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區農業推廣簡訊 7(3):10-14 
 

花蓮區農業科技長期發展方向 

林富雄 

台灣農產品除由中央整體觀點考量農業在政治、經濟、社會及

文化等層次的關聯性，予以適當的保護外，應如何培植具備競爭力，

且能自立的農業，將是我們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由於社會經濟環境的轉變，農業人口外流，農村勞力缺乏，加

以農產品市場狹小，生產成本居高不下，更以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

的推動，使國外農產品大量進入國內市場與國內農產品形成強烈的競爭，台灣農產品的品質

雖有相當的提升，自難免於盛產期遭滯銷的衝擊。 

省農林廳為研議制定具有前瞻性及策略性之農業試驗研究長期發展方向，商定大目標整

體計畫，特函請各地區農業改良場就北區環境之差異，訂定發展目標，並經本場於去年 10月

間研提建議表一種，包括有稻作三項，雜糧四項、果樹花卉三項，蔬菜二項，農產加工一項，

土壤肥料三項，作物病害二項，作物蟲害一項，農業機械二項，農業推廣五項，共為 26項。

茲列述於下以供參考。 

一、水稻省工栽培品種之選育及省工栽培技術之研究 

水稻省工栽培中之再生稻栽培，因具有 勞力節省／成本降低(35∼50％)之幅度最大，

縮短生育日數以避開冷鋒等不良氣候， 節省灌溉用水及增加單位面積之生產力等優點，

對個別農戶而言，是一種減少勞力與資本之投入而獲得高收益之有利栽培方法。尤以近年來

農村勞力普遍缺乏，勞動品質老化情況下，省工與省成本之再生稻栽培遂再度受到重視。因

此選育具有強再生能力，並兼具產量高，抗病能力又強之品種，有待加強，以利再生稻栽培

之推行。 

另繼續探討再生栽培相關技術，以提高產量及米質，使水稻再生栽培更能擴大推廣應用。 

二、加強水稻生理性狀之遺傳及其與產量關係之研究 

目前本省水稻單位面積產量已達瓶頸，欲進一步提昇目前栽培品種之

單位面積產量，對水稻植株本身之生理性狀，如光合作用能力、根系生理、

對肥料反應、雜種水稻高產生理等，均必須加強研究，以做為進一步提昇

單位面積產量之基礎知識，尤其花蓮、宜蘭兩地區日射量不足，雨水又多

等不良氣候條件對水稻生產限制甚大、瞭解此種環境下適合之水稻品種生

態型，為育種上最重要之一環。 

三、高產、良質、抗多種病蟲害水稻品種之育成 

水稻病蟲害發生，年期間雖有輕重之別，惟對水稻產量、米質與生產

收益均有影響。水稻病蟲害雖可以藥劑加以防治，但增加稻作之生產成本，亦有污染環境之

虞。作物品種與病蟲害之間有抗感關係，因此藉由育種方法，以選育抗多種主要病蟲害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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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品種供稻農種植，就長期發展而言，為最經濟與有效之安全策略。又高產、良質為水稻品

種改良之最終目的，在本省有限土地資源下，提高品種單位面積產量仍屬優先。 

四、雜糧作物一貫作業省工栽培技術改進 

現階段農村勞力缺乏且老化，尤其在收穫之際僱工不易。政府為降低農民生產成本，曾

先後在本區設置雜糧作物代耕中心 11處，實施代耕代播作業（如大豆、落花生、玉米等），

並將繼續輔導完成機械收穫等作業。為配合今後大豆、落花生等雜糧作物一貫作業省工栽培，

除加速育成適合機械栽培之品種外，亦需改進省工栽培技術及引進開發雜糧機械，鼓勵農民

擴大經營規模或推行集團栽培，以發揮機械效率，達成降低生產成本之目標。 

五、稻田耕作制度調整利用之研究 

影響稻田轉作作物之產量、收益及其栽培管理方法之因素繁多目前尚無完整資料可供應

用，值得探討。對於轉作與輪作不同作物、不同年次之作物產量、土壤性質，以及病蟲害種

類、雜草相等變化加以試驗比較，以訂定合理的耕作制度及栽培管理方法，充分利用土地資

源，求取最高之經營效益。 

六、高產大豆、落花生品種改良及生產技術改進 

本區花蓮縣位於台灣東部，耕地分佈於海岸山胍西側及中央山胍之間，成一狹長地形，

因此日照時數及日射量除 7?B8月份外，對作物生長均感不足。大豆、落花生等品種之光合作

用能力，必須適應此一特殊環境，始能發揮其生產潛能，利用二氧化碳測定儀，從雜交後裔

中篩選出在較低光度下，植株且有高光合能之品系，可以選拔出適合本地區栽培之品種，配

合栽培技術改進，將可提高其始源供應能力，進而增加產量。 

七、綠肥作物適合性評估及生產技術改進 

本省農地因長期施用化學肥料，且複種指數較高，近年又因稻田轉作或休耕，致使土壤

之理化性發生變化，有機質含量減少，地力嚴重衰退。為鼓勵農民重視地力之保育，並瞭解

綠肥作物之重要性，應積極建立綠肥之輪作制度與休耕地種植綠肥作物，蒐集並育成適合本

區栽培之綠肥作物種類，並探討其採種技術，期能迅速推廣，增進耕地之生產力。 

八、夏季蔬菜品種及生產問題之探討 

本區為本省夏季蔬菜主要供貨源，計有蔥、韭菜、甜椒、小白菜、莧菜、苦瓜、冬瓜、

小胡瓜、芋頭等，惟每年夏季常受到颱風豪雨之侵襲，致蔬菜之生產極不穩定。為確保生產，

除對於防風防雨之設施，以及設施栽培技術之探討外，並應加強進行品種之篩選與改良工作。 

九、高冷地蔬菜栽培改良 

宜蘭縣大同鄉南山，四季高冷地蔬菜，栽培面積有 400 多公頃，是台北專業市場夏季蔬

菜主要供貨源，目前以栽培甘藍佔多數，因產期集中應增加蔬菜種類延長供應時間。同時加

強輪作制度之實施，以免土壤病害如十字花科根瘤病之嚴重發生，並改善培肥技術改良土壤，

藉以確保生產，穩定市場需求。 

十、花蓮地區原生觀賞植物開發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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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山地面積佔有 87％左右，從平地到海拔 2000 公尺之山地，分佈有極多之各類原生

植物，如百合、一葉蘭、國蘭等，極具研究與開發之價值。擬就分佈種類、特性予以分別搜

集、試種調查，供育種材料，以開拓本省觀賞植物種類及改良品質供市場之需要。 

十一、外銷新興花卉栽培試驗 

宜蘭地區稻田轉作，以園藝作物較適合，近年栽培面積有逐年擴大之趨勢，而隨著經濟

的繁榮，生活品質的提昇，民眾對於花卉之需求亦日趨殷切。有鑑於花卉產業具發展潛力，

應積極開發新興花卉如切花用銀柳、蕨類植物、唐昌蒲等，加以栽培試驗，以提供農民栽培

技術。 

十二、加強園產品採收後處理之研究 

本省園藝作物不論在農村經濟，國民營養及國際貿易上均日趨重

要。近年來在生產技術上雖有改變，但產品採收後之保鮮貯藏等技

術，仍嫌落後。因此每當盛產期價格偏低，甚至滯銷，造成農民重大

損失，應加強地區性園產品之採收後處理研究，以資推廣應用。 

十三、金柑、桶柑之品質改良 

金柑及桶柑為宜蘭縣特產，栽培面積廣達 3000 多公頃。金柑供

作加工蜜餞用，因其開花期一年 2∼3 次，致成熟度不一致；加上採

收作業費工，使品質參差不齊，應加強加工原料鮮果之催色研究以及

栽培技術改良，確保品質，桶柑則應加強有機肥料之施用與土壤改良，減少果皮厚度，並辦

理健康苗木之繁殖與柑園更新。 

十四、農作物耐銹病品種之選育 

本區由於寡日照，陰雨日數多，相對濕度高，平均氣候較低等氣象因素均適合作物銹病

的發生與蔓延，本區主要雜糧作物及園藝作物罹患銹病嚴重。如大豆、落花生、玉米、青蔥、

韭菜、菜豆、金針菜等，影響產量可達 50％以上。銹病種類及生理小種繁多，藥劑防治效果

不一，致使農民濫用農藥。選育抗耐銹病品種應為根本解決之道。可自國內外引進抗耐病基

因種源，或自田間族群選拔，或以誘變劑取得異變株，從中選育抗耐病品種，供農民栽培。 

十五、農作物病害發生預測技術之研究 

農作物銹病、白粉病、葉斑病等真籣，水稻白葉枯病、柑桔潰瘍

病等細菌，此等傳染性病害的發生與氣象因子的關係相當密切，而作

物的生育期與病害的發生亦相關，故可按作物、氣候、病菌的基本特

性加以研究整合，探討與病害的真正關係，進而發展出預測技術，以

供經濟防治作物病害之用。 

十六、農作物小型害蟲綜合防台法之研究 

農作物小型害蟲，包括為害瓜類作物西瓜、香瓜、苦瓜，豆科作

物大豆、落花生、菜豆、豌豆的薊馬；為害大豆、菜豆、青蔥、韭菜的潛蠅；為害香瓜、胡

瓜、絲瓜、苦瓜的瓜蠅，以及為害大豆、落花生、青蔥的甜菜夜蛾等。由於其蟲體細小，藏



花蓮區農業推廣簡訊 7(3):10-14 
 

匿於作物嫩梢、芽毛內，或鑽入植物體內取食為害，所以農藥無法直接觸殺，兼以容易產生

抗藥性，故棄劑防治效果不彰，亟待改進防治技術。應朝耕作法、物理法、生物法等綜合防

治技術的研究與發展。 

十七、問題土壤所引起作物生理障礙之防治研究 

本區土壤生成與性質至為複雜，為本省問題土壤最多之地區。以花

蓮縣而言，PH值在 5.5以下遇酸性土壤佔 37％，而 PH值在 7.4以上遇

鹹性土壤，亦有 16％，強淋溶淺層耕地則有 1650公頃，其他如土壤過於

黏重而排水不良，或土壤過於砂質而貧瘠等，常導致土壤微量元素之缺

乏以及其他生理障礙之發生，致使作物生育不良，此等問題土壤均須加

以研究改良。 

十八、果樹立體施肥技術之研究 

果樹為深根作物，而根群逐年往下伸長，但目前果樹均採表面施肥，

致土壤上層肥力較豐，而下層則較貧瘠，多年生的果樹往往會發生某些營養元素的欠缺而影

響其生育。應研究不同施肥量、施肥時期與施肥深度等，配合深層施肥機的開發，推廣應用

以改善果樹營養。 

十九、柑桔營養生理及肥培管理之研究 

本省柑園大多分佈於山坡地，土壤原本較酸性，再加上常年使用化學肥料，因此土壤愈

趨酸化，而宜蘭地區柑果成熟期適為兩季，土壤潮濕，土壤中可溶性氮肥的供應過多，造成

皮厚及浮皮的缺點。又因日照不足，使柑果淡而無味，柑果著色不良等，應研究其培肥管理

技術，以改善柑桔生產。 

二十、高效率雜糧作物省工栽培機械之開發 

本場於 76年研製完成玉米播種兼雙層施肥機，目前示範推廣面積已達 1750公頃。該機

之播種部份，係採用轉動盤式，擬再加以改良，採用真空式，可節省玉米種子用量（50％）

及控制精確的株距，節省種子成本及間苗工時，真空播種為今後應走旳途徑。 

二十一、青蔥、韭菜栽培管理機械之研究 

韭菜為花蓮縣特產，而青蔥則是宜蘭特產，其種植均需以人工，前者挖“種植溝”每公頃

需 35∼45 工，後者挖“種植孔”每公頃需 50 工，費時費力，故擬研製韭

菜挖種植溝作業機及青蔥種植孔作業機，代替人工作業，節省勞力與時

間，降低生產成本。 

二十二、農產運銷制度之建立 

運銷制度之建立，在於實行共同運銷，建立銷售網路，調配供銷數

量，以穩定市場價格。為配合上項共同運銷作業，必須實行分級包裝，

以提高農產品品質，本場擬辦理農產品分級包裝之研究工作。 

二十三、加強農業試驗與推廣互動關係之研究 

農業試驗研究成果，必須經由推廣之程序，始能應用於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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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產過程中，遭遇困難問題，則必經由推廣單位反映研究單位，以便擬定計畫研究解決，

在雙方互動之關係中，始能達到相輔相成之效果。如何促使此種互動關之順利運作，有待探

討。 

二十四、建立地區農業發展模式之研究 

農業生產深受自然環境與社會經濟條件的影響，有其區域特性。如何使各地區的農業，

能因地制宜，適地適作，獲得高所得，必須針對都市、都市郊區，傳統鄉村、濱海、以及山

地等幾種類型，研究建立模式，以加速區域性農業發展。 

二十五、農村婦女角色扮演之研究 

工商業社會帶給農村勞力缺乏，使得農村婦女必須兼負農業

經營之要務，今日農村婦女的角色，不僅關係家庭經營之成功與

否，亦影響農場經營，農產運銷，乃至農業發展方向。因此對於

農村婦女所扮演各角色的份量以及其在農業經營上所需要的知識

技能，有必要加以探討，提供農業推廣教育的參考。 

二十六、加強農村家庭功能的研究 

社會變遷下的農村父母，忙於出外工作賺錢，追求物質享受，卻影響到家人相聚的質與

量，家人關係親密性愈來愈淡，家庭問題層出不窮。因此對於農村家庭問題所在，有必要加

以探討，並謀求改善對策，以提昇農村家庭功能，建立和諧的農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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