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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 黑 米 的 主 要 营 养 成 分

及 其 利 用价值
’

高 如 篙

( 西北农学院农学系 )

陕西黑米原产陕西洋县一带
,

栽培历史悠久
。

据古农书记载
, 此米具 有

“ 开 胃 益

中
,

滑涩补精
” 和 “ 补肺

、

缓筋 ” 之功能
,

历史上曾作为贡品进献皇窒
。

由午 此 种 水

稻植株高大
,

叶片宽披
,

不耐肥
,

易倒伏
,

不抗 稻 瘟 病
,

产量低
,

一般亩产 只 有 3 00

~ 40 。斤
,

故长期以来在我省陕南稻区只有零星种植
。

解放后
,

我省的水稻 研 究工作者

对黑米农家品种 ( 属釉型粘稻 ) 进行了许多研究和改良
。

从中选育 出了一些矮秆糯性品

种
,

这种矮黑糯植株较矮
,

耐肥
,

抗倒
,

亩产可达 70 0斤左右
。

长期以来
,

洋县稻区农民对黑米的利用价值传说甚多
:

有的说它能治多种 人 体 疾

病
,
有的说它富含营养

,

是珍贵的滋补食品云云
,

但缺少科学依据
。

为了弄清 这 个 问

题
,

我们于 1 98 3年对黑米的主要营养成分进行了一些分析
,

并对洋县黑稻和矮黑糯稻进行

了州些栽培试验
,

现将所取得的结果分述如下
:

一
、

陕西黑米的主要营养成分

( 一 ) 蛋白质含量

似 1 9 B Z~ 1 9 8 3年所收获的洋县黑稻
、

矮黑糯
、

南京 1 1
、

威优 圭 ( 成 20 A x 圭6 3 0 )

和威优 6 号 的稻米为供试材料
,

以国内大米质量标准和国际稻米的一般蛋白含 量 资 料

作对照
,

测定比较结果如表一
。

表一 的结果表明
:

①洋县黑米和矮黑糯糙米中的蛋白质含量分别为 1 1
.

8 0 8%和 9
.

5 60 %
,

均显著 高 于

南京 1 1
、

威优圭和威优 6 号
。

比国内大米质量标准高透
。
5 08 鱿和2

.

76 %
,

比国际大米 质

最标准高3
.

8 08 %和2
.

06 %
,

属于高蛋白品种
。

②在洋县黑米中
,

糙米中的蛋白质含量比精米要多出2
.

5 42 %
。

据研究
,

糠 层 中
,

琴皮和种皮约占35 一 40 %
,

糊粉层占60 一 65 %
。

就整粒糙米的组织结构而言
,

糠层约占

早~ 石%
,

种胚约占 2 一 3 %
,

合计 8 一 9 %
,

这些部分中富含蛋白质
,

在精碾时都会

此项工作受到省种子公司方永顺
,

汉中地区 农科所赵志杰
、

吴升华 同志的大力支持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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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陕 西 黑 米 的 蛋 白 质 含 量

品 种 价{昌债誉翻碱
)

…测 定 单 测定时间

洋县黑米精米

洋县黑米糙米

矮黑糯糙米

南京 n 糙米

威优圭精米

威优 6 号糙米

国内大米质量标准

国际大米质量标准

8
。

7 6 6

8
。

5 0 0

1 1
。

3 0 8

9
。

5 6 0

7
。

3 8 9

7
。

6 6 8

7
。

4 5 1

6
。

8 0 0

7
。

5 0 0

西农中心实验室

陕西省粮油检测站

西农中心实验室

1 9 8 3

1 9 8 1

19 8 3

陕西省粮油检测站

引自丁
o h n s o n

等

19 8 1

19 7 4

注
:

西农测定的仪器为 M P S
一 50 。。型多用 自记分光光度计

,

样 品为大米风干 粉碎
。

被除去
,

因此
,

在利用黑米时应保留糠层和种胚
。

③矮黑糯糙米的蛋白质含量略低于洋县黑米
。

( 二 ) 氨基酸含量

将上述供试品种的糙米和精米置于 6 N 盐酸中
,

在 1 10 ℃下水解两小 时
,

用 12 1M P

型氨基酸分析仪分析各种氨基酸合是沟结果如表二所示
。

从表二可 以看出
:

帅 印 兴巾的 16 种氨基酸含量均显著高于各种对照米
。

其中对人体

所必需 的多种氨基酸 中
,

赖氛峻的含量尤为突出
,

比国内大米质量标准高3
.

2一 3
.

5倍
,

比国际大米一般的米质量标准高 3一 3
.

5倍
。

另外
,

黑米中的精氨酸含量也很突出
,

高达

1
.

15 3%
。

据 国内外的研究
,

精氨酸对人体具有重要作用
,

对肝脏疾病有一定 疗 效
。

肝

炎
、

肝硬化
、

肝癌等疾病会引起血中氨浓度增高
,

成为高氨血症
,

而食用精氨酸能明显

解除氨毒
。

另外
,

精氨酸还具有消除废劳
,

提高性功能等作用
。

②糙米中的各种氨基酸除甘氨酸和领氨酸变化不大外
,

其余 的氨基酸均显著高于精

米
。

特别是赖氨酸
,

糙米比精米高出二倍多
。

③矮黑糯糙米中的各种氨基酸合最除蛋氨酸外
,

其余的 1 5种氨基酸均比洋县黑米高
。

( 三 ) 脂肪及脂肪酸的含量

利用 日本 C 1 80 色谱仪对供试稻米的脂肪和脂肪酸测定结果 ( 表三 ) 表明
:

黑 米 的

脂肪含量略低于南京 n 号
,

与咸优 6 号相近
。

但比 戈优圭高一倍多
,

比国内米质标准高

出2
.

9倍
。

综上所述
,

陕西黑米富含蛋 白
、

脂肪和多神对人体所必需的氛基酸
,

属于 名 贵 稻

米
。

据国际水稻所 ( 1 9 7 1 ) 对高蛋白和低蛋 白稻米氨基酸组成的分析结果 指 出
,

高蛋

白的稻米中
,

一些对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如苏氨酸
、

色氨酸
、

精氨酸往往含量较低
。

赖

氨酸为谷物蛋白质 中最主要的氨基酸
,

赖氨酸的含量往往随蛋白质的含量之提 高 而 降

低
。

然而
,

陕西黑米的营养成分组成却不同
,

它虽属高蛋白品种
,

但又富含多种人体所

必需的氨基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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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陕 西 黑 米 的 脂 肪 及 脂 肪 酸 含 量

{ 月旨肪 含 量 ( % )
{脂肪含… }测 定

。 二忠 , 。
、

。 刁·

}

—
{

—
}

—
}

—
}

—
;

—
;万 二万晋 l赓约函检厂

-

;点丁一

洋县黑米糙米
{
3
·

9 8`

)
3`

·

` 0 9

1
。

·

9 6 0

…
3 5

·

2 5 6

…
3 6

·

4 7 9

】
2

·

2 1 2

{
2
·

3 7

尸瑰窿黔
、

{
, 9 8 3

-

矮黑糯糙米
!
2

·

0 5 5

…
2`

·

3 0 8

{
`

·

3 7`

…
3 7

·

5” `

…
3 5

·

5” 5

…
2

·

16 7

{
2

·

3 8

1
·

)
·

}
`

·

2` O

…
` 7

·

5“

…
3

·

。 9 6

{
3 8

·

“ 6

…
2

·

9 6 7

1
3 6

·

7 5 2

…
2

·

6`

}
·

匕兰
-

}
`

·

` 6 0

…
` 5

·

` 6 2

1
2

·

` 2 0

{
3 9

·

。 0

4
3 6

·

。。

;
4

·

。。

1
1
·

2 2

}
·

}
·

威优 6 号糙米 …
`

·

` 7 3

…
2 0

·

2` 7

1
`

·

2 7`

i
` 3

·

` 0 6
{
3 2

·

` 3 0

…
`

·

8 0 3

}
2

·

3 5 8

{
·

…
·

国内大半质量行准 {
: 卜

…
: 二

{
.

_

}
_

:

J
:

!
: 二

…
“

·

8
:

J鄂瞥 }
` 9“

二
、

陕西黑米的主要性状
、

产量水平和栽培要点

陕西黑米包括洋县黑米和矮黑糯等类型
,

前者为当地农家品种
,

种植历史悠久
,

植

株高大
,

叶片宽披
,

茎秆较粗
,

糙米外观呈黑色
,

胚乳呈白色或淡紫色
,

不耐肥
,

易倒

伏
,

不 抗稻瘟病
,

亩产只有30 0一 40 0斤
。

后者是从洋县黑稻天然杂交株中选育出的变异

类型
,

植株较矮
,

秆粗叶宽
,

穗大粒多
,

抗病性虽有提高
,

但仍染稻瘟病
,

主穗和分孽

穗之间成熟不整齐
,

颖壳颜色从灌浆到成熟逐渐由紫红色变为淡褐色
,

糙米呈黑色
,

表

面有一定光泽
,

胚乳呈淡紫色或黑色
。

米形较黑米略大
,

糯性较好
,

米中的主要营养成分

除蛋白质略低于洋县黑米外
,

其他成分均超过黑米
。

矮黑糯较耐肥
,

抗倒
,

不抗稻瘟病
,

亩

产一般可达 60 。~ 7 00 斤
,

在丰产栽培下
,

可达 8 00 多斤
。

据试验
,

矮黑糯属于中迟 熟 釉

稻
,

在武功地区的全生育期为 1 55 天左右
,

生育后期对氮肥反应敏感
,

在秋雨多的 年 份

不宜后期追氮
。

本品种在庆南
、

关中稻区宜作早
、

中茬稻
。

其栽培要点
:

应按杂交水稻

的育秧方法培
一

育多粟壮袂
,

栽插密度以 6 x s 或 6 x 6 寸每穴插两本为宜
。

按
“
攻头

、

控 中
、

保尾 ”
的施肥原则进行追肥

,

穗肥不能过量
,

否则会造成茎叶徒长
,

通风透光不

良
,

成熟不整齐
,

稻瘟病严重发生而招致减产
。

上述两品种的主要产量性状如表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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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陕 西 黑 米 的 产 量 状 况

株高

C l l l

穗长
品 种 每穗总粒数 {每穗实粒数 1空批粒数

千粒重

( 克 )

千粒糙米

重 ( 克 )

矮 黑 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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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
。

6

1 4 8
。

5

1 3 6
,

4

1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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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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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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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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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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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陕西黑米的利用价值

陕西黑米由于富含蛋白
、

脂肪和多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
,

其品质远超过国内和国

际上一般的大米质量
,

属于米中之珍
。

可以预料
,

黑兴在国内外市场上会有一 定 的 销

路
,

有开发利用价值
。

为了使此项工作尽快有组织
、

有领导地开展
,

让黑米尽快地为祖

国的四 化建设服务
,

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1
.

全省应尽快成立一个黑米的开发利用研究协作组
,

有组织
、

有领导地建立起育

种
、

栽培
、

收购
、

加工
、

销售等一整套体系
,

迅速开展工作
。

2
.

充分利用现有的黑米资源
,

特别是矮黑糯
,

有计划地布局栽培地区
,

加强技术

指导
,

提高产量水平
。

3
.

建立专门的糙米加工工厂
,

提高加工
、

包装质量
,

附上商标
,

定出适 宜 的 价

格
,

加强宣传
,

组织专人在国内外进行试销
。

4
.

协作组的育种工作者要针对黑米成熟不整齐
、

叶形不好
、

不抗稻瘟病等缺点
,

开展研究
,

尽快地选育出抗病
、

抗倒
、

高产优质的新品种
。

栽培研究工作者要摸清黑米

的基本特性
,

提 出高产的良法
,

指导农民将黑米种好
。

5
.

为了验证许多群众认为黑米能治疗人体多种疾病的传说
,

协作组应提供一定数

量的黑米请医学界人士进行临床试验
,

得出确切的结论
。

6
.

由于单用黑米所做的饭内微带药味
,

为了提 高适 口 性
,

可在其中加一定数量的

香米或优质梗米
。

应 由烹饪名师对黑米的食谱进行研究
,

提出烹饪方法
。

参 考 文 献

①陈祖规主编 : 《 中国农业遗产选集》 甲类第一种
, “ 稻 ”

上编
。

②薛德榕
: 《水稻品质育种研究新进展》

, 1 9 8 1年
。

③王亦芸 : 《精氨酸》
, 1 9 8 3年

, 《食品科技》 N ol l
.

5
。



陕西黑米的主要营养成 分及其利用价值

T h e M a
j
or N

utr ie nt C om po ne nt sA ndT h e ir

Ut il iza t io nV a l
ueO h f S a a nx iB l a e k R ie e

G a o R u一 su n

b A str a e t

Sh a a x nib l a e kr ic e C o, n p r i s。 5 n o n 一 n u o d o o g l u t i n o u s r i e e /
n u o d o c g l u t i n o u s r i e e

/
t a l l a n d d w a r f t y p e s o f r i e e v a r i e t i e s

.

I t o r i g i n a t e s i n Y a n g x i a n C o u n t y o f S h a a n x i

p r o v i n e e w i th a l o n g h i s t o r y o f e u l t i v a t i o n .

A e e o r d i n g t o t h e A n e i e n t C h i n e s e

l t u r a l l i t e r a t u r e s ,
t h e r i e e

a n d i m p r o v i n g d i g e s t i o n 多

m a y 11 a v e t h e im p o r t a n t f u n e t i o n s o f
“ w h e t t i n g t h e

a g r 1C U一

a P P e t i t e

sm o o t h i n g u n e v e n p u l s e a n d

U P e n e r g y

a n d i o i n t

P r e s e n t e d

, , a n d
“ a g e n e r a l t o n i e

p a i n s . ” I n h i s t o r y , t h e

f o r b r a e i n g u p l u n g

r j e e h a d b e e n u s e d

a g e n e 犷a l to n i e f o r b r a e i赔
a n d t r e a t i n g th e m u s e u l a r

a s a n a r t i e l e o f tr i b u t e

t o e m p e r o r s f o r f o o d
.

T h e r e s u l t s o f n u t r i e n t e o m p o n e n rs g a i n e d 上r o m

t h e a n a l y s i s o f t h e b l a e
k

a n d 2
.

3 7一 2
。

3 8% o f f a t

s h o 、 e d t h a t i t e o n t a i n s 9
.

5 6 0一 1
.

3 0 8% o f p r o t e i。

l S

C O n t e n t S In

a s m u e h a s

T h e r e f o r e ,

P a r t i e u l a r

t h o s e o f

th e b l a e k

a r C
a s h i g h

o t h e r

r i e e

r 1 C e

e h a r a e t e r i s ti e s

i n t r o d u e e d a n d

a l s o p r e s e n t e d

a n d k e y

a l s o r i e h i n 1 6 k in d s o f a m i n o a e id s 。

L y s i n e

a s 0
.

9 0 7一 0
.

9 9 7% w h i e h 15 3 t im e s h i g h e r

i t h h i g h g r a i n q u a l i t y b o t h a t 11 o m e a n d a b r o a d
.

5 t o r a r e r i e e v a r i e t y a m o n g r i e e s 。

T h e m a jo r

o f e u l t i v a t i o n o f t h e b l a e k r i e e h a v e b e e n

s o m e r e e o m m e n d a t i o n s f o r i t s e x P l o i t a t i o n a n d u ti l i z a t i o n b e

i n t h e P a P e r 。

,
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