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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水稻地方品种稻米品质鉴定与评价

李清华，朱业宝，郑长林，陈文捷，江 川，王金英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福州 350018）

摘要： 通过对2017-2021年“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收集到的福建水稻地方品种资源品质性状进行

鉴定与评价，结果表明：在165份白米稻和红米稻中，粘稻的垩白度变异系数最大，其中籼型白米垩白度最高为148.91%，其次

为透明度，而糙米率变异系数最小在5.0%以下。糯稻的阴糯米率变异系数最高在70.0%以上，其次是白度和直链淀粉含量2

项指标，而糙米率、碱消值、胶稠度3项指标变异系数较小，都在10.0%以下。从米质指标达标率来看，粘稻整精米率和垩白度

达标率较低，在50.0%以下，其他指标较高，均在65.0%以上；糯稻整精米率和直链淀粉含量达标率较低，在50.0%左右，其他指

标达标率较高，均在65.0%以上。蒸煮食用品质优劣是优质稻评价的一项重要内容，粘稻中蒸煮食用品质3项指标均达到部

颁优质3级以上品种占总数的60.7%，糯稻中占总数的35.4%。与福建第二次普查收集到的品种相比，第三次普查收集到的品

种中蒸煮食用品质达到优质的品种比例有大幅度的提升。本研究筛选出10份米质达部颁优质的种质资源，可以为今后优质

材料创制提供物质基础；另外还筛选出15份高直链淀粉含量种质，可用作加工专用稻新材料创制。本次收集到的水稻地方品

种中有色稻资源较为丰富共有 32 份约占总数的 20.0%，可为今后功能性水稻生产及育种提供宝贵资源。今后应加强地方

品种品质鉴定评价工作，从中挖掘出优异的种质资源为水稻育种新材料创制提供物质基础，促进和推动优异水稻新品种

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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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Grain Quality of Rice Landraces in Fujian

LI Qinghua，ZHU Yebao，ZHENG Changlin，CHEN Wenjie，JIANG Chuan，WANG Jinying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Fuji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Fuzhou 350018）

Abstract：This study reported the evaluation of the grain quality traits of rice landraces that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Third National Action on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Survey and Collection" in 2017-2021. Out of 

165 white and red grain samples， the highest variation coefficient was observed on the chalkiness of sticky rice， 

of which the coefficient of indica white grain was as high as 148.91%. The transparency was also detected with 

high variation coefficient， while the coefficient of brownish was below 5.0%.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waxy ratio amongst waxy rice was over 70.0%， the whiteness and the amylose content have lower value of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while that of the three indexes including brownish， alkali elimination value and gel 

consistency were below 10.0%. In terms of the grain quality indexes that reaching the standard， the qualified 

ratio of whole grains or their chalkiness of sticky rice were below 50%， while the qualified ratio of other indexes 

were above 65.0%. For the glutinous rice， the qualified ratio of whole grains and the amylose content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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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und 50.0%， and that of the other indexes was higher than 65.0%. The cooking and edible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aspect in evaluating high-quality rice as well. Among all the varieties of sticky rice and glutinous rice， 

60.7% and 35.4%， respectively， of which have reached or above the Grade 3 level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n the three indexes of cooking and edible quality. Compared with the landraces 

that were collected during the second national survey in Fujian， the amount of landraces with high value of 

cooking and edible quality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in the third survey. Through this study， 10 landraces 

were identified reaching the high-quality standard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which 

provide a materi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rice varieties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15 

germplasms with high amylose content have been identified， which can be used as new raw materials for 

processing purpose specifically. The mid-colored rice were found with relatively rich amount in local landraces， 

accounting for about 20.0% of the total， they can provide valuable resources for future breeding and production 

of rice varieties with special function. In the future， works on the evaluation of grain quality for local landraces 

should be improved， and excellent germplasm resources would provide a material basis as well as promote the 

breeding of new superior rice varieties.

Key words： rice；landraces；grain quality；evalu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和最大的稻米

消费国，大约有65%左右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随着

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对稻米品质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从“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追求食味的阶段

进入到“健康食文化”的新阶段，从过去单一的追求

食味过渡到现在既讲究食味，更注重饮食健康和营

养均衡。稻米品质主要包括加工品质、外观品质、营

养品质和蒸煮食味品质等，这些米质性状是影响水

稻市场消费状况的重要因素。近5年我国稻米样品

优质率为 35.96%，综合评价达到一级的样品仅占

1.70%，达到二级的样品占 11.06%，达到三级的样品

占 23.30%［1］。因此，要进一步加强控制稻米品质相

关基因的机理研究，同时挖掘优良的等位基因，并充

分利用现代育种手段，将优质的品质相关基因导入

到水稻品种中，以达到品种改良的目的［2］。

水稻种质资源是水稻育种的重要物质基础，水

稻优良品种选育的关键在于其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世界上主要水稻种植国家与相关科研机构都十分

重视水稻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与研究利用［3］。地方

品种是在水稻生产和驯化过程中经自然和人为长

期选择的产物，与育成品种相比，遗传背景复杂，具

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对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是丰产、优质、抗病虫、抗逆等重要性状优异基因的

重要来源［4］。因此，地方稻种被认为是非常有价值

的遗传资源，其含有的遗传多样性可用于补充和丰

富改良栽培品种的基因资源［5-7］。本研究对 2017-

2021年“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

动”中收集的 165份福建水稻地方品种品质性状进

行鉴定与评价，并筛选出优异的种质资源，为福建

地方稻种在品质育种中的高效利用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为 2017-2021 年“第三次全国农作物

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中收集到的 165份福建

省水稻地方品种资源，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福建省165份水稻地方品种资源基本信息表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table of 165 rice landrace resources in Fujian province

1

2

3

4

5

428

术谷

马甲红米

黑壳仔

厦门种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白色

白色

红色

白色

白色

6

7

8

9

10

香春优种

香米1号

宫占惠安本1

宫占同安本

杂优冬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序号

Order

种质名称

Name of

germplasm

亚种类型

Subspecies

type

粘糯性

Viscidity

种皮色

Rice

colour

序号

Order

种质名称

Name of

germplasm

亚种类型

Subspecies

type

粘糯性

Viscidity

种皮色

Rice

color

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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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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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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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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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米子

油麦香米

大术稻

双 黑米稻

土米籽

佳福粘

湖头长粒红米

湖头圆粒红米

赤米仔

三粒寸

白米仔

黄田早稻

安溪种

香米稻

红米早稻

756水稻

野生稻

大溪白

江白

红米2号

本地小粒籼种

黑糯米

同安水稻

K28

红米

桂引稻

初溪红米

小谷子

高地优质稻

红米稻

红米仔

尤溪红

罗坡岗红米

大红米

红米

胭脂红

长新矮杆红米

坤头红米

小粒红米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白色

白色

白色

黑色

白色

白色

红色

红色

红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红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红色

白色

黑色

白色

白色

红色

白色

红色

白色

白色

红色

红色

红色

红色

红色

红色

红色

红色

红色

红色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早红米

石榴红

本地红米

本地术

长龙时谷

紫旭黑米

关西糯稻

白洋杂优术

风安糯米

杂优术

绕花术

黑须糯米

土常规术

花壳糯

江西糯谷

糯米

糯米

黑糯米

九斗糯稻

初溪长糯

黑米

本地糯

本地糯

仔糯

水稻

糯稻

大糯

黑米

书坊高糯

冬 糯

大红糯稻

高秆红芒糯稻

大冬糯

黑米

糯谷

糯稻

本地长糯稻

长芒冬

罗洋粳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粳稻

粳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粘稻

粘稻

红色

红色

红色

白色

黑色

黑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黑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黑色

白色

白色

黑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黑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黑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表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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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e

col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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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皮色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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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仙山谷1

冬粟

下园早稻

白粿稻

乌芒冬

粳稻1号

粳稻2号

红卫冬

胡秋冬

钢白矮水稻

珍珠米

姑田赤稻

罗坊野猪大禾

禾糯

粳稻

花壳粳稻

黑米

粳稻

小陶粳米

胡早

乌鼻粳

粳谷

大禾米

下坂高秆粳稻

黑嘴粳谷

粳米

书坊矮粳

书坊矮粳

芒麻粳

浦城粳稻

大红粳稻

本地粳稻

乌籽粳稻

安冬粳稻

坤头粳米

大粒黄

水稻2号

本地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红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黑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珠冬

丹阳糯稻

毛毛术

红禾术

白秫仔

红壳术

大冬术

金丝糯

栗子糯水稻

初溪圆糯

高秆糯谷

粳糯

红麻壳糯谷

高地白糯

青水红糯米

长芒糯谷

红壳糯谷

小陶纹谷白

洋白糯

冷水糯

冷水珠

红壳糯谷

堆谷糯

红壳糯

赤门高杆糯稻

白糯米

儒须糯

粳谷

冷水糯

糯谷种

本地棉花糯

黄糯子

泉水糯

拳头糯

坤头糯米

糯稻

糯谷

糯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糯稻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表1（续）

序号

Order

种质名称

Name of

germplasm

亚种类型

Subspecies

type

粘糯性

Viscidity

种皮色

Rice

colour

序号

Order

种质名称

Name of

germplasm

亚种类型

Subspecies

type

粘糯性

Viscidity

种皮色

Rice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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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65份材料于2021年在福建省将乐县古镛镇张

公村进行扩繁收种与鉴定评价，小区面积3.2 m2，小

区顺序排列，每份材料种植17行，每行6株，株行距

20 cm×20 cm，每个小区种植 102 株，试验设置 2 个

重复。肥水管理与当地大田生产相同，每667 m2施

纯氮12 kg。成熟时收获稻谷，并在存放3个月后测

定稻米品质各项理化性状。

稻米糙米率、精米率、碱消值、阴糯米率以及白

度等指标依据NY/T 83—2017米质测定方法［8］进行

检测，其中直链淀粉含量采用碘比色法测定，胶稠

度采用热碱糊化冷胶法测定，稻米整精米率、垩白

粒率、垩白度及透明度的测定依据 NY/T 2334—

2013 图像法测定［9］。白米和红米品质评价依据

NY/T 593—2013食用稻品种品质［10］判定，黑米米质

性状参照NY/T 832—2004黑米［11］进行评价。

试验数据利用Excel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水稻地方品种资源类型和份数

从种皮色来看，收集的水稻地方品种以白米最

多，共有133份，占总数的80.6%，有色稻（红米22份、

黑米10份）共计有32份，占鉴定总数的19.4%。从亚

种类型来看，籼稻86份，占总数的52.1%，粳稻79份，

占总数的 47.9%；从粘糯性来看，粘稻 93份，占总数

的56.4%，糯稻资源丰富，共有72份，占总数的43.6%

（表2）。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收集到的种质资源类

型丰富多样，蕴含丰富的糯稻和有色稻资源。

2.2　水稻地方品种品质性状分析

2.2.1　白米稻品质性状分析　对白米稻资源各品

质性状分别按籼粘、粳粘、籼糯、粳糯 4个类型进行

分析统计，从平均值来看，29份籼粘品种糙米率为

80.7%，整精米率为 46.6%，垩白度为 7.3%，透明度

为 1.7级，直链淀粉含量为 19.5%，碱消值为 6.4级，

胶稠度为 59.7 mm。各米质性状均存在不同程度

的变异，垩白度差异最大，变异系数为 148.91%，糙

米率差异最小，变异系数为 1.29%。39 份粳粘品

种糙米率 83.4%，整精米率 57.7%，垩白度 19.1%，

透明度 2.3 级，直链淀粉含量 15.6%，碱消值 6.5

级 ，胶 稠 度 71.2 mm。 垩 白 度 变 异 系 数 最 大

60.13%，糙米率变异系数最小 1.48%（表 3）。籼

粘、粳粘品种相比较，粳粘整精米率较高，但是垩

白度较大，透明度较差，且直链淀粉含量较低、胶

稠度较长。

表3　白米稻中粘稻品质性状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quality traits of non-glutinous white rice

籼稻

Indica rice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82.7

78.6

80.7

1.04

1.29

69.2

13.7

46.6

12.82

27.53

38.8

0.1

7.3

10.94

148.91

4.0

1.0

1.7

1.04

61.47

27.4

13.1

19.5

4.57

23.44

7.0

4.0

6.4

0.79

12.46

100.0

30.0

59.7

20.53

34.37

类型

Type

性状

Traits

糙米率（%）

Brown rice

整精米率

（%）

Head rice

垩白度（%）

Chalkiness

透明度（级）

Transparency

直链淀粉

含量（%）

AC

碱消值

（级）

GT

胶稠度

（mm）

GC

表2　水稻地方品种资源分类表

Table 2　The classification of rice landraces

类型

Type

籼粘品种 Indica non-glutinous rice

籼糯品种 Indica glutinous rice

粳粘品种 Japonica non-glutinous rice

粳糯品种 Japonica glutinous rice

合计Total

资源份数 No.of resources

白米

White rice

29

27

39

38

133

红米

Red rice

21

0

1

0

22

黑米

Black rice

2

7

1

0

10

合计

Total

52

34

41

38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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粳稻

Japonica rice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85.1

80.1

83.4

1.23

1.48

77.0

19.9

57.7

16.05

27.81

38.58

1.2

19.1

11.45

60.13

4.0

1.0

2.3

1.03

44.63

7.0

5.4

15.6

3.26

20.91

27.5

9.2

6.5

0.37

5.63

89.0

27.0

71.2

12.34

17.33

表3（续）

类型

Type

性状

Traits

糙米率（%）

Brown rice

整精米率

（%）

Head rice

垩白度（%）

Chalkiness

透明度（级）

Transparency

直链淀粉

含量（%）

AC

碱消值

（级）

GT

胶稠度

（mm）

GC

AC：Amylose content；GT：Gelationzation temperature；GC：Gel consistency；The same as below

27份白米籼糯品种糙米率平均值为 80.4%，整

精米率为51.7%，阴糯米率为2.1%，白度为1.4级，直

链淀粉含量为 2.1%，碱消值为 6.6 级，胶稠度为

94.9%。各米质性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异，变异

系数在 1.45%~75.97%。38 份粳糯品种糙米率为

82.9%，整精米率为 57.6%，阴糯米率为 1.1%，白度

为1.8级，直链淀粉含量为2.4%，碱消值为6.4级，胶

稠度为 96.8%，变异系数在 1.84%~90.05%。粳糯整

精米率略高于籼糯，即碾磨品质表现较好，而其他

指标差异较小（表4）。

2.2.2　红米稻品质性状分析　对 22 份红米种质资

源各项米质性状进行统计与分析，由表 5 可见：红

米糙米率平均值为 80.4%，整精米率为 48.4%，垩白

度为 25.3%，透明度为 3.4 级，直链淀粉含量为

19.8%，碱消值为 6.0 级，胶稠度为 67.3 mm。各米

质性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异，变异系数在

3.33%~93.59%，其中垩白度变异系数最大，糙米率

的最小。
表5　红米稻品质性状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f quality traits of red rice

性状

Traits

最大值Max.

最小值Min.

平均值Mean

标准差SD

变异系数（%）CV

糙米率

（%）

Brown rice

82.8

69.9

80.4

2.68

3.33

整精米率

（%）

Head rice

66.2

20.7

48.4

12.26

25.34

垩白度

（%）

Charlkness rate

68.9

1.3

25.3

23.70

93.59

透明度

（级）

Translucency

5

2

3.4

1.18

34.28

直链淀粉含量

（%）

AC

27.60

12.00

19.8

5.48

27.72

碱消值

（级）

GT

7.0

4.8

6.0

0.87

14.49

胶稠度

（mm）

GC

86

45

67.3

11.07

16.44

表4　白米稻中糯稻品质性状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f quality traits of glutinous white rice

类型

Type

籼稻

Indica rice

粳稻

Japonica rice

性状

Traits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糙米率（%）

Brown rice

83.3

78.2

80.4

1.16

1.45

85.9

79.6

82.9

1.52

1.84

整精米率

（%）

Head rice

73.6

24.9

51.7

12.12

23.44

79.0

12.4

57.6

12.81

22.23

阴糯米率（%）

Translucent

glutinous rice

5.8

0

2.1

1.61

75.97

4.1

0

1.1

1.01

90.05

白度

（级）

Whiteness

3

1

1.4

0.84

58.95

3

1

1.8

0.83

45.72

直链淀粉

含量（%）

AC

4.2

0.4

2.1

1.04

48.97

4.8

0.2

2.4

1.19

49.27

碱消值

（级）

GT

7.0

6.2

6.6

0.36

5.49

7.0

5.8

6.4

0.32

5.11

胶稠度

（mm）

GC

100.0

68.0

94.9

9.27

9.78

100.0

56.0

96.8

8.63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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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黑米稻品质性状分析　表 6可见，黑米种质

糙米率变幅在 75.4%~79.9%，整精米率变幅为

26.6%~54.6%，直链淀粉含量变幅 1.0%~28.4%，碱

消值变幅5.1~7.0级，胶稠度变幅49~100 mm。依据

NY/T 832—2004 黑米［11］对碱消值和直链淀粉含量

2项指标进行评价，碱消值均达到 2级以上，其中 7

份达到 1 级指标；直链淀粉含量有 8 份达到 1 级指

标，1份达到3级。其中7份糯稻品种直链淀粉含量

均在2%以下，达优质1级指标。

2.3　优质种质资源判定、评价和筛选

依据 NY/T593—2013 食用稻品种品质［10］对白

米稻和红米稻品质进行判定和评价（表 7），在粘稻

各项品质性状中，糙米率达标率为 100.0%、碱消值

为 95.5%、胶 稠 度 为 79.8%、直 链 淀 粉 含 量 为

70.8%、透明度为 65.1%，均较高，而整精米率达标

率为 44.9%、垩白度为 32.5%，均较低。粘稻中碾磨

品质（即糙米率和整精米率两项指标）达标率为

39.2%，外观品质（即垩白度、透明度两项指标）达

标率为 32.6%，蒸煮食用品质主要衡量指标为直链

淀粉含量、碱消值和胶稠度 3 项，粘稻中蒸煮食味

品质达标率为 60.7%。糯稻糙米率达标率为

100.0%、碱消值为 98.5%、阴糯米率为 76.9%、胶稠

度为 87.7%、白度为 69.2%，均较高，而整精米率达

标率为 50.8%、直链淀粉含量为 43.1%，均较低。糯

稻碾磨品质达标率为 49.2%，外观品质（即阴糯米

率和白度两项指标）达标率为 67.7%，蒸煮食用品

质达标率为35.4%。

表7　白米稻和红米稻品质指标优质率统计

Table 7　High quality rate of rice traits in white rice and red rice

糙米率Brown rice

整精米率Head rice

垩白度Chalkiness rate

透明度Translucency

直链淀粉含量AC

碱消值GT

48/53.9

24/27.0

4/4.5

28/31.4

54/60.7

48/53.9

33/37.1

8/9.0

21/23.5

28/31.5

9/10.1

—

9/8.9

8/7.9

6/5.9

—

0/0

37/41.6

89/100.0

40/44.9

29/32.5

58/65.1

63/70.8

85/95.5

糙米率Brown rice

整精米率Head rice

阴糯米率Translucent glutinous rice

白度Whiteness

直链淀粉含量AC

碱消值GT

22/33.8

15/23.1

25/38.1

29/44.6

28/40.9

29/44.6

39/60.0

9/13.8

21/32.3

16/24.6

—

—

4/6.2

9/13.8

4/6.2

0/0

—

25/38.5

65/100.0

33/50.8

50/76.9

45/69.2

28/43.1

64/98.5

品质性状

Quality traits

粘稻达标数/率（%）

Number/Rate of non-glutinous rice

一级

1st

二级

2nd

三级

3rd

合计

Total

品质性状

Quality traits

糯稻达标数/率（%）

Number/Rate of glutinous rice

一级

1st

二级

2nd

三级

3rd

合计

Total

表6　黑米稻品质性状分析

Table 6　Analysis of quality traits of black rice

采集编号

Collection code

P350525103

012021355121

2017355137

P350122002

P350122003

P350525001

2021358028

2017351079

P350722007

P350722086

名称

Name

双黑米稻

黑糯米

黑米

长龙时谷

紫旭黑米

黑须糯米

黑糯米

黑米

黑米

黑米

类型

Type

籼粘

籼粘

粳粘

籼糯

籼糯

籼糯

籼糯

籼糯

籼糯

籼糯

糙米率（%）

Brown rice

79.6

79.9

79.1

79.1

79.3

79.4

75.4

78.1

78.2

79.3

整精米率（%）

Head rice

26.6

35.7

36.7

54.6

39.7

45.1

50.6

51.4

44.9

54.0

碱消值（级）

GT

6.1

6.3

7.0

5.8

5.1

5.4

6.3

7.0

6.9

7.0

直链淀粉含量（%）

AC

28.4

12.0

15.6

1.0

1.5

1.4

2.0

1.2

1.5

1.7

胶稠度（mm）

GC

49

68

58

100

100

98

100

100

98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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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稠度GC

碾磨品质Milling quality

外观品质Appearance quality

蒸煮食用品质Cooking quality

54/60.7

14/15.7

4/4.5

15/16.8

—

11/12.4

20/22.5

8/9.0

17/19.1

10/11.1

5/5.6

35/42.7

71/79.8

35/39.2

29/32.6

54/60.7

胶稠度GC

碾磨品质Milling quality

外观品质Appearance quality

蒸煮食用品质Cooking quality

47/72.3

4/6.2

13/20.0

9/13.8

—

19/29.2

25/38.5

0/0

10/15.4

9/13.8

6/9.2

14/21.5

57/87.7

32/49.2

44/67.7

23/35.4

表7（续）

品质性状

Quality traits

粘稻达标数/率（%）

Number/Rate of non-glutinous rice

一级

1st

二级

2nd

三级

3rd

合计

Total

品质性状

Quality traits

糯稻达标数/率（%）

Number/Rate of glutinous rice

一级

1st

二级

2nd

三级

3rd

合计

Total

—代表在该级别无分布

— represents no distribution at this level

通过稻米品质鉴定和评价，本研究从白米稻和

红米稻种质中筛选出 10份达部颁优质食用稻标准

的种质资源，其中 5份达到优质二等，5份达到优质

三等（表 8），这些优质种质今后可作为亲本创新材

料。另外还筛选出15份高直链淀粉含量（≥25%）稻

种资源（表 9），其中籼粘稻有 12份，粳粘稻有 3份，

如双黑米稻直链淀粉含量为 28.4%、坤头红米为

27.6%、石榴红为26.8%、756水稻为26.6%和钢白矮

水稻为 26.6%等，这些高直链淀粉水稻品种可运用

到加工专用稻新材料创制中［12-13］。

表8　优质地方品种资源筛选结果

Table 8　Screening results of high-quality landrice resources

采集编号

Collection code

P350182101

P350821033-2

P350926014

P350823101

P350423004

2018356195

2018351288

20173502069

P350583018

2021355130

名称

Name

红禾术

栗子糯水稻（淡黄）

小粒红米

桂引稻

高地优质稻

红米仔

红米

428

宫占惠安本1

本地小粒籼种

亚种类型

Subspecies type

粳稻

粳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粘糯性

Viscidity

糯稻

糯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种皮色

Rice colour

白色

白色

红色

白色

白色

红色

红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米质等级

Quality grade

2

2

2

2

2

3

3

3

3

3

表9　高直链淀粉含量（≥25%）地方品种资源筛选结果

Table 9　Screening results of high amylose content landrice resources

1

2

3

4

5

6

7

8

9

钢白矮水稻

珍珠米

姑田赤稻

黑壳仔

双黑米稻

756水稻

大溪白

江白

红米2号

粳稻

粳稻

粳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26.6

27.5

26.9

27.4

28.4

26.6

26.7

27.2

25.0

编号

Code

名称

Name

亚种类型

Subspecies type

粘糥性

Viscidity

直链淀粉含量（%）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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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15

K28

尤溪红

大红米

坤头红米

石榴红

本地红米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籼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粘稻

26.6

26.0

27.0

27.6

26.8

25.5

表9（续）

编号

Code

名称

Name

亚种类型

Subspecies type

粘糥性

Viscidity

直链淀粉含量（%）

AC

3　讨 论

3.1　种质资源的鉴定与评价

通过对收集到的155份白米和红米种质资源进

行品质鉴定与评价，结果表明：粘稻各项米质指标

中整精米率和垩白度达标率较低，在50.0%以下，其

他指标较高，均在65.0%以上；糯稻整精米率和直链

淀粉含量达标率较低，在50.0%左右，其他指标达标

率较高，均在 65.0%以上。在粘稻品种中蒸煮食用

品质3项指标均达到部颁优质3级以上品种占总数

的 60.7%，糯稻占总数的 35.4%。王金英等［14］对福

建第二次普查收集到的780份福建省水稻地方品种

9项米质指标进行分析，其中蒸煮食味品质达国家

优质米标准的品种仅占总数的10.5%。两次结果相

比较，第三次普查中收集到的蒸煮食用品质达优质

的品种比例有大幅度的提升。

3.2　有色稻种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在本次收集到的水稻地方品种中有色稻资源

较为丰富共有 32份，约占总数的 20.0%。有色稻与

普通稻米相比，含有更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植物

脂肪、矿物质元素和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及膳食纤

维、不饱和脂肪酸、类黄酮等生理活性物质，具有一

定的生理调节功能［15-19］。因此有色稻品种成为了功

能性稻米制品开发的重要资源［20-23］。本次收集到采

集编号为 2021358028、品种名称为黑糯米的水稻，

该品种为籼糯稻，种皮色紫黑色，色泽均匀、有光泽

度，稻米品质性状：糙米率 75.4%，精米率 61.3%，整

精米率 50.6%，籽粒长度 6.0 mm，籽粒宽度 2.2 mm， 

籽粒长宽比2.7，碱消值6.3级，直链淀粉含量2.0%，

胶稠度100 mm。以该资源为供体亲本，与矮壮常规

富美占、五山丝苗等优质稻亲本等杂交，以期选育

出矮壮、转色好、产量高的黑糯新种质供育种利用。

今后应继续开展有色稻资源鉴定评价，从中挖掘出

优异的种质资源，促进功能性水稻种质资源创新。

3.3　今后种质资源品质鉴定研究侧重点

水稻品质改良和优质稻选育是当前水稻育种

研究的重要内容，品质性状是基因遗传和外界环境

互作的结果。李清华等［24］研究表明近年来福建省

优质稻鉴评品种中大多数品种米质均达到部颁优

质标准，但是在米饭的色泽、气味、滋味和适口性等

方面却存在显著的差异。廖茂文等［25］研究表明稻

米直链淀粉含量大概为 18.5%时品尝评分值最高，

蛋白质含量为 6.5%左右时品尝评分值最高。黄蓉

芬等［26］指出直链淀粉含量相同的一些早、晚籼品种

食味品质相差甚远，原因是淀粉的链长和支链淀粉

中长、中、短链的比例差异明显，高糊化温度、硬胶

稠度的品种，其支链淀粉具有较少的短链和较多的

长链，淀粉的链长也相对较长。因此，迫切需要拓

宽育种的种质基础，利用地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

培育优质、类型丰富的品种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江川等［27］对2017-2018年福建第三次普查收集到的

148 份福建水稻地方品种进行表型和稻瘟病抗性鉴

定评价，并筛选出香春优种、红米、红米仔、428、

K28 和长龙时谷 6 份优异水稻地方品种。朱业宝

等［28］对 1040 份福建省水稻地方品种 24 个表型性

状遗传多样性及其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福建

省水稻地方品种的表型性状存在丰富的变异，地区

间遗传多样性也存在差异，这些种质资源在水稻育

种与基因发掘中可作为重要基础材料利用。今后

应着重鉴定并筛选出农艺性状优良且米质性状优

异的种质资源，为优质育种新材料创制提供物质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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