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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因地處亞熱帶，受海洋

型氣候影響，稻穀收穫時之含水

率仍處於高含水率 (22 - 33％ ,

w.b.)，必須乾至 13 - 15％，以利

貯藏或加工。早期無良好的儲

藏設施時，為求貯藏安全，政

府稻米收購制度的交易標的為

乾榖，農民稻穀收割後必須將

濕榖曬乾，才能將乾榖送交至

收購公糧的農會，所以一到收

割期，各農家庭院、馬路上，

皆利用來曬稻榖，如此的乾燥

方法易受天候影響乾燥品質。

為維持乾燥過程之米質，並取代傳

統日曬法，機械乾燥法成為可行的替代

方法之一，而設立集中型乾燥中心的觀

念最早始於 60 年代。由於乾燥作業 1

年使用僅 2 次，每次至多 1 個月，若由

農民個別購買乾燥機，實際上並不划

算，其所占空間也甚大。因此以農會或

合作農場為據點，集合乾燥機於一處，

由專人操作與管理，開放給農民使用，

以充分利用現有之設備。

至今，稻農交易的對象有政府的公

糧倉庫、農會自營糧及私營糧商，稻穀

價格皆以乾榖為計價對象，但交易的標

的物為濕榖，農民將濕榖提交農會或糧

商，農會或糧商在收購濕榖之同時，經

量測水分與重量之後，利用特定換算表

或公式，換算求得未來乾燥後所能獲得

之乾榖重量，即以等量的乾榖計價，再

由農會或糧商利用其設置之大型乾燥機

將收購之濕穀乾燥並予以儲存。整個過

程在一貫化線上進行，所得之稻米品質

大為提高，也節省了農民乾燥稻穀及搬

運之勞力與費用，降低生產成本。對農

會而言，本身也擴大服務農民的層面，

故推行以來，各界反應良好。

西究目翹

農民以濕穀與乾燥中心交易時，其

計價過程中需仰賴一套標準，據以估算

乾燥後之成品量，此估算的比率即為成

品率。成品率代表著濕榖的品質，也代

表著乾榖的收益。

如何於濕榖交易當時迅速得知乾燥

後的成品率，必須從濕榖的各項性質分

析與乾榖成品率之關係。因乾、濕榖水

分含量差異甚大，其間的物理性質必不

一致，評定乾榖品質的測定項目，不一

定適用於濕榖品質的測定標準，必須針

對國產稻穀進行濕榖物理性質及乾榖成

品率測定，並分析其影響關係，以建立

濕穀收購新利器—菔菘濕胙葳衁迻蒻蜂繾

文圖｜王岱淇 德霖技術學院機械工程系．閻安琪 農糧署糧食產業組精緻農業

耿粵繳茱濕榖蜀粵陽跘燥中心



58 豐年第57卷　第14期

一套預測機制，並需符合乾燥中心迅速

收榖作業過程之需求。因此，以便利、

可行性為前提，設計標準測定程序，提

供農民濕榖交易現場一套即時、客觀之

乾榖成品率預測模式，使農民與乾燥中

心或糧商能建立公平的合作關係，為本

研究之具體目標。

艭創新之核鉀荅遺腄輔錁葳衁迻

研究初期，以濕穀的含水率、容積

密度 (俗稱斗重)、風選除雜率 (以風力

選除濕榖原料中所含殼雜重量比率) 來

探討濕榖性質與成品率之關係。結果顯

示，容積密度、風選除雜率與成品率之

間線性關係極不顯著，而含水率與成品

率之間的線性關係判定係數僅

為 0.488，顯示含水率與成

品率並非絕對之線性關係，

單以含水率換算成品率並

非客觀之方式。

在研究過程中發現，

濕榖原料中含有完熟的濕

榖 (外型飽滿，呈黃

褐色 )  及夾雜物；

而 雜 物 的 重 量

中，以未成熟之

穀粒為最多，

其 外 型 及 比

重，皆與成熟

飽滿穀粒同為

飽實狀，但其

內 部 多 為 水

分、或為含水

極多之穀漿，

與成熟穀中的

糙米性狀不同。此類未成熟之穀粒在乾

燥過程中，水分逐漸減少後，穀形將漸

呈扁平狀，而遭風選除塵設備選除。

研究團隊經過思考蘊釀後，提出

「核殼比」推測成品率理論。「核殼比」

為稻穀中糙米與稻殼的重量比，完熟的

稻穀中皆含有糙米 (核)，而未稔榖中即

不含糙米，或其內含之糙米質地濕軟，

乾燥後之核仁亦收縮至正常糙米仁 2/3 -

1/2。在精米過程後，未稔榖的糙米多成

為正常糙米一半以下之白堊碎米粒，甚

至被研磨製成粉末而消失。

在「核殼比」理論預測成品率概念

成型後，首先廣泛收集許多不同品種的

稻穀，分析不同含水率下稻殼與糙米重

量比率，並同時比較相同樣本下，稻穀

含水率與糙米含水率間之差異。研究中

發現，甫於田間收割之濕榖，表層稻殼

含水率易受大氣條件變化而影響，若遭

雨淋或晨間霧氣、結露影響，會使稻穀

整體含水率提高，然而

內部糙米含水率變化並

不大，於是對於含水率

測量方面，亦提出新見

解，為能真正反應稻

穀收益的利

基，含水率

的測量對象

採用糙米為

標的。經過

1 年 試 驗 ，

結果顯示，

與僅以濕穀

葳衁迻錁蜍繾的諟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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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率來推算成品率之傳統方式比較，

以核殼比理論可得更準確的成品率預測

值。

建紅葳衁迻錁蜍繾諟衚機

在成品率測定儀原型機

建構之初期，以廣田牌樣本

礱榖機為主體，加裝樣本重

量測定、順序控制與顯示介

面。測試結果出現若干缺

點，除了樣本礱榖機的雙礱

榖片易將濕糙米切削破碎，

使碾成率極低，礱榖片也容

易因磨耗後間隙加大，導致

脫殼率不高。此外初期未設

計含水率測定機構，以不同

之單粒米水分計測定的含水

率誤差，也影響了成品率測

定儀預估值。

之後更進一步整合納入

高周波水分計以解決含水率

測定上的問題，並修改樣本

礱榖機之風選機構，加入旋

風分離筒收集脫殼後之稻

殼，成為一台能以簡單觸控

機制啟動的第二代成品率測定儀。第二

代成品率測定儀除了含水率的測定呈現

滿意的測試結果外，礱榖機構並未改

善，脫殼率不高導致預測誤差偏大的現

象仍未克服，過大的機台設計，也是未

來推廣時可能面對的阻力。

為解決第二代成品率測定儀脫殼率

不高的現象，經全面測試現有各種礱榖

機構對濕榖的脫殼效果發現，採用迴轉衝

擊式的礱榖機構，對於高含水率 (27％ 以

上) 的稻榖仍維持 90％ 以上的脫殼率，

更可適用於本儀器測定對象 (濕穀) 之脫

殼。本階段除了針對成品率測定儀各作

業單元進行變更設計以提升性能，並持

續進行稻穀核殼比測定，同時設計小型

乾燥模擬設備，將乾燥試驗

所得之實際成品率與成品率

測定儀預測值進行比較分

析，建立較高線性關係之方

程式，提高本儀器之準確

度。

西發葳蜦舟輖權輔耔

為時 3 年的研究試驗與

修正改進，成品率測定儀終

於在民國 94 年定型，開始

配合若干農會與糧商之收榖

作業進行測試，試圖在濕榖

收購過程中提供一個客觀公

平的交易平台。測試結果深

獲農會糧商的肯定，也提出

若干建設性建議。本儀器之

主要功能包括：

(一 )  可錁蜍高草蒻胙蝫之

蒨草迻

目前高含水率之穀物尚無較為準確

之水分測定儀器，本儀器使用高周波水

分計，可測定高含水率下之糙米含水

率，準確度高，較能反映稻米收益之利

基。

(菔) 可錁蜍濕榖跘燥袞之跘榖迻

目前成品率換算表僅以含水率推算

成品率，無法反映稻米品質。本儀器利

用機械力量，測定糙米比率，能準確反

應濕榖品質，進而預測乾榖成品率。

逮菔菘葳衁迻錁蜍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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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測定儀研發完成後，由農糧署提

出專利申請與技術轉移，提交農委會智

慧財產權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著手

申請台灣、泰國、越南

的發明專利，並授權予

亞樂米企業有限公司承

接本項研發成果，在生

產及推廣銷售之前，進

行上市機型之設計與修

改。

錐語

成品率測定儀採用

衝擊式礱榖機構，配合

脫殼、風選、秤重及測

水分，以「核殼比」推

算成品率之理論預估乾榖成品率，使檢

測工作一元化。成品率預測值平均誤差為

1.08％，預測濕榖之乾碾糙率平均誤差

為 0.83％，顯示本儀器更可反應濕榖的

品質與碾糙率。預期未

來推廣後的效益，包括

可取代現有單粒米水分

計，正確地反映稻米品

質，以供計價換算之標

準，並解決目前乾、濕

穀換算比率誤差偏大情

況，客觀、準確地測得

農民所繳交濕穀之成品

率，使濕榖收購交易透

明化，減少交易糾紛，

維護糧食業者與稻農之

雙方權益。

主要內容：含緒論、農藥分類、生物農藥、農藥混合、毒

性、毒理、安全合理使用、使用範圍與方法均

有詳細介紹。包括殺菌劑、殺蟲劑、殺 劑、

殺線蟲劑、殺鼠劑、除草劑、植物生長調節

劑、引誘劑、忌避劑、拒食劑、微生物殺蟲

劑、昆蟲生長調節劑、殺軟體動物劑、殺藻

劑、雜類及農藥補助劑等，共50餘大類，530

多種農藥。

最薟整 荾新的踙一粵藥讕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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