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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稻米品质的主要气候生态因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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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大田分期播种方法
,

研究稻米品质与结实期气候生态因子之间的关系
,

结

果表明
:

水稻结实期 日平均气温和 日均辐射量对稻米品质影响显著
,

其中日平均气温是影响

稻米品质的主导因子
.

结实期不同时段 日平均气温对稻米品质的影响不同
,

结实中期 日平均

气温对品质影响最大
,

后期次之
,

前期最小
.

结实中期温度是影响稻米品质的关键时期
.

关键词 稻米品质
,

结实期
,

日平均气温

中图分类号 5 5 1 1
·

1 0 1
,

5 1 6 1

水稻结实期的温
、

光
、

水等气候生态条件对稻米品质有很大影 响
。

关于影响稻米品质

的主要气候生态 因子
,

虽然现有研究报道多倾向于温度
〔, 一 5 , ,

但由于缺乏对众多气候生态

因子的比较分析及系统论证
,

理论依据不足
,

难以定论
。

本文在两年大 田分期播种试验的

基础上
,

利用相关分析和综合评定法分析了水稻结实期7个气候生态因子与稻米品质各性

状及综合品质性状间的关系
,

旨在阐明影响稻米 品质的主要气候生态因子
,

为稻米优质化

生态区划指标的选择及优质米生产等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选用釉
、

粳
、

糯及
、

早
、

中熟不同类型品种8个
,

即中釉水晶米
、

西农 8 1 1 6
、

五山早

占
、

威优 64 和黑糯
;
中粳新稻68 一 1 1

、

徐州80 一 7 ;
早釉香糯

。

田 间试验 试验于 1 9 8 6一 1 9 8 7年在西北农大农作二站进行
。

从 4月 5 日起
,

每隔 s d 播

种一期
,

设置播期 10 个
。

随机区组排列
,

重复3次
。

样品分析 样品收获后
,

在同等条件下贮藏 3个月
,

然后按常规方法逐项进行稻米品

质性状分析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气候生态因子与品质性状间的相关分析

分析结实期7个气候生态因子分别与稻米品质各性状的相关关系 (表1 )
,

结果表明
,

结

实期气候生态条件对稻米品质有很大影响
,

但不同品质性状受气候生态条件影响的程度

不同
。

根据各品质性状与气候生态因子间相关系数的显著性可知
,

糙米率
、

精米率
、

粒长和

粒形 4个性状受气候生态条件影响较小
,

而整精米率
、

奎白大小
、

奎白米率
、

透明度
、

直链淀

粉含量
、

糊化温度 (以碱解值表示 )及蛋白质含量等性状受气候生态条件影响较大
。

收稿 日期
:
1 99 2一 1 2一 2 3

.

,

高等学校博士点荃 金资助项 目
.

1 现在 山东农业大学农学系工作
,

邮编 2 7 1 0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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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结实期气候生态因子与稻米品质性状间的相关分析

品 质 性 状
日平均气沮

(℃ )
总辐射 量
(M J/ m

Z
)

平均 日照
时数(h )

平均相对
湿度(% )

总降雨量
(m m )

(亡 ) (MJ/ m Z久

碾米

品质

外观

品质

糙米率(写)

精米率(% )

整精米率(% )

粒长(m m )

粒 形

里 白米率 (纬)

蟹 白大小 (级)

透 明度 (级 )

蒸煮及

食味品质

直链淀粉

含量 (% )

低含量型

高含t 型

擂 型

0
。

5 1 0 3 一 0
.

3 9 4 4 0
。

5 1 5 3 0
。

0 0 6 7 0
.

1 7 0 0

一 0
.

4 4 3 3 一 0
.

4 8 5 5 0
.

30 8 2 一 0
.

2 0 5 7 0
.

3 5 5 6

一 0
.

8 7 8 2
* * 0

.

6 1 5 4 一 0
.

84 4 9二 0
.

2 7 8 9 一 0
.

0 2 8 4

一 0
。

3 9 5 1 0
.

1 4 2 7 一 0
。

2 6 5 0 一 0
。

1 1 6 5 一 0
.

0 3 0 4

一 0
.

2 4 5 0 一 0
.

2 7 75 0
。

1 0 3 1 一 0
.

3 0 7 5 0
.

2 0 14

0
.

8 7 5 6
.
土 0

.

5 1 2 0 0
.

8 2 8 2
*

七 0
.

3 6 8 8 0
.

2 4 7 2

0
.

8 2 2 2
*
土 0

.

5 7 0 3 0
.

7 3 3 7
*
一 0

.

5 4 5 6 0
.

2 5 6 8

0
.

6 8 2 0 .

一 0
.

1 7 4 6 0
.

6 6 2 7
*
一 0

.

1 8 5 8 0
.

0 5 3 2

一 0
.

8 9 4 0 * . 0
.

2 4 1 8 一 0
.

8 5 2 0 . * 0
.

3 2 8 0 一 0
.

13 8 4

0
。

4 1 9 3

0
.

3 9 9 9

一 0
。

2 0 8 0

0
。

0 5 6 4

一 0
.

0 9 3 3

0
.

0 3 70

0
.

0 1 3 6

0
.

0 1 8 6

一 0
。

1 2 0 4

一 0
.

1 0 3 1

0
.

4 9 6 7

一 0
。

0 7 6 2

0
.

0 7 2 3

0
。

1 6 0 4

一 0
.

1 13 2

一 0
。

1 5 2 6

一 0
.

0 10 6

0
.

0 14 1

0
.

7 2 13 .
一 0

.

2 9 9 0 0
.

5 2 7 1 0
.

5 8 9 3 0
.

3 2 6 8 一 0
.

0 0 3 9 一 0
.

2 6 45

0
.

8 9 12
.
t-- 0

.

3 8 2 0 0
.

8 3 0 0 . .
一 0

.

4 7 4 5 0
.

0 9 8 7 0
.

1 7 4 0 一 0
.

0 0 6 4

碱解值(级)

蛋白质含量(洲〕

一 0
.

9 6 74
* * 0

.

3 0 2 5 一 0
.

9 3 7 5
* * 0

.

3 7 9 9 一 0
.

0 7 1 0 一 0
.

1 6 8 8 0
.

1 0 1 8

营养
品质

0
.

0 2 2 6 一 0
.

3 5 5 0 0
.

0 2 0 0 0
.

0 7 1 7 一 0
.

6 6 2 5
.

0
.

6 5 3 2
.

0
.

84 9 9 自 .

注
: * 尸< 0

.

05
; * * P < 。

.

01
.

透明度分为 3级
: I 级透明

、 , 级透 明
、

, 级透 明
.

不同气候生态因子对品质性状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

日平均气温和 日均辐射量对稻

米品质影响较大
,

其它 5个因子影 响较 小
。

日平均气温和 日均辐射量与整精米率
、

垄 白米

率
、

垄 白大小
、

透明度
、

直链淀粉含量及糊化温度等性状间的相关系数几乎均达显著或极

显著水平
,

而这些性状又基本上都是稻米品质评价的主要性状
。

平均日照时数
、

平均相对

湿度和总降雨量仅与蛋 白质含量的相关系数显著或极显著
,

平均 日较差和总辐射量与所

有品质性状相关均不显著
。

由此可初步认为
,

日平均气温和 日均辐射量是影响稻米品质的

主要气候生态因子
。

日平均气温和 日均辐射量对各品质性状的影响方 向一致
,

与整精米率

和低含量型品种直链淀粉含量呈负相关
,

与奎白米率
、

奎 白大小
、

透明度
、

高含量型和糯型

品种直链淀粉含量及糊化温度呈正相关
。

2
.

2 结实期气候生态因子对稻米品质影响的综合评定

稻米品质是一个综合性状
,

它 由上述一系列具体性状共同决定
,

但各品质性状对综合

品质的贡献大小不同
,

即权重不 同
。

为 了确 定各气候生态因子对稻米综合品质的影响大

小
,

本研究采用下列数学模型进行综合评定
:

Y
‘
一 习

r j x ‘, 一 r ; x ‘,

+ r Zx ‘2

十 ⋯⋯ + r .
x 、

式中 玖
—某一气候生态因子对稻米综合品质的作用系数

;

灼

—
稻米某一品质性状的权重系数 (根据 1 9 8 5年农牧渔业部部颁优质米评价

标准计算
,

见表 2 ) ;

x i,

—某一气候生态因子对某一品质性状的归一化作用系数
,

即对各气候生态

因子与某一品质性状的相关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所得数据
;

n

—
稻米品质性状的目数

。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第2 2卷

表2 稻米品质各性状的权皿系数

碾米品质 外观品质 燕煮及食味品质 营养品质

位 长 位 形 魏 豹 舰度 然售胶联 塑华 食味 黔盔
门、 刊哥 2 、 , J ,

旧」口 月. . 口 诬又 口 』压

打 分 4 5 7 2 3 8 4 8

权重系数 0
.

05 7 0
.

0 7 1 0
.

10 0 0
.

0 29 0
.

04 3 0
.

1 14 0
.

05 7 0
.

1 14

。
.

橇
。 8 4 30 3

0
。

1 14 0
.

05 7 0
.

0 43

表 3为按照该模型求算出的各气候生态因子对稻米综合品质的作用系数
。

从表 3可以

看出
,

日平均气温和 日均辐射量对稻米综合品质的作用系数远大于其他因子
,

是影响稻米

综合品质的两个主要因子
,

其中日平均气温对稻米综合品质的影响又大于 日均辐射量
,

从

而成为影响稻米品质的主导因子
。

表 3 结实期气候生态因子对稻米综合品质的作用系数

项 目 日均温 平均日较差 日均辐射t 总辐射量
平均日照
时 数

平均相对
湿 度

总降雨量

作用系数 0
.

2 46 4 0
.

1 2 2 2 0
.

2 2 1 4 0
.

10 6 3 0
.

0 6 5 6 0
.

0 7 1 8 0
.

0 5 6 0

排 序 1 3 2 4 6 5 7

2
.

3 结实期不同时段温度对稻米品质的影响

为了深入研究温度对稻米品质的影响
,

找出与品质性状关系更为密切的温度指标
,

本

研究将每一品种各播期结实期均分为 3个时段
,

分别称作结实前
、

中
、

后期
,

并将这3个时段

的 日平均气温依次对品质各性状进行相关分析
,

结果见表 4
.

结实期不同时段 日平均气温

对稻米品质各性状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
,

而影响大小具有很大差异
。

结实中期和后期 日平

均气温对稻米品质的影响显著大于结实前期
,

前期 日平均气温仅与少数几个性状相关显

著
,

而中期和后期 日平均气温与大多数性状相关达极显著水平
。

用综合评定法求算结果进

一步表明
,

在结实期 3个时段温度中
,

中期 日平均气温对稻米品质影响最大
,

后期次之
,

前

期最小
,

其作用 系数分别为
: 0

.

22 85
、

0
.

3 4 4 2和 0
.

3 1 2 3
,

由此可认为
,

结实中期是 日平均气

温影响稻米品质的关键时期
。

表4 结实期不同时段日平均气沮与品质性状间的相关分析
口口

“
‘ 结实期 日平均气温 (℃ ) 一一}

。
, ‘ “ 结实期 日平均气温 (℃ )))

,, , “, 前期 中期 后期 }}}}
。

~ 让认 前期 中期 后期期

糙糙米率( % ) 0
.

4 0 5 2 0
.

5 3 2 3 0
.

6 0 3 777 透明度 (级 ) 0
.

5 8 14 0
.

9 3 5 2 二 0
.

8 6 0 5 二二

精精米率 (% ) 一 0
.

2 8 3 4 一 0
.

7 9 1 2 由 食
一 0

.

70 6 7 ...

直链淀 低含量型 一。
.

54 6 0 一 0
.

97 46
众 去

一 0
.

8 8 9 7
白 ...

整整精米率 (% ) 一 0
.

4 4 0 3 一 0
.

9 0 3 1 ‘ *
一 0

.

90 04 二二 扮含量 高含量型 0
.

6 60 6
. 0

.

7 9 43
奋 . 0

.

8 7 2 0 白 奋奋

粒粒长 (m m ) 一 0
.

1 2 4 7 一 0
.

3 7 53 一 0
.

0 4 7000 (写 ) 棍 型 一 0
.

6 8 30 奋
一 0

.

9 8 09
奋 *

一 0
.

8 8 1 1
食 ...

粒粒 形 一 0
.

3 2 7 2 一 0
.

3 9 60 一 0
.

4 8 8 222 喊解值 (级 ) 一 0
.

6 88 3 *
一 0

.

9 9 20
* *

一 0
.

9 6 3 7
* ***

蟹蟹白米率 (% ) 0
.

6 2 2 3 0
.

8 9 54
由 . 0

.

78 3 8二二 蛋白质含 t (% ) 一 0
.

2 28 1 0
.

1 6 24 一 0
.

1 3 4444

蟹蟹 白大小(级 ) 0
.

7 3 0 4 白 0
.

6 9 2 9 ’ 0
.

6 2 4 55555

注
: * P < 0

.

0 5 ; * * P < 0
.

0 1

3 结 论

l) 结实期气候生态条件对稻米品质的影响因性状而异
,

整精米率
、

奎白米率
、

至白大

小
、

透明度
、

糊化温度
、

直链淀粉含量及蛋白质含量等品质性状受气候生态条件影响大
,

糙

米率
、

精米率
、

粒长和粒形所受影响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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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实期 日平均气温和 日均辐射量是影响稻米品质的两个主要因子
,

其中 日平均气

温是影响稻米品质的主导 因子
.

日平均气温和 日均辐射量与整精米率和低含量型品种直

链淀粉含量呈负相关关系
,

与至白米率
、

至 白大小
、

透明度
、

高含量型和糯型品种直链淀粉

含量及糊化温度呈正相关关系
.

3) 结实期不同时段温度对品质影响不同
,

中期 日平均气温对品质影响最大
,

后期次

之
,

前期最小
。

日平均气温影响稻米品质的关键时期是结实中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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