、 1966

年、 1975 年、 1979 年、 1983 年、 1989 年、 1995 年、2008 年分别超过 2.5 t/h町、3.0 t/hm2 、

3.5 t/hm飞4.0 t/hm气 5.0 t/hm2 、 5.5 t/hm2 、 6.0 t/hm2 和 6.5 t/hm2 0 2009 年达到历史最高

峰，为 6.585 t/h时，比 1949 年和 1979 年的稻谷单产分别提高 248.1%和 55.2%(罔 1 )。

由此可见，在稻作面积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稻谷单产的不断上升对我国稻谷总产的不

断提高起着决定性作用。

综合分析播种面积、单产、总产和新品种育成推广趋势， 60 年来我同水稻生产可划

分为五个阶段:

(1)恢复发展阶段( 1949~1961 年)

新中 l司成立初期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 农民种田热情高涨， 1949~1957 年的 8

年间，水稻播种面积、单产、总产不断增长，分别增长了 25 .4%、42.1%和 78.4%01958~

1961 "f由于严重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因素，水稻播种面积、单产、总产均下降。在此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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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49~2009 年我国水稻的种植面积、单产和总产

段，全同以种植数万计的水稻传统地方品种为主，同时开始选育推广了一些高轩改良

品种 。这些品种的产量一般为 2.0~3.0 t/h时 ，但比一般地方农家品种的产量高 5%~

15% 0 50 年代后期发现的 sdl 矮秤基因，启动了大规模的水稻矮化育种O

(2) 迅速发展阶段( 1962~ 1976 年)

此阶段，*llJ、梗矮轩、半矮杆品种的大量育成和推广 ，大面积单季稻改为双季稻，以

及稻作面积增加，椎动了单产和总产迅速增加。20 世纪 60 年代育成的矮杆、半矮杆品

种其产量-般为 3.25~4.25 t/h时，比高轩改良品种高 15%~30% o 70 年代育成的矮

杆、半矮轩品种一般义比 60 年代的矮杆、半矮杆品种高 10%~ 18% 0 1976 年与 1962

年比较， 种植面积增长 37.8%; 单产从 2.041 t/hm2 增加到 3.474 t/h时， 15 年间增长

70.2% ， 年增产 4.7%;总产从 5364 万 t 增加到 1976 年的 1258 1 万 t ， 增长 134 .5%。

(3) 快速发展阶段( 1977~1992 年)

本阶段以杂交水稻的大面积应用推广和新一轮常规矮忏、半矮轩品种更换为典型

特征。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作物种植结构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在水稻种植面积特别是双季早稻面积下降的情况下，由于杂交水稻的产量一

般比常规水稻品种高 5%~ 15% . 稻谷单产和总产快速提高。 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由

1976 年的 14 万 h时，迅速扩大tlJ 1991 年的 1764 万 h时，占全国稻作总面积的 54 . 1 %;

单产由 1976 年的 3 .473 t/hm2 提高到 1992 年的 5.803 t/h时 ， 16 年间提高 67 . 1 % ，平均

每年增产 4.2% ，年增加稻谷 145.6 t/hm气总产快速增长， 1 992 年达到 18622 万 t ， 16 年

间增长 36.9%，平均每年增产稻谷 263.2 万 to

(4) 徘徊发展阶段( 1993~2003 年)

随着种植业结构的调整，水稻种植面积不断下降， 虽然 1997 年种植面积升高到

3177 万 h时，但随后下降， 2003 年仅 2651 万 h时，为历史最低值。 由于杂交水稻和常规

水稻新品种的更新换代，单产仍然呈波浪式上升。 1998 年曾经达到 6.366 t/hm2 ，但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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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5 年持续下降， 2003 年仅为 6.061 t/ hm2
o 11 年间，单产提高 3.6%.年平均增幅 0.3% ~

播种面积和单产的变化，引起总产呈波浪式升降，2003 年总产为 16066 万仁向复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水平。

(5 )调整提高阶段(2004~ ) 

随着同家对粮食安全的重视，新一代高产、多抗、优质品种和超级稻品种的育成.

以及一批适应不同生态地区的栽培技术的推广，水稻的种柏面积、单产和总产正在摆

脱徘徊不前状态O全国y水k稻的种植而积稍有上升，处于 2950 万 hm旷n2 的水平 O单产稳稳、定

在 6.2 t/刷hm2 以上 ， 2却00仰9 年达至型到IJ 6.585 tν/hm 

至到IJ 2却00仰9 年的 195引10 J万T t 。 目前此阶段尚未结束.正处在缓慢提高的上行通道中 。

3. 韬作主要病虫害加自然灾害

我国稻区辽阔，白然生态环境复杂，水稻生长发育期会遭受到各种生物和非生物

的影响，因此，可抗主要病虫害和耐不良环境的优良品种已成为各稻'以-品种改良的主

要育种目标之一O

(1 )主要病害
我国水稻的主要病害有真菌病害 、细菌病害、病毒病害及寄生线虫引起的线虫病。

真菌病害包括稻瘟病(Pyricularia oryzae ) 、稻纹枯病 ( Thanl1lephοrus cuc umeris) 、稻胡麻

斑病 (Cochliobolus miyabeanω) 、稻由病 ( Ustil(.ψnoùleα uirens) 、稻粒黑粉病) ( Tilletia 

barclαyanα) 、稻 iE苗病 (Gibbe re lla fujik旷οi)和1稻小球菌核病(M明叫wrlhe salvinii)等 ;

细菌病害包括稻白叶枯病 (Xrm仇。monas campeslris pv. oryzræ) 、稻细菌性条斑病

(Xrmthomonas cαmpestris pv. oryzicola) 、稻细菌性基腐病(Erwinia chrysαnthemi)和稻细

商性褐斑病(阳~udomonm syri晤时)等;病毒病害包括稻黄矮病 (Rice TransitOJγ 

Yellr川ng Virus) 、稻矮缩病(Rice Dwarf Virus)及其他病毒病;寄生线虫引起的线虫病

包括稻干尖线虫病(Aphe le nchoides besseyi Ch门stie) 平u稻根结线虫病(Meloidogyue spp.) 

等 。从发病面积和严重性看，稻瘟病、稻向叶枯病和稻纹枯病是我同水稻分布最广、为

害最严重的三大流行性病害。除此之外，在华南稻12<~ ， 稻恶苗病较为严重;在华中地区，

有的年份稻矮缩病和稻小球菌核病相当严重。近年来，稻细菌性条斑病在长江以南稻

|又;有蔓延趋势。

稻瘟病是我国稻'作史上报道最早、发病严重的一种真菌性病害，遍及各省稻区。根

据在稻株发病的部位不间，分别称为苗瘟、叶瘟、梅、颈瘟、枝梗瘟和谷粒瘟，其中以穗颈

瘟对产量的影响最大 ，一般梗、糯稻品种重于和]1稻品种，山区稻区重于平原稻区 ε稻瘟

病流行年份，重病地区一般减产 10%~20%，严重时可达 40%~50%，局部田块甚至颗粒，

无收c

稻纹枯病也是二种严重的真菌性病害 ， 20 世纪 50 年代主要在南方稻区发病 .70

年代后逐渐蔓延至IJ北方稻区。在适温、密植、高氮肥的栽培条件下，该病发病快而严重。

2003 年，纹枯病的发病面积为门30 万 h时，受害轻的减产 5%~ 10% ，严重的田块甚至

减产 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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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向叶枯病是一种在找 |司稻 |灭广泛发生的细菌性病害。该病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仅

局限在长江以南稻 [;{， 70 年代以后随着病区种子的树运和带人，很快扩展蔓延到北方

稻 lx: 。东南沿海稻 !x:在台风过后发病更重。水稻受害后，一般减产 LO%~20% ，严重的

叮达 30%~50% 。

(2) 主要虫害

我闰水稻的主要苔虫有黑尾叶蝉 ( Nepl川ettix cincticeps) 、褐飞虱 ( Nilaparv a1α 

lugens )、内背飞虱 (Soglα'1ella furc~fe rα) 、稻前马 (Stenochaetothrips bifom山)、 气化蟆

( Tryporyzα mceωla~ )、 二 化颐 (Chilo suppressalis) 、稻纵卷叶腹( Cn叩haloc roc is 

medinalis)和稻瘦蚊 ( Orseolia oryzae )等，其中普遍发生且为害严重的有 5 种，即 二:化

蟆、二化蟆、褐飞虱、白背飞虱和稻纵卷叶蟆。在华南桶区，存在稻瘦蚊为害。在长江以

南稻区 ，稻前马是水稻苗弗!和分睫早期的一种主要害虫 C

(3 )主要自然灾害

我国水稻非生物性灾害主要有冷害、干旱和土壤盐(碱)化。在华巾稻区，冷害主要

发生在双季早稻的苗期和双季晚稻的抽穗扬花期。3~4 月的低温或"倒春寒可造成

大面积的烂谷、烂芽、烂根和烂秧，导致秧苗严重不足，影响本田栽种面积和栽后植株

生长速率。9 月中下旬的寒潮，可使晚稻幼穗分化迟缓，抽穗不畅，扬花不良，造成严重

的小穗退化和低结实率，产量大减。在华北和东北稻旺，某些年份的频繁低温造成延迟

性冷害、障碍型冷害或混合型冷害，稻株生长量不足，分冀减少.生长迟缓，导致有效穗

不足，小穗退化，低结实来 ，大幅度减产O

干旱主要是由生长季降雨量不足或降雨量不平衡引起的。西北和华北稻区的少雨

干燥，华中、华南及西南稻区的丘陵、山区及灌概水不足地区在夏季孕穗期和抽穗期 H\

现的高温伏旱，造成植株生长量不足，叶片枯萎，扬花授粉不良，产量大幅度下降。近年

由于全球气温升高，一些地|灭的夏季热害抬头，特别是在双季早稻的抽穗扬花期和中

稻的孕穗抽穗期，高温(37
0

C 以上)干早会导致极低的结实率。

我国的盐碱地和潜在盐碱地面积约 99 13 万 h时，其中盐碱稻作区面积 590 万 h时，

约占水稻裁培面积的 20%左右，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 、西北地区和沿海地带。盐碱危

害是盐碱稻作区影响水稻生产稳定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 。东北属低洼盐碱区，包括松

嫩平原、辽西盆地、二~YT平原平~l n乎伦贝尔地区，主要是苏打盐碱土。在东南沿海稻区，由

于土壤含盐量较高而出现盐害。在两j仁和I华北稻区，有的盐碱土的含盐量高达 0.2%~

0.6%，加上少雨干旱、水分蒸发量大，盐(碱)害极为严重。干旱少雨和土壤盐(碱)害已

成为华北 、两北稻K稻作发展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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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稻作史

稻是我国最古老的粮食作物之一，稻作遍坟南北。神农时代(公元前 21 世纪)的古

籍《管子》记载有"神农种五谷即泰、樨、稻、麦、寂。在古代，人们称野牛稻为呢 、 耻、

稽、平日，含有落地向生的意思;称粘性稻为梗、抗 、梗;称不粘稻为制|、楝、和11; 利;糯稻为袜

稻。研究证实，我国的原始稻作至少可追溯到万年前。

从稻的:1\士遗存及遗存附近的动植物遗体状况.可以了解到原始稻作的基本轮

廓。稻的 ttl 土遗存，包括在遗址内或附近:1\士的稻谷、槌米、茎口十，陶器上的稻壳印痕、

稻茎叶及土壤中的硅质体，以及市丰稻田等，它是研究栽培稻起源、演化、传播和稻作发

展的极为重要的实物证据。不可再认，埋于地下的稻遗存的发现具有偶然性， m:H土发

现的稻遗存实物证据确实表明了一种倾向性的事实.且未发现的并不表明它不存在。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进，会有更多的稻遗存被发现。

1.普通野生前的山 t遗仔

普通野生稻是原始栽培稻的祖先种。我同肯籍中有关普通野生稻的记载达 16 处

之多，西起四川，中经湖北襄阳、江陵，下达苏北、淮北，北限可达北纬 40。的苏、鲁交界

处 。不过，目前还难以判断这些占籍中记载的落地向生的野生稻是百都是生物学意义

上的普通野生稻。

最直接的巾士证据是在浙汀省河姆渡遗址发现了 7000 年前的普通野生稻炭化谷

粒。由浙江省博物馆提供的 105 粒河姆渡炭化稻谷巾，经对无芒、顶芒、断芒和有芒谷

粒初筛后，对其中 10 和:有芒或尚存断芒谷粒的芒和小梅轴断而进行 f电镜扫描，发现

其中 4 粒具有普通野生稻的基本特征:①籽粒较瘦长，长宽比为 2.88~3.10;②芒表面

上的小刚毛长而密集 ，具有普通野生稻芒上小刚毛的特征 ;③小穗轴的脱落斑小而光

滑，具有 自行脱落的痕迹，而栽培稻小穗轴底部大 iiíi粗糙，存在受力折断的痕迹。这些

少量野生稻粒与原始栽培稻谷粒混合在」起，表明当时的粗放稻田混生有少量野生稻

或栽野的过渡类型植株，人们采收的稻谷是一种以原始栽培稻为主的混合体。换言之，

证实了 7000 年前的太湖地区确实生长着普通野生稻。

2. 早期就培稻的 tH -t.遣存

迄今我国已由土了超过 192 处 1500 年前的稻选存(稻谷 、稻米、稻壳等)，其巾新

石器时期稻的遗存(12300~3500B.P. )就有 144 处之多(罔 2L，从发掘地看.长江中下

游 112 处，占 77.8% ，且分布成明显的哑铃状，一头是江苏、浙江、安徽之省，计 51 处，

一头是湖南、湖北、江两二省及闽南南部，计 6 1 处;华南地区 11 处， rtí 7.7%; ß贵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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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7 处，占 4.8%;淮北及黄河中下游地区 14 处，占 9.7%。 已知 17 个年代最为古老的

稻的遗存( 12300~7000B. P . )，极大部分位于长江中游和下游(表 2) 。浙江河姆渡遗址

第四文化层( 6950 ::1:: 130B.P.)的出土稻谷、稻轩和茎叶，数量庞大，堆积面积约 400时，

厚度达 1O~40cm 不等。现场发掘人称，有的稻谷刚出土时秤还呈黄色，出士后即转为

黑色，颖壳上的梓毛及谷芒清晰可见。河姆渡 :1\土稻谷的粒形和大小变异甚大，经鉴定

为原始栽培和1 1 、梗稻的泪合。对颖壳表面双峰乳突的电镜扫描表明，河姆渡稻谷的双峰

乳突特征基本属于"钝型"即梗型，但双峰距较小，处于制|稻的变域边沿，证实河姆渡稻

谷属于原始栽培稻。在相邻地层还出土了大量骨租、鹿角鹤嘴锄等原始稻作农具，炊煮

食物的夹炭陶，干栏式房原及梅卵结构等，表明 7000 年前河姆渡地区的人类已从火耕

进入了农业的相耕阶段，原始稻作及谷物储藏已存在。2002 年在浙江省跨湖桥遗址发

现大量炭化谷粒、爷壳及用石头和骨片制成的原始农具(8220~7660B.P. )。跨湖桥遗址

位于太湖地以南部，钱塘江南侧，与河姆渡遗址相邻。湖南彭头山遗址出士的陶片表面

和内层含有炭化稻壳，经 14C 测定为 8200~7800 年前，属于原始栽培稻类型，同时出土

的还有炊煮谷物的陶器、砍砸树木的打制石器。河南贾湖遗址发现了数百粒约 8500 年

前的炭化稻米(8942~7868B.P. )和大量石铲、石镰、石斧、石磨棒等。根据对炭化稻米米

粒粒形 、土层中植硅体的分析， tH土稻米较现代稻米明显小些，植硅体偏梗，多数为梗

型或偏梗型 。 湖南玉瞻岩遗址 Hl 土了 4 粒炭化稻谷及少量稻壳残片，测定年代为

12300 ::1:: 1200B.P. 。这 4 粒稻谷的显著特点是大粒性，兼有野生稻、和1 1稻、梗稻的综合特

性，属于原始古栽培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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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出土的新石器时期( 12300~3500B.P. )144 处稻的遗存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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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出土的 17 处新石器时期炭化稻遗存( >7000 年)

:H 士地点 j 位置 ! 年 代 桶的遗有
一…一一一一 千 一一卡- 一 一寸一- 一"一一…_.~-十一

浙汀.省余姚jriT姆渡 ! 长江下游 i 6950 ::1: 130B . P . 大最炭化稻谷 、稻利 、和日| 、稻槛硅体
…--一-一----~一←一→→--一一一-斗--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句--._---_ .._-----

浙yT.省慈溪童家悉 ! 长江下游 b oomp i 炭化稻壳

浙t[省桐乡罗家jf:j长n下游 7040 ::1: 150B.P. 炭f七稻谷混合
一一一一…- 一一一斗… … 1.----

浙江省萧山跨湖桥 i 长11 下游 i 8000~7000B . P . 炭化硝谷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_..._-←…-一一 一寸…_..-.-.于一千→一一

浙江省余姚回螺山 :长n下游 : 7000~5600B . P . 飞 炭化稻谷

浙江省浦川:山 j 长江下游 11400~8600B.P. 炭化柄壳

江苏省高邮龙虫L庄 i KiT下游 : 7000~6300B.P. >><:化梗稻谷、稻米 、柄桶储体

时北省宜都城由美 ! 长1T中游 ! 7000~ 800OBP j 炭化桶壳
湖北省函i问陆}磊L垃J孟t !民:公白豆k向n证i可t'游 !污问7叩O………B.P豆 向阳月片井川-寸汁r叶恻|
…}叫--一} ←-一…-一一一卢……-…哼…一卢寸--一一-一 一一 一一寸 ---叫 叫 一 _...-一---…~

湖南省澄县八 t-t'~ 长?丁小游 ! 9000~8000B.P. 炭化柄谷
一一-一 一一一←- 一…1一…←-- ----------.-………→斗一

湖南省渲县彭头山 i 长江巾游 i 8200~7450B. P . 陶器胎 '1'炭化稻谷 、柄壳印痕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一十二一 一一←一_._---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句…---…- 一一--~ .~…_...._.一)一…干一

湖南省道县玉瞻岩 i 长江中游 : 12300士 1 200B .P . 炭化稀谷 、稻壳残片及桐柏硅体

湖南省茶陵独岭哟 ! 长江中游 i 约 7000B.P . 炭化稻谷、柄梳硅体

广东省英i古牛伫洞 [叩E叫甲游 ;Ul 阶~斗80ω0阳 !如丰稻阳月
河南省舞阳贾湖 ! 长江中游 i 8阴94但2~7邓868B . P . 炭化稻米 、稻杭T硅庄体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了一一一- 一 --'-1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陕西省内乡李家村 ; 长yT. 'I'游 ! 约 7600B.P. 红烧士中和壳的印娘
F牛..~......._--♂一一 千 叫一_..----】--护千千一------_....白白咱

江苏省连云港二涧村 ! 黄淮地l沃 ; 7885 土480B .P. 炭化柄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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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古稻田遗存

古稻田的发现对研究稻作起源和原始栽培具有重要意义 。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

汀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的东|天挖掘发现了 6000 余年前的水稻田 33 块，水沟 3 条，水

井(坑 )6 个 。水稻田大小不一，在 0 .9~ 12.6 m2 之间，成四角形 、长方形 、椭阴形或不规

则的浅坑状，坑深 0.2~0.5 m。有的水稻田有水 口相通，水流经水沟、蓄水井(坑)进入

水稻田 。在遗址的西区挖掘发现了与东区相似的水稻田 11 块， 水沟 3 条 ，水井(坑 )4

个，人丁.开挖的小水塘 2 个O上述水稻田具备了水团结构的雏形。在江苏连云港的藤花

落遗址(3900~3500B .P. ) ，不仅发掘 H1士了数百粒梗稻谷粒，还发掘出约 67时的古稻

田，有水口 、水沟 、水塘相连O

1997 年，在湖南省灌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较大面积的肯稻田 ，清理由 3 条田埂，田

埂之间为 2 块田 。从剖面观察，可分辨出稻基部租一根根向下延伸的根痕迹，辨识出 当

时的播种方式是撒播。稻田分 2 层 ， 下层泥土秸而紧密。用光谱法测定，该市稻田的年

代为 6629 士 896 年前。与此同时，还发现了与该古稻田相配套的原始灌溉系统，即有水

坑 3 个 、水沟 3 条。水坑高于稻田，直径 1.2~ 1.6 m ， 深约1.3 m ，有水沟连结通向稻田 。

这些国内外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古稻田及其原始灌溉系统， 证实 6500~7000年前长江

中下游已有相当高的原始稻作栽培水平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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