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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01 中国水稻生产现状



世界vs.中国水稻生产现状

n 全球水稻种植面积24亿亩，其中亚洲为20亿亩（中国4.5亿亩），占比83.3%（18.7%），主要在东亚、东南亚
与南亚

n 全球水稻种植面积前五的国家：印度6.4亿亩（杂交稻占7.98%）、中国4.5亿亩（杂交稻占49%）、印度尼西亚
1.8亿亩、孟加拉1.7亿亩、泰国1.6亿亩

n 中国水稻种植面积约为4.5亿亩，平均单产472.2公斤（2020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倍，世界第一

n 预计2031年：中国稻谷生产和消费基本稳定在2.1亿吨左右



育种计划 发展目标
新世纪曙光计划——789目标

（1996年制订）

700公斤/亩（2000年）

800公斤/亩（2005年）

900公斤/亩（2015年）
超级稻“十一五”规划——6236工程

（2005年制订）

6年（2005-2010年）

20个主导品种

30%覆盖率

60公斤亩增
超级稻“十二五”规划——“3151”工程

（2009年制订）

30个品种

1000万公顷面积

50公斤亩增

100元节本增效

中国的超级稻发展计划

中国水稻生产现状



中国水稻生产现状-粳稻

~

~

~
l 我国是世界上粳稻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粳米几乎全部直接作为“口粮”

l 2021年，粳稻种植面积约为1.4亿亩，产量1391亿斤，年消费量1333亿斤，占稻谷总消费的

32.2%

l 我国粳稻种植面积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及黄淮稻区



中国水稻生产现状-粳稻

~

~

~

近20年，全国粳稻种植面积增加44.1%，总产量增加56.7%，单产提升9.6%



黑龙江水稻的品质

l 黑龙江省主栽水稻品种中，适宜第一、二积温带种植的品种品质均达国家《优质稻

谷》标准二级以上

l 其中：龙稻18、松粳28为黑龙江省品质达到国家《优质稻谷》标准一级的优质品

种

l 国家《优质稻谷》标准二级达标率由2015年以前的38%，逐年上升至目前的100%，

进一步提升了我省优质稻谷的发展进程



演化

PART02 日本水稻育种目标的
演化



日本水稻育种目标的演化

1946
产量

• 二战结束后
• 缺乏粮食

1970
食味

• 经济高速增长
• 目标越光

2000
多样化

• 消费减少
• 外出就餐
• 健康功能

~

~

~
~



PART03 寒地节水减排旱稻



黑龙江省积温区划图



节水抗旱稻

~

~

~

（上海农业基因研究所 罗利军）



寒地节水减排旱稻

~

~

~

我国水资源短缺VS 推广节水抗旱稻的生态效益

• 我国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全球水资源短缺，我国更是缺水大国，人均占有量只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水稻生产用水不足已成为继耕地之后，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 我国每年水稻用水量占全用水总量的45％以上�是耗水耗能第一大户，水稻面积扩张已呈极限（3000万公顷）并呈退缩之势。

• 每公顷水稻灌溉用水量高达12000立方以上�每产1公斤稻谷需耗1～2吨水�工业和城市用水及其它农业用水的迅猛增长也

使水稻灌溉越来越难以保证。

• 据测算�若将北方目前已处于枯水区的130万公顷水稻改为旱稻�每年可节约用水100多亿立方�相当于新建100多座国家大

中型水库年蓄水量�将大大缓解我国水资源紧缺状况。

• 推广抗旱、节水型稻作是保障我国稻作长期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出路�，发展旱稻生产�增强稻作抗灾力�同时用旱稻替代部

分水稻�节约有限水资源、能源�是我国21世纪稻作的理性选择。



寒地节水抗旱稻的减排效益

~

~

~

• 根据《全球甲烷评估》引用Saunois et al.(2020)的研究数据，全球农业领域甲烷排放约为1.4亿吨（畜牧业1.1亿吨，水稻种植0.3亿吨）。由于水

稻种植主要分布在亚洲地区，东南亚、南亚、中国、日本、韩国水稻田种植甲烷排放合计约为2600万吨，占全球水稻田甲烷排放总量的85%以上

• 全球20%的甲烷排放来自水稻种植。水稻种植的传统淹灌方式，会让水稻根系环境的厌氧甲烷菌大量产生，从而排放甲烷气体，以甲烷形态为主

的碳排放约占种植排放的90%以上，是水稻生产减排的重中之重。低甲烷稻与传统水稻相比，1亩稻田甲烷排放基本降低90%-95%，按照甲烷和

二氧化碳当量1：28的比例，能够少排大概400公斤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

• 水稻种植减排措施：一是育种：选育耐旱高产的优良水稻品种；二是耕作方式：提高稻田水分管理水平，干湿交替灌溉或种植旱地水稻；在确保

稻谷产量的前提下，节水抗旱稻模式为目前已知稻田甲烷减排效果最好的方法。



公司主要科研方向

寒地旱稻
水稻全生长周期可减少 70%灌溉用水资源，减少 90%的甲烷碳排放，与常

规水稻淹灌相比，节水抗旱稻旱管种植模式不仅节约了水资源，还能为我国

稻田生产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节能减排的同时，既可

以让农民大幅增收，又可以实现碳汇交易，属于低碳农业

植株最高可达 2 米左右，是水稻中的“巨人”，能大范围遮蔽下部的土

地，控制杂草生长，同时还能为稻田养殖的鱼类及家禽遮荫避凉，真正实

现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亩多收

寒地功能稻 “寒地低GI功能稻”通过改良稻米中的抗性淀粉含量，在保持东北粳米

口感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食疗效果，使人们可以放心吃米饭

寒地巨型稻

• 主要任务：秉承“匠心育好种，守护中国粮”的企业理念，围绕寒地水稻、盐碱稻、功能稻、旱稻等重点领域开展技术研发升级，提供技术

支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创建国家级寒地水稻育种研发平台，助力龙江现代农业快速发展，为实现绿色农业、低碳农业、功能农业提供科

技保障。  

科研
方向



PART04 功能稻与大健康



我国隐形饥饿状况堪忧

寒地低GI水稻

抗性淀粉含量＞3%

GI值＜50

常规水稻

抗性淀粉含量＜1%

GI值＞70

l 2021年发布的IDF《全球糖尿病地图（第10版）》数据显示，过去的
10年见（2011年-2021年）我国糖尿病患者由9千万增加至1.4亿，增
幅达56%，其中约7283万名尚未被确诊，比例高达51.7%

l 糖耐量受损（IGT）:2021年，我国越有1.7亿成年人伴有IGT，相比
2011年增长6倍

l 空腹血糖受损（IFG）：2021年，我国越有2700万成年人伴有IFG，
2045年这一数字或增长至月3000万

2000年

2256.48
万

2011年

9004.51万

20221年

14086.96万

2030年

16406.95万

2045年

17443.35
万

1.4亿            
糖尿病患者

5亿            
超重肥胖人口

4.2亿            
高血压人口

2亿            
血脂异常人口



现代人的饮食偏好正朝着功能融合方向发展

经济发展

三次功能   预防疾病

维持生命 成长

食味香气 食感

维持生命 成长

增进健康 美容

食味香气 食感

维持生命 成长

二次功能   美味

一次功能   营养成分



低GI旱稻育种项目

•为什么低GI而不是高抗性淀粉育种？基本保持食味品质不变

•穿梭育种- 海南进行加代育种1年3代，黑龙江进行测试和筛选

•多性状聚合- 耐旱性、食味品质、低GI （GI< 55）、丰产性、耐寒性、生育期等

•常规育种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相结合：

• MAS用的基因和标记

• 抗旱性 – Drot1

• 米质- BADH2，wxb

• 常规育种

• 回交转育- 黑龙江主栽优质香稻品种

• GI测定- 快速化学检测法

• 黑龙江测试点：测试和筛选生育期、丰产性、抗倒性以及抗病性等性状



水稻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Drot1

特异性基因位点



PART05 展望



功能稻的分类



功能稻米的多样化



水稻籽粒及功能物质定位



功能稻米的多样化

功能性大米

低升糖指数
大米

更新迭代

GABA大米

加工技术

低蛋白大米

临床实测

开启功能性大米
新时代

加强产品开发力度

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



功能稻米的多样化



GABA米的健康功能

       GABA已被证明在体内主要作为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发挥作用，具有刺激大

脑的血液流动、并增强脑细胞的代谢功能。GABA的主要功能包括以下几点：



转基因技术-真正的有色米



转基因技术-人血清白蛋白



大美龙江产业公司简介

种业创新中心落户哈尔滨松北自贸区

省农科院国际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市农科院协议和松北新区招商协议

大美龙江（黑龙江）产业集团

• 成立于2021年2月，创建于哈尔滨自贸区，注册资金1亿元，旗下拥有大美龙江种业创新中心、黑河

农耕大健康食品等公司，创始人付珈洋先生获得中国品牌创始人传承大会授予的品牌终身成就奖，

“大美龙江”品牌价值110.26亿 

大美龙江（黑龙江）种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 成立于2022年11月21日，法人付珈洋，注册资金 1000万。坐落在哈尔滨市松北国家级自贸区，携

手省、市农业科学院，建立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及企业孵化三大板块，打造一流企业种业创新平台

• 2022年8月与哈尔滨市农科院签订《合作协议》充分发挥双方优势、优势互补、整体推进植物品种的

更新换代,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落地转化。2022年12月9日依托李继明团队与松北新区签订《哈尔滨新

区招商项目入区协议书》，是松北新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之一

• 2023年7月荣获“市级博士后创新基地”称号



欢迎批评指正！

大美龙江种业创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