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3號
9 臺灣好米組

4 臺灣有機米組

桃園市平鎮區、中壢區、桃園區、
大園區、八德區、龍潭區、大溪區
、新竹縣竹東鎮、竹北市

桃園市新屋區、觀音區、大溪區、
新竹縣竹東鎮

臺南16號 3 臺灣好米組 桃園市新屋區、蘆竹區、新竹縣新埔鎮

高雄147號 2 臺灣好米組 桃園市楊梅區、觀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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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於水資源競用區耕作制度轉型方案推行區域進行薏
苡及高粱機械化栽培測試，並於今(109)年8月11日舉辦「春
作雜糧(薏苡、高粱)機械化栽培示範觀摩會」，提升農民栽
培技術並瞭解高粱及薏苡生育特性。觀摩會由本場郭坤峯場
長及新豐鄉農會鄭旭凱總幹事共同主持，並邀請農糧署北區
分署新竹辦事處許宏德主任宣導綠色環境給付政策及補助措
施，讓農友瞭解目前活化農地及產業輔導相關規範。另由本
場作物改良課林禎祥助理研究員講解薏苡及高粱栽培技術及
田間機械操作，最後由在地青農現擔任新竹縣新豐鄉雜糧產
銷班第1班班長的劉政雨先生分享栽培管理心得及未來規劃
，與會人數合計88人。

春作薏苡、高粱栽培特性、產量表現及節水效益
        1.薏苡：籽實脫殼後稱為「薏仁」，具有豐富的營養價
值與機能性成分，傳統上主要用於中藥配料或“四神湯”中
代替芡實之滋補藥材，為藥食同源食材之一。薏苡可採用旱
田直播或套用水稻模式進行水田移植栽培；採用水田栽培主
要係根部皮層細胞由中心向外圍放射分化且細胞間隙較大，
因之通氣性良好耐濕性強，但相對而言耐旱性較差，栽培過
程要經常保持田間土壤濕潤。
        2.高粱：抗旱力強，在幼穗形成期(播種後35天左右)、
抽穗期(播種後60天左右)及乳熟期(播種後75天左右)，如遇
乾旱，加以適量灌溉，可提高產量，若田間有積水應立即將
之排除，以免根系受損並造成成熟期延後。因此，在北部地
區高粱採作畦栽培為宜。

        本次薏苡及高粱示範品種分別為‘台中3號’及‘豐糯2號’，
平均產量為2,079公斤/公頃及3,800公斤/公頃，栽培總灌溉水量
5,712立方米/公頃及1,396立方米/公頃，相較水稻栽培可分別節省
53%、89%灌溉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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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競用區-春作雜糧(薏苡、高粱)機械化栽培示範觀摩會

▲本場郭坤峯場長(右2)與新豐鄉
    農會鄭旭凱總幹事(左1)共同主
    持春作雜糧(薏苡、高粱)機械
    化栽培示範觀摩會。

▲新豐鄉雜糧產銷班第1班班長劉
    政雨先生分享栽培管理心得及
    未來規劃。

        這次鄉鎮賽中出線奪冠的品種仍以本場品種桃園3號為主，
競爭十分激烈，可以看出農友們透過比賽的激勵使技術更加精進
。也預祝轄區內競逐全國競賽的各地區冠軍們，能在全國賽上再
創佳績，為桃竹地區的米爭取更高的頭銜與殊榮。

本場轄區鄉鎮級競賽各地區冠軍參賽品種

薏苡 台中3號 2,100 5,712 53

高粱 豐糯2號 3,800 1,396 89

水稻 桃園3號 5,500 12,221 0

品種 節水率(%)
產量

(公斤/公頃)
灌溉水量

［立方米(噸)/公頃］作物

表1. 春作薏苡、高粱產量表現及節水效益

▲本場鄭智允助理研究員(右3)進行
    參賽田間檢查評分作業。

▲本場簡禎佑副研究員(中間站立
    者)對稻米達人冠軍賽進行講評

▲本場郭坤峯場長(右3)蒞臨新屋區
    競賽並與冠軍得主合影。

▲本場楊志維副研究員(左1)進行白
    米飯官能品評

109年「臺灣稻米達人冠軍賽」鄉鎮級競賽圓滿結束

本場要聞本場要聞

        109年「臺灣稻米達人冠軍賽」鄉鎮級稻米品質競賽
圓滿結束，本場轄區由桃園市與新竹縣共計14家農會分
別舉辦，與往年相同分成「臺灣好米組」及「臺灣有機米
組」進行競賽。比賽內容分為3個階段進行評審，第1階段
為田間檢查，針對稻株生長整齊度、葉姿葉色、栽培管理
及病蟲害情形進行評選；第2階段為規格分析，包括稻穀
、糙米及白米品質規格是否符合CNS二等米、蛋白質含
量及新鮮度分析；第3階段針對外觀性狀，包含米粒飽滿
度、粒型均勻度及光澤進行評鑑，官能品評則針對白米飯
之外觀、氣味、口感、黏彈性、硬度進行比較。因本年天
氣炎熱，水稻抽穗開花期至成熟期的6、7月除了降雨量少
外，氣溫也比往年更高，造成今年白粉質粒比例偏多，如
此嚴峻的栽培環境，更是考驗農友們的田間栽培技術與收
穫後調製技巧。

作物改良課 鄭智允 分機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