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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 7 月 27 日發表

「吉野 1 號米」新書後，

陸續接獲許多迴響。9 月

22 日亞洲太平洋地區糧

食與肥料技術中心 (FFTC)
張淑賢主任，攜渡邊朋也

副主任及陳一心博士來

場，了解吉野 1 號在臺灣

的發展歷史，並談及該品

種可能的日本原產地－熊

本縣，或許可從這裡再次

尋根。

渡邊副主任首先對吉野 1 號品種身世極

有興趣，除了詢問吉野官營移民村、種植成

功的時間及繁衍者等問題外，他表示日本目

前也有持續在種植的百年水稻品種，一般都

是釀製清酒的酒米。另外大家也討論到除了

吉野 1 號外，目前正復興部分古早種，如雄

町及穗增等，也或許可以從吉野 1 號可能的

故鄉－熊本縣，以生物技術來鑑定尋找與其

有親緣關係的古稻米。

▲ FFTC 張淑賢主任 ( 中 ) 及渡邊朋也副主任 ( 右二 )
參訪本場試驗田區中，吉野 1 號昔日天皇獻穀田

亞太糧肥技術中心
關注百年

品種

這次本場挖掘吉野 1 號米身世起落，已

完成階段性任務，楊大吉副場長及宣大平秘

書樂見其他有志者，未來能在日本挖掘更多

關於吉野 1 號的史料。

宣大平秘書亦表示場內持續保留吉野 1
號種源，除了延續百年品種的榮光外，更期

待各界發揚利用。目前除了高餐大陳千浩老

師將吉野 1 號納入地酒計畫外，宜蘭中福酒

廠、慢島生活及任永旭青農，也共同合作釀

造清酒－漫慢白鷺，讓吉野 1 號展現更多元

風味。

吉野1號米
要 7 小時。相同數量的種子，鏈狀穴盤由於每

盤有 264 穴，為傳統穴盤的 2 倍多，因此苗盤

數約為 15 盤，連同填充介質與播種每盤操作

時間 4 分鐘，只需要 1 小時就可完成，需時為

傳統穴盤育苗的七分之一。

定植及田間生長

因為進行發芽率測試與播種密度測試用掉

一半的種子，因此 9 月 5 日定植的苗只有 6.5
盤，穴數約 1,300穴，定植的時間約為半小時。

對應於傳統穴盤育苗再人工定植，定植一穴定

植至少 10 秒鐘，一分鐘 5-6 穴，1,300 穴的小

米定植至少需時約 4 小時，用鏈狀紙穴盤育苗

再定植明顯比較省工。

採用鏈狀紙穴盤育苗是全新的嘗試，定植

到田間之後 10 日已有新的綠葉發生，田間適

應性良好。但因為定植時間較傳統穴盤苗晚 2
週，加上株距僅有 10 公分，以及拔節期遭遇

10 月份連續降雨導致田間積水，抽穗時鏈狀

穴盤苗之植株高度約為 89±8 公分，明顯較傳

統穴盤育苗並以人工定植（株距為 30 公分）

之 157±14 公分矮。雖然如此，以鏈狀紙穴盤

播種的小米目前已進入充實期。由於小米傳統

採密植方式播種以提高對雜草競爭力，鏈狀紙

穴盤育苗及定植運用於人力老化的部落進行小

米保種，仍是頗具吸引力的工具。株高較矮與

密植的優點是不容易倒伏。若單株產量是比較

重要的考量，則在生產時，可針對株距與行距

進行優化。

結　論

小米是原住民的重要作物，經濟栽培的技

術已相當穩定，經濟規模的播種方法是條播再

間拔。基於保種的特殊緣故，在種源珍貴及農

村人力不足的前提下，導入鏈狀紙穴盤具有省

工與節省種子用量的效果，雖然成本較高，不

過剛好幫得上忙。期待小米的生長過程順遂無

病無災，快快長大。部落農友如果有類似的保

種問題需要協助，也歡迎來找本場討論喔！

4  播種後 10 日，已有 3-4 片葉

5 小米鏈狀穴盤苗之定植

6  定植後 16 日（株齡 39 日）

7 定植後 37 日（株齡 60 日）開始抽穗

8  定植後 53 日（株齡 76 日）籽粒充實期

9 馬太鞍的保種小米主穗極長

10  鏈狀紙穴盤保種小米株高變化情形（箭頭為開始抽

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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