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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南京11 × Koshihikari RIL群体在南京两年的种植结果，检测与稻米RVA谱特征值峰值黏度、最低黏度、最

终黏度、崩解值、消减值、峰值时间和糊化温度相关加性和上位性效应QTL，并分析其表达稳定性。结果表明，

7个稻米RVA谱特征值在两年中均呈连续分布，且存在超亲遗传现象。共检测到8个具有加性效应的QTLs与稻米

6项RVA谱特征值有关，两年中能重复出现的QTL有6个，即qTPV 6、qFPV 6、qBDV 6、 qSBV 6、
qPKT 6和qPT 6,分别控制最低黏度、最终黏度、崩解值、消减值、峰值时间和糊化温度，两年的平均贡献率

分别为46.4%、60.3%、31.1%、71.9%、38 5%和12.4%，而qSBV 8和qPT 5仅在1年中被检测

到，环境稳定性差。此外，还检测到5对影响稻米RVA谱特征值的QTL具有上位性效应，互作既发生在相同染色

体上也发生在不同染色体之间，但贡献率较小，且受环境的影响较小。控制稻米RVA谱特征值的稳定、主效

QTL，可为Koshihikari中稻米优良蒸煮食味品质相关基因的育种利用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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