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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結合田間監控、LED 照明與自動控
制系統，開發文心蘭智能補光技術，
讓花朵在冬季也能絕佳綻放。此外，
本場以五顏六色植物妝點佈置高齡者
喜愛的園藝療育花園配方，引導觀展
民眾進入園藝療育五感的體驗，放鬆
與提升身心靈健康。

文 / 陳世芳　圖 / 吳惠珍
農業科技研發技術除了商業化，

也可以魔術變身為有趣的故事，農業
部今年首度假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舉
辦「農業科技魔法盒科普特展」，於
113 年 10 月 1 日亮麗開展，精心展
出適合全民參與的「農業科技魔法學
院」、「農業生產的秘密基地」、「從
產地到餐桌的奇幻旅程」、「提升生
活質感的魔法提案」、「跨越國界的
飛行魔法」及「未來創新魔法研究室」
六大精采主題，帶領普羅大眾探索知
性與感性的臺灣卓越農業科技，感受
未來農業的無限可能，豐富您對農業
的體驗與想像。

本次科普特展由本場白桂芳秘書
率研發團隊展出「打造更強壯的水稻
台中秈 199 號、陽光小精靈 文心蘭智
能補光技術及園藝療育」等 3 項技術，
以深入淺出饒富童趣的內容呈現本場
與國際稻米研究所合作，將抗白葉枯
病的水稻品系與耐高溫的台中秈 10
號雜交，再透過分子標誌技術篩選出
含有 3 個抗病基因的後代，成功育成
新品種台中秈 199 號，該品種兼具抗
白葉枯病、豐產、優良食味及抗稻熱
病之特性。另一般傳統文心蘭農民使
用高壓鈉燈補光，耗電且不精確，本

農業科技魔法盒科普特展 ~
本場水稻台中秈 199 號、文心蘭智能補光技術、園藝療育花園配方參展 

米・食味鑑定士協會與鑑定士認定簡介
文圖 / 李誠紘、鄧執庸、吳以健

日本氣溫涼爽及日照時數長，適合種植稉稻，產出稻米品質優良，因而成為米食國家，但近年亦受飲食西化影響，
2024 年人均食米量從 1962 年高點 118.3 公斤 / 年，降至 54.2 公斤 / 年，與臺灣同呈逐年下降趨勢。日本米食愛好者
以高食味品質的精緻米食為推廣目標，成立「米・食味鑑定士協會」，辦理教育課程以及品質競賽。臺灣近年亦有許
多民眾參加該協會辦理的講習及研討，其中除米糧業者為提升本身高品質價值外，亦不乏試驗單位同仁自費前往學習
以精進稻米評鑑流程者，本文即介紹此一日本民間推展高品質米食的模式，包含米食味鑑定士及其鑑定士認定制度。

米・食味鑑定士協會是由曾任大阪第一食品株式會社的鈴木秀之先生，於 1998 年成立的民間組織，起初目的是
為了培育嗜好品的品評人員，每年舉行「米・食味鑑定士」講習會，課程內容包含日本米文化、官能品評、煮飯方法
及日本米栽培等相關內容。一般民眾可付費報名參加，完成者可取得「米・食味鑑定士」資格，並向協會申請認證，
米糧業者則可將標章印於包裝米，目前臺灣市面亦不乏該協會認證之商品。

除前述「米・食味鑑定士」以外，協會更辦理兩種不同鑑定士認定：「水田環境鑑定士」是有能力調查稻田水質
及生物的人員，亦可向協會申請認證，如草屯農會包裝米即
有該認證標章；「調理炊飯鑑定士」則是有能力在餐廳大或
小規模煮飯的人員，與廚藝技能較為相關。

近來高品質臺灣米受到市場重視，消費者與農友熱切追
求高品質稻米，甚至赴日參加米食味鑑定士課程者不在少數。
該協會對高品質米食的推廣策略，可值得借鏡為臺灣米食推
廣的參考，讓消費者更加認識高品質的臺灣米。

▼ 許嘉錦助理研究員身穿魔法長袍展示療育花
園植物配方

▼ 白桂芳秘書 ( 前排左 3) 參加農業科技魔法盒科普特展啟動儀式

▼ 農業部科技司李紅曦司長 ( 右 4) 肯定本場育成優良水
稻品種 - 台中秈 199 號

▼ 本場展出文心蘭智能補光技術

▼ 南投草屯農會台稉 9 號「合歡米」，
包裝米印有水田環境鑑定士標章

▼ 米．食味鑑定士協會之徽章與
本場同仁認定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