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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健康管理技術
應用於稻米品質之提升

為因應加入WTO衝擊力，農糧署自92年

開始舉辦「全國稻米品質競賽活動」，以提升

國產稻米品質形象與競爭力。比賽至今已歷時

14年，從冠軍米個人賽事到名米團體賽，不

僅為臺灣稻米生產注入一股巨大的提升力，也

成為許多稻農每年注目的焦點，更為社會消費

者提供選購好米的管道。本(106)年為推動友

善農耕，獎勵有機米生產特將名米比賽改為臺

灣好米組及有機米組兩項，讓有機米農戶有相

互砌磋的機會。

綜觀苗栗地區在歷屆全國稻米品質競賽表

現，僅有兩次進入全國賽獲名，分別為後龍鎮

余寶城先生及苑裡鎮徐能發先生。檢視成績不

佳的原因，主要在於容重量與米粒外觀表現遜

於別縣巿。為了改善該缺點，101年至104年

本場積極與農業試驗所合作，並發展出水稻健

康管理關鍵技術以提昇稻米品質，茲將此關鍵

技術與水稻生育期與作業曆連結，針對稻米品

質提升應注意事項，簡述於後：

地力培育改良

主要為改善土壤酸鹼度與有機質，採用綠

肥作物、深耕及改善土壤等，進行地力培育，

以增加田地生產力。

一、綠肥的選擇

本轄區以埃及三葉草及苕子作為冬季綠肥

最洽當，因其均屬豆科，根部可與具固氮能力

之根瘤菌共生，固定大氣中的氮素；將其翻

耕後可增加土壤有機質的來源，若綠肥生長

豐茂，後期作可減少基肥或第一次追肥氮素

10~20%的投入。

二、深耕的益處

土壤深耕犁主要目的將底土（40~60cm）

翻到上層（圖一），於第2期作後操作可有得較

長的曝曬時間。深耕不但將底土養份翻上來使

用，同時利用陽光紫外線進行土壤消毒，可以

彌補不能燃燒稻草用以高溫消毒土壤的機會。

三、改善土壤方式

一般土壤需要改善的項目為酸鹼度、電導

度及有機質含量等，可先將土壤送至各轄區改

良場分析後再決定改善項目。如酸性土壤可用

苦土石灰防範改善；而電導度高係因為離子濃

度過高，應注意灌溉水品質及減少肥料用量；

提高有機質含量，除了前述的種植綠肥外，選

圖一、�土壤深耕犁係將底土（40~60cm）翻到上
層，達到曝曬與底土養份上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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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腐熟有機質肥料，也是一個快速有效的方

法，惟會增加生產成本。

整地精細且平整與基肥施用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水田是否平整，

會影響水稻初期水分管理。田區若不平整灌溉

水就無法均勻，將導致高處水稻生長慢且周遭

易滋生雜草，而低處水稻易發生水象鼻蟲的危

害，因此精細且平整的整地技術顯得極為重

要。臺灣目前水稻作業採由育苗業者到代耕業

者機械化的耕作，為大多數稻農帶來便利，即

代耕整地的技術乃奠定水稻全程生產的基石，

因此代耕業者的輔導為未來推動稻作4.0產業

重要的一環。

農糧署出版之「作物施肥」手冊中，在水

稻施肥上非常著重基肥的施用，但許多農民因

土壤質地關係如砂質土壤者，常將基肥移至插

秧後是錯誤的觀念。因為基肥功能性主要在於

肥料與土壤的混合，土壤保肥力差者，可減少

基肥用量，尤其是一期水稻的生產。讓作物的

根為尋找養分而深入底土，如此根系會較為旺

盛，根旺地上部自然長的比較好。一般基肥每

分地施用30kg的複合肥料39號（氮：磷：鉀 

=12:18:12）為佳，相當於投入氮素3.6kg/分

地。然而一般慣行法常施入40kg的量，此比

作物施肥手冊之推薦量約多出30%。

育苗及插秧

目前育苗作業幾乎均由水稻育苗中心提供

服務，在顧客至上的需求之下，如今育苗以高

播種量、短綠化時間的商業行為模式操作，形

成顧主相歡的「雙贏」。孰不知此種作業方

法，不單種子費提高，且播種密度高，使秧

苗纖細、過密易滋生病菌。其中，為補強秧

苗的健壯，育苗者常在整個育苗過程中投入

發根素、促進生長肥料及預防病害之農藥，因

而增加育苗成本。稻農在插秧上多以「插後不

需補植」作為基本要求，因此代耕插秧者以增

加插秧苗數，來迎合稻農的需求，一株內插到

12~16支秧的情形普遍存在。以上操作模式皆

導致生產成本增加及後續植株生長無法張開等

不良效應，反而造成「雙輸」的局面。若育苗

業者提供健壯秧苗，插秧時可減少插秧支數，

搭配插秧後立即施用苦茶粕防治福壽螺，與連

同萌前除草劑一同施用尿素每分地1kg（氮素

0.46kg/分地，累積氮素3.46kg），會因秧苗強

健即使插秧支數少的狀況，需要補植機會應該

會大大的降低。此乃因水稻生長靠分蘗性，

圖二、單株插秧的苗可以生長至15支。 圖三、�插秧數少，水稻植株生長張開度佳。分
蘗數不宜過多，散型分蘗優於緊密的，
因其可減少病蟲害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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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只有1~2支的秧苗，也可以發育成15~20

支分蘗。另考量「有分蘗就有新根生長」的

概念，若每欉插9-12支，而收穫時長成20-24

支，此表示每支秧苗只需分蘗1-2支即達到

「理想分蘗數」（詳見齊穗期至成熟期章節），

因此插多支苗的新根生長能力自然減少，再加

上多支苗將會限制水稻初期生長。就以本場單

株插秧的苗，也可以生長至15支（圖二），且

在整個分支過程中將有很多新根會長出來，

利於稻株後期的穀粒充實期的養分吸收（圖

三）。因而水稻健康管理技術上建議插秧支數

在6~9支即可，若考量稻米品質提升應可降至

3~5支。

成活期至分蘗期

水稻插秧後根系開始生長即為成活期，至

分蘗長出即稱之為分蘗始期，其再經分蘗中期

（田間還看的到水面）後將達分蘗盛期（田間

已被稻株佈滿）。成活期後可施行淺曬田，以

利分蘗盛期之曬田作業順利，尤其在第一期

作，因此時期氣候常遇到清明陰雨天或梅雨，

不易達到曬田的土壤龜裂標準。成活期至分

蘗中期施用第一次追肥氮素，用量為2.4kg/分

地，為預防水稻後期病蟲害發生，在第一期

作分蘗盛期如遇連續陰雨、日照不足，為稻

熱病菌最適繁殖及感染之條件，而此期水稻因

低溫、日照不足、生育不良、抗病力降低，病

害即發生嚴重，並迅速蔓延。此時可用三賽唑

或護粒丹進行噴灑防治，並補充微生物活菌，

增強水稻抵抗力，且於分蘗盛期前時施用氮

素2.4kg/分地作為第二次追肥。針對有機肥施

用，本場研發活菌苗栗2號改良基肥，施用方

式請參考（表一）。分蘗至理想分蘗數，或有

效分蘗數，一般平均分支達20~24支即可進行

強曬田作業，亦即停止灌水至表土龜裂，再讓

灌溉水入田。

幼穗形成期至抽穗期

灌溉後，水稻生長很快的就進入幼穗形成

期，此時葉色用葉色板比對（表二），數值約落

於2~3；最理想是以葉綠素計測量SPAD值應該

會落在28~32之間（圖四）。同時進行主支（母

支）取樣解剖觀察，假使在莖基部已有2~3mm

之似白毛狀組織的幼穗時，此時施用氮肥

3.6kg/分地（累積量9.46kg）的穗肥最為洽當

（圖五），而施用前請灌水至7~10cm的田間水

位。當稻株基部逐漸膨大時，即進入孕穗期，

而田間灌溉水作業以流灌水最佳，尤其在艷陽

高照炎熱的午間，出水口處最好保持7~10cm

的水位。孕穗期期間劍葉會慢慢伸出，而至劍

葉完全伸出後，穗即會抽出，也就是進入抽

穗期，此時係灌溉作業最重要的時期。因正值

水稻開花授粉，可將出水口阻水高度再加高以

進行深水灌溉，期間以流灌水為佳，直到開花

期結束進入齊穗期。當抽穗後約10~14天後，

稻穗均已抽出，且早抽出穗者已略為下垂時，

施用時期 第二次整地 追肥 穗肥 粒肥 合計

插秧後天數 25天 58天 齊穗期

數量（包） 5 3 4 2 14

氮素（kg/分） 3.5 2.1 2.8 1.4 9.80

磷肥（kg/分） 2.6 1.56 2.08 1.04 7.28

鉀肥（kg/分） 1.8 1.08 1.44 0.72 5.04

註： 每包20公斤、每分地施用14包，成本3,200~3,500元（農糧署補助每包40元）。每分地所使用

的氮磷鉀肥量分別為9.80、7.28、5.04公斤，基於上表用法，鉀肥略不足，因此在穗肥時可以

加施單質鉀肥。

表一、苗栗活菌2號–改良基肥插秧田施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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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級數/數值

葉色板級數 ① ② ③ ④ ⑤

葉綠素計數值 20 25 35 45 50

幼穗形成期 分蘗中期 分蘗盛期

穗成熟期 抽穗期

表二、葉綠素計或葉色板與水稻生長期最適級數或數值的範圍

圖四、�利用葉綠素計（SPAD）或葉色板為稻株葉色濃淡的判斷。

圖五、水稻穗肥施用點及避免倒伏措施。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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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可以酌施鉀肥，但若葉色不濃者（葉色板

<3.5），可以再添加氮肥用量1.2kg/分地（累積

量10.66kg/分地）。肥料以氯化鉀及硫銨為佳，

主要目的係為確保穀粒晶瑩剔透，稱之為「粒

肥」，但若葉色超過3.5葉色板以上，每分地僅

加施4kg氯化鉀即可。

齊穗期至成熟期

當進入齊穗期時，榖粒則進入灌漿期，而

此時期需要大量光合作用提供灌漿所需的醣

類，以形成澱粉粒。澱粉粒若堆積緊緻，則不

易形成心腹白。為達到晶瑩剔透的米，除了

營養成分需求外，尚需靠合宜的26℃田間溫

度。通常可利用灌流水降低田間溫度，日夜溫

差若能拉大距離更佳，如田間中午溫度維持在

28℃，夜溫若能降低3~5℃均有助益。此期間

給水一般採間歇灌溉，絕不可缺水，若發生南

風吹襲，需以深水流灌補充植株失散的水分，

同時達到降溫的效果。

收穫與乾燥調製

收穫之前要除去異品種及開花結子的雜

草，否則會造成異雜物過高，影響稻米品質。

為了收得較一致稻穀，可將田區外圍與中間稻

穀分開收穫，以外圍的稻穀優先收割。收穫時

稻穀達85分熟以上最佳，此時水分含量大約

在27~28度。烘乾時應要視收割時稻穀水分度

數而決定乾燥流程，原則以不超過55℃循環

烘乾條件，若在均勻火侯及梯度降低烘乾的條

件下，可以減少斷裂的米，得到較佳的稻米品

質。若青米率過高的稻穀，在烘乾穀時可以用

較大吹風將青的稻穀吹出，或在收割時將聯合

收穫機風口開大點。但實際上，若曬田曬的

好，能有效抑制無效分蘗，則不會有青米過多

的問題。

結語

水稻健康管理需要改進慣行法多肥多藥

多產量的舊思維，將少肥少量高品質的觀念導

入，主要關鍵技術有培地力、精整地、健苗、

疏插、保蘗、適肥及流水灌等。適時曬田達到

控制適當分蘗數（20~22支/欉），避免無效分

蘗過多，或小穗及下位穗的產生；以葉色板表

現作為氮肥施用之依據，掌握氮肥施用量，不

宜太多肥料，建議可較一般減少20%；另為了

使容重量可以達到600g/l以上，可藉由生育前

期緊縮氮素的投入，以留下在水稻齊穗期後可

施用粒肥的空間（圖六）。就上述健康管理技術

生產稻米可以提高稻米品質3%，本篇報告給

與有心提升稻米品質的栽培者參考。

圖六、�水稻健康管理作業流程（苗栗區農業改
良場及農業試驗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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