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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

整精米率 、垩白度 、垩白率是评价稻米品质的重要

指标 , 但是 , 整精米率 、垩白率和垩白度等米质性状受

环境影响大 , 不少新选育的优质品种在不同年份或异

地种植时 , 因发生较大的米质变化而影响了其应用价

值 [1 -6] 。

同时 , 稻米品质性状还与农艺性状存在复杂的关

系。由于大粒和优质往往难以协调 ,水稻育种界普遍认

为优质稻品种的千粒重应小于 28 g。厦门大学水稻育

种组在选育优质早籼稻新品种中 ,对优质亲本创建 、田

间选育方法和室内筛选技术进行不断创新和改进 , 自

创了特异性强的外观品质筛选器和 “速干促变” 、连续

多代“整体大样脱壳” 筛选技术 ,通过不断的探索和积

累 ,终于育成了大粒 、优质的早籼稻新品种佳辐占。该

品种来源于佳禾早占与佳辐 418(千粒重 36 g)的杂交

后代 , 于 2000年晚季定型 , 2003年通过福建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品种认定 , 已

在福建 、广西 、江西等地累计推广 36万 hm2 ,一般产量

400 kg/667 m2,最高单产超过 500 kg/667 m2;其千粒重

为 30 g , 品质性状基本达到部颁一级优质食用米标

准。

本文对 2000～ 2004年间各地生产的佳辐占的早

晚季的稻谷品质进行追踪分析 , 以探讨佳辐占稻谷品

质性状受环境因素的影响情况及其遗传稳定性 , 为今

后优质稻新品种的选育和生产应用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本试验分析的材料为籼稻品种佳辐占 2000 ～ 2004

年在福建省内 、外的早 、晚两季生产的稻谷。

1.2 样品分析

由中国水稻研究所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 、 福建省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和漳州市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按农业部标准 NY20-1986《优质食

用稻米》 、《NY/T593-2002》 、和 NY147-88《米质测定

方法》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佳辐占早稻米品质性状

从 2000 ～ 2004 年不同地区生产的佳辐占早稻谷

的品质表现看 (表 1), 佳辐占的品质性状基本达到部

颁一级优质食用米标准 ,但其品质表现在不同年份 、不

同地区有所变化 ,且各个性状的变异有所不同。表现最

为稳定的为粒长 、长宽比 、垩白度 、碱消值 、蛋白质含量

和胶稠度等 6个性状 ,除胶稠度在一个试验地点(2003

年早季沙县)为二级外 ,其余均符合一级优质食用米标

准;其次 , 透明度和精米率在大部分试验中达一级标

准;糙米率的表现也较为稳定 ,但一般表现为达二级标

准。

垩白率和直链淀粉含量的数值有所波动 , 但也符

合二级优质食用米标准。整精米率受环境因子的影响

最大 , 不同年份和地区的整精米率差异较大 , 特别是

2002年因受到罕见的长期干旱的影响 , 整精米率出现

大幅度降低。

2.2 佳辐占晚季稻米品质分析

从 2001 ～ 2003 年不同地区生产的佳辐占晚稻谷

的品质表现看 (表 2), 佳辐占晚季的稻米品质绝大部

分达到一级优质食用米标准。从总体上看 ,佳辐占的稻

米品质晚季略优于早季 ,性状稳定性则两季相似。在晚

摘 要:佳辐占是厦门大学水稻育种组采用一条自创的优质稻品种选育方法育成的千粒重达 30g的优质早籼稻

新品种 。本文跟踪分析了 5年中不同地方种植的佳辐占的稻米品质 ,结果表明 ,佳辐占的早 、晚季稻米大部分品质指

标基本符合部颁优质米一级标准 ,并表现出很好的品质性状遗传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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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变幅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地点

厦门

厦门

同安

厦门

海南岛

厦门

石狮市

沙县

周宁

厦门

糙米率

(%)
82.6
78.8

80.2
80.2
79.2

79.6
79.8

80.0
78.1
77.4

77.4～ 82.6
79.6
1.41

1.77
≥81

≥79

精米率

(%)
74.5
72.4

71.9
71.5
70.7

72.5
72.6

73.0
77.4
69.9

69.9～ 77.4
72.6
2.09

2.88
≥72

≥70

整精米率

(%)
51.8
44.8

53.6
26.3
43.4

47.5
56.1

70.0
69.9
55.5

26.3～ 70.0
51.9
12.83

24.73
≥59

≥54

粒长

(mm)
7.4
7.6

7.3
7.4
7.4

7.6
7.3

7.4
7.4
7.4

7.3～ 7.6
7.4
0.1

1.39
6.5～ 7.5
5.5～ 6.5

长宽比

3.9
3.7

3.6
3.5
3.6

3.6
3.6

4.0
3.7
3.6

3.5～ 4.0
3.7
0.15

4.21
≥3.0

2.5～ 3.0

垩白率

(%)
2

6

12

3

1

6

8

6

5

4

1～ 12

5.3
3.16

59.7
≤5

≤10

表 1 不同年份和地区佳辐占早稻米品质分析结果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变幅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地点

厦门

厦门

同安

厦门

海南岛

厦门

石狮市

沙县

周宁

厦门

垩白度

(%)
0.1

0.9
0.9
1.1

0.1
1.3
1.7

1.0
1.8

1.5
0.1～ 1.8

1.0

0.59
56.47
≤5

≤5

透明度

(级)
1

2

2

2

1

1

1

-
1

1

1～ 2

1.3

0.5
37.5
1

2

碱消值

(级)
7.0

7.0
7.0
6.8

6.9
6.7
7.0

-
7.0

7.0
6.7～ 7.0

6.9

0.11
1.61
≥4

≥4

胶稠度

(mm)
82

86

76

74

62

82

78

50

72

70

50.0～ 86.0
73.2

10.67
14.58
≥60

41～ 60

直链淀粉含量

(%)
13.6

13.8
14.2
15.4

15.5
16.1
15.4

18.0
16.8

16.5
13.6～ 18.0

15.5

1.39
8.98

17～ 22

≤25

蛋白质含量

(%)
10.0

8.4
8.3
10.0

9.4
8.6
9.9

-
9.6

9.3
8.3～ 10.0

9.3

0.68
7.37
≥8

≥8

季试验中 , 整精米率在不同年份和地区出现较大的差

异 ,其他性状则波动较小。粒长 、长宽比 、垩白度 、碱消

值 、 透明度和胶稠度等 6 个性状在各试验中均符合

NY20-1986一级优质食用米标准 ,糙米率 、精米率 、垩

白率 、 胶稠度和直链淀粉含量等 5个性状在各试验中

均达一级或二级标准。

2.3 佳辐占与其他优质品种米质的比较

以佳辐占 2000年在厦门生产的早稻米为例 , 与近

年来国内外优质品种的稻谷进行比较(表 3)。从表 3中

可看出 , 佳辐占各项指标略好于南方稻区和长江中下

游稻区优质稻品种的平均品质水平 , 可与泰国香米和

jamine85媲美。

3 小结与讨论

本研究跟踪分析了 5年中 10个产地佳辐占早稻

谷和 3年中 5个产地的佳辐占晚稻谷品质性状 , 结果

表明其外观品质性状稳定性最好 , 一般符合一级优质

食用米标准 , 证明我们对稻米外观品质的筛选方法是

有效而可靠的。可见通过育种家的努力 ,改进筛选方法

完全可以选育出千粒重大于 28 g的优质早籼稻品种。

由于水稻扬花到成熟历期较长 , 环境中气候条件

变化无常 ,尤其是各地的气温差异大 ,早季成熟期的高

温逼熟 ,都不利于淀粉粒的形成及发育 ,胚乳的结构也

随之改变 ,造成整精米率大幅度波动 [ 5]。相信将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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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年份及地区佳辐占晚稻米品质分析结果

2007年第 3期周少芸等:不同年份早籼稻佳辐占稻米品质性状分析

年份

2001

2002

2003

变幅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地点

厦门

厦门

南方区试

厦门

周宁

糙米率

(%)
79.1
80.7

79.5
79.8
79.6

79.1～ 80.7
79.7

0.59
0.75
≥81

≥79

精米率

(%)
71.6
72.4

71.1
72.1
79.3

71.1～ 79.3
73.3

3.39
4.63
≥72

≥70

整精米率

(%)
44.9
62.7

40.4
57.3
72.8

40.4～ 72.8
55.6

13.18
23.69
≥59

≥54

粒长

(mm)
7.6
7.7

7.7
7.8
7.4

7.4～ 7.8
7.6

0.15
1.99

6.5～ 7.5

5.5～ 6.5

长宽比

3.7
3.7

3.8
3.9
3.6

3.6～ 3.9
3.7

0.11
3.05
≥3.0

2.5～ 3.0

垩白率

(%)
1

10

3

2

6

1～ 10

4.4

3.65
82.88
≤5

≤10

年份

2001

2002

2003

变幅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地点

厦门

厦门

南方区试

厦门

周宁

垩白度

(%)
0.1

1.5
0.3
0.2

0.9
0.1～ 1.5

0.6
0.59
98.6

≤5

≤5

透明度

(级)
1

1

1

1

1

1

2

碱消值

(级)
7.0

6.9
7.0
7.0

-
6.9～ 7.0

7

0.05
0.72

≥4

≥4

胶稠度

(mm)
48

72

61

82

50

48.0～ 82.0

62.6
14.48
23.14

≥60

41～ 60

直链淀粉含量

(%)
16.4

17.6
18.1
17.1

17.8
16.4～ 18.1

17.4
0.67
3.83

17～ 22

≤25

蛋白质含量

(%)
8.7

10.0
-

11.1

8.7～ 11.1

9.9
1.2
12.09

≥8

≥8

南方稻区(15个) 长江中下游稻区(13个)性状

糙米率(%)
精米率(%)

整精米率(%)

粒长(mm)
长宽比

垩白率(%)

垩白度(%)
透明度(级)

碱消值(级)

胶稠度(mm)
直链淀粉含量(%)

蛋白质含量(%)

幅度

79.0～ 82.0
71.6～ 74.9

47.3～ 69.2

5.7～ 6.9
2.2～ 3.5

4.0～ 23

0.4～ 6.1
1～ 3

4.8～ 7.0

53～ 88

12.5～ 26.6

7.8～ 11.4

平均值

80.4
73.3

56.9

6.3
3.0

11.7

3.0
1.6

63.0

71.9
18.4

9.3

幅度

78.6～ 81.6
67.4～ 74.0

34.6～ 64.8

5.1～ 7.5
2.6～ 3.8

8～ 99

1.5～ 13.7
1～ 3

3.7～ 7.0

44～ 100

11.5～ 24.1

8.1～ 13.4

平均值

79.8
71.6

51.1

6.6
3.1

36.8

4.0
2.0

6.0

73.8
16.2

10.3

泰国香米

-
-

-

7.6
3.6

6.0

0.6
1.0

7.0

89.0
19.2

-

jamine85

-
-

-

6.9
3.2

15.0

1.5
1.0

6.0

68.0
17.8

-

佳辐占

82.6
74.5

51.8

7.4
3.9

2.0

0.1
1.0

7.0

82.0
13.6

10.0

表 3 佳辐占的稻米品质与国内外优质稻米比较

改进选育方法及进行分子水平的研究可选育出整精米

率相对稳定的优质早籼稻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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