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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筛选出适宜肇庆市种植的有机稻品种。 ［方法］选择常规稻（美香占 ２ 号、象牙航香、象牙香占）和特种稻（黑糯、黑米和红
谷）共 ６ 个品种进行栽培试验，比较了 ６ 个品种的主要农艺性状、产量、稻米品质、微量元素。 ［结果］ 常规稻品种美香占 ２ 号实收产量为
５ １７８．６０ ｋｇ ／ ｈｍ２，且综合表现较好，未发现有害物质残留。 ［结论］结合肇庆市主要推广常规稻种植情况，有机规模化种植模式下，常规
稻品种美香占 ２ 号更适合在该地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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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一个农业生产历史悠久的大国，传统农业不使用

化学物质，但是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化肥、农药等农用化

学合成物质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投入品［１］。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绿色无污

染的有机大米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追捧，我国开始有少量地

区按照优质、有机农业生产要求进行种植和管理［２］。 但我国

的有机食品生产规模小，且基本上面向国际市场，有机食品

占全部食品的市场份额不到 ０．１％，远低于 ２．０％的世界平均

水平［３］。 因此，国家发展战略中明确指出，要通过努力优先

发展一批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有机水稻、蔬菜等。 近

年来多起多种食品安全问题的连续曝光，使有机稻米的生产

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追捧，价格也成倍增长，刺激了有机稻

米的规模化生产［４］。
有机水稻栽培中，基地条件、种子处理、苗床处理、秧田

管理、本田整地、病虫草害防治等都必须符合有机生产的要

求［５－６］。 有机耕作要求所选用的水稻品种须适合当地的土壤

和气候特点，同时对病虫害的抗性也有一定的要求［７］。 目

前，有机稻大规模生产一般选择口感较好的常规品种。 在整

个种植过程中不施用任何的化学肥料，仅仅靠土壤本身的肥

力不能满足水稻正常的养分需求，因此建立肥沃、健康的稻

田土壤是有机稻栽培的基础技术，而增施有机肥是一种较为

快速的培肥土壤、提高地力的措施。 有机肥潜力大、肥效持

久，不仅包括 Ｎ、Ｐ、Ｋ 等大量元素，还提供了一些作物必需的

微量元素，如 Ｃａ、Ｍｇ、Ｃｕ、Ｚｎ、Ｆｅ、Ｍｎ 等，对有机耕作稻田的持

续发展有着特殊的、不可取代的作用。 有机稻病害防治主要

以农业防治、物理防治为主，药剂防治为辅，通过选择优良品

种、健康栽培等手段以达到抗病的目的［８］。 同时，加强稻田

水肥管理、提高栽培技术水平对害虫种群数量也有控制

作用［９］。
发展有机水稻种植产业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促进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

措。 发展种植优质水稻对于保护和改善农村农业生态环境，
保护城乡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

级，发展农村生态经济增加和农民收入，实现农村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双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机稻栽培对环

境、肥料、农药的选择和栽培管理的要求较高，其规模化种植

的产量、效益一直不理想，特别是广东省在有机稻成熟收割

的关键时期多台风，因此倒伏成为减产、减收的主要因素。
品种选择技术是有机稻规模化种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

中应选用市场价值高、环境适应性好的优质稻米品种种植，
需考察品种的农艺性状、产量、稻米品质等指标。 鉴于此，笔
者结合肇庆市土壤及气候环境，选择合适的优质水稻品种，
科学进行有机稻规模化种植研究对该地区有机稻栽培推广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该研究选择常规稻品种（美香占 ２ 号、象牙

航香、象牙香占）和特种稻品种（黑糯、黑米和红谷）共 ６ 个品

种进行栽培试验，通过全面分析不同品种在肇庆地区的栽培

价值，为当地选择品种提供科学的决策方案。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种植基地及方式。 试验于肇庆市鼎湖区鼎湖山山脚

进行。 该地大气、灌溉水和土壤均无污染，各项指标均满足

有机稻生产要求，选择排灌方便的农田作为有机稻种植基

地。 秧田选择时应选杂草少、排灌方便、土壤肥沃的田块。
水稻种子经精选、晒种、浸种、催芽后播种。 水稻成熟后用收

割机及时收获，然后将稻草切割粉碎返田，覆盖绿肥。 ２０１７

安徽农业科学，Ｊ．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Ｓｃｉ． ２０１８，４６（１６）：５１－５４ 　 　 　



年 ７ 月 ２０ 日播种育秧，８ 月 ６ 日移栽。
１．２．２　 有机肥应用技术。 价格是有机肥应用在水稻栽培上

重要的决定因素。 随着有机肥施用量的不断增加，超过经济

效益最大值后，肥料报酬率反而下降。 可见有机肥的施用量

并不是越多越好。 该研究使用的有机肥由广东省佛山市劲

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通过利用有机肥的栽培试验，形
成一套适合该地区的有机水稻栽培技术规程，降低有机水稻

生产成本。 有机肥施肥 ２ 次：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５ 日第 １ 次施基

肥，有机肥 ３ ０００ ｋｇ ／ ｈｍ２，根壮肥 １５０ ｋｇ ／ ｈｍ２；８ 月 １６ 日第 ２
次施追肥，有机肥 １ ５００ ｋｇ ／ ｈｍ２，根壮肥 １５０ ｋｇ ／ ｈｍ２。 人工均

匀撒施。
１．２．３　 病虫草害生态控制技术。 病虫草害的防治是有机稻

生产的重点［１０］，该试验采用生物和物理防治病虫害的综合

防治方法，使用生物农药印楝素等，设置诱虫灯防治虫害，犁
耙田时撒施茶麸防治福寿螺。 在插秧之前用翻耕机进行翻

耕，并且利用大水将其淹没，并灭除田间的杂草。 水稻生长

过程中采用人工除草。
生物农药由广东省佛山市劲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共施药 ４ 次。 ①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４ 日（苗期），每公顷用药：天然

除虫菊素（“稻欢”）１ ５００ ｍＬ＋苦参碱 １ ５００ ｍＬ。 ② ９ 月 ２
日，每公顷用药：“稻欢”１ ５００ ｍＬ＋苦参碱 １ ５００ ｍＬ＋甲基植

物油高脂膜１ ３５０ ｍＬ＋梧宁霉素（四霉素）１ ３５０ ｍＬ＋腐殖酸

水溶肥料（“劲立宝”）１ ５００ ｍＬ。 ③ ９ 月 １２ 日，每公顷用药：
“稻欢”１ ５００ ｍＬ＋苦参碱 １ ５００ ｍＬ＋甲基植物油高脂膜

１ ３５０ ｍＬ＋枯草芽孢杆菌 １ ５００ ｇ ＋梧宁霉素 （四霉素）
１ ３５０ ｍＬ＋ “劲立宝”１ ５００ ｍＬ＋苏云金杆菌 １ ５００ ｍＬ。 ④用

药同第 ３ 次。 机械喷雾施药。
１．２．４　 主要农艺性状和产量。 ①主要农艺性状。 大面积收

割前进行取样，每个材料示范田按对角线 ３ 点取样，每个取

样点取正常 ５ 株。 主要农艺性状指标包括单株穗重、穗长、
每穗总粒数、每穗实粒数、结实率及千粒重等。 单株穗重：用
电子天平称量取样总穗重并计算平均值，单位 ｇ；穗长：使用

量尺测量每穗穗长，并计算平均值，单位 ｃｍ；结实率：根据每

穗总粒数、实粒数计算结实率，结实率（％）＝ 每穗实粒数 ／每
穗总粒数。 千粒重：用电子天平称量 １ ０００ 粒种子的重量，３
次重复，单位 ｇ。 ②理论产量。 理论产量构成因素包括穗数、
每穗总粒数、结实率和千粒重。 ③方法。 各种植区沿对角线

选择 ３ 个取样点，每个点取 ５ 株并调查有效穗数及每穗总粒

数、实粒数、千粒重等。 ④实际测产。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田

间机收测产，收获后装袋并称重，计算总重量（单位 ｋｇ）。 根

据折率换算干重产量。
理论产量（ｋｇ ／ ｈｍ２）＝ 穗数（万 ／ ｈｍ２）×每穗总粒数（粒）×

结实率（％）×千粒重（ｇ）×１０－４。
１．２．５　 稻米品质鉴定。 ①稻谷碾磨品质。 稻谷碾磨品质包

括出糙率、精米率和整精米率。 取稻谷试样 １００ ｇ，放在糙米

机上脱壳，然后称取糙米重量（精确到 ０．１ ｇ）。 出糙率（％）＝
糙米质量（ｇ） ／稻谷试样重量（ｇ）×１００％。 将已称重的糙米试

样放在碾磨机上碾磨 ５～１０ ｍｉｎ，使米皮去净，筛去米糠称量

精米重量（精确到 ０．１ ｇ）；精米率（％）＝ 精米重量（ｇ） ／稻谷

试样重量（ｇ）×１００％。 将已称重的精米试样放入碎米分离机

上，自动分离后将整精米称重（精确到 ０．１ ｇ）。 整精米率

（％）＝ 整粒精米重量（ｇ） ／稻谷试样重量（ｇ）×１００％。
②稻米外观品质。 稻米外观品质是决定稻米市场价格

的重要因素，包括胚乳垩白、透明度、米粒长度等性状。 垩白

粒率的测定方法是随机取整精米试样 １００ 粒，目测拣出明显

的白色不透明的垩白米粒并计数。 垩白粒率（％）＝ 垩白米

粒数 ／试样总粒数×１００％。 垩白大小的测定是扫描分析后统

计计算的垩白大小。 随机取整精米 １０ 粒，并排量其长度和

宽度，以 ｍｍ 为单位，精确到 ０．１ ｍｍ，计算出长宽比。
③稻米蒸煮品质。 稻米蒸煮品质包括稻米的糊化温度

和直链淀粉含量。 它是稻米品质的重要理化指标，对米质优

劣起决定性作用。 糊化温度的测定方法一般较常用碱消值

法，利用 ＲＶＡ 仪进行测定［１１］。 直链淀粉含量与稻米的蒸煮

品质具有密切的关系，它主要影响到稻米的胀饭性、粘性、柔
软性、光泽和食味品质等。 直链淀粉含量的测定：常采用碘

蓝比色法，以直链淀粉占样品淀粉总量或样品干重量的百分

率表示。
１．２．６　 重金属及农药残留检测。 水稻收获后取样 １ ｋｇ 送样

检测（青岛正信检测分析有限公司），检测项目主要包括无机

砷、总汞、铅、镉、铬等重金属和 ７０ 项农药残留。 检测方法参

照 ＧＢ ５００９．１１—２０１４、ＧＢ ５００９．１７—２０１４、ＧＢ ５００９．１２—２０１０、
ＧＢ ５００９．１２３—２０１４、ＧＢ ５００９．１５—２０１４ 等。
１．３　 数据处理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和 ＳＰＳＳ ｖ１７．０ 软件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主要农艺性状比较　 主要农艺性状指标中单株穗重、穗
长、总粒数、实粒数、结实率和千粒重的分析结果见表 １。 常

规稻品种（美香占 ２ 号、象牙航香和象牙香占）中美香占 ２ 号

的单株穗重为 ３０．８１ ｇ，而另外 ２ 个常规稻象牙航香和象牙香

占的单株穗重分别为 ２８．７４ 、２４．７４ ｇ；象牙香占的穗长为

２４．１８ ｃｍ，美香占 ２ 号的穗长为 ２３． １２ ｃｍ，与象牙航香的

２３．１１ ｃｍ相当；美香占 ２ 号和象牙香占的结实率分别为

８８．８０％、８９．０９％，而象牙航香的结实率仅为 ８２．９０％；美香占 ２
号的千粒重为 １８．４０ ｇ，而另 ２ 个常规稻材料象牙航香和象牙

香占的千粒重分别为 １９．３２、１９．３７ ｇ。
特种稻（黑糯、黑占和红谷）一般具有特殊性，有些性状

表现较突出，如黑糯籽粒大，千粒重达 ２６．４０ ｇ，红谷大穗单株

穗重为 ３７．９６ ｇ（表 ２）。 但由于特种稻具有特用性，所以一般

不与常规稻材料进行比较选择。
２．２　 理论及实际产量比较　 理论产量由穗数、每穗总粒数、
结实率、千粒重 ４ 个产量构成因素决定。 主要农艺性状分

析显示，影响产量的几个因素中常规稻材料美香占 ２ 号的

每穗总粒数和结实率较高。 产量性状相关指标结果显示，
常规稻品种美香占 ２ 号的理论产量达 ６ １２６．９０ ｋｇ ／ ｈｍ２，常
规稻材料象牙航香和常规稻品种象牙香占的理论产量分别

为５ ７８８．５０、５ ９６１．００ ｋｇ ／ ｈｍ２（表 ２）。 特种稻（黑糯、黑占和

２５ 　 　 　 　 　 　 　 　 　 　 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１８ 年



红谷）的理论产量有较大差异，黑糯和黑占的理论产量分别

为 ４ ８７６． ９５、 ５ ９４９． ００ ｋｇ ／ ｈｍ２， 而 红 谷 的 理 论 产 量 为

６ ７２０．４５ ｋｇ ／ ｈｍ２（表 ２）。

表 １　 不同有机稻品种主要农艺性状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ｒｉｃ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ｎａｍｅ

单株穗重
Ｅ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ｇ

穗长
Ｅａｒ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总粒数

Ｔｏｔａｌ ｇｒａｉｎｓ
实粒数

Ｆｉｌｌｅｄ ｇｒａｉｎｓ
结实率

Ｓｅｅｄ⁃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千粒重
１ ０００－ｇｒａｉｎ
ｗｅｉｇｈｔ∥ｇ

美香占 ２ 号 Ｍｅｉｘｉａｎｇｚｈａｎ ２ ３０．８１ ２３．１２ １３２．０５ １１７．２７ ８８．８０ ａ １８．４０
象牙航香 Ｘｉａｎｇｙａ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 ２８．７４ ２３．１１ １１７．０１ ９７．０１ ８２．９０ ａｂ １９．３２
象牙香占 Ｘｉａｎｇｙａｘｉａｎｇｚｈａｎ ２４．９７ ２４．１８ １２３．３５ １０９．８９ ８９．０９ ａ １９．３７
黑糯 Ｘｉａｎｇｎｕｏ ２２．９６ ２５．４４ ９７．５３ ８０．１８ ８２．２１ ｃ ２６．４０
黑占 Ｈｅｉｚｈａｎ ３０．８２ ２４．１１ １３８．３３ １０５．５４ ７６．２９ ｂｃ ２０．９７
红谷 Ｈｏｎｇｇｕ ３７．９６ ２２．９１ １４６．９２ １１３．８１ ７７．４６ ａ ２０．７３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表 ２　 不同有机稻品种产量性状相关指标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ｙｉｅｌ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ｒｉｃ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ｎａｍｅ

株有效穗数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ａｒｓ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有效穗数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ａｒ

ｎｕｍｂｅｒ
×１０４ 个 ／ ｈｍ２

理论产量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实收产量
Ａｃｔｕａｌ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美香 占 ２ 号 Ｍｅｉｘ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 ２

１１．８３ ２８３．９５ ６ １２６．９０ ５ １７８．６０ ｂ

象牙航香 Ｘｉａｎｇｙａｈａｎｇｘ⁃
ｉａｎｇ

１２．８７ ３０８．８５ ５ ７８８．５０ ４ ５１６．６５ ｃ

象牙香占 Ｘｉａｎｇｙａｘ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

１１．６７ ２８０．０５ ５ ９６１．００ ３ ７７１．６０ ｅ

黑糯 Ｘｉａｎｇｎｕｏ ９．６７ ２３０．４０ ４ ８７６．９５ ４ ２８０．８５ ｄ

黑占 Ｈｅｉｚｈａｎ １１．２０ ２６８．８０ ５ ９４９．００ ４ ４２８．６０ ｃ

红谷 Ｈｏｎｇｇｕ １１．８７ ２８４．８５ ６ ７２０．４５ ６ ０００．００ ａ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田间测产结果显示，常规稻品种美香占 ２ 号的实收产量

为 ５ １７８．６０ ｋｇ ／ ｈｍ２，明显高于常规稻品种象牙航香和常规稻

品种象牙香占的 ４ ５１６．６５、３ ７７１．６０ ｋｇ ／ ｈｍ２；特种稻品种中，
黑糯和黑占的实收产量分别为 ４ ２８０．８５、４ ４２８．６０ ｋｇ ／ ｈｍ２，而
红谷实收产量为 ６ ０００．００ ｋｇ ／ ｈｍ２，显著高于另外 ２ 个特种稻

和常规稻品种。
综合分析主要农艺性状指标、理论产量及实收产量，结

合肇庆市主要推广常规稻种植情况，得出有机规模化种植模

式下常规稻品种美香占 ２ 号更适合于该地区推广种植。
２．３　 稻米品质比较　 稻米品质分析进行了碾米品质、外观品

质和理化指标的测定，碾米品质指标的比较分析发现 ６ 个材

料的糙米率和精米率彼此之间差异不明显，而常规稻品种中

（美香占 ２ 号、象牙航香和象牙香占）美香占 ２ 号的整精米率

为 ４３．０７％，显著高于另外 ２ 个常规稻品种象牙航香的３３．３７％
和象牙香占的 ３１．８７％；特种稻品种中（黑糯、黑占和红谷）黑
糯的整精米率为 ５１．３７％，显著高于另外 ２ 个常规稻品种黑占

的 ４１．６７％和红谷的 ４１．３３％（表 ３）。

表 ３　 稻米碾米品质和外观品质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ｉｌｌ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ｉｃｅ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ｎａｍｅ

糙米率
Ｂｒｏｗｎ ｒｉｃｅ
ｒａｔｅ∥％

精米率
Ｍｉｌｌｅｄ ｒｉｃｅ
ｒａｔｅ∥％

整精米率
Ｈｅａｄ ｒｉｃｅ
ｒａｔｅ∥％

垩白粒率
Ｃｈａｌｋｙ ｇｒａｉ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垩白大小
Ｃｈａｌｋｉｎｅｓｓ ｓｉｚｅ

％

长宽比
Ｌｅｎｇｔｈ⁃ｗｉｄｔｈ

ｒａｔｉｏ

糊化温度
Ｇｅｌａｔ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直链淀粉含量
Ａｍｙｌｏｓ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美香占 ２ 号 Ｍｅｉｘｉａｎｇｚｈａｎ ２ ７８．１７ ６７．１７ ４３．０７ ｂ ６．００ ｂ １３．８７ ｂ ３．９３ ６６．５８ １７．８
象牙航香 Ｘｉａｎｇｙａ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 ８０．２０ ６６．７０ ３３．３７ ｄ １０．６７ ａ ２０．１５ ａ ４．３８ ６７．４１ ２０．８
象牙香占 Ｘｉａｎｇｙａｘｉａｎｇｚｈａｎ ７８．３０ ６３．８０ ３１．８７ ｄ １０．００ ａ ２１．２８ ａ ４．４１ ６８．１２ １８．５
黑糯 Ｘｉａｎｇｎｕｏ ８０．４０ ６８．１７ ５１．３７ ａ — — ２．９３ ６５．７５ ０．８
黑占 Ｈｅｉｚｈａｎ ８１．５０ ６７．６３ ４１．６７ ｂｃ — — ３．２８ ６６．５８ ２０．４
红谷 Ｈｏｎｇｇｕ ８０．３３ ６７．５３ ４１．３３ ｃ — — ３．５１ ６６．５８ １８．６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稻米外观品质是决定稻米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稻米透

明光泽才能吸引消费者购买。 测定结果显示，常规稻品种美

香占 ２ 号的垩白粒率和垩白大小分别为 ６．００％、１３．８７％，显著

低于另外 ２个常规稻品种象牙航香和象牙香占，美香占 ２ 号外

观显示有光泽半透明。 常规稻品种美香占 ２ 号籽粒长宽比为

３．９３，米粒表现为细长，常规稻品种象牙航香和象牙香占籽粒长

宽比分别为 ４．３８、４．４１。 特种稻黑糯、黑占和红谷属于糯稻，去
种皮厚籽粒显乳白色，不透明，因此不测定垩白粒率和垩白大

小指标。 另外特种稻籽粒呈饱满短圆状，其长宽比较小，即特

种稻黑糯、黑占、红谷的长宽比分别为 ２．９３、３．２８、３．５１。
结果显示各品种的糊化温度均在 ６５～６９ ℃，糊化温度低

比较容易蒸煮。 直链淀粉含量的高低影响蒸煮后米粒的品

质，直链淀粉含量低的口感较好，各材料测定结果显示常规

稻中美香占 ２ 号的直链淀粉含量为 １７．８％，常规稻品种常规

稻材料象牙航香和象牙香占的直链淀粉含量分别为 ２０．８％、
１８．５％。 由于所属稻种差异，特种稻品种中黑糯、黑占和红谷

直链淀粉含量也有差异，特别是黑糯直链淀粉含量仅有

０．８％。综合考虑糊化温度和直链淀粉含量指标，常规稻品种

３５４６ 卷 １６ 期　 　 　 　 　 　 　 　 　 　 　 　 　 　 　 　 　 　 　 王茂辉等　 肇庆市有机稻种植品种的筛选与研究



美香占 ２ 号表现较好。
２．４　 微量元素检测　 对规模化种植的品种的农艺性状、产量

性状和米质分析等进行综合指标比较分析，得出常规稻品种

中美香占 ２ 号的综合表现较好。 检测分析结果表明，无机砷

的含量为 ０．０６ ｍｇ ／ ｋｇ，总汞、铅、铬和隔的检测结果分别为

０．０１２、０．００８、０．０５ 和低于 ０．０３ ｍｇ ／ ｋｇ。 美香占 ２ 号农药残留

的 ７０ 项检测结果均为未检出（＜０．０１ ｍｇ ／ ｋｇ）。 因此，有机模

式下规模化种植收获的常规稻美香占 ２ 号不仅产量和米质

比其他几个品种表现较好，而且无重金属积累和农药残留，
表明常规稻美香占 ２ 号符合有机稻标准。
３　 结论与讨论

我国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江苏等地开始进行有机水稻

的生产与开发。 经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国的有机稻生产已有

了一定的基础。 在有机稻生产技术方面，按照有机食品生产

的要求，各有机稻生产基地根据当地的环境气候条件，建立

了适合该区域发展的生产技术规程［１２－１３］。 然而，与现代高效

农业的要求相比，现有生产技术仍不能适应有机稻发展的需

要。 与传统方式栽培的产量相比，有机耕作模式的稻米产量

要低很多，且人工成本费用很高，生产者只有通过提高市场

价才能确保利益。 综合分析各种因素，有机水稻的生产技术

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创新水稻的有机耕作技术将进一步促

进我国有机稻米产业的发展。
水稻有机栽培应以农艺措施为主，综合防治病虫草

害［１４］。 在有机稻种植时选用优质的品种、加强肥水调控及

病虫害预测和防治等工作都十分重要。 田间中、后期的残留

杂草主要靠人工拔除［１５］。 结合肇庆地区实际土壤情况及气

候条件，该研究在种植环境方面通过秸秆还田和深浅耕翻耕

作措施，培肥土壤，活化耕层，为有机水稻种植创造有利的土

壤环境。 另外插秧前诱草灭草，在插秧前 ３０～４０ ｄ 开始对田

块进行间断性灌水，使田间保持湿润以诱发杂草生长，并通

过耕翻地来减少杂草基数以达到灭草目的。 在水稻晚造收

割后冬种绿肥以培肥土壤，从而减少有机肥的投入量、降低

成本。
结合肇庆地区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该研究选择 ６ 个水

稻品种进行有机稻规模化种植试验，根据品种特性和实际种

植情况的综合考察分析，发现常规稻优质品种美香占 ２ 号综

合表现较好。 美香占 ２ 号是感温型常规稻品种，具有株型

好、长势好、分蘖力较强、结实率较高、熟色好等特点，适宜在

广东省各稻作区早、晚造种植，但栽培上要注意防治稻瘟病

和白叶枯病。 该试验是有机栽培模式下的规模化种植，结果

显示美香占 ２ 号的实收产量为 ５ １７８．６０ ｋｇ ／ ｈｍ２，同时稻米品

质方面表现优良，米质达国家和省级优质 ２ 级，农药等有害

物质检测未发现有残留。
有机稻规模化种植研究十分有意义，结合肇庆地区实际

种植条件，通过有机稻规模化种植研究可获得多方面的效

益：①经济效益。 该研究主要经济效益体现在可以辐射带动

广大农户种植有机稻，每年可增收 １０００ 元以上，达到带动农

民致富的目的。 ②社会效益。 在不断研究和完善有机水稻

生产技术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建成有机水稻产业开发基地，
实现基地农户收入和运作企业创收的共赢目标。 ③环境效

益。 有机水稻生产是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来

维持稳定的农业生产体系的一种生态农业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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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规范———数字

　 　 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各种计数和计量，均用阿拉伯数字。 年份不能简写，如 １９９０ 年不能写成 ９０ 年，文中避

免出现“去年”“今年”等写法。 小于 １ 的小数点前的零不能省略，如 ０．２４５６ 不能写成．２４５６。 小数点前或后超过 ４ 位数（含 ４
位数），从小数点向左右每 ３ 位空半格，不用“，”隔开。 如 １８ ０７２．２３５ ７１。 尾数多的数字（５ 位以上）和小数点后位数多的小

数，宜采用×１０ｎ（ｎ 为正负整数）的写法。 数字应正确地写出有效数字，任何一个数字，只允许最后一位存在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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