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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栽培环境及氮肥用量
对稻米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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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吉 林 省 种 植 的 优 质 米 品 种 为 研 究 试 材 ，探 讨 不 同 产 地 、不 同 气 象 条 件 及 不 同

施 肥 水 平 对 稻 米 品 质 的 影 响 。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抽 穗 后 ’& ) 的 气 温 较 高 、昼 夜 温 差 大 、日 照 充

足 是 提 高 稻 米 品 质 的 重 要 气 象 条 件 ； 平 原 地 区 生 产 的 稻 米 品 质 优 于 半 山 区 或 盐 碱 地 区 ；氮

肥 用 量 过 多 将 增 加 稻 米 中 的 蛋 白 质 含 量 ，粘 性 降 低 影 响 食 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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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水稻生产的发展和产量的增加，人们对稻米品质的要求日益提高，加之国内外

稻米市场竞争激烈，优质与劣质米差价日益扩大。培育优质米品种以提高稻米的市场竞

争力，增加稻米生产效益将是促进稻米生产发展的重要手段。从稻米生产角度看，影响

稻米品质性状的因素包括品种、产地、气象条件、栽培技术、贮存和加工等。因此，对不同

年份、不同施肥水平和不同产地对稻米品质的影响进行了试验，为我省优质米生产和提

高稻米经济效益提供科学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不同年份稻米品质的差异

试验年份选择 "--. 年和 "--/ 年，探讨成熟期间的不同气温对稻米品质的影响。品

种为雪峰、农大 $ 号、九稻 "-、超产 " 号和超产 ’ 号。

!+( 不同施肥水平对稻米品质的影响

品种选用雪峰、秋光、秋田小町 $ 个品种。施肥水平设高肥区施纯氮 "%& 01 2 34’，底

肥施 5、6 各 "+& 01 2 34’；标 准 施 肥 区 施 纯 氮 "$& 01 2 34’，底 肥 施 5、6 各 "+& 01 2 34’，施

肥比例为底肥 7分蘖肥 7穗 肥 .7$7$。 另 设 有 机 肥 区 每 公 顷 施 腐 熟 农 家 肥 "+ 8， 约 含 纯 氮

"$& 01，$ 次 重 复 ，小 区 面 积 ’& 4’，. 月 "& 日 播 种 ，+ 月 "9 日 插 秧 ，每 穴 ’:$ 株 ，其 它 管

理同一般生产田。收割 $ 个月后测定稻米品质。

!+# 不同产地稻米品质的差异

选用优质米品种雪峰，试验地点选择有代表性的 $ 个地区 . 个地点。平原暖温半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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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地区公主岭和梨树，活动积温 ! "#$%& $$$ ’·(，#%) 月日照时数 * !$$%* &#$ +，河淤

冲积土，土壤 ,-./#；平原温和湿润地区双阳，活动积温 ! 0$$%! "#$ ’·(，#%) 月日照时

数为 * *#$%* !#$ +，河淤土，土壤 ,-.；平原暖温半盐碱地区松原，本地区活动积温

! "$$%& $$$ ’·(，#%) 月日照时数 * &$$%* 1$$ +，属盐碱地，土壤 ,-"/#。试验田统一标

准进行管理，测定不同产地的稻米品质。品质分析委托中国水稻所和日本中国农试场进

行。

! 结果与分析

!"# 不同年份稻米品质差异

水稻抽穗后 1$ ( 的最适日平 均 温 度 为 !!%!#’，如 果 低 于 !!’，千 粒 重 降 低 ，青 米

粒和碎米增加；高于 !#’淀粉积累受阻，乳白米和背白米等不完全米增加。昼夜温差为

昼温 !0’，夜温 *0’，昼夜温差 *$’左右是提高成熟度的最佳温度。日照充足是提高产

量、外观品质和成熟度的重要条件 2*，!3。

为了探讨抽穗成熟期间的气温条件对稻米品质的影 响 ，选 用 # 个 品 种 对 *))1 年 和

*)). 年稻米品质进行比较。

*))1 年 与 *)). 年 抽 穗 后 1$ ( 的 日 平

均温度变化如图 *。由图 * 可见，*))1 年与

*)). 年 的 日 平 均 温 度 变 化 到 抽 穗 后 !$ (
有 很 大 差 异 。 为 此 将 *))1 年 与 *)). 年 抽

穗 后 !$ ( 和 1$ ( 的 气 温 条 件 进 行 进 一 步

比较4表 *5。

从 表 * 可 见 ， 抽 穗 后 1$ ( 的 总 积 温 *))1 年 比 *)). 年 高 *!/#’·(，*))1 年 日 平 均

温度略高于 *)). 年；抽穗后 !$ ( 的气温条件则相反，*)). 年比 *))1 年总积温高 !$/1’
·(， 日 平 均 气 温 高 *’， 昼 夜 温 差 大 *’。 抽 穗 后 1$ ( 和 !$ ( 的 日 照 时 数 ，*)). 年 比

*))1 年分别多 !&/0 + 和 ./. +。

稻米品质的比较见表 !。由表 ! 可见，碾米品质的 & 项指标中，精米率和整精米率不

同年份间差异较大，尤其是整精米率，*)). 年比 *))1 年高 #6左右。从气温条件分析，抽

穗后 1$ ( *)). 年虽然不如 *))1 年，但抽穗后 !$ ( *)). 年却 优 于 *))1 年 ，说 明 抽 穗 后

!$ ( 的气温条件也是影响稻米品质的关键条件。

外观品质各项指标中，*)). 年比 *))1 年粒长和长 7 宽有略大的趋向，这也说明了抽

穗后 !$ ( 气温条件的重要性。垩白率和垩白度总的趋向是 *)). 年略低于 *))1 年。

蒸煮食味品质的 & 项指标中，*)). 年比 *))1 年蛋白质含量略高，胶稠度低，但直链

淀粉含量明显降低。表明抽穗后 !$ ( 高温有利于降低直链淀粉含量，但不利于蛋白质

含量的降低。

15

20

25

30

1 6 11 16 21 26 31 36

¡¢£¤¥¦(d)

¡¢
£¤
¥

1994£
1997£

图 # 成熟期日平均温度变化

表 # 抽穗成熟期间温度比较

年份 抽穗后天数4(5 积温4’5 日平均温度4’5 日平均最高温度4’5 日平均最低温度4’5 日照时数4+5

*))1 年 !$ 100/& !&/& !./0 *)/# *!$/0
1$ )*#/) !!/) !./1 *)/$ !#"/0

*)). 年 !$ 1"0/. !1/& !)/$ *)/) *!"/&
1$ )$&/1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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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施肥水平对稻米品质的影响

氮肥的施用量及施用方法直接影响稻米品质，氮肥施用量过多或水 稻 生 育 后 期 施

用氮肥使稻米中的蛋白质含量增加而降低食味 !"#。本研究探讨了氮肥的施用量和有机肥

对稻米品质的影响$表 "%。

从表 " 看出，雪峰和秋光品种高肥区的 & 项指标中精米含氮量均比标准肥区高，其

幅度为 ’()*’(；粘性降低 *+()’+(，食味值也明显下降。

施用有机肥区$秋田小町%与施用化肥区比较，施用有机肥区的粘性和食味值明显增

加。

!"# 不同产地稻米品质的差异

不同产地稻米品质的差异见表 ,。由表 , 可见，" 个区域内的碾米品质差异不大，只

是盐碱地区的整精米率较其它地区稍差些；外观品质垩白率明显比其它地区高，粒长也

略短，说明盐碱地区水稻生长发育受到抑制；盐碱地区的胶稠度和直链淀粉含量比其它

地区差，但蛋白质含量无明显差异。以上结果说明，不同产地间的生态环境稻米品质有

差异。

表 ! 不同年份稻米品质差异

年份 品种
糙米率 精米率 整精米率 粒长

长 - 宽
垩白率 垩白度 透明度 碱消值 胶稠度 直链淀粉含量 蛋白质含量

$(% $(% $(% $..% $(% $(% $级% $级% $..% $(% $(%

/00, 雪峰 1*2’ 3’20 &"2’ ’2+ /23 /32+ &2+ * 3 0,2+ /32& 12&
农大 " 号 1*23 3,2+ &"2, ,20 /21 "2+ +2, * 3 3*2+ /12’ 321
九稻 /0 1*23 3/2’ &*2’ ,20 /2& ’*2+ ,2’ * 3 332+ /02* 12*
超产 / 号 1,2/ 3&23 3"2" ,2& /2& ""2+ ,2, * 3 1’2+ /12, 32/
超产 * 号 1"23 3"2& &"23 ,20 /23 ,,2+ ’2/ * 3 0/2+ /121 32&
平均 1"2/ 3"20 &’2" ,20 /23 "+21 ,2/ * 3 1"21 /12’ 320

/003 雪峰 1*21 3"2& &&20 ’2/ /23 *&2+ ,2* * 3 3,2+ /32& 121
农大 " 号 1"2& 332* 3,2* ’2/ /23 *,2+ ,23 * 3 3/2+ /&2& 02+
九稻 /0 1"2+ 3’2+ &,2& ’2+ /23 ,2& ’2& * 3 &,2+ /12& 12*
超产 / 号 1,2+ 3321 3,2+ ,20 /2& **2+ ,2, * 3 &12+ /&2, 320
超产 * 号 1*21 3,21 3/2+ ’2/ /21 *32+ ,2" * 3 312+ /’21 321
平均 1"2* 3’23 3+2/ ’2+, /23 *020 ,2& * 3 3/2+ /32+ 12"

表 # 不同施肥水平对稻米品质的影响

品种肥量 精米 4$(% 精米 5$(% 精米 67$(% 直链淀粉含量$(% 粘性$分% 食味值$分%

雪峰$高肥% /2*01 +2’// +2*,1 +2/’& +2,"’ +2",3
雪峰$标准肥% +203+ +2,/+ +2*++ +2/3* +200+ /2/++
秋光$高肥% /2/,+ +2,*+ +2/&1 +2/31 +2&’+ +2"0+
秋光$标准肥% /2/++ +2"1+ +2/&+ +2/3" +231+ +2’0+
秋田小町$有机肥% /2+"3 +2,", +2*+’ +2/&* +20’0 /2+/*
秋田小町$标准肥% /2+"3 +2,0& +2*"+ +2/’* +21&+ +2’&&

表 $ 不同产地稻米品质差异

地 区
糙米率 精米率 整精米率 粒长

长 - 宽
垩白率 垩白度 透明度 碱消值 胶稠度 直链淀粉含量 蛋白质含量

$(% $(% $(% $..% $(% $(% $级% $级% $..% $(% $(%

公主岭 1*2,3 3"20, &"2’, ’2+ /23 /3 &2+ / 3 0, /32& 12&
双 阳 1"2/* 3’2*, &"2,+ ,20 /2& /1 12& * 3 01 /12+ 123
梨 树 1"20* 3’23/ &*2*+ ,23 /2& *’ 12+ * 3 0" /321 321
松 原 1*2++ 3"2/+ &/2/+ ,23 /2& "/ 12/ * 3 1’ /0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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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论

稻 米 品 质 在 不 同 年 份 、不 同 产 地 、不 同 施 肥 水 平 条 件 下 差 异 较 大 。 据 报 道 ，抽 穗 后

!" # 的气温条件对稻米品质影响很大。本试验表明，抽穗后 $" # 的气温较高、昼夜温差

大和日照充足也是提高稻米品质的重要气象条件。氮肥施用量过多将增加稻米中的蛋

白质含量，粘性差，降低食味值。为此，正确使用氮肥是提高食味品质的重要措施。

不同产地间比较，在平原区生产的稻米品质好于半山区或盐碱地区，说明优质稻米

品质除受气象条件影响外，还受土壤条件的影响，盐碱地区不适宜优质米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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