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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吉大319系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选育的优良食味广适水稻新品种，2018年通过国家审定。2015~2016
年参加早粳晚熟组区域试验，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亩产654.97 kg/667m2，比对照吉玉粳增产1.75%；2017
年参加生产试验，平均产量613.08 kg/667m2，比对照吉玉粳增产7.72%。该品种株型紧凑、分蘖力强，

籽粒灌浆速率快、抗倒伏、耐盐碱，米质达到国家《优质稻谷》标准2级，适应种植区域广泛。适宜在

黑龙江省第一积温带上限、吉林省中熟稻区、辽宁省东北部、宁夏引黄灌区及内蒙古赤峰地区的稻瘟病

轻发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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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ida 319 is a new rice variety with good taste and wide suitability, which was selected and bred by 
Plant Science College of Jilin University. It was registered in China in 2018. The average yield of 
regional test from 2015 to 2016 was 654.97 kg/667m2, which was 1.75%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variety Jiyugeng. This variety has compact plant type, strong tiller ability, fast grain filling 
rate, lodging resistance, saline-alkaline tolerance, rice quality conform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second-class edible japonica variety quality. It is suitable for planting in the lighter region of rice 
blast, Such as Upper limit of the first accumulative temperate zon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mid-maturing rice area of Jilin Province, The northeast of Liaoning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ir-
rigation area of Ningxia and the Chifeng area of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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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稻是仅次于小麦和玉米的第三大粮食作物，耕种和食用历史悠久。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和食用

水稻的国家，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就已有种植[1]。2021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世界上有 111 个

国家生产水稻，总种植面积约为 1.59 亿公顷，水稻在世界粮食生产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2] [3]。2021
年，我国水稻播种面积为 2992 万公顶，占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24.4%，稻谷总产量为 21284.42 万吨，

占粮食作物总产量的 31.2%。我国是水稻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全国有一半以上人口以稻米为主食[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粳米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因此，粳稻在市场份额中将越来越处于主导

地位[5]。大力发展粳稻生产，提高粳稻品质和产量，对保障我国人民口粮安全意义重大。 
吉林省地处我国东北部，既是农业大省，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光、温、水充沛，可以

为水稻的各个生长期提供充足养分[6]。在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条件下，东北粳稻以产量高、米质优、

食味品质好等优点著称于世。因此，100%的粳稻直接作为全国人民的口粮。在人口迅速增长，可耕地面

积无法增加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粳稻生产和提高粳稻总产，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7] [8]。水

稻产量的增加离不开品种的更新换代，20 世纪初至建国前，引种是吉林省更替水稻品种的重要手段之一。

建国后，吉林省水稻品种进行了五次大面积更新[9]。第一次品种审定高潮出现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

80 年代以日本品种占据主导地位，90 年代育成的长白 9 号等优良品种，彻底打破了日本品种占据吉林省

主导地位的局面，到 2005 年吉林省审定的第一个超级稻“吉粳 88”连续 4 年在吉林省推广面积占第 1
位[10]。自此，吉林省水稻单产上一个新台阶。而水稻新品种“吉大 319”则以超级稻吉粳 88 为母本，

由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选育。专家们经过多年努力，吉林与海南穿梭育种，通过人工杂交组配，后经

多代自交，选育出具有丰产、优良食味、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等综合性状优异的新品种，该品种 2018 年

通过国家审定，并已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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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育经过 

吉大 319 以粳型常规稻吉粳 88 为母本(♀)，通丰 9 号为父本(♂)，人工杂交组配，又经吉林与海南

多代自交选育而成(见图 1)。该品种在适宜栽种区域经多次栽种试验后，2015 年~2016 年参加国家区域试

验，2017 年参加生产试验，2018 年通过国家审定，审定编号为：国审稻 20180072。 
 

 
Figure 1. Genealogical breeding process of Jida 319 
图 1. 吉大 319 系谱选育过程 

3. 特征特性 

3.1. 植物学特性 

以理想株型[11] [12] [13] [14]为育种方向选育的吉大 319 具有众多优点，植株分蘖能力强，株型紧凑，

所占空间小，通风透风好，光合利用效率高。株高适中，平均株高 107.4 cm，平均穗长 17.4 cm，主蘖穗

整齐，每亩有效穗数 28.5 万穗，每穗总粒数 118.4 粒，着粒密度适中。穗部结实率高，可达 90%，千粒

重 23.5 克。 

3.2. 生物学特性 

吉大 319 为粳型常规水稻新品种。全生育期 151.4 天，比对照吉玉粳晚熟 5.3 天。幼苗健壮，叶片坚

挺上举，茎秆柔韧，持绿性好，抗倒伏能力强，落粒性好，便于机械化收获；因其中的亲本具有耐盐碱

性，因此，吉大 319 耐盐碱性好，在较重的盐碱地块种植，减产性小；抽穗后籽粒灌浆速率快，籽粒饱

满度好，后期能够活秆成熟。适应栽种的区域广，适宜在黑龙江省第一积温带上限、吉林省中熟稻区、

辽宁省东北部、宁夏引黄灌区以及内蒙古赤峰地区的稻瘟病轻发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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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抗病性 

在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苗期、成株期)进行人工接种，苗期分菌系人工接种，成株期对病区进行多点

异地自然诱发鉴定。经人工接种病级标准鉴定结果：稻瘟病综合指数两年分别为 1.7、0.4，穗颈瘟损失

率最高级为 5 级，中感(MS)稻瘟病。 

3.4. 稻米品质 

依据 NY/T593-2013《食用稻品种品质》标准和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验结果，

吉大 319 整精米率 70.2%，垩白粒率 8.7%，垩白度 1.6%，直链淀粉含量 15.1%，胶稠度 70.0 mm，检验

结果达到国家《优质稻谷》标准 2 级。 
分析吉大 319 的特征特性可知，该品种适合吉林省生态条件下的育种目标，突破了传统育种思维，

以理想株型为育种方向，最终选育出产量高、种植面积广、综合性状优异的国审品种。 

4. 产量表现 

吉大 319 于 2015 年参加国家早粳晚熟组区域试验，测得的平均产量为 630.89 kg/667m2，比对照吉玉

粳减产 1.62%；2016 年继续参加国家区域试验，测得的平均产量为 682.06 kg/667m2，比对照吉玉粳增产

5.51%；两年区域试验的平均产量为 654.97 kg/667m2，比对照吉玉粳增产 1.75%；2017 年参加生产试验，

测得的平均产量为 613.08 kg/667m2，比对照吉玉粳增产 7.72%。 

5. 栽培技术要点及实施步骤 

5.1. 播种 

考虑当地的气候条件，于 4 月初开始人工浸种。为保证出苗率，浸种后将种子放入催芽室催芽，待

种子露白后及时播种。播种时间为 4 月中旬(4 月 10 日~15 日)，采用人工播种，钵盘旱育苗，稀播育壮

秧，播种量为 350 g/m2。播种后的钵盘放入蒸汽棚内，待幼苗出土 1 cm~2 cm 后平铺入苗棚内，进行人

工管理。为防止幼苗徒长，苗期温度不易过高，待正午温度过高时应对苗棚及时通风，人工浇水及除草。 

5.2. 插秧 

当夜间温度稳定在 13℃以上时，秧龄长至 3.5~4 叶期时开始移载。秧田插秧密度为行株距 30.0 × 20.0 
cm。为保证秧苗存活率，每穴苗数不宜过多，插 2~3 株苗为宜，插秧宜浅不宜深，稀栽浅插育壮秧。平

稳促进、稳健生长。 

5.3. 施肥 

施肥量不宜过多，农民为提高产量，均存在化肥过量施用现象，这不仅增加了粮食生产成本同时，

还对粮食安全、土壤安全、水生态环境安全等造成现实威胁。因此，为防止施肥过多导致的土壤性状恶

化及有害病菌和有害金属超标，应科学施肥[15]-[21]。氮、磷、钾配方施肥，施纯氮 10~11.5 kg/667m2。

施肥比例为底肥:蘖肥:补肥:穗肥 = 4:3:2:1 比例分 4 次施肥；纯磷 60~80 kg，全部用作底肥；纯钾 90~120 
kg，分两次施肥，底肥:追肥比例 7:3。 

5.4. 管理 

田间管理同当地大田生产一致。按照浅水促蘖，深水护苗，湿润壮秧的模式进行[22] [23]。分蘖期保

持浅水，孕穗期适当加深，籽粒灌浆期干湿交替或浅水的灌溉方法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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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病虫害综合防治 

田间以预防为主，利用人工及药剂等措施综合防治。秧田期主要防治立枯病、青枯病；大田期主要

预防潜叶蝇、二化螟、稻水象甲、负泥虫、稻瘟病及纹枯病的发生。 

6. 适宜种植地区 

集众多优良性状于一身的吉大 319 适宜栽培地区广泛，可在黑龙江省第一积温带上限、吉林省中熟

稻区、辽宁省东北部、宁夏引黄灌区以及内蒙古赤峰地区的稻瘟病轻发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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