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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第四届优质水稻鉴评品种!系"
品质性状的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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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 过 对 参 加 吉 林 省 第 四 届 水 稻 优 质 米 鉴 评 的 ## 个 品 种 主 要 米 质 指 标 分 析 表 明 ，对 吉 林 省 优 质

粳 稻 品 质 影 响 最 大 的 是 加 工 品 质 ，其 次 是 外 观 品 质 ，最 后 是 蒸 煮 品 质 和 营 养 品 质 。 外 观 品 质 品 种 间 差 异 较

大 ，可 以 通 过 品 种 选 育 加 以 改 良 ，整 精 米 率 在 各 品 种 间 保 持 相 对 稳 定 ，并 与 其 他 指 标 关 系 复 杂 ，胶 稠 度 不 与

任 何 米 质 指 标 发 生 显 著 关 系 ，可 实 现 在 不 降 低 适 口 性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加 工 品 质 、外 观 品 质 的 改 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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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的 提 高 ，稻 米 质 量 引 起 越 来 越 多 的 关 注 。

作为我国优质粳稻的主产地，吉林省较早地开展了优质稻米栽培、加工和 优 质 品 种 的 选 育 研 究 ，并 于

#+,% 年开始优质水稻品种!系"鉴评，使吉林省稻米品质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有力的促进了吉林大米

产业化的发展。然而，相对于其他省份，吉林省优质粳稻品种选育还有许多需要提高的地方，因此，本

研究结合吉林省第四届优质水稻品种!系"的鉴评，试图通过各项米质指标相关性的研究，分析各项米

质性状的变化规律，找出影响吉林省稻米品质的主要障碍因素，以期为吉林省优质水稻品种的选育提

供参考。

! 材料与方法

!-! 材料

选择参加吉林省第四届优质水稻品种 !系" 鉴评的 ## 个新育成的粳稻品种：吉粳 ,,、吉粳 +(、

-&&&.(+、辉 选 +,/,、通 育 $#%、通 粳 %#-、九 稻 01、九 &#/2#&、丰 优 $#$、农 大 -#&&/1、延 粳 0&, 和 对

照品种秋田小町。

!-( 试验方法

在吉林省优质米生产区域，选择吉林省有代表性的优质米生产基地四平地区公主岭市、吉林地区

孤店子和通化地区梅河口市 $ 种环境条件下种植，并配以相同的栽培管理措施。

收获后每点取稻谷 #& 34 混合，存放 0( 5，随机取 # 34 稻谷送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进行稻谷品质测定。根据测定结果，对各米质达标情况、米质指标的变异度和米质指标间的相

关性进行分析。

" 结果与分析

(-! 主要米质指标达部颁二级标准情况

此次参加吉林省第四届优质水稻品种!系"鉴评的 ## 个新品种!系"，是吉林省育种科研单位两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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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育出的优质粳稻新品种!系"，代表着吉林省优质粳稻品种选育的最新水平。从表 # 可能看出，在 #$
项主要米质指标中，## 个品种有 % 项全部达到了部颁二级优质粳米标准，其中直链淀粉含量、透明度

和碱消值 & 项指标全部达到了部颁一级优质粳米标准。说明吉林省优质水稻品种选育在营养品质和

蒸煮品质上具有一定优势，食味好，具有很好的适口性，这也是吉林省优 质 稻 米 在 全 国 有 一 定 知 名 度

的主要原因。但对于决定稻米加工品质和外观品质好坏的整精米率和垩白粒率达标率分别为 &&’&(
和 )#’*(，尤其是整精米率其中两个品 种 为 部 颁 三 级 ，一 个 品 种 为 部 颁 四 级 ，这 是 吉 林 省 近 年 来 在 优

质水稻品种选育中单纯追求食味品质，而忽略了垩白小、整精米率高的稻米外观品质的结果。稻米整

精米率高，生产及加工经济效益也高，是控制生产、加工和销售三方面效益的因素。因此，依靠吉林省

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条件，发展优质名牌大米产业，开拓国内外市场，加 工 品 质 和 外 观 品 质 应 当 作 为

今后选育优质水稻品种的重点。

!"! 主要米质指标的变异度分析

从表 + 可以看出，虽然参评的 ## 个品种全部是吉林省两年来选育的优质粳稻新品种!系",但各项

米质指标的变异幅 度 差 别 很 大 ，以 外 观 品 质 变 幅 最 大 ，其 垩 白 度 和 垩 白 粒 率 变 异 分 别 达 到 )#’)*(和

*$’-.(， 长宽比和粒长变化也较大，变异系数为 *’)$(和 .’#%(。在加工品质中糙米率和精米率两项

指标相对稳定，变异系数分别为 $’*&(和 $’%)(，整精米率变幅较大，变异系数为 -’+#(。蒸煮品质中

胶稠度变化系数为 &’$)(，相对稳定。营养品质中直链淀粉含量和蛋白质含量两项指标变异系数分别

为 -’%+(和 &’#*(，变幅较小，相对稳定。由此可见，垩白粒率和垩白度、粒长等指标具有较大的变异

系数，说明这几项指标在品种间具有较大的差异，也就是说通过育种的选 择 ，以 上 几 个 指 标 有 很 大 的

改良余地。

!"# 主要米质指标间的相关性分析

米质性状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性，而这些性状也存在着复杂的遗传特点，某些性状的改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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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导致其他性状的相应变化。了解米质性状间的相关性，有利于在育种中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以协调它

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米质综合性状的全面提高。在多元相关中，由于两变量间的变化同时也受其

他变量的影响，因此，只有偏相关系数才能真实的反映各指标间的关系。 由 表 ! 可 以 看 出 ，吉 林 省 优

质粳稻品种中，糙米 率 与 精 米 率 呈 极 显 著 正 相 关 ，相 关 系 数 为 "#$%$ &’，整 精 米 率 与 粒 长 呈 极 显 著 正

相 关 ，与 长 宽 比 、直 链 淀 粉 含 量 、蛋 白 质 含 量 呈 极 显 著 负 相 关 ，相 关 系 数 分 别 为 "#()" %*、+"#(*( *$、

+"#($, *$ 和+"#(’, "’，说明北方粳稻大粒、椭圆粒品种整精米率高 。 但 整 精 米 率 高 的 品 种 直 链 淀 粉

含量、蛋白质含量相对较低，存在着加工品质与营养品质间的矛盾。粒长 与 长 宽 比 呈 极 显 著 正 相 关 ，

与直链淀粉含量呈显著正相关，长宽比与直链淀粉含量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大粒品种直链淀粉含量

高，但细长粒品种直链淀粉含量反而低，直链淀粉含量与米饭的粘性有关 ，适 中 的 直 链 淀 粉 含 量 决 定

米饭有较好的适口性。目前，日、韩优质粳稻品种以及中国传统粳稻品种 多 为 椭 圆 粒 形 ，虽 然 近 年 来

我省育种家们在细长粒形优质粳稻品种选育上做了大量工作，但还是没有很好解决品种外观品质与

食味品质方面的矛盾。另外，在所有的米质性状中，只有胶稠度一项未与 其 他 指 标 达 到 显 著 水 平 ，胶

稠度是影响稻米蒸煮品质及适口性的重要指标，就粳稻而言，胶稠度主要 受 品 种 特 性 控 制 ，不 易 受 外

界环境及栽培技术的影响。

! 讨 论

经过上述分析，对吉林省优质粳稻品质影响最大的是加 工 品 质 ，其 次 是 外 观 品 质 ，最 后 是 蒸 煮 品

质和营养品质。部颁优质粳稻二级标准达标率较低的两个米质指标整精米率与垩白粒率是影响稻米

品质最关键的两个因素，是稻米的市场竞争力和产业化开发的主要限制因 素 ，垩 白 率 变 异 系 数 较 大 ，

说明不同品种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整精米率变异系数较小，在各品种间 相 对 稳 定 ，达 到 优 质 标 准 比

较困难。

在对主要性状指标相关性分析中可以看出，整精米率与 粒 长 呈 极 显 著 正 相 关 ，与 长 宽 比 、直 链 淀

粉含量和蛋白质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说明整精米率与各性状指标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单一指标的

提高将很大程度上导致其他指标的变化，因此，提高整精米率将是今后我省水稻优质品种选育应当着

重注意的问题。垩白粒率只与垩白度呈极显著正相关，说明它们受品种本身遗传控制比较大，可以通

过新品种选育加以改良。胶稠度不与任何米质指标发生显著关系，因此，可以实现在不降低食用品质

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品质、外观品质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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