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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台灣米質改良的－－宋勳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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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是國人傳統的糧食，如何由早期量的需求轉而為

質的提升，讓米食文化綿延不斷、發揚光大？這是宋場長

所致力推動的目標。 

本場宋勳場長為國內知名的水稻專家，多年來致力於

改善米質的研究，成果卓著。承早期農復會（農委會前身）

選派至菲律賓「國際稻米研究所」（IRRI）進修，回國後，

民國 60 年即一手設立台中區農業改良場的稻米品質實驗

室，建立稻米育種新品系鑑定制度，以作為各試驗改良場

所育種選拔上之依據。由無到有，從硬體設備之添購到培

訓專業人員，默默耕耘結果，使此一實驗室具有國際一流水準。 

水稻育種是一漫長艱辛的歷程，宋場長於台中場期間與同仁共同育成水稻品種台中秈糯

1號、台中糯 70號、台中 189號及台中 190號及台梗 9號等。對於此一團體研究成果，宋場

長不敢居功，但其領導研究之成果，有目共睹。而育種過程中之樂趣、成就感，也是他所津

津樂道的。透過栽培、觀察、雜交育種、選拔等過程，培育出具優良性狀之植株，其中之甘

苦點滴在心頭。以台梗 9 號為例，即耗費十年之久，但與大自然搏鬥、辛苦過後所得果實之

甜美正是農業迷人之處。 

由於育種之時代潮流由高產到注重品質，因此宋場長為掌握時代脈動，進而再一手策劃

全省良質米適栽區，係依據土壤、灌溉水質、氣候條件及稻米市場反應等因素所規劃而成。

最重要的是選擇灌溉水源及土壤未經污染之稻田，以改良場推薦之良質米品種栽培試作，經

過兩年四期作之糙米品質及食味檢定，農民及市場價格反應等，來建立良質米適區適種的制

度。這些嚴謹過程均是希望在消費者心目中建立誠信形象。 

花蓮縣玉里、富里地區空氣清新、日照充足、土壤肥沃、水質純淨、無環境污染，宋場

長就任年餘，傾全力推動良質米栽培，為打開地方品牌知名度不遺餘力。目前花蓮縣玉里鎮、

富里鄉各規劃 1500、2210公頃為良質米適栽地區，是東部主要稻米生產區，生產之稻米品質

較其他地區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品種更新方面，宋場長希望保留台梗 4 號，推薦農民種植口

感最佳之台梗 9號品種，並已在試種中，農民反應良好。 

在良質米產銷方面，宋場長以曾推動彰化某良質米適栽

區為例，輔導當地農會統一向農民高價購收經檢驗合格稻

米，再與大廠商議價，避免農民被各個擊破，使農民能享有

相當甚至超過保證價格之收益，如此亦能確保稻米品質，消

費者自然樂於購買真正米質佳之稻米，而政府在保證價格收

購稻米的花費上也節省了一筆開支，又能紓解倉貯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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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來國內稻米之產銷，宋場長期望今後我國能朝公糧及良質米依檢驗分等、分價收

購，並實施抽驗制度，使生產高品質之稻農保有合理的收益外，更能產生榮譽感，轉而促進

全國重視稻米品質。 

宋場長為提昇台灣食米品質竭盡心力，他希望農民都能以生產優良稻米為傲，消費者都

能享用高品質米飯，互信互賴，社會更加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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