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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按讚！

宜蘭高接梨嫁接梨穗受寒害
農委會現金來救助　本場復耕輔導走透透

今年 1 月 8 日起寒流發威，造成各類

農業災情，宜蘭縣高接梨嫁接之梨穗亦受

到影響，包括三星、羅東、冬山、大同、

五結、頭城、礁溪以及員山等 8 鄉鎮，經

本場現場勘查結果，發現其花苞未萌發、

果實停滯生長等梨穗受害情形，2 月 13

日農委會張致盛主任秘書，率團隊至三星

鄉舉辦記者會後，17 日本場李建瑩助理

研究員亦至果園現場輔導。

農委會召開梨穗寒害記者會

為協助梨農，張致盛主任秘書率團隊

至三星舉辦記者會，除勘查受損災情外，

並與縣府、公所、

農會及梨農進行座

談，了解受災農友

需求及地方政府所

需協助，並公告自

2 月 14 日 起 至 23
日止，受理農民申

請辦理現金救助。

在座談會中，

農會及各高接梨產

銷班均提出問題與建議。三星地區農會

謝志旭總幹事，建請本場提供替代嫁接品

種；黃文杰理事長則請本場辦理教育訓

練，另外他請本場建議適合果樹下種植之

作物品項。

除本場與農委會各團隊現場回應農友

提問之問題外，在梨穗災損方面，張致盛

主秘表示農委會已於第一時間完成勘損，

確認各受災鄉鎮達到現金救助標準，協助

各農戶度過難關，他表示受災勘核之梨

農，可領取每公頃 6 萬元救助金，另外若

有參加保險，梨農可再領取每公頃 6 萬元

保險理賠，合計最高 12 萬元，他鼓勵梨

農未來應參加保險，減輕災害損失。

本場輔導復耕走透透

災後本場則積極輔導梨農進行後續復

耕及防寒措施，蘭陽分場李建瑩助理研

究員於 2 月 17 日，至三星鄉較嚴重之果

園現場輔導，說明高接梨穗復耕措施。2
月 20 日三星地區農會黃明杰理事長等至

分場拜訪，與本場討論後續輔導及試驗細

節。包括：規劃於三星地區高接梨、青蔥

田區增設氣象站，梨園果樹下試作仙草、

魚腥草及三板刀等中草藥。 

本場近期將先辦理高接梨栽培講習

會，讓農民瞭解預防寒害及復耕技術，並

分享防災成功經驗，期能增進梨農栽培管

理觀念，提升果園園區管理技術。

 �本場李建瑩助理研究員 (右 )輔導三星高接
梨產銷班第三班楊丁山農友 (左 )

 �行政院蘇貞昌院長 (右六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 (右七 )
與第 31 屆十大神農合影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 (左一 )頒發匾額予
有機達人李家豐農友 (中 )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 (左 )頒發模範農民
獎狀予馨山茶園劉秉稼農友 (右 )

 �農委會張致盛主任秘書 ( 右三 ) 至三星鄉關懷梨農並召開記者會，農糧署
東區分署陳昌岑分署長 ( 右二 ) 及本場杜麗華場長共同到場 ( 左一為三星
地區農會黃明杰理事長、左二為三星鄉長李志鏞 )

第 31屆十大神農及模範農民頒獎典禮

農委會 1 月 30 日舉辦第 31 屆全國十大神農及模

範農民頒獎典禮，行政院蘇貞昌院長特別蒞臨表達祝

賀，陳吉仲主任委員則頒發神農及模範農民當選人證

書、匾額及獎金，表揚其在農業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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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文旦品質　文旦薊馬警戒費洛蒙測試中

本場蝴蝶蘭育種團隊雙喜臨門，其一

為今年國際蘭展，本場榮獲銀牌獎以及新

品種個體獎，另外蝴蝶蘭｀花蓮 1 號－粉

蘋果’取得歐盟植物品種權認證，是農委

會內各改良場中，第一個成功取得歐盟品

種權之蝴蝶蘭。

2019 台灣國際蘭展獲獎

世界三大蘭展之一的「台灣國際蘭

展」3 月 2 日至 11 日，於台南臺灣蘭花

生物科技園區展出。本場每年均選拔優秀

育種單株參與該展競賽，同時協助花蓮蘭

農送展，鼓勵大家積極參展。

今本場榮獲蝴蝶蘭組銀牌獎 1 座、新

品種個體獎 1 座，同時宜蘭蘭農包括張文

賢農友獲獎連連，花蓮蘭藝協會王振鄉、

黃金勝、陳見城 3 位農友亦榮獲多項大

獎，足見宜花地區蘭花育種實力。

本場致力於香氣蝴蝶蘭選育，為培育

優秀新品系，選擇萬代蘭與蝴蝶蘭異屬雜

交，導入香氣、花色等特殊性狀，並依此

選拔近 30 棵優秀單株，參與今年國際蘭

展蝴蝶蘭組競賽，其中具香氣且藍紫花色

之二異屬雜交品系，獲得銀牌獎以及新品

種個體獎肯定。

粉蘋果取得歐盟品種權

本場育成蝴蝶蘭｀花蓮 1
號－粉蘋果’，繼 104 年 11
月取得國內品種權後，於 107
年 11 月取得歐盟植物品種權

認證，以保護本品種於歐盟販

售之品種權利。

粉蘋果為雙梗、外觀粉紅

花色鮮豔亮眼，更具有香氣等

特性，深具商業生產潛力，目

前已專屬授權吉安光豐蘭園劉

定榮農友，未來商機無限。

東部是蘭花育種勝地，本場更專精於

香氣蝴蝶蘭育種，至今已累計完成 28 個

新育成單株的有償讓與民間生產，期望藉

此，帶動轄內蘭花產業，進而提升台灣蝴

蝶蘭育種國際知名度。

近來部分農民向本場反應文旦受薊馬

危害、降低品質，故本場選擇 2 處有機文

旦園區－興雲有機農場、秀珠果園，進行

薊馬警戒費洛蒙測試。研究同仁除了於果

樹上懸掛費洛蒙，並向農友說明試驗方法

與注意事項，除費洛蒙外，同時搭配施用

有機資材，以評估薊馬綜合防治效果。

文旦在開花與幼果期，容易遭受薊馬

危害，直接影響未來產量以及果實外觀

品質，因此本場建議柚農於 2-5 月這段時

期，施用防治藥劑，有機田區則每 2 週施

用苦楝油 1 次，同時清除田間開花期雜

草，以降低薊馬族群密度。

而現在，還有另一種更友善環境的資

材，即為懸掛薊馬警戒費洛蒙。警戒費洛

蒙為農委會藥物毒物試

驗所洪巧珍博士所研

發，其原理簡單來說，

該費洛蒙散發出的物

質，會讓薊馬感到緊張

而自動遠離園區，適用

於數種薊馬，並且每顆氣味可維持半年，

故而在危害期間，可不用更換該資材，操

作上簡便又省工。

然而因目前尚未於文旦果園測試過，

為了解其效果，本場作物環境課邱淑媛課

長，攜場內植物保護團隊於 2 月份，至瑞

穗 2 處有機文旦果園開始懸掛測試，並且

評估搭配其他有機資材一同使用的成效。

同時本場植保研究室林立助理研究員，亦

向興雲有機農場黃興生農友，以及秀珠果

園黃玲雯農友，說明懸掛警戒費洛蒙的原

理以及應注意事項。

本場提醒，薊

馬剉吸文旦幼果，

其表皮將產生傷痕

影 響 果 實 外 觀 品

質，因此薊馬防治

不可輕忽。
 �薊馬 (左圖 )剉吸幼果果皮，降低果實外觀
品質 (右圖 )

 �警戒費洛蒙

 �本場邱淑媛課長 (左一 )帶領植保團隊，至瑞穗秀珠果園，
懸掛警戒性費洛蒙，測試對薊馬防治效率

 �本場葉育哲課長 (右四 )帶領張芝蓉助理研究員 (右三 )
及花卉研究團隊，育成多株優秀蝴蝶蘭品種與單株，其
中蝴蝶蘭花蓮 1號粉蘋果 (右上 )獲得歐盟品種權

 �本場協助花蓮蘭農參展、獲獎頗豐，花蓮蘭藝協會王振鄉
先生 (左 )獲蝴蝶蘭組第二獎，黃金勝先生 (右 )獲拖鞋
蘭組銅牌獎 (中為協會蕭林德理事長 )

 �本場育成 
香氣蝴蝶蘭， 
榮獲 2019 國際蘭展 
　　　蝴蝶蘭組 
　　　銀牌獎 (上 )， 
　　　以及新品種 
　　　個體獎 (下 )

本場育成蝴蝶蘭 花蓮 1號－粉蘋果　獲得歐盟品種權
2019年國際蘭展　本場獲銀牌及新品種個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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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林區管理處、花蓮縣政府及本場

攜手合作，於 3 月 10 日假本場壽豐鄉有

機農業研究中心，舉辦 108 年花蓮縣區域

植樹活動，現場除了宣導植物綠美化、生

態保育概念相關展示攤位外，本場同時介

紹農產加值打樣中心，以及說明有機研究

中心未來規劃及設計概念。

花蓮區植樹活動

本次植樹活動地點屬本場有機農業研

究中心，為本場營造生態水域及友善生態

試驗示範基地，花蓮林管處則協助栽植超

過三千棵的在地特色樹種，共同打造一個

生態多樣且豐富的園區。植樹活動當日更

邀請民眾，一同栽植超過 30 種在地樹種，

林管處更準備千株桂花與茉莉，讓鄉親朋

友美化自家田園。

蕭美琴立委亦到場與民眾同樂，她表

示從過去協助本場爭取中心用地及經費，

到現在這次植樹活動一路參與，特別感

動。希望這條綠色隔離帶，讓有機農業研

究中心更完善發展有機研究，包括部落原

生作物、機能性功效研究等，是花蓮有機

農業未來發展基礎。未來不僅將造福台灣

農友，更期望中心成為亞太地區有機發展

的重鎮。

花蓮區有機農業研究中心設立

台灣目前雖有有機農業專區，且政府

亦挹注經費進行相關硬體發展以及試驗研

究，但仍有許多小農獨立試驗，並承擔不

確定的經營風險，故而需要一個專業的指

導單位並整合資源，因此本場規劃成立有

機農業研究中心，於 106 年 12 月動工整

地建設，目前進行建

築規劃設計討論。

本 中 心 佔 地 9.2
公頃，鄰近東華大學、

於 台 11 丙 線 旁， 過

去為雜木林及覆蓋植

被，經整體地形、環

境生態調查後，去年

生態水域營造已建置

完成，隨後進行環境

綠美化，目前硬體設施，如綠能、節水等

水資源利用設備等，正逐步與營建署、建

築師充分交換意見。

本場杜麗華場長表示，本有機農業中

心將包括有機栽培、智慧農業、病蟲害防

治、農機具改良及加工等項目，提供有機

農民更專業的研究後盾，以及系統化的耕

作建議外，期望引領國內有機農業技術先

驅，成為有機農業教育示範平台。

312 植樹日　本場有機農業研究中心共襄盛舉

 � 108年植樹活動由3部門共同舉辦，花蓮林管處楊瑞芬處長(右一)、
花蓮縣政府徐榛蔚縣長 (右二 )、蕭美琴立委 (左二 )與本場杜麗華
場長 (左一 )共襄盛舉

 �本場介紹場內農業加值打樣中心，歡迎農友
多加利用

 �本場有機農業中心，生態水域建置完成，目
前正逐步進行環境美化，建築細部持續討論

本場育成蝴蝶蘭 花蓮 1號－粉蘋果　獲得歐盟品種權

　農友請注意　荔枝椿象開始活動
近日溫度逐漸回暖，荔枝椿象即將開

始交尾產卵，本場呼籲農友及民眾，須特

別注意荔枝椿象之危害。 

 荔枝椿象一年一世代，成蟲體呈黃

褐色，若蟲體型為長方形，初孵化時呈紫

紅色，成蟲和若蟲主要吸食龍眼、荔枝的

嫩芽、嫩梢、花穗及幼果汁液，導致落花、

落果及果皮黑化，同為無患子科的台灣欒

樹亦為荔枝椿象的寄主。民眾若刻意驚擾

此蟲，其分泌的臭液接觸到皮膚將引發灼

熱及刺痛感，甚至留下疤痕。

　防治方法

 » 冬季結束開始回溫時，施用下列任一推

薦藥劑：丁基加保扶、亞滅培、賽洛寧。

荔枝龍眼開花期則停止用藥，以免造成

蜜蜂中毒。

 » 3-5 月間為荔枝椿象交配產卵盛期，若

於葉片上發現有荔枝椿象卵粒，儘速摘

除銷毀，其卵粒通常為 14 粒整齊排列。

或者搭配施放天敵 - 平腹小蜂，平腹小

蜂可產卵於荔枝椿象卵內，造成椿象卵

死亡無法孵化。

 »開花結束後於小果期可再

度使用上述核准藥劑，此時

荔枝椿象大多為若蟲期，不

會飛行，用藥效果較佳。

 »手持長柄捕蟲網內放塑膠

袋加醋酸，震落蟲體於袋內

予以捕殺。

從事農業生產以外的環

境若發現荔枝椿象，在藥劑

方面依規定必須施用有別於上述的特殊環

境衛生用藥。由於目前在宜蘭花蓮地區除

了少面積的龍眼農業生產之外，其餘則為

民宅自行種植，民眾若發現荔枝椿象，可

聯繫當地病媒防治業者進行環衛用藥處

理。若有相關問題可電洽本場林立助理研

究員，分機 3603。

 �荔枝椿象已進入產卵期，其卵粒呈 14粒整齊
排列

 � ( 上圖 )末齡荔枝椿象若蟲 
( 右圖 )剛孵化的荔枝椿象若
蟲聚集成群，此時為最佳施藥
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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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擴大補助農民購置小型農機具，
協助小農改善農村勞動力 108年 4月

主要作物病蟲害預測

壬酸製劑　本場測試報告出爐

由農委會農藥毒物試驗所研發，新一

代雜草防治資材－壬酸製劑，即日起至 4
月 12 日前，農民可至員山、三星、吉安、

壽豐、鳳榮以及玉溪地區農會，登記購買

試用。為確認其效能，本場亦於宜蘭及花

蓮進行實地測試，發現防治闊葉雜草效果

最佳，建議施用於蔬菜田區喔！

測試地點包括本場 2 塊田區，蘭陽分

場 2 塊田區以及畦溝。結果顯示，在施用

3-4 小時後，多數雜草已呈現脫水現象，

較大雜草反應較慢，但仍有受損。各雜草

防治率佳，其中闊葉草防治效果最好。

施用壬酸製劑應注意事項 ( 簡述 )
 » 防治闊葉草及一年生禾本科效果佳。

 » 務必讓雜草完全接觸到藥劑。

 » 建議先行其他處理如機械、整地等，再

搭配藥劑進行綜合管理，效果更好。

目前壬酸購買採登記制，有需求的農

友請向前述各農會辦理登記試用。詳情

請洽本場農業推廣課張志維先生，分機

1908。

申請期間自 3 月 15 日至 10 月 31 日，依實際購買價格補助 1/3，採先申請再

購買方式，具資格農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洽所在地農會申請，每位農友得申請

農機補助 1 台。( 詳情請洽各地農會。)

 �本場壬酸測試結果，施用 3天後顯示其闊葉
草防治效果佳 ( 土色條帶為壬酸處理區，綠色
條帶為無處理對照區 )

 �壬酸施用 3小時後，多數雜草已呈現脫水狀

 � 21 小時雜草枯萎  � 27 小時雜草乾枯

農委會重要新聞

為配合新南

向政策及測試東

南亞國家種苗市

場，本場將 5 個

抗黃化捲葉病毒

番 茄 品 系， 於

106 年寄至泰國

試種，107 年更

擴增至 4 個抗病

中果品系、6 個抗病小果品系。在經過 2 年的適應後，部分試種品系

表現優異，產量好、甜度高，於東南亞市場極具發展潛力。

2 月 21 日農委會帶領農試所與本場，偕同亞蔬－世界蔬菜中心與

台灣種苗改進協會，假亞蔬之泰國分部，共同舉辦臺灣蔬菜品種觀摩

會，本場提供試種的多組抗病毒番茄品系，在當地 36℃的高溫環境

下，表現極佳。育種者王啟正副研究員表示，其中一小果番茄甜度高

達 10.41 度，是所有參展番茄中最甜的品系，另一番茄品系則具產量

最高、轉色最美等優點。故而於現場吸引泰國東西種苗公司、正大種

子公司、先進種子公司及 Mercury 農企業等洽談合作。本場將持續進

行番茄抗病育種，並與泰國保持交流合作、開拓東南亞市場。

本場培育抗病番茄新品系
泰國試種受好評

 �本場王啟正副研究員 (右一 )至泰國試種抗病番茄，
部分品系表現優異，深獲當地種苗業者喜愛

日本仙北市農業團
體驗富里青農熱情與活力

位於日本秋田縣的仙北市，近年與台灣交流熱絡，

繼 107 年 1 月該市市長一行至花蓮縣富里鄉初步參訪後，

今年其仙北市役所事務局，更帶領其轄內休閒農業業者，

及國際教養大學熊谷嘉隆教授，於 2 月 28 日至 3 月 2 日，

與天賜糧源鍾雨恩及其青農團隊，與富里農會一同深度

體驗在地農村。

在幾天的交流中，他們對於鍾雨恩等青農歸鄉並積

極參與活動，感到十分驚訝，同時對羅山村發展有機農

業之初衷感到好奇，為加強雙邊交流，日方也進一步邀

請富里青農到仙北參訪。本場杜麗華場長表示政府近年

持續鼓勵青農返鄉，利用不同單位給予不同面向的輔導，

讓青農安心歸鄉築巢。富里鄉農會亦表示，對於在地青

農，農會亦給予貸款、農機具設備出借及通路等協助，

確實保障青農生產，同時活絡在地農業。

 �仙北市農業團參訪富里休閒農業與體驗農家，與
富里鄉農會、天賜糧源合作社等單位，就水稻產
業以及地方創生進行對話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