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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稻而行 回顧四十 

洪梅珠*、李誠紘、吳以健、鄧執庸、楊嘉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摘要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水稻研究已逾百年，初期以育成高產與優質的‘台中 65
號’、 ‘台中在來 1號’及‘台中秈 10號’名聞遐邇。1984年遷場至現址後，成立稻
米品質研究室，是全臺第一個同時進行稻米品質、水稻育種及水稻栽培共三個面

向研究的試驗單位，初期以建立稻米品質分級標準與檢驗技術，及提高稻米品質

為研究目標，輔導產業生產高品質稻米，推動良質米產銷體系；也因應貿易自由

化衝擊，跨域與學校合作，持續深化稻米品質研究，開發高效率稻米品質檢驗技

術，成功促成國產稻米外銷日本，提振國人對國產稻米信心。近年因應氣候變遷

與人均食米量減少，育成品質優良‘台中 194 號’、適用加工‘台中秈 197 號’及健
康食感‘台中 200號’，建構具氣候韌性與精準省工的栽培技術，並研究多元食米
產品，強化國產稻米競爭力。面對未來挑戰，期以減碳永續與多元利用為目標，

選育高品質水稻品種，開發低碳調適的栽培體系，並以米質研究為基礎，協助產

業開發多元稻米產品，推動臺灣稻米產值躍升。 

：稻米品質、品種育成、栽培技術、氣候韌性、多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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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chung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
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TDARES) 

has been conducting rice research for 
over a century. In the early stages, 
TDARES was famous for breeding three 
high-yield and high-quality varieties: 
‘Taichung 65’, ‘Taichung Native 1’ and 
‘Taichung Sen 10’. After moving to the 
current location in 1984, the Rice Quality 
Research Laboratory was established. It 
is the first experimental unit in Taiwan 
that simultaneously conducts research in 
three aspects: rice quality, rice breeding, 
and rice cultivation. Initially, TDARES 
aimed to establish rice quality 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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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and evaluation techniques to im-
prove the quality of rice, as well as to as-
sist the industry of high-quality rice pro-
duction and supply system. Also, in re-
spond to the impacts of trade liberation, 
TDARES engaged in cross-disciplinary 
and collaborative research with universi-
ties to deepen its rice quality research and 
develop efficient rice quality evaluation 
techniques. As a result, TDARES facili-
tated the exportation of domestically pro-
duced rice to Japan successfully, boosting 
the confidence in citizens to Taiwanese 
rice. In recent years, in response to cli-
mate change and decreasing rice con-
sumption per capita, TDARES has not 
only bred high-quality ‘Taichung 194’, 
processing-suitable ‘Taichung Sen 197’ 
and healthy-taste ‘Taichung 200’, but 
also developed climate-resilient and pre-
cision cultivation techniques. Moreover, 
TDARES has explored diversified rice 
products,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aiwanese rice industry. In the face of 
future challenges, the aims of TDARES 
are to achieve carbon reduction, promote 
sustainability and diversity through the 
selection of high-quality rice varie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emis-
sion and adaptable cultivation systems. 
Further supporting the industry in devel-
oping diverse uses and functional rice 
products through robust research on rice 
quality, and promoting the value-added 
rice industry in Taiwan. 
Keywords: Rice quality, Breeding vari-

ety, Cultivation technique, 

Climate-tolerance, Diversi-
fied uses. 

前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 (簡稱臺中場) 早期的稻作研究
以育成適合臺灣栽培的稉稻品種與提

升秈稻品種產量為主要目標，育成的

‘台中 65號’與‘台中在來 1號’，
具劃時代意義。前者成功克服溫帶型

稉稻受亞熱帶低緯度日長與高溫限

制，為當時臺灣第一個大面積栽培推

廣的稉稻品種，取代秈稻成為栽培主

流；後者係全球第一個雜交育成的半

矮性 (semi-dwarf) 品種，其特性引起
國際稻米研究所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IRRI) 重視，進而促
成全球水稻的綠色革命，緩解 1970年
代可能發生的糧食危機。 

因應國人對食米品質之需求，

1971 年政府補助臺中場設置稻米品質
實驗室，著手研擬稻米品質分級與食

味評鑑方法。1979年育成‘台中秈 10
號’，為第一個以食味品質優良而受

歡迎的軟秈稻品種，至今仍是臺灣前

十大優良栽培品種，且由於適應力強，

一直是援助邦交國的稻作品種首選。

1984 年由臺中市遷場至彰化縣大村
鄉，添購米質分析儀器，開始著手進行

高品質的品種育成、栽培技術及稻米

品質的研究。 

臺中場在臺灣稻作研究史上，有

開拓、領航、展望未來的重要意義，遷

場迄今已近 40載，為感謝同仁與長官
投注心血，俾使臺中場得以累積眾多

之研發成果，藉此研討會以「水稻品種

改良」、「栽培技術改進」及「稻米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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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三面向摘錄重要成果編撰為文，

以供各界參酌。 

水稻品種改良重要成果 

因應國人對米食要求從「吃飽」轉

向「吃巧」，產業迫切需要具優良品質

的水稻品種，臺中場以提升品質並維

持產量為目標，近 40 年共育成 11 個
稉稻、5個秈稻及 5個糯稻品種 (林，
2003a；楊等，2014)。 

㇐、稉稻品種之育成 
臺中場近年育成的稉稻品種中，

以‘台稉 9 號’最為人稱道。該品種
食味佳且耐儲藏，在 1993年首開稻穀
收穫產量雖低於對照品種，但成功命

名的首例，並在之後成為水稻食味與

產量試驗的對照品種，亦為米商業者

票選最好吃的品種之一，更接獲日本

稻米商社申請技術轉移申請，技轉金

額創下全臺水稻品種最高額授權記

錄，且榮膺第一屆全國稻米品質競賽

總冠軍，直至今日仍是政府推薦之前

十大優良水稻推廣品種 (許，2015)。 

為配合產業需要極早熟水稻品種

以建立輪作系統，在 2003年與草屯鎮
農會產學合作，從日本引進米質優良

的早熟稉稻品種‘越光’進行品種改良，
命名極早熟品種‘台中 191號’，並以商
品名「錦早米」製成小包裝精品禮盒 
(楊等，2005)。2007年因應產業需求，
命名高產及米質優良的‘台中 192號’，
推出後廣受歡迎，至今栽培面積仍是

臺灣水稻優良推廣品種栽培面積第三

位 (呂等，2007)。在 2008年命名白米
外觀優良且具特色的‘台中 193號’，為

國內首個植株、葉片及稻穀皆無稃毛

的品種，可減少加工調製過程產生粉

塵污染，有益環保與衛生  (許等，
2009)。2001 年引進‘巴薩瑪堤’ (‘Bas-
mati’) 品種改良‘台稉 9 號’，成功於
2009 年命名‘台中 194 號’，為國內首
個具七葉蘭清香、口感軟黏且食味極

佳的品種，商品受消費者喜愛，多次入

圍獲得精饌米獎肯定 (鄭等，2018)。另
外，2022年利用日本稉稻品種‘牛奶皇
后’ (‘Milky Queen’) 半糯特性進行改
良，推出糙米飯與冷飯都軟黏可口的

‘台中 200號’，可增進稻米健康利用價
值 (鄭與鄧，2022)。 

二、秈稻品種之育成 
秈稻是臺灣先民最初種植的水稻

品種，在臺灣文化及歷史中占重要的

地位，其稻米品質多元，除鮮食用外，

亦可用於加工。2017年命名的‘台中秈
197 號’，即為以加工適性為目標育成
的品種，其製成的碗粿口感軟 Q，米粉
絲外觀潔白素淨，食味品質極佳；僅需

儲藏 6-9個月即完成陳化，優於對照品
種‘台中秈 17 號’的 1 年陳化時間，可
節省倉儲成本 (鄭等，2017)。2018年
命名的‘台中秈 198 號’，承襲‘台中秈
10號’的優良食味品質，且稻穀收穫產
量與容重量更高，受到碾米廠的喜愛 
(楊與吳，2018)。2021年以分子標誌輔
助選拔技術育成‘台中秈 199號’，導入
3 個抗白葉枯病基因，並保有‘台中秈
10號’的優良特性，有助於促進農藥減
量及有機友善栽培 (楊等，2020)。 

三、糯稻品種之育成 
糯米可以加工製成許多種類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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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米質特性的需求與一般鮮食用

稻米品種不同，1984年‘台中秈糯 1號’
命名推出後，改變以往秈糯稻低產與

米質不佳等缺點，成為當時臺灣秈糯

稻領先品種。1995年命名的‘台稉糯 5
號’以加工適性佳為特色，米食製品在
熱時可口，冷卻後也不會變硬，不會有

「灶腳軟」現象，因此頗受歡迎 (許等，
2005)。2006 年‘台中秈糯 2 號’命名推
出後，取代‘台中秈糯 1號’，成為國內
栽培面積最廣的秈糯稻領先品種 (楊，
2006)。2012 年命名‘台中糯 196 號’，
承襲‘台稉糯 5 號’加工適性優良之特
色，且為國內穀粒最大的品種，為稻作

產業提供更多元選擇 (鄭等，2015)。 

栽培技術改進重要成果 

良好的栽培技術，是高產與優質

稻米生產體系的基石。臺中場早期探

討病害對水稻生育與品質的影響，並

建立提升稻米品質的栽培技術 (林，
2003a；楊等，2014)；近期因應氣候變
遷與人口老化議題，進行有機栽培、原

鄉輔導、氣候韌性、智慧省工及淨零減

碳等面向的研究，開發耐候節能的高

品質稻米栽培技術。 

㇐、白葉枯病特性檢定與研究 
白葉枯病為水稻嚴重病害，臺中

場早期引進 IRRI建立的白葉枯病接菌
與檢定方法，為各改良場試所育成的

品種 (系) 進行檢定，並發現白葉枯病
不僅會造成水稻產量與碾米品質降

低，也會降低稻米食味品質  (林，
1990)。臺中場亦依據此研究成果，持
續進行抗白葉枯病的水稻品種改良。 

二、有機與友善水稻栽培技術之

研發 
有機水稻產業發展早期，尚未建

立完整的栽培技術。臺中場投入有機

水稻栽培技術研究，探討有機質肥料

性質、施用量、施用時期對水稻產量與

品質的影響，發現有機栽培稻米的食

味品質顯著優於慣行栽培，進而建立

水稻有機栽培管理技術 (李等，1999)，
而分次施用菜籽粕可提升稻米產量與

食味，增加有機稻米產值  (李等，
2004)。近年因應氣候與環境變遷，在
大甲區幸福里輔導建立生態友善水稻

栽培，導入新品種、田埂綠色覆蓋、合

理化施肥、滿江紅輪作等元素，也輔導

轄區有機栽培農友建立「鴨間稻」農

法，減少雜草造成的產量減損，同時以

蠅翼草、心葉水薄荷與多年生花生作

為田稉覆蓋植被，具有改善土壤構造、

調節農田微氣候與營造害蟲天敵棲地

等好處 (廖等，2018)；輔導溪州上水米
建置綠色圍籬及老鷹棲架，營造友善

環境之栽培環境，提升有機與友善水

稻栽培的永續性。 

三、良質稻米栽培技術之改進 
臺中場也建立以提升稻米品質為

導向的一系列栽培技術，建議以育苗

箱播種量 240-270 公克、栽培株距 21
公分並採合理化施肥之推薦肥料量 
(120-140 公斤-氮/每公頃) 可達節省
成本並維持優良米質與產量穩定的目

標 (鄭等，2014)，同時，也針對提升有
機水稻品質之栽培技術進行研究，建

立有機追肥最佳施用量與施用時機，

並建議移植秧苗數以每叢 3 支可達到
較優良之稻米品質 (李等，2002；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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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李等，2005；李等，2014)；為進
一步提升稻米品質，也探討利用鎂肥

改善稻米外觀，使直鏈澱粉含量減少，

間接提升米飯食味，此一系列的栽培

技術改進可作為良質米栽培管理輔導

的重要參考。 

四、原鄉稻米產業技術之輔導 
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村的‘伊娜谷香

糯米’為部落特色的稻種，惟其近年面
臨品種混雜與新興病蟲害的影響，臺

中場協助進行品種純化，並建立合理

化施肥及友善栽培管理技術，同時導

入里山倡議概念，進行田區生態調查，

發現其水田環境可作為兩生類與蜻蛉

類良好的棲地，並將相關成果製成摺

頁與影片供部落利用，為香糯米栽培

增加保種與生態保育意義  (呂等，
2009；鄧，2021)。除導入栽培技術與
生態概念，臺中場也與企業社會責任

公司合作，在香糯米產區辦理食農教

育、學童繪畫及香糯米收穫節等活動，

落實環境保護 (Environment)，導入社
會責任 (Social) 與公司治理 (Govern-
ance) 之 ESG 理念，以保價收購方式
提升香糯米商品價值，促進地方創生

與產業共榮發展。 

五、韌性省工栽培技術之研究 

因應氣候變遷與國內人口老化，

著手進行氣候韌性、智慧省工及淨零

減碳等面向之研究，並開發耐候節能、

減碳永續的高品質稻米栽培技術。

2015 年開發與雜糧作物輪作的水稻夏
季單期作栽培技術，以夏季降雨提升

水資源利用效率 (鄧等，2021)，並與產
學研發團隊合作開發智慧灌溉系統、

無人機精準施用穗肥模式  (郭等，
2023)及 AI稻株判識模式 (Sheng et al. 
2022)等智慧農業栽培技術，建立省工
的精準栽培技術。另外，也借鑑日本直

播栽培，與在地農企業合作開發直播

專用鐵粉與無人機直播技術，提升效

率且節省人力 (吳與楊，2019)。目前正
積極進行稻米生產的碳足跡建立與輔

導米產品申請碳標章 (吳等，2022；吳
等，2020)，並致力減碳栽培技術如間
歇灌溉、精準施肥的研發與量化，對

2050年淨零目標多一分貢獻。 

稻米品質研究重要成果 

品質為影響稻米商品價值的一大

面向，臺中場早期建立稻米品質檢驗

技術與分級標準，開發小樣本與快速

的米質分析技術及育種選拔指標，提

升產業的稻米品質。近期積極跨域合

作深化米質研究，開發多元的稻米商

品，增進稻米多元用途。 

㇐、稻米品質之檢驗與分級 

最初為因應國人對高食味稻米的

需求，1971年自 IRRI引進美國農業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
ture, USDA) 的稻米品質檢驗技術，建
立稻米品質實驗室，研擬稻米品質分

級標準，使臺中場成為最早進行米質

研究的場所。1972 年稻作改進會育種
技術小組決議，今後育成新品種在推

廣前應先請臺中場作米質檢定，自此

「米質檢定」成為臺中場米質研究最

早期的任務。2003 年訂定的「水稻良
質米推薦品種實施要點」，更明文規定

良質米品種需經臺中場進行米質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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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且良質米之品質標準必須兩年兩

期作食味總評達 A 級，且白米透明度 
≤ 3級，且心腹背白之等級和 ≤ 1 (林，
2003b；楊等，2014)。 

稻米品質包含諸多面向，但經由

人員官能測定米飯的食味表現，是最

貼近消費市場需求的品質指標，因此

參考日本的食味評鑑法，研擬實驗室

的米飯食味評鑑法，後來被應用在國

內各類稻米品質競賽。1989 年起為各
試驗場所育成的水稻品種進行官能品

評，將結果依統計分析分為 A、B、C
等級，分別表示參試品種的食味優於、

等同於、低於對照品種。 

二、應用米質研發產值躍升 

品質直接影響商品的價值，臺中

場以產業需求出發，俾使米質研發成

果落地應用，提升產業價值。臺中場首

先從生產面著手研究，探討栽培品種、

土壤環境、肥培管理及收穫適期等面

向對稻米品質的影響 (侯等，1988；盧
等，1988)，並與農機研究室合作，提
出適期收割及變溫乾燥技術，已為業

界所採用 (何等，1991)。1988年邀請
國內外專家，辦理「稻米品質研討會」，

並將論文彙編為專刊出版，供各界參

考 (宋與洪，1988)。也進一步應用於推
動良質米產銷計畫，協助轄區規劃臺

中市 14,480公頃、彰化縣 29,800公頃
及南投縣 7,030公頃，合計近 5萬公頃
的良質米適栽區，並推薦適地適種的

良質米品種 (宋等，1991)。另提出真空
或二氧化碳填充包裝方法，配合低溫 
(5-10℃) 貯存，可延長包裝米保存期
限 (洪與宋，1994)。 

隨著國人食米量減少、稻穀生產

過剩，公糧稻穀的品質管控、舊米混充

新米等問題浮現，臺中場根據稻米儲

藏後酸鹼值改變的原理，建立快速新

鮮度判別技術 (許與宋，1991)；協助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修訂稻米檢驗標準；

編印「糙米外觀檢定手冊」(洪與宋，
1990a)；協助農糧署檢測市售小包裝米
品質、培訓稻米品質檢驗人員、開發快

速的糯稻純度檢驗及濕穀品質檢驗技

術 (洪，1995)，對改善公糧米質檢驗效
率功不可沒。此外，1995 年協助大甲
鎮農會舉辦全國首場「稻米品質競

賽」，鼓勵農友投入生產高品質稻米，

掀起國內稻米品質競賽之序幕，為國

產稻米產業注入新活力。 

便利商店販售的冷藏三角飯糰為

受歡迎的米食商品，此商品的貨架溫

度是 18℃，然而米飯冷卻後質地容易
變硬，食味變差，會影響消費者購買意

願。臺中場因此探討不同產地及品種

製成之 18℃米飯食味品質，結果發現
彰化生產的‘越光’及‘台稉 9 號’製成
18℃米飯老化速度較慢，品質較佳，建
議業者可依稻米品種與產地改善三角

飯糰品質，對提升產業價值助益良多。 

臺灣加入WTO後，為避免業者將
進口之低價樹薯粉混充糯米粉，以高

價糯米粉名義銷售，以及防止藉進口

低價的樹薯粉之名，進行輸入高價糯

米粉之行為，臺中場與中興大學合作，

建立糯米粉及樹薯粉的純度檢驗技

術，已應用在海關商品檢驗 (洪與盧，
1997)。另比較進口米與國產米的品質
差異，發現國產米新鮮度及食味較佳，

提振消費者對國產米信心 (洪與洪，
2002)，並探討國產米外銷可能性，執
行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計

畫，與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農糧署、臺

灣大學等組成「台灣良質米外銷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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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小組」，對我國稻米產業現況提

出改進措施，成功促成臺灣米於 2004
年底外銷日本，使臺灣良質米飄香異

國。 

國內稻米品質研究成果在生產

者、米商、糧政單位及加工業者多有應

用實例，累積成果豐碩，因而於 2012
年辦理「良質米產業發展研討會」並將

專文彙編成冊，匯集近 30年良質米產
官學界經驗與成果，拓展良質米研究

與產銷量能 (許等，2013)。 

三、快速小樣本之米質檢驗 

新品系剛育成時，稻米樣本量不

足以進行米質檢驗，也由於試驗時程

緊湊，傳統較為耗時的米質分析方法

難以因應，因此有改進效率的需求。臺

中場在 1986年應用近紅外光譜分析儀 
(Near infrared spectrometer, NIRS) 建
立快速白米蛋白質檢驗技術，取代傳

統化學方法；並在 2001年應用快速黏
度測定儀 (Rapid visco analyzer, RVA)，
取代傳統連續黏度測定儀檢驗方法，

建立小樣品快速檢驗技術，使檢驗更

具效率 (洪與郭，2001)。除食味品質
外，也與農機研究室共同研發快速稻

米外觀品質鑑定儀器，並取得「穀物特

徵自動選別機」及「穀物特徵自動選別

機結構改良」二項專利，同時辦理技術

移轉 (何等，2006)。 

四、高食味水稻之選拔指標 

食味品質是水稻重要育種目標，

但早期世代品系的稻種量較少，無法

進行官能品評。為協助育種家建立選

拔高食味品質品系的指標，因而研究

澱粉特性、黏度特性、理化性質等性狀

與食味品質的相關性 (許與宋，1989；
洪等，1989；洪，2003；Kuo et al. 2001)，
發現以 RVA測得澱粉黏性之回升比值 
(Setback ratio) 及破裂比值  (Break-
down ratio) 與食味品質有顯著相關 
(洪與郭，2001)，同時建立預測臺灣水
稻品種米飯食味之回歸方程式 (許與
宋，1989)。此外，與臺灣大學合作研
究，發現白米的醇溶性蛋白質與食味

品質具負相關，可做為高食味品種的

選拔指標 (洪等，2000)。也探討水稻
Waxy基因型與升糖指數 (Glycemic in-
dex, GI) 之相關性，供育種家選拔低
GI稻米品種參考 (王等，2019)。 

五、跨域合作深化米質研究 

早期食品加工、營養學系等研究

者進行稻米相關研究時，只能從市面

上取得稻米進行實驗，無法確保取得

樣品之純度，導致影響研究成果。為使

相關研究得以順利進行，與農場管理

室合作，建立約 20種臺灣稉稻、秈稻
及糯稻的保種圃，生產純淨種原供研

究人員申請應用，對提升國產稻米品

質有深遠影響。此外，從穀粒萃取 DNA
時，澱粉會成為萃取量與品質的干擾

源，使 DNA樣本品質受影響，因此與
生物技術研究室合作，開發「含澱粉樣

品之 DNA萃取液及其萃取方法」專利
技術，可直接從單粒米樣本萃取高品

質 DNA，並應用於遺傳研究、小包裝
白米純度檢驗及穀物基因改造成分檢

驗。 

六、配合產銷開發多元米食 

隨著國人年均食米量逐漸減少，

為鼓勵國人消費優質國產稻米，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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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多元化的米食為有效方法。最初

為因應市場對胚芽米需求日漸增加，

探討稻穀的外觀、碾製及貯藏對胚芽

米品質之影響，建議國內胚芽米標準

規格為含胚率 70%以上，碾白度比原
料糙米提高8度為宜 (洪與宋，1990b)。
近年為增進國產稻米的多元利用，開

發米酒、發芽糙米、米糠油皂之製作技

術，分別研發酒香悠揚的「釀製米酒用

菌粉」(洪與洪，2007)、有益健康的「玄
芽金米」及溫和滋潤的「米糠油潤膚洗

臉皂」等商品，並與生物技術與農產加

工研究室與特作與雜糧研究室合作開

發健康保健用途「米豆米粉」及「薏仁

糙米飯」配方(蘇，2020)，並完成技術
移轉。 

近年國人飲食西化，臺中場篩選

適製米麵包的稻米品種，提出米穀粉

比例配方，以及使用‘台中 194號’等 6
個品種製成米吐司麵包 (許等，2011)，
並與喜生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篩選適製米漢堡的稻米品種與食

味指標，發現‘台中 194號’製成米漢堡
的香氣、口味及總評表現優於對照，業

者已應用此結果提升商品品質 (王等，
2018)。 

結語 

臺中場為全臺最早投入稻米品質

研究之試驗單位，以紮實的稻米品質

研究為基礎，改良水稻品種並優化栽

培技術，提升國產稻米品質，至今成效

斐然。然而，近年面臨氣候變遷、人口

老化、糧食自給率降低、生產供過於求

等挑戰，水稻產業需朝向精緻化、具韌

性及多元化利用等方向發展。為因應

未來挑戰，在品種育成方面，擬選育具

氣候韌性、高食味品質、具機能性及適

合加工的品種，並調適高溫與極端氣

候對米質的影響；在栽培技術方面，因

應淨零碳排議題，應以建立減碳永續

的栽培模式為目標，投入耐候節水及

友善環境栽培體系的研究，開發人工

智慧物聯網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things, AIoT) 智慧化管理模式，使稻作
產業能兼顧智慧優質及環境永續；在

米質研究方面，持續精進檢驗技術，協

助產官學開發多元、具機能性的稻米

產品，滿足消費者對多樣化與健康米

食的需求，力求研發成果落地產業運

用，使稻米產業能兼顧優質、豐產及永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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