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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熟期水稻品种的产量、品质及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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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水稻中熟品种、中晚熟品种和晚熟品种3个熟期的近5年区域试验产量及米质
分析化验结果�得出中晚熟品种的平均产量、品质及效益都优于中熟品种和晚熟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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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专家预测�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总体上对农业生产的冲击很大�从局部来看对水稻尤
其是北方粳稻的生产也许机遇大于冲击。从国内稻米市场分析看�北方优质粳稻稻米所占
市场份额逐年提高�价位优势明显�这就给我省优质、高效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但是目
前我省在水稻生产上还存在很多误区�特别是片面追求高产而盲目种植晚熟品种的做法十
分突出。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达到高产的目的�而且导致品质、效益下降�与优质高效的目标
背道而驰。本文从产量、品质、效益3个方面分析探讨了不同熟期品种在水稻优质高效生产
中的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产量材料来源

材料来源于吉林省1997～2001年区域试验参试材料中的95个中熟品种�123个中晚熟
品种和98个晚熟品种的试验结果。并对其产量构成因素和产量进行了统计分析。
1∙2　米质分析

数据材料来源于2000～2001年吉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品种及通化市农科院部
分品系的化验资料和2001年省优质米鉴定参评品种（系）。这些资料全部都是在国家米质
分析检测中心化验�共统计了10个中熟品种、17个中晚熟品种及14个晚熟品种。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熟期品种产量分析

近几年的气候基本上保持高温、少雨的天气�因此�普遍认为近几年的晚熟品种产量一
定会很高。其实不然�虽然连续高温�但是晚熟品种的产量还是低于中晚熟品种的产量。

从表1的产量构成因素来看�有效穗数以中熟品种为最多�达406∙5万穗／hm2�比中晚
熟品种多13∙5万穗�比晚熟品种多10∙5万穗�中晚熟品种和晚熟品种之间差异不大。一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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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97～2001省区试产量统计结果
处　理

株高
（cm）

穗数

（万／hm2）
穗粒数
（粒／穗）

空秕率
（％）

千粒重
（g）

产量

（kg／hm2）
增产
（％）

中 熟 品 种 97∙1 406∙5 95∙2 12∙4 26∙2 7906∙5 0
中晚熟品种 102∙9 393∙0 101∙4 13∙5 26∙2 8617∙5 9∙0
晚 熟 品 种 104∙5 396∙0 100∙0 14∙2 26∙2 8364∙0 5∙8

粒数以中熟品种最少�只有95∙2粒�比中晚熟品种和晚熟品种分别少6∙2粒和4∙8粒�中晚
熟品种和晚熟品种之间差异不大。空秕率以中熟品种最少�为12∙4％�其次是中晚熟品种
13∙5％�空秕率最多是晚熟品种�高达14∙2％。饱满千粒重没有差异�说明各熟期品种的子
粒大小趋于一致。从以上产量构成因素分析看�中熟品种的成熟好�有效穗数多�但一穗粒
数减少过多�产量反而比中晚熟品种和晚熟品种减少9∙0％和5∙8％。中晚熟品种和晚熟品
种之间�即使近几年没有遇到明显的低温冷害�各自的产量构成因素差异不大�但晚熟品种
生育期长�成熟度差�空秕率高于中晚熟品种�结果晚熟品种的产量低于中晚熟品种3∙2个
百分点。

我省地处寒冷稻作区�虽然各别年份遇到高温时晚熟品种的产量高于其它熟期的品种�
但多数年份由于晚熟品种的生育期长�成熟度不好导致产量降低�品质下降。这再一次证明
了我省水稻的产量主要取决于成熟度的提高�因此�不能盲目追求高产而种植晚熟品种�平
原区还应以中晚熟品种为主栽品种。
2∙2　不同熟期品种的品质分析

不同熟期品种的品质化验结果表明�水稻品种的品质因熟期不同有很大差异。
表2　不同熟期品种的品质化验结果

　处　理
糙米率
（％）

精米率
（％）

整精米率
（％）

垩白率
（％） 垩白度

胶稠度
（mm）

直链淀粉
（％）

蛋白质
（％）

成熟期
（d）

中 熟 品 种 83∙2 75∙7 66∙1 25∙3 3∙4 84∙2 18∙1 8∙2 133～137
中晚熟品种 83∙4 76∙0 67∙5 24∙8 3∙2 78∙8 17∙7 7∙8 138～142
晚 熟 品 种 83∙1 75∙5 66∙7 26∙6 3∙2 77∙9 17∙5 7∙7 143～147

　　表2所示�成熟期对稻谷的糙米率、精米率及整精米率都有影响�特别是对整精米率的
影响更大。中晚熟品种的整精米率明显高于中熟品种和晚熟品种�分别高1∙4个百分点和
0∙8个百分点。晚熟品种的整精米率低是由于熟期长�成熟度下降造成的；中熟品种的成熟
度好�造成整精米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出穗早�成熟过程中温度较高�致使成熟后米粒表面
脱水过快�导致子粒内外脱水程度的差异�形成裂米使碎米增加所致。外观品质上中晚熟品
种的垩白粒率和垩白度也明显低于晚熟品种和中熟品种�其中垩白粒率分别低1∙8个百分
点和0∙5个百分点。这也和品种的熟期有关�晚熟品种成熟期晚�成熟不充分的情况下淀粉
的排列松紧度有差异�造成腹白增加�垩白粒率随之增加；而中熟品种的出穗过早�高温情况
下米粒中淀粉的聚积过快�淀粉排列发生紊乱�松紧度不一致�心白增加�垩白粒率也就增
加。从食味品质分析看�成熟期的不同胶稠度、直链淀粉、蛋白质含量表现为越早熟越高的
趋势�这说明越是晚熟品种其食味就越好。因为出穗越早出穗后温度高吸氮快但时间长�米
粒中氮积累就多�蛋白质含量增加�成熟过度也会造成胶稠度和直链淀粉含量的增加。

总之�不同熟期品种间米质的差异大部分都与出穗期早晚和出穗后的温度有关。北方
稻区秋季昼夜温差大�气候变化剧烈�温度下降快。各熟期品种出穗期虽然只有5天差异�
但这5天一般都在较高温度时期�积温相差120～135℃�对各熟期品种的品质影响很大。

由表3看出�从不同熟期品种的品质达到一级标准出现的频率看�还是中晚熟品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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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次为晚熟品种�最少的是中熟品种�生产上利用优质品种时�要充分考虑这一点。
表3　不同熟期品种一级品质标准达标率

　处　理
糙米率
（％）

精米率
（％）

整精米率
（％）

垩白率
（％） 垩白度

胶稠度
（mm）

直链淀粉
（％）

蛋白质
（％）

中 熟 品 种 70∙0 100∙0 60∙0 0　 10∙0 100∙0 40∙0 50∙0
中晚熟品种 70∙6 100∙0 70∙6 0　 17∙6 64∙7 58∙8 35∙3
晚 熟 品 种 71∙4 85∙7 64∙3 7∙1 14∙3 64∙3 64∙3 28∙6

2∙3　优质米品种的效益分析
表4　不同熟期品种的效益分析

　处　理
产量

（kg／hm2）
稻谷

（元／kg）
收入

（元／hm2）
增收

（元／hm2）
增收
（％）

整精米
率（％）

整精米数

（kg／hm2）
大米

（元／kg）
收入

（元／hm2）
增收
（元）

增收
（％）

中 熟 品 种 7906∙5 1∙18 9329∙7 0 0 66∙7 5274 1∙7 8965∙8 0 0　
中晚熟品种 8617∙5 1∙18 10168∙7 839∙0 9．0 67∙5 5817 1∙7 9888∙9 923∙1 10∙3
晚 熟 品 种 8364∙0 1∙18 9869∙5 539∙9 5∙8 66∙1 5529 1∙7 9399∙3 433∙5 4∙8
　　由表4看出�3个熟期的品种�如按国家三等粮的价格出售时�中晚熟品种产量高�比中
熟品种增收839∙0元／hm2�增幅9％；晚熟品种因产量低于中晚熟品种�因此比中熟品种增收
539∙9元／hm2�增幅5∙8％。如果把3种熟期的品种加工成大米�大米以1∙7元／kg出售时�
因为中晚熟品种的整精米率最高�增收幅度比出售稻谷时还要增加�比中熟品种增收923∙1
元／hm2�增幅为10∙3％�比出售稻谷时多增收84∙1元／hm2；晚熟品种的整精米率没有中熟品
种高�加工成大米出售时只增收433∙5元／hm2�增幅为4∙8％�比出售稻谷反而下降1∙0％。

由此可见�中晚熟品种不仅稻谷产量高�出米率也高�其经济效益与晚熟品种相比�出售
稻谷时高3∙8％�出售大米时高5∙5％。因此�不管是从生产优质稻谷的角度还是生产一般
商品粮的角度�从长远利益上看�要获得稳产、高产、高效还是种植中晚熟品种为上策。
3　小　结

虽然近几年保持持续高温的气候�但从多年平均产量看�中晚熟品种的产量高于晚熟品
种�所以从稳产、高产的角度看�应种植中晚熟品种。3种熟期品种的品质分析结果比较�综
合品质的评价以中晚熟品种优于中熟品种和晚熟品种。从优质的角度看也应种植中晚熟品
种。3种熟期的品种不论出售稻谷还是出售大米�都是中晚熟品种经济效益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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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Yield�Quality and Benefit in Different Maturing Varieties of Rice
YAN Guang-bin�LI Yan-li�WANG Wan-cheng�et al∙

（Tonghua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Hailong135007�China）
Abstract：We analyezed the yield�quality and benefit of three maturing types varieties of rice ac-

cording to five years regional experiment in this article．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middle-late-maturing
varieties are the highest in average yield�quality and benefit than middle-maturing and late-maturing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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