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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穗 30 d温度对稻米品质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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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通过 8个水稻品种多年、多点、多播期和人工气候箱模拟试验表明: 齐穗后 30 d

是稻米品质形成的主要时段。其米质与最终米质相比 ,变化幅度不超过 10% ;齐穗后 30 d不

仅基本决定了综合米质的形成 ,而且对某些权重较大的单一性状 (整精米率、直链淀粉含量、

垩白米率 )的形成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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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开花后 25～ 45 d成熟 ,通常籼稻较粳稻早熟。籼稻早、中稻需 25～ 30 d,晚稻 35～

45 d [1 ]。研究表明 ,稻米品质的形成与齐穗后灌浆结实期的气候因子密切相关 ,各气象因

子中 ,温度为第一因子 ,权重为 0. 696,光照次之 ,权重为 0. 232
[ 2, 3 ]
。进一步研究表明 ,影响

稻米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段是灌浆结实期中的某一时段 ,但对具体时期认识不一 [1, 4, 5 ]。为

了充分说明这一问题 ,作者通过多年、多点、多播期的大田试验 ,分段取样试验以及人工气

候箱模拟试验 ,从两个角度进行了研讨。

1　材料和方法

供试品种籼稻为西农 8116、广二矮 104、水晶米、汕优 63;粳稻为农院 7-1、新稻 68-11、

徐州 80-7、青林 9号。随机排列 ,重复 2次。

按常规方法育秧 ,每期于 4～ 5叶龄时移栽 ,本田施尿素 225 kg /hm2 ,第 10 d追施尿素

75 kg /hm
2 ,以后不追肥、不晒田、不褥秧 ,湿润管理 ,及时防治病虫杂草。每品种播 5行 ,行

穴距 20 cm× 13 cm ,每穴 7～ 8苗 ,杂交稻每穴 3～ 4苗。

分段取样试验于 1989～ 1993年在杨陵进行 ,从齐穗后第 3 d起 ,按统一标准挂牌 ,每

3 d取样 1次 ,风干待测 (部分样于 120℃下杀青固定 2 h , 80℃下烘至恒重 )。人工气候箱模

拟试验于 1992～ 1994年进行。气候箱设高温、适温处理 ,低温由田间 (第二播期 )提供。在齐

穗后移栽生长一致的稻苗于培养桶中 ,每桶 3株 ,在以后的 30 d内分别置于高、适、低温

下 , 30 d后各留一桶于原温度条件中 ( CK) ,其余两桶分别移至不同的温度处理下 ,如齐穗

后 30 d内在高温箱中度过 , 30 d后除留一桶 ( CK)于原箱不动外 ,另外两桶分别移至适、低

温中至成熟。上述程序重复 2次。气候箱内相对湿度 75% ,风速 0. 5 m /s,光温程序自控。品

质测定全部按照部颁 N Y122-86稻米测试标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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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齐穗后 30 d形成的稻米品质

表 1　齐穗后不同时段的米质得分及其占最终品质的百分比 %

品　种
全灌浆结实期

(d )

米质得分 占最终品质的百分比

20 d 30 d 30 d实测 最终 20 d 30 d

农院 7-1 33 45. 658 45. 438 44. 94 44. 81 101. 9 101. 4

33 42. 500 46. 300 47. 83 45. 68 93. 0 101. 4

35 41. 136 46. 436 46. 68 46. 44 88. 6 99. 7

西农 8116 33 58. 311 54. 971 54. 26 51. 68 112. 8 106. 4

33 46. 171 52. 971 50. 60 52. 97 87. 2 100. 0

35 42. 450 43. 580 41. 95 42. 77 99. 3 101. 0

34 46. 764 47. 364 51. 38 47. 16 99. 2 100. 4

35 42. 921 42. 821 39. 98 40. 75 105. 3 105. 1

36 40. 773 42. 543 46. 52 41. 57 98. 1 102. 3

39 38. 413 38. 103 38. 64 35. 43 108. 4 107. 5

广二矮 104 33 35. 077 35. 067 38. 40 35. 07 100. 0 100. 0

34 36. 563 36. 063 37. 37 35. 73 102. 3 100. 9

39 30. 361 34. 901 34. 04 36. 25 83. 8 96. 6

38 33. 184 38. 244 34. 37 38. 67 85. 8 98. 9

33 34. 853 35. 113 36. 01 34. 36 101. 4 102. 3

34 34. 188 37. 878 37. 88 38. 12 89. 7 99. 4

40 23. 038 25. 128 24. 89 25. 10 91. 8 100. 1

水晶米 33 51. 683 57. 893 56. 69 57. 74 89. 5 100. 3

33 44. 532 45. 252 44. 35 44. 42 100. 3 101. 9

37 42. 805 50. 965 53. 45 51. 52 83. 1 98. 9

37 41. 137 47. 067 44. 14 46. 82 87. 9 100. 5

38 45. 386 47. 826 49. 49 47. 22 96. 1 101. 4

新稻 68-11 36 50. 157 57. 177 52. 86 53. 39 93. 9 107. 0

33 55. 930 55. 650 55. 89 52. 03 107. 5 107. 0

38 35. 840 46. 810 41. 20 49. 41 72. 5 94. 7

42 37. 647 51. 127 49. 29 51. 10 76. 7 100. 1

38 36. 040 42. 270 42. 00 42. 79 84. 2 98. 8

45 36. 895 40. 615 40. 03 41. 70 88. 5 97. 4

徐州 80-7 32 45. 510 50. 160 51. 22 47. 99 94. 8 104. 5

40 36. 206 43. 556 43. 16 47. 99 75. 4 90. 8

39 36. 877 42. 627 41. 34 43. 70 84. 4 97. 5

45 37. 793 42. 713 41. 91 44. 46 85. 0 96. 1

43 33. 698 40. 508 40. 10 42. 01 80. 2 96. 4

39 34. 955 43. 155 46. 26 44. 23 79. 0 97. 6

45 31. 843 36. 013 39. 28 36. 01 88. 4 100. 0

汕优 63 43 35. 916 41. 526 42. 96 40. 47 88. 7 102. 6

46 30. 091 34. 311 33. 25 35. 66 84. 4 96. 2

44 25. 477 29. 417 29. 12 28. 27 90. 1 104. 0

青林 9号 51 30. 744 45. 224 42. 42 42. 42 72. 5 106. 6

51 33. 955 37. 565 38. 70 36. 14 94. 0 103. 9

　　通过对 1989～ 1993年品质动态试验结果分析 ,建立了米质动态变化方程 ,根据该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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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齐穗后 20和 30 d的米质得分 ,再与最终品质得分相比 ,结果如表 1.就早粳而言 ,齐穗

后 30 d品质全部接近最终品质 ,变化幅度为 1% ,中粳的品质变化不超过 5% ,晚粳青林 9

号 ,尽管从齐穗到成熟的生育期达 51 d,但其最大的差异仅为 6. 6% ;中籼变化较大 ,但最

大幅度也未超过 8% ,晚籼的变化幅度为 5% .齐穗后 20 d形成的品质占最终品质的百分

比 ,除早粳农院 7-1和中籼西农 8116变化范围小于 10%外 ,其余品种均超过 10% ,特别是

中、晚粳稻 ,相当一部分的变化幅度超过 20% .以上结果表明 ,齐穗后 30 d稻米品质已基

本形成 ,其变化幅度小于最终品质的 10% ,且比齐穗后 20 d的决定程度为高。

不难发现 ,齐穗后 30 d的米质测定值大多都超过了最终米质值 ,其原因为: 经过分段

取样试验发现 ,稻米的结实过程与品质形成过程近似同步 ,在 30 d左右粒重往往有一个

极值出现 ,米质亦有同样的变化趋势 ,这表明品质的形成同样有“ S”型的变化特征。

2. 2　人工控温试验
表 2　 1993年人工气候箱试验的综合米质评分 %

品　种
高温 1) 适温 1) 低温 1)

高温 2) 适温 2) 低温 2) 高温 2) 适温 2) 低温 2) 高温 2) 适温 2) 低温 2)

新稻 68-1 — 25. 90 24. 03 — — — — — —

青林 9号 24. 39 23. 62 25. 57 55. 40 55. 22 — 43. 29 44. 36 44. 34

水晶米 — — — 49. 15 49. 94 49. 24 — — —

汕优 63 — — — 44. 15 43. 76 — — — —

　　注: 1)齐穗后 30 d内 ; 2)齐穗 30 d以后 (下表同 )。

表 2综合米质的结果表明 ,晚粳青林 9号的高温组 ,高温 -高温处理的品质得分 24.

39,高温-适温和高温 -低温处理的品质得分分别为 23. 62和 25. 57,经检验差异不显著。其

余各品种处理的情况亦然。再对品质性状中权重较大的整精米率、垩白米率、直链淀粉含

量进行了比较 (见表 3) ,表明 3个单一性状也无较大差异。

表 3　 1994年人工气候箱试验的 3个单一性状 %

项　目 品　种
高温 1) 适温 1) 低温 1)

高温 2) 适温 2) 高温 2) 适温 2) 低温 2) 适温 2)

整 精 米 率 水晶米 45. 07 42. 47 62. 92 64. 63 53. 78 52. 91

新稻 68-11 50. 95 48. 62 74. 05 74. 94 63. 44 61. 72

青林 9号 — — 58. 33 61. 53 — —

汕优 63 36. 79 39. 11 62. 31 63. 76 — —

直链淀粉含量 水晶米 11. 42 11. 23 16. 86 16. 72 20. 30 20. 07

新稻 68-11 10. 79 11. 11 14. 49 13. 85 17. 12 16. 62

青林 9号 — — 17. 90 17. 19 — —

汕优 63 12. 45 12. 68 20. 39 20. 49 — —

垩 白 米 率 水晶米 85. 00 91. 00 13. 70 14. 09 49. 00 52. 00

新稻 68-11 87. 00 97. 00 15. 00 20. 00 48. 00 50. 00

青林 9号 — — 31. 10 32. 74 — —

汕优 63 95. 00 95. 20 48. 00 55. 00 — —

3　讨　论

3. 1　齐穗后 30 d的生产意义

　　通过以上两个角度的试验与论证 ,证明了齐穗后 30 d是稻米品质形成的主要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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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生产中 ,用上述观点处理问题 ,使稻米品质与气象条件的关系更为密切。例如 ,在宁

夏银川点 ,农院 7-1多播期试验中 ,第二播期综合米质评分为 50. 95,为最高评分 ,如采用全

灌浆结实期 37 d来计算其均温 ,得出米质形成的最佳温度指标为 19. 7℃ ,这与农学界

公认的低于 20℃以下不能顺利灌浆的观点相矛盾
[ 6]

, 而齐穗后 30 d的平均温度为

21. 2℃ ,处于粳稻最佳温度范围 21～ 24℃内 ;再如福建福州点 ,籼稻西农 8116第 6播期稻米

品质评分最高为 51. 00,全灌浆结实期平均温度 19. 9℃ ,齐穗后 30 d内的平均温度为

21. 6℃ ,显然后者处于籼稻最佳范围 21～ 25℃ .这样便说明了为什么某些地区全灌浆结实

期的平均温度低于 20℃却能生产出优质米的原因。在大田生产中 ,早稻的品质主要受高温

影响 ,据此研究 ,可适当提前早稻播期 ,使齐穗后 30 d处于较低温度 ,以利品质改善。

2. 2　齐穗后 30 d的气候区划意义

合理利用某一地方的气候资原 ,使其转化为优质米生产力 ,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

各品种的灌浆结实期不一致 ,给区划带来很大的不便。而利用齐穗后 30 d这一统一的时

段 ,不但资料处理简便 ,且较用全灌浆结实期的气候生态指标更能客观地反映米质气候资

源的优劣状况 ,以此进行稻米品质气候生态区划 ,对气候资原的利用则更具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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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eld ex periment a nd the sim ula ted ex periment in the artificial cli-

ma te cha mber w ith 8 rice v arieties in dif ferent ex periment stations, di fferent sow ing time

fo r ma ny y ea rs show tha t the period o f 30 days af ter the full heading is the princinpal

stag e fo r the rice-quali ty fo rmatio n. The rice-quali ty didn 't chang e no mo re than 10%

com pared wi th that in the ripe. The period of 30 days af ter the ful l heading is the deci-

siv e stage fo r the fo rmatio n no t only o f thesy nthetical rice-quali ty , but also o f som e sin-

g le rice-quali ty such as head rice rate, chalky rate and am ylose co ntent ( AC) .

Key words　 rice-quality, the synthetical rice quali ty , tem peratur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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