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目次
	I.分類分佈 1
	1.加藤茂苞　小坂博　原史六（1928）根據雜種植物的結實率以觀察稻品種間的親緣（日文） 1
	2.近藤萬太郎　笠原安夫（1940）用石炭酸Fuchsin鑑別米的品種（日文） 1
	3.安田貞雄　大倉永治（1940-41）華南南洋與印度稻的研究（日文） 2
	4.Dave. B. B. （1943）印度中部各省野生稻問題及其解決（英文） 4
	5.永松土己（1943）栽培稻之地理分布的研究　I.從種生態學上看穿芽性的分化（日文附英文摘要） 5
	6.永松土己（1943）栽培稻之地理分布的研究　II.根據花青素的裁培地域的分類（日文附英文摘要） 5
	7.永松土己（1943）栽培稻之地理分布的研究　III.根據糙米形狀大小的分類及其地理的分布（日文附英文摘要） 8
	8.加藤茂苞（1930）裁培稻品種間之親緣（英文） 9
	9.Roschevics, R. J.（1931）論稻（俄文附英文摘要） 10
	10.Koorders, S. H.（1898）Minahasa植物學調查報告（荷文） 12

	II.形態 13
	11.竹內叔雄（1922）稻種子脫落的研究（日文） 13
	12.澁谷常紀（1928）米粒種皮之組織學的研究（日文） 13
	13.澁谷常紀（1929）稻種子之糊粉層的厚度（日文） 14
	14.石川潤一　澁谷常紀（1930）紅米之組織學的特徵（日文） 14
	15.藤本隅太（1932）米粒之葉綠素的消失（日文） 14
	16.平吉功（1938）稻花粉內之核的形態及其在發芽時的行為（日文） 15
	17.中山包（1939）遺傳性矮稻葉的形態與葉綠素含量間的關係（日文附英文摘要） 15
	18.楊立炯（1943）稻之胚胎發育與授精之研究（中文） 16
	19.村岡洋三及其共同工作者（1942）稻的花藥與花粉的大小（日文） 16
	20.木原均　平吉功（1942）稻花粉粒的發育（日文附德文摘要） 17

	III.種子生理 19
	21.近藤萬太郎　鴛海文彥（1918）秧田中穀粒的發芽（日文） 19
	22.川崎一郎（1919）米粒中水分移動的實驗（日文） 19
	23.鈴田巖　三瀨榮次（1922）糯米的綠化（日文） 20
	24.鈴田巖（1925）影響到水稻種子活力的加熱溫度（日文） 20
	25.鈴田巖（1925）水稻種子的發芽力（日文） 21
	26.近藤萬太郎　岡村保（1926）茶米的研究（日文） 21
	27.小清水卓二（1928）燭光性溶液對於種子發芽的影響（日文） 22
	28.近藤萬太郎　岡村保（1929）用密封法與二氧化炭法以貯藏米粒的效果（英文） 23
	29.近藤萬太郎　岡村保（1931）糙米的發芽力與維他命B的關係（日文） 23
	30.岡村保（1937）米的含水量與貯藏溫度的關係（日文） 24
	31.森山鞆次郎（1938）記著色米（日文） 24
	32.澁谷常紀（1938）生長素對於水稻種子發芽的幼果（英文） 25
	33.Smith, W. D. et alli.（1938）收嬳時期對於水稻收量與品質的影響（英文） 25
	34.近藤萬太郎（1939）乾燥不良米用低溫貯藏五年半的結果（日文） 25
	35.天辰克己（1939）水稻乾燥方法對於糙米品質的影響（日文） 25
	36.磯永吉　藤本隅太（1940）米之吸水力的研究　I.糯米與粳米的差別（日文） 26
	37.中島庸三（1942）紅米的低抗性（日文） 26
	38.中山包（1942）矮性稻發芽之生長素處理及其後作用（日文） 27
	39.青峯重範　成田精一（1943）土壤的氧化還元狀態與水稻種子的發芽（日文） 27
	40.近藤萬太郎（1943）四種劣變米的研究（日文） 27
	41.永松土己（1943）利用變溫與脫殼以促進野生稻的發芽（日文） 28
	42.近藤萬太郎（1926）米的貯藏及其在貯藏期間的物理性狀的變化（英文） 29
	43.羅宗洛　湯玉瑋（1945）硫酸錳生長素秋水仙精對於若干裁培植物之發芽與初期生長的刺激（英文） 30

	IV.生長生理 31
	44.加藤茂苞　安田貞雄（1925）釋深水灌溉中水稻所以容易倒伏的原因（日文） 31
	45.瀧口義資（1929）在稻抽穗前後葉面積的損失對於結實的影響（日文） 31
	46.山崎守正（1929）稻品種對於氯酸鉀的抗毒性的變異及其實用意義（日有附英文摘要） 31
	47.深城貞義（1927）稻分蘖的研究　I.灌溉水日光供給度及其他一二條件對於分蘖度的影響（日文） 32
	48.深城貞義（1931）稻分蘖的研究　II.溫度及空中濕度與分蘖度的關係（日文） 32
	49.深城貞義（1931）稻的第一分蘖原基的生成和營養物質與日光的關係（日文） 33
	50.小坂博　宮城實夫　安川傳朗（1936）水稻品種對於不良環境的感應性　II.在不同環境下之品種發育的比較（日文） 34
	51.松尾浩氣（1940）以生長素處理水稻的效果（日文） 34
	52.吉岡金市　三宅章（1942）水稻灌溉的研究（日文） 34
	53.三浦肆玖樓　伊東信吾（1943）水稻使鹽類還元的作用（日文） 35
	54.大谷義雄　白木實（1943）水稻幼苗在異常環境下的品種特性的研究　I.秧田期的溫度與日長處理在水稻品種之異常抽穗上的影響（日文） 35
	55.大谷義雄　白木實（1943）同上題　II.秧田期中日長處理期間之長短在水稻品種之異常抽穗上的影響（日文） 36
	56.山本健吾（1943）因乾旱而水稻減少生產力的機構的研究　I.各生長期之乾旱處理在水稻發芽生長上的影響（日文） 37
	57.山本健吾（1943）同上題　II.各生長期之乾旱處理在水稻結實上的影響（日文） 37
	58.近藤賴己　五十嵐憲藏（1941）植物生長素對於稻苗發根的影響（日文） 37
	59.小林茂久平（1943）在水稻各生長期中切根對於生長與收量的影響（日文） 38

	V.生殖生理 39
	60.Pedro, A. R.（1925）水稻的花與授粉（英文） 39
	61.野田幸猪　甫立實（1928）第二季裁培之日本種水稻的開花現象（日文） 39
	62.Ramiab, K.（1927）水稻的人工交配（荷文） 40
	63.Ramiah, K.（1927）水稻的人工雜交（英文） 41
	64.Jones, J. W.（1929）水稻之授粉開花時間與自然雜交的文獻彙錄（英文） 41
	65.野口彌吉（1930）光線對於水稻抽穗的影響（日文） 42
	66.Ramiah K,（1931）水稻不結實性之初步研究（英文） 42
	67.Lord, L.（1932）錫蘭水稻自然雜交之初步研究（英文） 42
	68.榎本中衛（1933）水稻開花前後的低溫與結實的關係（日文） 43
	69.Ramaswamy, K.（1933）水稻柱頭接受花粉的期間（英文） 44
	70.Adair, C. R.（1934）水稻開花的研究（英文） 44
	71福家豐（1934）利用光照與短日法以縮短水稻育種習年數（日文） 45
	72.徐慶鐘（1938）日照時間與溫度之季節變異對於作物生殖期之影響的研究（日文） 45
	73.徐慶鐘（1948）臺灣稻的季節特性和日照時間與溫度間的關係（中文附英文摘要） 45
	74.加茂巖（1938）水稻對於日長反應之實驗的研究（日文） 46
	75.田畑清光　手塚利正　齋藤七郎（1938）日照時期之長短對於旱稻抽穗與生長之影響（日文） 47
	76.Hedayetullah, S. and N. K. Sen（1941）水稻的春化（英文） 47
	77.押領司軍吉（1941）臺灣土種與日本種稻之F1植物的不結實現象（日文） 47
	78.長尾正人　河村幸次郎（1942）用溫湯除法作人工雜交之實驗的研究（日文） 48
	79.細田友雄（1943）噴射生長素溶液以引起水稻之假結實現象（日文） 48
	80.川田信一郎（1943）用生長素處理以誘導水稻的單為結實（日文） 49
	81.近藤賴己（1943）水稻冷害現象之實驗的研究　III.因開花期中缺少日光低溫而引起之結構障害之品種間的差異（日文） 49
	82.宮林達夫（1943）長日處理中夜間照明度之差異對於水稻抽穗期之影響（日文） 50
	83.氏原光二（1943）稻的幼穗形成期的調查（日文） 50
	84.Fotidar, M. R.（1945）水稻之自然授粉（英文） 51
	85.Torre, T. P.（1927）水稻雜交之若干實驗（英文） 51
	86.Reyes, G. M.（1934）水稻花粉之發芽與其花粉管之生長（英文） 51
	8.羅宗洛　黃宗甄（1944）硫酸錳生長素秋水仙精對於花粉發芽與花粉管生長的刺激 52

	VI.物理化學 53
	88.熊切茂雄（1916）自紫稻葉中抽出的新色素（日文） 53
	89.田所哲太郎　安部填　米增壽賀郎（1927）米粒成熟之化學的研究　I（日文） 53
	90.田所拓太郎　荒木芳子（1928）米粒成熟之化學的研究　II（日文） 54
	91.近藤萬太郎　岡村保（1928）糙米與穀粒之理化學性質的比較研究　II.糙米穀粒與穀殼之乾燥的比較（日文） 54
	92.澁谷常紀（1928）再生稻品質之物理學的考察（日文） 55
	93.鈴田巖（1928）糙米擦傷痕鑑識法（日文） 55
	94.鈴田巖（1931）日本種與臺灣種水稻之葉綠體色素的含量（日文） 55
	95.鈴田巖　小山貴之　堀博（1929）碾白度的鑑定液（日文） 55
	96.鈴田巖（1930）胚芽米鑑識法之一（日文） 56
	97.鈴田巖（1931）麻袋中米粒的間隙（日文） 56
	98.鈴田巖（1932）種實的實重（日文） 57
	99.近藤萬太郎　岡村保（1933）溫度高低與米之剛度的關係（日文） 57
	100.三宅捷　渡邊憲（1934）稻米澱粉之生物化學的研究　I.（日文） 58
	101.前田司郎（1938）白米蛋白之營養價的研究（日文） 58
	102.佐藤靜（1935）判斷米的品位之一法（日文） 59
	103.近藤萬太郎　笠原安夫（1940）用鹼以鑑定白米（日文） 59
	104.德田稔（1941）糙米中各種成分的含有量（日文） 60

	VII.土壤肥料 61
	105.高山卓爾　丸山吉雄（1933）土壤各層間肥料的分布與旱稻的生長（日文） 61
	106.高山卓爾及其共同工作者（1933）土壤的組織與水稻的生長（日文） 62
	107.山口尚夫（1938）氮肥施用時期對於水稻高度分蘖抽穗與種實收量的影響（日文） 62
	108.戶苅義次（1939）水稻與稻秧因硫酸還元菌附著而生長上發生的障害（日文） 63
	109.野口彌吉（1940）鉀對於水稻基悍構當的影響（日文） 63
	110.Galvez, N. L. and Pericles, S. Subido（1941）水稻對於土壤中的鉀的吸收（英文） 64
	111.鈴木直治（1944）水田中氮肥的耕入施用（日文） 64
	112.Khan. A. R. and M. P. Bhatnagar（1945）若干氮肥在水稻收量上的效果（英文） 64

	VIII.裁培 65
	113.小坂博　安川傳朗（1936）昭和十年岩手縣水稻歉收情形（日文） 65
	114.松田清勝（1939）在水稻插秧時的二三處理對於其生長與收量上的影響（日文） 65
	115.Jones, J. W.（1943）美洲的稻 65
	116.秋元真次郎　戶苅義次（1940）水稻裁培中插秧期早晚與耕起深淺的問題（日文） 66
	117.安田貞雄（1944）臺灣水稻退化的一個方式 66
	118.Kroam, B. S.（1945）孟買的米 67
	119.柯象實　湯玉庚（1947）西南各省稻作兩熟裁培制度試驗研究（中文） 67
	120.菅原忠太（1942）水稻播種期對於抽穗期的影響（日文） 68
	121.水島信一　伊藤疆（1942）水稻裁植的疎密與耐寒性的關係（日文） 69
	122.富樫常治（1943）水稻變季栽培的研究（日文） 69
	123.小野卯一（1931）耕地防風林對於水稻的影響（日文） 70

	IX.細胞 71
	124.Selim, A. G.（1930）水稻之細胞學的研究（英文） 71
	125.中村誠助（1931）二種不稔稻之細胞學的觀察（日文） 72
	126.Ramiah, K.（1932）用塗抹法以計數稻的染色體（英文） 72
	128.Ramanujam, S.（1933）稻族植物之染色體研究（英文） 73
	129.Rode, K. P.（1933）水稻之三元植物（英文） 73
	130.Nandi, H. K.（1936）栽培稻染色體的形態第二次接合及其起源（英文） 73
	134.酒井寬一（1943）1941年北海道水稻冷害之細胞學的實在狀態（日文） 74

	X.遺傳 75
	132.明峯正夫（1925）稻的矮性的遺傳（日文） 75
	133.石川潤一（1927）稻之不稔性遺傳的研究（英文） 75
	134.趙連芳（1928）糯性因子在分離比上的擾亂效果（英文） 76
	135.Jones, J. W.（1928）水稻之熟期及其他農業性狀的遺傳（英文） 77
	136.榎木中衛（1929）水稻之粳糯性的突變（日文） 77
	137.Jones, J. W.（1930）稻之花青素的遺傳（英文） 78
	138.Ramiah, K.（1930）水稻性狀之遺傳III.（英文） 79
	139.Ramiah, K.（1932）抑制因子說與水稻之數量性狀的遺傳（英文） 79
	140.Ramiah, K.（1933）抑制因子說與水稻之開花期間及高度的遺傳（英文） 80
	141.盛永俊太郎（1932）水稻之葉綠素缺失（英文） 81
	142.Ramiah, K., Anandam, M. and Krishnaswami, V.（1934）水稻之一個新的突變“Barren-strerile”及其遺傳（英文） 81
	143.Ramiah, K. Parthasarathy, N. and S. Ramanniam（1934）多胚稻（英文） 81
	144.Jone, J. W. Adair, C. R. Beaehell, H. M. and L. L. Davis（1935）水稻之熟期與穀粒長度的遺傳（英文） 82
	145.中山包（1935）水稻各部分花青素形成的遺傳（日文） 82
	146.Ramanujam, S.（1935）水稻之雄性不稔（英文） 83
	147.Ramiah, K. and Mudaliar, C. R.（1935）水稻果皮之紅色的遺傳（英文） 84
	148.Parthasarathy, N.（1936）水稻之多雌蕋性的遺傳（英文） 84
	149.Ramiah, K.（1937）水稻的香氣（英文） 85
	150.Ryker, T. C. and N. E. Jodon（1940）水稻對於條葉枯病菌之抵抗性的遺傳（英文） 86
	151.Ramiah, K. and K. Ramaswami（1941）水稻之浮遊性（英文） 87
	152.原史六（1942）臺灣野生稻及其性狀的遺傳（日文附英文摘要） 88
	153.盛永俊太郎　永松土己　河原榮治（1943）稻的石炭酸著色因子與其他一二因子間的聯繫（日文附英文摘要） 89
	154.盛永俊太郎　福島榮二　原史六（1943）糙米長度的遺傳（日文） 89
	155.涂敦鑫　管相恒（1947）水稻品種間雜交結實率的研究（中文） 90
	156.Ganguli P. L.（1937）水稻開花性狀的遺傳（英文） 90

	XI.病理 91
	157.澤田兼吉（1917）記稻熱病菌（日文） 91
	158.Sundararaman S.（1922）稻的斑葉病（英文） 91
	159.遠藤茂（1927）從Trifolium repens L.上分離出的白絹病菌的研究　特別注意其對於稻及其他作物之病原性和生活力（日文） 91
	160.安部卓爾（1930）在規定培養溫度下觀察硫酸銅對於稻熱病菌發育的影響（日文附英文摘要） 91
	161.安部卓爾（1931）日光對於稻熱病菌侵入寄主體的影響（日文） 92
	162.安部卓爾（1934）在規定培養溫度下觀察硫酸鐵對於稻熱病菌之發育及其生活力的影響（日文附英文摘要） 92
	163.伊藤健（1943）以Alkyl mercuric chlorides作種穀消毒的研究　I.液溫對於種穀殺菌效力的影響（日文） 93
	164.安部卓爾（1933）土壤溫度對於稻熟病發生的影響（日文） 93
	165.安部卓爾（1933）稻熱病菌之侵入寄主體與空氣濕度的關係（日文） 94
	166.赤井重恭（1939）育苗法不同的水稻的灰像與其對於稻熱病的感受性（日文） 94
	167.秋元真次郎（1939）稻之吸收矽酸與氮的品種間差異及其對於稻熱病抵抗性之關係（日文） 94

	XII.育種 95
	168.福家豐（1934）利用晚植以鑑定水稻品種的抗病性（日文） 95
	169.福家豐（1934）以晚稻品種為材料育成早熟的新品種（日文） 95
	170.沈宗瀚　沈學年（1934）水稻育種以抵抗螟蟲（英文附中文摘要） 95
	171.安田貞雄（1941）暹邏的水稻育種（日文） 96
	172.嵐嘉一（1943）溫床育苗可在早期檢定對於葉稻熱病的抵抗性（日文） 96
	173.盛永俊太郎　今井嘉重（1943）稻之粳糯性與收量（日文） 97
	174.Lord, L.（1926）水稻純系選擇之初步試驗（英文） 98
	175.天辰克己　永田要（1941）在同一年內育成水稻雜種之第一代第二代（日文） 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