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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粳系列水稻品种!系"产量、米质与

农艺性状间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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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 用 %&’ 统 计 分 析 方 法 ，对 ($ 个 水 稻 品 种 !系 "的 产 量 、米 质 与 农 艺 性 状 间 的 关 系 进 行 分 析 。试

验 结 果 表 明 ，产 量 与 有 效 穗 数 、千 粒 重 、株 高 、每 穗 粒 数 、剑 叶 长 和 剑 叶 夹 角 的 偏 相 关 值 较 大 ，并 达 到 显 著 水

平 。米 质 主 要 指 标 ：整 精 米 率 与 株 高 、剑 叶 长 和 倒 二 叶 长 呈 正 相 关 ，与 千 粒 重 和 倒 三 叶 夹 角 角 度 呈 负 相 关 ；垩

白 与 每 穗 粒 数 和 千 粒 重 呈 正 相 关 ，与 分 蘖 和 有 效 穗 数 呈 负 相 关 ；直 链 淀 粉 含 量 与 分 蘖 、有 效 穗 数 和 倒 二 叶 宽

呈 正 相 关 ，与 每 穗 粒 数 呈 负 相 关 ；食 味 与 剑 叶 长 和 倒 三 叶 长 呈 负 相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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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优质一直是水稻育种工作的主要目标。高产与优质是一对矛盾，但这一矛盾是可以协调的，

辽粳 +)+ 和辽粳 (,+ 的选育成功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省水稻育种水平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平台，

如何使水稻超高产、更优质，我们进行了本项试验。实现育种上的跨越式 发 展 ，是 摆 在 育 种 工 作 者 面

前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和设计

试验材料：选用辽宁省稻作研究所选育的 #- 个新品系和 ( 个对照品种。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 / 行长，) 行区，行株距 0$ 1/2#030 1/，每穴 04+ 苗，+ 次重复，栽培管理同区域试验。调查的农艺性

状有株高!5#"、分蘖!5("、有效穗数!50"、成穗率!5+"、每穗粒数!5)"、千粒重!5."、剑叶长!56"、剑叶宽!5-"、
剑叶夹角!5,"、倒二叶长!5#$"、倒二叶宽!5##"、倒二叶夹角!5#("、倒三叶长!5#0"、倒三叶宽!5#+"、倒三叶夹

角 !5#)"和 小 区 产 量 !7$"。 品 质 性 状 有 糙 米 率 !7#"、精 米 率 !7("、整 精 米 率 !70"、垩 白 率 !7+"、蛋 白 质 含 量

!7)"、直链淀粉含量!7."和食味!76"。
!,( 分析方法

根据样本数量，采用 %&’ 统计分析方法，对产量与各农艺性状、品质性状的关系进行分析。各 品

系主要农艺性状见表 #，品质性状见表 (。

¡ 1  ¡ ¡ ¡ ¡ ¡ ¡ 
¡¢£¤ ¡¢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Y0 
93-77  1 100.2 16.34 10.4 63.6 107.5 22.4 29.76 1.33 6.87 29.88 1.32 10.7 33.16 1.27 15.8 509.14 
115  2 104.5 15.10  9.8 64.9 134.7 24.5 30.90 1.39 19.7 33.99 1.28 13.1 26.25 1.50 17.9 391.68 
¡ 294  3  96.6 20.71 15.6 75.3 104.3 22.1 27.11 1.16 14.6 30.58 1.08 13.4 25.23 1.16 17.7 526.04 
302  4  96.6 18.26 13.4 73.4 126.4 22.3 27.91 1.11 11.7 31.80 1.14 11.2 25.60 1.16 14.2 582.14 
96-333-1  5 106.4 19.38 20.6 90.5  63.5 23.8 32.03 1.16 15.2 35.70 1.40 12.6 29.00 1.42 16.5 504.70 
414  6 106.4 14.91 12.8 85.8 139.4 25.4 31.06 1.30 13.0 33.00 1.21 12.9 26.80 1.31 16.5 566.21 
N012-3  7 106.4 20.30 19.8 81.5  91.2 24.0 29.62 1.44 17.3 32.40 1.45 12.8 22.51 1.53 18.7 5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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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与分析

!"# 产量与各农艺性状间关系

产量与各农艺性状的回归方程!逐步回归"：
#$ %&’()’* +,)-./& +&,)&-/( +&)(*/* +

&.)0./012,)0(/-1&&2)-’/’1&&)-0/.+*),0/&2

方 程 中 被 引 入 量 为 /&、/(、/*、/0、/-、/’、/.、

/&2。其余未被引入是因为其相关系数接近于 $。偏

相关值及 曲 线 见 表 (。 从 方 程 中 可 以 得 出 品 系 高

产，应加强对千粒重和有效穗数的正方向选择；加

强剑叶长、宽和夹角的负方向选择，尤其是剑叶

宽 。 从 表 ( 可 以 得 出 ，产 量 与 有 效 穗 数 、千 粒 重 、

株高、每穗粒数、剑叶长和剑叶夹角的偏相关值较大，并达到显著水平。因此，辽粳系列高产新品种选

育，应注意对以上农艺性状的选择。

!"! 品质与各农艺性状间关系

品质与各农艺性状的相关系数!线性回归"见表 ,。由表 , 可以得出，糙米率与分蘖、千粒重和倒三

叶夹角角度呈正相关，与每穗粒数和倒二叶长呈负相关；精米率与分蘖和 有 效 穗 数 呈 正 相 关 ，与 每 穗

粒数呈负相关；整精米率与株高、剑叶长和倒二叶长呈正相关，与千粒重和倒三叶夹角角度呈负相

关；垩白与每穗粒数和千粒重呈正相关，与分蘖和有效穗数呈负相关；蛋 白 质 含 量 与 剑 叶 长 和 倒 三 叶

¡¢ 1 
¡¢£¤ ¡¢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Y0 
94-16-552  8 104.8 20.55 14.9 72.5 102.4 25.3 29.44 1.30 14.8 32.90 1.25 13.0 25.80 1.35 17.5 562.50 
91-120-1  9  99.1 21.50 15.3 71.2  80.5 26.4 28.85 1.33 15.7 30.80 1.34 11.5 24.20 1.37 22.5 566.21 
¡¢ 16(ck) 10  91.1 25.90 17.6 67.9  56.0 26.6 29.70 1.02 16.9 27.50 1.08 18.6 29.75 1.05 25.5 513.59 
96-333-2 11  93.6 19.90 14.2 71.4  83.3 24.9 25.70 1.23 16.3 29.90 1.22 12.0 22.10 1.21 25.0 511.37 
1996-12-1 12 109.4 20.40 14.6 71.6 118.3 25.3 29.99 1.47 17.0 

0 
33.30 1.47 13.7 24.10 1.50 20.2 514.33 

99-343 13 105.9 15.30 10.6 69.3 139.1 26.8 30.70 1.49 11.5 32.18 1.49 14.5 24.27 1.65 16.5 573.62 
1999-1-4 14  98.0 14.85  9.9 66.7 111.7 26.9 26.79 1.30 16.3 25.72 1.36 15.6 19.00 1.30 22.2 570.66 
94-100 15  95.2 23.95 17.8 74.3  95.1 22.0 26.61 1.23 18.5 27.44 1.11 17.5 20.30 1.29 28.0 545.46 
91-120-2 16 103.4 22.20 18.1 81.5  80.6 25.4 28.60 1.36 14.6 29.08 1.38 12.7 22.38 1.43 28.2 576.58 
99-94 17 111.4 22.55 16.0 71.0  81.0 24.2 27.12 1.16 25.5 31.00 1.12 19.0 24.11 1.13 23.0 555.09 
89-166 18 102.9 24.10 17.1 71.0  93.4 23.7 26.65 1.45 17.0 27.53 1.39 12.0 20.07 1.44 22.0 552.13 
98-355 19  90.7 24.30 16.1 66.3  88.0 25.4 23.15 1.33 19.0 24.45 1.29 13.5 17.42 1.47 28.5 602.52 
¡¢ 294(ck) 20 101.6 22.00 16.7 75.9  77.9 23.7 26.87 1.25 14.4 28.19 1.26 12.2 20.59 1.28 20.0 534.30 

 
¡ 2   ¡  ¡  ¡  ¡                                         %   

¡¢£¤ ¡¢ ¡¢£ ¡¢£ ¡¢£¤ ¡¢£ ¡¢£¤¥ ¡¢£¤¥¦ ¡ ¡ 
93-77  1 80 70 54  2 7.0 17.7 71 
115  2 80 70 52  3 7 .5 17.0 69 
¡ 294  3 82 72 54  2 6 .4 17.7 75 
302  4 76 64 64 25 5 .6 17.1 79 
96-333-1  5 82 74 60  3 6 .8 17.7 72 
414  6 80 68 48 15 5 .7 17.2 78 
N012-3  7 78 68 52  3 6.0 17.6 77 
94-16-552  8 82 74 60  2 6.0 17.5 77 
91-120-1  9 82 74 56  5 6 .1 17.7 76 
¡¢ 16 10 82 72 52  9 7.0 17.5 71 
96-333-2 11 80 72 54  8 5 .7 17.5 78 
1996-12-1 12 82 74 60  6 5 .7 17.6 78 
99-343 13 82 70 52 37 6 .1 17.9 76 
1999-1-4 14 82 66 36 11 6.0 17.4 77 
94-100 15 82 70 50  1 6 .1 17.4 76 
91-120-2 16 82 70 48  4 5 .9 17.5 77 
99-94 17 80 72 60  5 5 .4 17.7 80 
89-166 18 82 72 54  2 6 .2 17.7 76 
98-355 19 82 70 36  6 6 .2 17.5 76 
¡¢ 294 20 82 72 46  2 6.0 17.7 77 

 

表 $ 产量与各农艺性状偏相关值

偏相关 3 检验值 显著水平 4

5!#$6/&"% $)022 ’ 2)0(. ’& $)$2& *’
5!#$6/("% $)-0$ . ()’’’ ’0 $)$$2 &*
5!#$6/*"% $)0&- ( 2)0$2 ,’ $)$2( &2
5!#$6/0"% $)-,2 0 ()0-- ,, $)$$( &0
5!#$6/-"% 1$)’,& $ *)&*. 0’ $)$$$ 2,
5!#$6/’"% 1$),$$ $ &),,’ 0* $)&-( $0
5!#$6/."% 1$)-’$ $ ,)&2’ (. $)$$& ,$
5!#$6/&2"% $)(-0 0 &)(,’ 2,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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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试验采用的高淀粉品种和普通品种间、不同杂优模式品种间的对比研究所用品种都偏少，

气候因子的年际间波动也不同，有关方面的结论还需深入重复试验后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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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ª«¬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Y1  -0.071 0.320 0.154 -0.065 -0.319 0.377 -0.094 0.143 0.117 -0.312 0.171 0.256 -0.214 0.186 0.430 
Y2  0.194 0.439 0.369 0.057 -0.486 0.120 0.121 0.027 0.227 0.204 0.089 0.052 0.153 0.062 0.164 
Y3  0.401 0.031 0.158 0.192 0.004 -0.344 0.456 -0.188 -0.063 0.706 -0.101 -0.130 0.550 -0.164 -0.477 
Y4 0.019 -0.456 -0.452 -0.081 0.536 0.334 0.192 0.079 -0.346 0.138 0.141 0.023 0.051 0.165 -0.332 
Y5  -0.203 -0.105 -0.126 -0.249 -0.080 -0.075 0.357 -0.059 -0.159 0.077 0.005 -0.051 0.491 0.085 -0.142 
Y6  0.186 0.291 0.304 0.037 -0.404 0.075 -0.044 0.182 -0.092 -0.078 0.350 0.036 -0.011 0.162 0.048 
Y7  0.194 0.111 0.118 0.220 0.095 0.054 -0.404 0.072 0.189 -0.104 -0.016 0.043 -0.541 -0.077 0.133 

长 呈 正 相 关 ；直 链 淀 粉 含 量 与 分 蘖 、有 效 穗 数 和 倒 二 叶 宽 呈 正 相 关 ，与 每 穗 粒 数 呈 负 相 关 ；食 味 与 剑

叶长和倒三叶长呈负相关。

# 结论与讨论

单位面积有效穗数、每穗结实粒数和千粒重是构成水稻产量的三要素。从本试验可以看出，水稻

产量与有效穗数、千粒重、株高、每穗粒数、剑叶长、剑叶夹角的偏相关值较大，并达到显著水平。说明

目前辽粳系列水稻新品系的选育要想达到高产、超高产，从外部形态上应 适 当 增 加 植 株 高 度 ，剑 叶 再

稍长些、剑叶角偏大些，通过提高生物产量来提高经济产量。

米质主要指标：整精米率与株高、剑叶长度和倒二叶长度呈正相关，与千粒重和倒三叶夹角角度呈

负 相 关 ；垩 白 与 每 穗 粒 数 和 千 粒 重 呈 正 相 关 ，与 分 蘖 和 有 效 穗 数 呈 负 相 关 ；直 链 淀 粉 含 量 与 分 蘖 、有

效穗数和倒二叶宽度呈正相关，与每穗粒数呈负相关；食味与剑叶长度和倒三叶长度呈负相关。

评价米质的主要指标是整精米率、垩白度、直链淀粉和胶稠度。辽宁省水稻优质育种的首要目标

是改良外观品质，即降低垩白率、垩白面积*!/0+。而主要育种目标则是改良食味 ，120是 影 响 食 味

的最重要因素。综合两项因素，辽粳系列优质粳稻育种应以降低垩白率和直链淀粉含量为主，育种上

应注意选择分蘖力强、成穗率高、有效穗数偏多、穗粒数适中和千粒重较低的性状。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水稻育种应细分市场，选育适宜不同生态区的水稻品种。在育种目

标 上 应 具 体 分 为 , 个 系 列 ：超 高 产 系 列 、优 质 高 产 系 列 和 特 优 质 系 列 ，再 按 照 不 同 育 种 目 标 ，确 定 选

择压力。超高产系列品种的选育应适当增加植株高度，以选择大穗、大粒 性 状 为 主 ，兼 顾 有 效 穗 数 的

选择才能实现超高产目标。优质高产系列品种的选育应兼顾有效穗数、每穗粒数和千粒重 , 个性状的

选择，使群体结构协调发展，从而达到优质高产目标。特优质系列品种的 选 育 ，应 注 意 选 择 有 效 穗 数

中等、中穗型、着粒较稀和千粒重较低的品种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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