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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新品種臺中糯196號之育成 

許志聖、鄭佳綺、楊嘉凌、呂坤泉、許愛娜、洪梅珠、李健捀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前助理研究員、前研究員、研究員、副研究員 

摘  要 

稉糯(圓糯)米為國人製作麻糬、湯圓、肉粽、紅龜粿等傳統食品原料，也是釀

酒、製麴的原料，對提升臺灣稻米多樣化有重要的貢獻。2000年起年栽培面積僅

在5,000~7,000 公頃，但基於育種工作是為國人未來的米食不斷尋求改進與創新，

所以在品種選育過程，仍留意優良糯性品系的改良。本場於93年第1期作以抗倒伏、

難脫粒的大粒型稉性日本品種北陸130號為母本，高產、早熟、米質優良的臺稉糯

5號為父本，進行雜交，並以譜系法進行選育，於2006年第2期作選出中稉育11604-1

號品系，之後歷經各級產量試驗與特性檢定，並於2012年12月3日命名通過為臺中

糯196號。臺中糯196號具有株型良好，不易倒伏，高產，穀粒較大，抗(耐)環境逆

境與稻熱病等優良特性，而其製作的食品具有優良稉糯稻品質之「不可有灶腳軟」

的現象(即不可以在食品熱時是可口好吃，而冷卻後食味變硬)。本品種將申請品種

權，並推薦埔鹽、大埤等糯稻地區農民與經營團體試種，將積極尋求食品加工業

者的採用，期望以麻糬等加工食品吸引平時米飯消費量不多的都會年輕族群，擴

大國產稻米的消費。 

關鍵字：稉稻japonica rice，育種breeding，米質rice quality，糯米glutinous rice，食

味品質eating quality。 

前  言 

稉糯(圓糯)米為國人製作米糕、麻糬、湯圓、肉粽、八寶粥、紅龜粿、菜包等

傳統食品的原料，也是釀酒、製麴的原料，對提升臺灣稻米多樣化有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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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臺灣菸酒公賣局(現為臺灣菸酒公司)契作收購時，每年栽培面積近20,000公頃，

該公司民營化後，改由市場購買，面積降至1萬餘公頃；其後再受我國加入世界貿

易組織、業者進口稉糯米的影響，年栽培量自2000年起已維持在5,000~7,000 公頃

間，約佔年栽培總面積2.1~2.9%。臺灣稉糯稻品種早年僅有臺中糯46號、新竹糯4

號與臺中糯70號等3個品種，稻作育種小組時期推出臺稉糯1號、3號與5號3個品種，

近年來則有桃園糯2號、臺南糯10號、臺南糯12號、臺東糯31號與臺農糯73號等品

種的育成，目前以臺稉糯3號栽培面積近2,000公頃居首，臺稉糯1號1,000餘公頃居

次。稉糯米的品質仍以傳統之「不可有灶腳軟」的現象，亦即不可以在食品熱時

是可口好吃，而冷卻後食味變硬的現象。雖然稉糯稻的栽培面積不大，但基於育

種工作是為國人未來的米食不斷尋求改進與創新，所以在品種選育過程，仍留意

優良糯性品系的改良。 

內  容 

一、雜交與品種選育 

基於水稻育種工作是為國人未來的米食不斷尋求改進與創新，臺中區農業改

良場於2004年第1期作以日本品種北陸130號(大力，オオチクテ)為母本，臺稉糯5

號為父本，進行雜交(圖1)。2004年第2期作繁殖F1種子，2005年第1期作將F2集團

於南投縣名間鄉稻熱病圃進行選拔，其後代分離選拔採譜系法進行，F4世代(2006

年第一期作)選出中稉育11604號，並於2006年第2期作進行品系一致性之觀察試驗，

發現外觀仍具有些微分離後，將其分為中稉育11604-1號與中稉育11604-2號兩品系，

並於2007年第2期作選出中稉育11604-1號晉升初級產量比較試驗。由於中稉育

11604-1號的優良株型與高產潛能，一路晉升初、高級產量比較試驗，於2010年晉

升區域試驗並參加各項特性檢定，2012年第2期作通過命名為「臺中糯196號」，

其選育過程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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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中糯 196 號親源系譜圖 

表 1. 臺中糯 196 號選育經過 
年代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期作 I II I II I II I II I II I II I II I II I II 
世代 雜交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0 F11 F12 F13 F14 F15 F16 F17

系統名      中稉育

11604
中稉育11604-1 

 
北陸130 

× 
臺稉糯5 

   1 
． 
(8) 
． 
23 

1 
． 
(6) 
． 
17 

1 
． 
(4) 
． 
10 

1 
． 
(3) 
． 
6 

1 
． 
(3) 
． 
6 

1 
． 
(2) 
． 
3 

1 
． 
(2) 
． 
3 

1 
． 
(2) 
． 
3 

1 
． 
(2) 
． 
3 

(1) (1) (1) (1) (1) (1) 

供試 系統數    23 17 10 6 6 3 3 3 3 1 1 1 1 1 1 
個體數  3 500 ×30 ×30 ×30 ×30 ×30 ×120 ×120 ×160 ×160 ×500 ×500 ×500 ×500 ×400 ×1000

選拔 系統數    17 10 7 6 3 3 3 3 1 1 1 1 1 1 1 
個體數 3粒 1500 23 17 10 9 6 6 6 6 6 2       

參與

試驗 
      觀察試驗 初級試驗 高級試驗 區 域 試 驗 

抗環境與生物逆境檢定 
 命名

                氮肥試驗  
         米     質     檢     定   

 

臺中糯 196 號 

北陸 130 號 
(大力， 
オオチクテ) 

 
 
 
 
 
 
 
 
臺稉糯 5 號 

臺農 67 號 

 
 
臺南糯育 17 號

BG1----
 
 
 
 
收 3116

たいほう---------------東山 36 
        *自然變異 

 
長香稻 

收 1944

 
 
北陸 84

中國10號

 
R4-B 

奧羽 225 號

越南17號
北陸60號

臺中試 138 號

臺農 61 號 

臺農 61 號 

臺南糯系 7 號 
臺南早系 21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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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中糯196號的稻穀產量 

臺中糯196號參加2010年組稉稻區域試驗，於2010年第1期作至2011年第2期作

進行二年四期作試驗。二年四期作的區域試驗結果顯示：臺中糯196號第1期作6試

區的總平均稻穀公頃產量為6,327 kg，較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的公頃產量5,390 kg增

產17.4%。6個試區中僅嘉義試區產量低於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其餘試區產量均高

於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5%以上。臺中糯196號第2期作6試區的總平均稻穀公頃產量

為4,250 kg，較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的公頃產量4,017 kg增產5.8%，6個試區中以桃

園與臺東試區產量高於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彰化、嘉義、臺東與花蓮試區產量低

於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而花蓮地區第1期作臺稉糯1號明顯減產的因素與99年幼穗

形成期遭受低溫，導致穀粒不稔、產量降低有關(表2)。 

表 2. 臺中糯 196 號在區域試驗的稻穀產量 

期

作 
品系(種) 

試驗地點 公斤/公頃 
變域 

桃園 彰化 嘉義 屏東 臺東 花蓮 平均 

第

一

期

作 

臺中糯 196 號 4,905 6,276 7,355 7,125 7,490 4,810 6,327 4,810~7,490

臺稉糯 1 號(對照) 4,652 5,141 7,814 6,522 5,769 2,445 5,390 2,445~7,814

與對照比(%) 105.4 122.1 94.1 109.2 129.8 196.7 117.4 94.1~196.7 

Prob(T≦t) 0.527 <0.01** 0.224 0.277 <0.01** <0.01** <0.01**  

第

二

期

作 

臺中糯 196 號 3,462 4,275 4,652 4,556 5,410 3,144 4,250 3,144~5,410

臺稉糯 1 號(對照) 2,775 4,422 4,850 4,779 3,940 3,334 4,017 2,775~4,850

與對照比(%) 124.7 96.7 95.9 95.3 137.3 94.3 105.8 94.3~137.3 

Prob (T≦t) 0.033* 0.329 0.741 0.522 <0.01** 0.512 0.258  
＊，＊＊Significantly at 5% and 1%, respectively. 

 

三、臺中糯196號的產量構成性狀 

比較臺中糯196號與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於二年四期作區域試驗的產量構成性

狀發現：臺中糯196號在第1期作稔實率與千粒重優於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但穗數

與一穗穎花數則較臺稉糯1號少；第2期作則僅千粒種較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重，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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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與臺稉糯1號相同，而一穗穎花數與稔實率則較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少。亦即：

臺中糯196號在各地區維持其大粒的特性，而在其穗數與一穗穎花數上仍有相當之

水準，此與其他大粒種在穗數與一穗穎花數上有較少的現象不同(表3)。 

表 3. 臺中糯 196 號在區域試驗之產量構成性狀 

期

作 
地點 

臺中糯 196 號 臺稉糯 1 號(對照) 

穗數 
一穗穎 

花數 

稔實率

(%) 

千粒重

(公克)
穗數 

一穗穎

花數 

稔實率

(%) 

千粒重

(公克) 

第

一

期

作 

桃園 12.8 59.3 90.8 35.8 17.5 62.2 85.4 23.9 

彰化 15.1 55.2 92.6 39.5 16.2 62.3 85.1 26.6 

嘉義 15.8 57.3 82.6 39.5 18.0 67.3 94.6 27.2 

屏東 16.8 77.1 87.2 35.1 19.7 75.9 75.6 24.7 

臺東 18.0 57.1 81.5 40.5 23.7 51.6 76.1 26.1 

花蓮 10.5 62.8 87.3 38.6 11.1 72.6 79.0 24.7 

變域 10.5 

︱ 

18.0 

55.2 

︱ 

77.1 

81.5 

︱ 

92.6 

35.1 

︱ 

40.5 

11.1 

︱ 

23.7 

51.6 

︱ 

75.9 

75.6 

︱ 

94.6 

23.9 

︱ 

27.2 

平均 14.8 61.5 87.0 38.2 17.7 65.3 82.6 25.5 

第

二

期

作 

桃園 13.5 57.5 85.3 31.6 13.8 63.0 79.2 23.9 

彰化 14.2 47.4 91.4 38.1 11.9 68.2 93.5 26.5 

嘉義 11.8 62.2 88.3 37.9 12.5 68.4 90.2 26.3 

屏東 13.9 63.6 76.6 36.6 13.2 80.5 75.4 24.3 

臺東 13.2 52.4 82.1 38.5 15.0 67.2 84.2 26.6 

花蓮 8.5 58.4 72.3 39.1 8.7 94.4 79.6 25.4 

變域 8.5 

︱ 

14.2 

47.4 

︱ 

63.6 

72.3 

︱ 

91.4 

31.6 

︱ 

39.1 

8.7 

︱ 

15.0 

63.0 

︱ 

94.4 

75.4 

︱ 

93.5 

23.9 

︱ 

26.6 

平均 12.5 56.9 82.7 37.0 12.5 73.6 83.7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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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中糯196號的主要農藝性狀 

臺中糯196號於區域試驗6個試區的平均生育日數第1期作為133天，較對照品

種臺稉糯1號晚熟8天，第2期作為113天，則較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晚熟10天；平均

株高第1期作為104.3 cm，第2期作為99.9 cm，分別較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高14.3與

6.9 cm；平均穗長較對照品種第1、2期作分別長出1.8與1.0 cm，穗重亦較臺稉糯1

號重0.7 g與0.2 g (表4)。 

表 4. 臺中糯 196 號在區域試驗之生育日數、株高、穗重及穗長 

期

作 
地點 

臺中糯 196 號 臺稉糯 1 號(對照) 

插秧至成

熟日數

株高 

(公分) 

穗重 

(公克)

穗長 

(公分)

插秧至成

熟日數 

株高 

(公分)

穗重 

(公克) 

穗長 

(公分)

第

一

期

作 

桃園 144 110.3 2.0 19.4 142 104.7 1.4 18.5 

彰化 124 97.0 2.1 17.6 114 87.1 1.6 16.9 

嘉義 130 105.8 2.2 17.6 120 95.5 1.9 17.1 

屏東 124 109.7 2.6 22.0 122 87.8 1.6 17.3 

臺東 142 102.5 2.0 19.3 126 84.2 1.1 18.1 

花蓮 135 100.7 2.3 18.6 125 80.7 1.5 16.2 

變域 124 

︱ 

144 

97.0 

︱ 

110.3 

2.0 

︱ 

2.6 

17.6 

︱ 

22.0 

114 

︱ 

142 

84.2 

︱ 

104.7

1.1 

︱ 

1.9 

16.2 

︱ 

18.5 

平均 133 104.3 2.2 19.1 125 90.0 1.5 17.3 

第

二

期

作 

桃園 112 101.5 1.7 20.4 109 96.5 1.4 18.6 

彰化 110 92.8 1.8 16.1 98 88.8 1.8 17.2 

嘉義 117 99.2 2.4 19.5 106 92.8 1.8 18.5 

屏東 104 107.0 2.0 20.8 98 102.1 1.7 19.2 

臺東 123 101.4 1.8 19.4 102 90.2 1.6 17.1 

花蓮 112 97.6 1.9 17.5 108 87.9 2.1 17.0 

變域 104 

︱ 

123 

92.8 

︱ 

107.0 

1.7 

︱ 

2.4 

16.1 

︱ 

20.8 

98 

︱ 

109 

87.9 

︱ 

102.1

1.4 

︱ 

2.1 

17.0 

︱ 

19.2 

平均 113 99.9 1.9 18.9 103 93.0 1.7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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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中糯196號的稻米品質 

臺中糯196號與臺稉糯1號在稻米品質表現比較，第1、2期作呈現一致的現象，

即臺中糯196號的糙米率與完整米率稍高於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但在容重量、白

米率、直鏈澱粉含量與粗蛋白質含量則低於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而兩品種的糊化

溫度與凝膠展延性均相同。容重量與白米率較低可能與臺中糯196號粒型較大、但

未完全充實有關，而粗蛋白質含量較低則與其生育期較長有關(表5)。 

表 5. 中稉育 11604-1 號在區域試驗之米粒理化特性              (彰化，大村) 

期

作 
品系(種) 年度 

稻穀  碾米品質 米粒外觀 烹調與食味品質 

容重

量

(g/l) 

水份

(%) 
 
糙米

率(%)

白米

率(%)

完整

米率

(%)

粒長 粒形
糊化

溫度

直鏈

澱粉

(%) 

粗蛋

白質

(%) 

凝膠展

延性

(mm)

第

一

期

作 

中稉育

11604-1號 

99 487 13.8  80.4 65.6 38.5 5.22S 1.70B 5.7I/L 0.4 6.06 100S 

100 480 14.2  79.2 64.9 51.5 6.71L 2.05B 5.8I/L 1.7 5.28 100S 

平均 484 14.0  79.8 65.3 45.0 5.97M 1.88B 5.8I/L 1.05 5.67 100S 

臺稉糯1號 

(對照) 

99 525 13.9  79.8 69.0 37.2 4.78S 1.66B 5.8I/L 0.4 7.30 100S 

100 529 13.8  78.9 69.1 45.4 4.82S 1.79B 5.7I/L 2.2 6.44 100S 

平均 527 13.9  79.4 69.1 41.3 4.80S 1.73B 5.8I/L 1.3 6.87 100S 

第

二

期

作 

中稉育

11604-1號 

99 492 14.8  80.6 71.3 64.0 6.93L 2.09B 6L 0.6 6.76 100S 

100 502 14.6  81.4 72.1 68.0 6.68L 2.08B 6L 2.4 6.00 100S 

平均 497 14.7  81.0 71.7 66.0 6.81L 2.09B 6L 1.5 6.38 100S 

臺稉糯1號 

(對照) 

99 542 13.9  80.1 73.2 69.5 4.97S 1.74B 6L 0.9 7.68 100S 

100 513 13.7  80.5 73.2 61.0 4.88S 1.55B 6L 2.4 7.45 100S 

平均 528 13.8  80.3 73.2 65.3 4.93S 1.65B 6L 1.7 7.57 100S 

 

六、臺中糯196號對環境逆境的抵抗性 

臺中糯196號第1期作的倒伏指數為1.0，略優於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的2.0；第2

期作的倒伏指數亦為1.0，與臺稉糯1號相同，顯示臺中糯196號與臺稉糯1號均是抗

倒伏性較佳的品種。臺中糯196號第1期作的平均耐寒性等級為1.0 (R)，與對照品種

臺稉糯1號相同；第2期作的平均耐寒性等級為5.0 (MS)，亦與臺稉糯1號的4.0 (MS)

位於同一耐寒性等級。臺中糯196號的平均脫粒率第1期作為2.5% (3級)，第2期作

平均脫粒率為23.0% (5級)，均低於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的51.5% (9級)與35.5% (7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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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臺中糯196號為較難(第1期作)至中等(第2期作)脫粒性品種，第1期作應可較晚

收穫，並於聯合收穫機收穫時不宜快速行走，以免稻穗枝梗黏著，影響容重量。

臺中糯196號的穗上發芽率第1期作平均為20.5%，第2期作為51.5%，均低於對照品

種臺稉糯1號的32.0%與79.5%，顯示：臺中糯196號屬於難(第1期作)至中等(第2期

作)穗上發芽等級的品種(表6)。 

表 6. 臺中糯 196 號的倒伏性、耐寒性、脫粒率及穗上發芽率等環境逆境抗性 

期作 品種 
倒伏性 耐寒性 脫粒率  穗上發芽率

程度 等級 反應 等級 % 等級  % 等級

I 
臺中糯 196 號 直 1.0 R 1.0 2.5 3  20.5 1 

臺稉糯 1 號 直 2.0 R 1.0 51.5 9  32.0 5 

II 
臺中糯 196 號 直 1.0 MS 5.0 23.0 5  51.5 5 

臺稉糯 1 號 直 1.0 MS 4.0 35.5 7  79.5 9 
 

七、臺中糯196號對病蟲害的抵抗性 

綜合在嘉義市與關山鎮第1期作的水田式稻熱病圃及兩期作在嘉義市的旱田

式稻熱病檢定圃檢定結果顯示：臺中糯196號對葉稻熱病的反應呈現抗級(R)至中抗

級(MR)，與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相同；對穗稻熱病也呈現抗級(R)至中抗級(MR)反

應，略優於臺稉糯1號的中抗級(MR)反應，此可能與檢定地點嘉義與關山兩地的菌

系不同有關，但由檢定結果顯示臺中糯196號與臺稉糯1號同屬於抗級品種。白葉

枯病的檢定以XM42菌株與XF89b進行接種反應，臺中糯196號對白葉枯病的接種反

應為中抗級(MR)至感級(S)，略優於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的中感級(MS)至感級(S)，

但均屬於對白葉枯病的抵抗性較弱的品種。臺中糯196號對紋枯病的抵抗性檢定為

中感級(MS)至感級(S)，與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的中感級(MS)至極感級(HS)相似，兩

品種對紋枯病均無抵抗性。臺中糯196號對褐飛蝨、斑飛蝨與白背飛蝨的抵抗性反

應均為無抵抗性的感級(S)，均與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的抵抗性反應相同，應注意防

範(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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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臺中糯 196 號對各種病蟲害的抵抗性 

病蟲害 
臺中糯 196 號 臺稉糯 1 號 

等級 反應 等級 反應 

葉稻熱病 1~4 R~MR 1~4 R~MR 

穗稻熱病 1~3 R~MR 3 MR 

白葉枯病 3~7 MR~S 5~7 MS~S 

紋枯病 5~8 MS~S 5~9 MS~HS 

褐飛蝨 7~9 S 7~9 S 

斑飛蝨 7 S 7~9 S 

白背飛蝨 7 S 9 S 
 

結  語 

一、臺中糯196號之優缺點 

(一)優點： 

1.株型良好、不易倒伏 

臺中糯196號的株型理想，葉色較臺稉糯1號為綠，株高雖較臺稉糯1號高

6.9~14.3 cm，但其植株強稈，不易倒伏，在倒伏性檢定的倒伏指數兩期作均

為1.0，屬於不易倒伏的品種。 

2.稻穀產量高 

臺中糯196號具有高產的特性，在區域試驗的產量表現，第1期作較對照

品種臺稉糯1號高產17.4%，若去除花蓮地區因2010年對照品種於幼穗形成期

遭受嚴重的低溫，導致不稔而低產，僅以其他5地區的產量計算，臺中糯196

號的產量亦較臺稉糯1號增產10.9%。第2期作則較臺稉糯1號增產5.8%。 

3.稻穀與米粒較大 

臺中糯196號為大粒型水稻品種，區域試驗兩期作的千粒重分別為38.2 g

與36.8 g，明顯的較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高出12.7 g (49.8%)與11.3 g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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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米質檢定的長度與形狀表現上，臺中糯196號在區域試驗兩期作的長度分

別是5.97 mm與6.81 mm，分別較臺稉糯1號長出1.17 mm (24.4%)與1.88 mm 

(38.1%)，米粒長度與寬度的比值所衍生的「粒形」特性，臺中糯196號兩期作

分別為1.88與2.09，較臺稉糯1號大0.15 (0.7%)與0.44 (26.7%)，顯示臺中糯196

號是一個穀粒與米粒較大的大粒型品種。 

4.臺中糯196號具有環境逆境的抗(耐)性 

臺中糯196號兩期作的穗上發芽率分別為20.5%與51.5%，均低於對照品種

臺稉糯1號，屬於低至中等穗上發芽率的品種。而兩期作的脫粒性分別為2.5%

與23.0%，亦較對照品種臺稉糯1號為低，屬於難至中等脫粒性的品種。在耐

寒性方面，中稉育11604-1號與臺稉糯1號兩期作的耐寒性均分別為抗與中感，

卽兩品種的幼苗期均具有耐寒性，但幼穗形成期的耐寒性略有不足。由於臺

中糯196號具有低至中等的穗上發芽率與難至中等的脫粒性，再加上前述之抗

倒伏特性與秧苗的耐寒性，顯示臺中糯196號是一個抗(耐)環境逆境的品種。 

5.臺中糯196號對稻熱病具有抵抗性 

臺中糯196號在稻熱病水田病圃與旱田病圃的檢定，對葉稻熱病呈現抗級

(R)至中抗級(MR)反應，與臺稉糯1號相同；對穗稻熱病也呈現抗級(R)至中抗

級(MR)反應，略優於臺稉糯1號的中抗級(MR)反應，此可能與檢定地點嘉義

與關山兩地的菌系不同有關，唯此結果也顯示臺中糯196號對稻熱病與臺稉糯

1號相同，均是對稻熱病有較佳抵抗性的品種。 

(二)缺點： 

1.臺中糯196號容重量與碾米品質遜於臺稉糯1號 

臺中糯196號的穀粒雖然較大，但卻有不飽滿的現象，導致其在區域試驗

第1、2期的容重量分別為484 g與477 g，較臺稉糯1號的527 g與528 g為輕，間

接也導致其白米率亦較臺稉糯1號為少。 

2.臺中糯196號對部分病蟲害的抵抗性不佳 



臺中區農業改良場 101 年度科技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論文輯 

22 

臺中糯196號在二年四期作的病蟲害特性檢定結果顯示：對紋枯病、白葉

枯病、褐飛蝨、斑飛蝨與白背飛蝨等病蟲害的抵抗性不佳，栽培時宜多加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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