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秀農業人員

文圖｜王櫻  部分照片提供｜盧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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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大學生物科

技研究所所長、農藝學

系教授盧虎生而言，

「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既是身為學者的宿命，

也是無法卸除的使命感

吧！長期參與、觀察國際稻

作趨勢，研究環境變異對於稻作

生長的影響，致力稻作栽培精準操作，

鑑別稻米品質、品種與產地，有效區隔

國產米與進口米…。如果說「憂慮」是

盧虎生洞見趨勢下的「副作用」，那麼

「研究」必然是那一帖解藥。

「我憂慮台灣的

品種研發腳步跟不上

企業的需求；栽培技

術則跟不上消費者

的要求」，從學生時

代即開始研究稻作的

盧虎生教授，20 年如

一日，推動品種改良、觀

察國際趨勢，對提升稻米產業

競爭力貢獻卓著，「我希望藉由我的

研究，帶動新的想法、觀念，影響農

事單位，農事單位再指導農民。」對

他來說，結合興趣與工作、與他人分

享研究成果，就是幸福了。

工作當興趣．與稻米結不解緣
與國際接軌．提升產業競爭力
─台灣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所長盧虎生

在學校進行的基礎研究，
可能就是日後別人的應用研究

盧虎生從事稻作生產
研究已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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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虎生與學生關係亦師亦友

盧虎生相當重視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他認為，嚴格的要求是希望有助於學生的將來

關注提升稻米品質
從中興大學農藝系畢業、台灣大

學農藝系碩士班，到公費留學美國康

乃爾大學農藝系，盧虎生笑說自己在	3

個不同的學校就讀農藝系，被友人戲

稱為「三雜交」；不過，一路走來，

對農藝系的情感可說是堅貞不移。

盧虎生從事稻作生產研究已	 20	

年，就讀台大碩士班時，跟著老師研

究水稻，自此結下不解之緣。1990	

年，盧虎生從美國返台後著手「種子

的充實」研究，關注稻作產量與提升

品質。「當時產量已不成問題，追求

的是品質！而品質好壞則與環境有很

大的關聯。」

盧虎生指出，台灣稻米最大的

問題在於白萼率過高，品種是

原因之一，另一個關鍵因素

則在於溫度。「白萼係因

高溫下稻子長得太快、

導致澱粉生長不良所

造成。澱粉與澱粉之間不密實，如同鵝

卵石與鵝卵石之間的空隙，由於這些空

隙並不透光，呈現出乳白色，也就是心

腹白，其面積若超過	2％，就成了二等

米。」盧虎生表示，影響稻米產生白萼

現象的溫度大約是	 26℃，因此在「抽

實」期間的	30	天內，前	15	天溫度不

能超過	26℃。

然而，受全球暖化影響，地球溫度

不斷升高，即使品種優越如越光米，只

要溫度上升	 1℃、2℃，其白萼率就上

升許多，因此日本方面也擔心溫度上升

導致稻作產生心腹白的現象，近年來，

其二等米的比率也愈來愈高。

建立稻作標準流程
盧虎生分析，日本的稻作品質之所

以優於台灣，先天環境的差異是主要原

因。「日本位於溫帶，白晝較長、日射

量充足，但溫度卻比位於亞熱帶的台灣

低，尤其夜晚溫度更低，作物呼吸作用

比較不耗能，因此產量、品質都略勝一

籌。」

利用人工氣候室研究不同溫度對稻米產量與品質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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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先天環境的差異，日本精緻的

栽培技術亦不容抹煞，這也是盧虎生長

久以來致力於稻作栽培精準操作研究的

原因。「台灣以往的耕作方式係依照

插秧後的天數計算，如固定	30	天、60	

天該做些什麼事，在氣候穩定時，這樣

操作並沒有問題，但氣候不穩定時就會

產生問題。」因此盧虎生提倡建立每個

稻米品種的生理指標，並透過各改良場

合作，以基溫、葉齡、發育為基礎，依

照其生理進度作為栽培管理的依據，製

作栽培曆時記錄各場何時育種、何時栽

培，調整農民的	SOP	(標準作業流程)，

讓農民耕作時有所依循。「農民可以調

整育種、栽培日程，依照溫度早一點

或晚一點從事農務，避開溫度過高的時

間。」

盧虎生認為，農業界應積極研發對

溫度比較「鈍感」的新品種，即溫度上

升、白萼率增加幅度較小的品種。他表

示，近	 5	年來，他深刻感受產業跑得

比研究快的現象。由於生產者已進入第

二、第三代，年輕人擁有全新的銷售、

設計、市場等觀念，加工設備也進步許

多，但品種改良並不多，「我憂慮台灣

的品種研發腳步跟不上企業的需求；栽

培技術則跟不上消費者的要求，目前正

遭遇品種的高原期，不論產量或品質，

要突破高原期，改良場以及研究人員都

得更努力。」

推展稻米生產履歷
「台稉	 9	 號或益全米都已推出市

面許久，下一個好的品種在哪裡？要突

破這段高原期，需要什麼科技？限制因

子是什麼？都需要充分討論。」令盧虎

生擔憂的是，研究人員逐漸凋零，「過

去幾年，研究水稻的人都跑去種花，例

如蘭花等，因為水稻研究得自行負責栽

培、育種、推廣，非常辛苦，以致人才

也跟著轉作了。」

盧虎生至銀川有機米產銷班進行現場輔導 盧虎生在花蓮縣富里鄉農會進行出口前取樣

檢驗

盧虎生致力於發展良質米檢驗技術
與國外學者交流，增廣視野，對問題的了解

與分析會更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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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的檢驗；一是新鮮度的檢驗；一是

產地的鑑定。

盧虎生協助研發的稻米新鮮度酸

鹼值檢驗技術，不但列為農糧署撥售

軍糧及學童午餐糧的驗收標準，同時

也帶動碾米廠設置低溫冷藏設備，延

緩米的老化速度。「新鮮度與品種關

係不大，而是與收成後的加工設備、

溫度控制有關。」盧虎生指出，台灣

普遍種植的稉米，原屬溫帶作物，台

灣 是 種 植 梗

米 溫 度 最 高

的國家，若低

溫冷藏設備不

足，就會影響

稉 米 的 新 鮮

度。「稻米剛

收成時，新鮮

度 的 酸 鹼 值

為	 7.4，超市的米大約維持在	 6.8，實

驗中發現，不新鮮的稻米偏向酸性，

酸鹼值一旦在	 6.6	 以下，就衰化得非

常快。」而進口的白米經過倉儲、冷

藏、運輸，與在地的相較，新鮮度自

然大打折扣。

另一個檢驗標準為	DNA	品種鑑定

技術。為此，盧虎生與多位老師曾向

每一個可能的進口國索取米的樣品，

以建立樣品庫，並據此研究各個品種

的	 DNA，進行整理、歸納，依此確認

是否為「正港」台灣生產的稻米，而

米商也礙於這項研發技術，不敢任意

混雜進口米，欺騙消費者。

至於栽培方面，也得跟上先進國

家的腳步，在國際市場上，才能搶得

先機。盧虎生指出，未來可能面臨因

應全球暖化所衍生的新栽培觀念－節

能減碳。「據先進國家趨勢，生產	 1	

噸的農產品，碳的排放量多少，未來

將以此作為規範，超過多少排放量的

農產品就可能被摒除在外，你必須拿

出依據才行。」

為了跟上趨勢，栽培方法必須符

合 評 估 標

準，盧虎生

積極推展生

產履歷，協

助建立台灣

第一及第二

個稻作生產

履歷系統，

就是要讓評

估有所依據，有利於未來出口。「台

灣的農業若要達到先進國家對於環境

健康的要求，首先必須有國際觀，在

法規設定、觀念的了解上與國際同

步，知道他們想些什麼，他們的規範

將如何訂定…。」

發展良質米檢驗法
為因應台灣加入	 WTO、開放稻

米市場的衝擊，盧虎生致力於發展良

質米檢驗技術，以區隔國產米與進口

米，維護本土稻農的競爭力。「良質

米的構成，是品種加上產地，以及加

工的品質。」怎麼知道自己吃的是台

灣米呢？可從幾個方向確認，一是品

促成台灣大學與國際稻米研究中心 (IRRI) 簽署合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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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產地鑑定技術
新鮮度、品種檢驗都有了，接下來便是產地鑑

定，也就是說，如果米商把台灣的益全品種帶到中

國福州種植，再回銷台灣，卻說是台灣種植的，

該如何防堵呢？「我們要找出可以鑑定產地的技

術，能夠反應當地的環境特性，那就是土壤。」

盧虎生解釋，作物是品種與栽培環境共同合作

下的產物，不同的產地會造成稻米所含元素有所

差異，他所研發的	 ICP-AES	多重離子元素分析技

術，可以分析出米粒中含有多少土壤裡的元素。

採多重離子、統計的方法，劃分出區域，如同按捺

指紋的概念。舉例來說，土壤裡鎂的成分或許差不

多，但鉀的成分可能就有差異了，該項技術共可比

對	13	種離子。除了土壤中天然成分不同外，農民

施肥習慣也會讓土壤的成分產生變異。「這個觀念

是源自於葡萄酒，從酒的味道可以分析出品種、氣候與

土壤的特性。」

盧虎生十分注重國際觀的養成。「一方面可以開

拓國際交流合作；一方面可以增廣視野，對於問題的

了解與分析會更精準。」除了邀請國外的專家學者來

台舉行座談，並協助、鼓勵年輕的研究人員到國外參

訪，同時促成台灣大學與國際稻米研究中心	 (IRRI)	

簽署合作協定，增加台灣稻作研究與國際接軌的機

會。

「我們現在從事的基礎研究，很可能日後就

是他人的應用研究。」盧虎生積極引入新的觀念，

「我希望藉由我的研究，帶動新的想法、觀念，影

響農事單位，農事單位再將這些新的技

術、做法指導農民。」

積極參與國際年會
要引進新觀念，就得經常汲取新

知，藉由受邀演講及參加研討會的機

會，盧虎生不時與其他專家學者交

盧虎生經常與其他專家學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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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以前閒暇時，

就窩在圖書館裡一本一

本地翻閱；如今資訊更

替得快，電子期刊發

達，則是坐在電腦前查

看。」旁人看來，這樣

的興趣可說是枯燥到不

行，他卻樂此不疲。信

奉基督教的盧虎生，很

重視夥伴關係，「我不

喜歡當領導者，也怕別

人誤會我要當領導者，

這沒什麼意義！」對盧

虎生來說，能結合興趣與工作、與他人

分享研究成果，就是幸福。「我覺得這

是比較重要的！」他說。

流，接觸前瞻性的觀

念、技術，從中觀察趨

勢。另外，他每年交替

參加美國植物生理學會

與美國作物學會年會，

「這兩個年會一個是學

理、一個是作物，使學

理與實務方面得以兼

備。年會上，來自全世

界最頂尖的學者專家，

可以評估判斷未來幾年

之內，各種作物或產業

的面向，哪些科技可能

有所突破，參加年會讓我更充實農業

的知識。」

工作之餘，盧虎生的娛樂竟是閱

讀學術領域或農業方面的期刊或寫寫

盧虎生至農地進行田間取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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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織布蔬果套袋」

．防曬、防水傷

．防果實蠅、防鳥

．不怕風雨侵襲，而導致套袋破損

．透光性好，透氣度佳

透氣PE膜外層＋覆合纖維不織布內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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