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麥
花蓮地區栽培 初探

前　言

「大麥」對生長在亞熱帶的大部份台灣人

而言，相較於舉目可見的水稻，並不是很了

解，甚至不知道大麥能做什麼，更別說看過

大麥田的幾乎只有少數老一輩的人才有，但其

實在生活中我們常接觸到大麥的產品，因為，

不論是啤酒或是威士忌，在製造過程中，通常

少不了大麥。近年國內外興起的精釀啤酒風

潮，讓許多人知道大麥芽是在精釀啤酒釀製過

程中，不可缺少的原料，因此，若能使用國產

大麥作為原料，建立在地栽培在地消費的產業

鏈，除能增加國產精釀啤酒的在地性，更能帶

動國產雜糧產業發展。

1 國產大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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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麥

大麥是全球第四大作物，僅次於玉米、小

麥及水稻，用途包含飼料及釀造，栽培面積較

大的國家包含俄羅斯、澳洲、土耳其等。在分

類上大麥是禾本科大麥屬的植物，如果以穗的

形態來區，大麥主要可分為二棱型與六棱型大

麥，在國外又可依播種期分為春播及冬播，但

大麥生育期的生長適溫以 10~20 ℃為佳，因

此，位於亞熱帶的台灣，大麥就只能選在冬季

進行種植，避免高溫逆境對大麥造成的影響。

台灣早年亦有大面積的大麥栽培及收購，但後

續遭遇國外進口的競爭等諸多因素，栽培面積

逐年減少，最終國內在 80 年代後期就沒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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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也因國內長年並無大麥的栽培，後續不論

是育種或大麥的相關研究亦沉寂許久。但在歐

美各國皆有諸多關於大麥的研究，也有許多品

種育成，研究目的通常是改善抗病、耐候及麥

芽之於釀造品質的影響。近年農委會積極推動

國產雜糧栽培，西部也開始有小面積的大麥栽

培，但相關的一些品種皆是國內多年前育成，

面對全球暖化可能對台灣氣候造成的影響，這

些品種是否適宜一般栽培仍需經多年評估，更

別說在有機栽培的條件下，更需進行嘗試，此

外，大麥有機栽培技術的資訊亦較少，這些都

是在台灣建立有機大麥栽培的挑戰，因此，花

蓮場透過種原的篩選及栽培期的調整，希望作

為未來國內有機大麥栽培的先驅，進而完善大

麥產業鏈。

花蓮栽培環境

花蓮縣南北狹長，距離超過 130 公里，冬

季降雨相較於西部頻繁，日照也較西部不足，

因此，在大麥品種的需求上，除了耐熱，也要

考量降雨的影響，本場考量轄區未來可能的精

釀啤酒產業需求，開始進行大麥栽培期調整及

適合花蓮有機栽培的大麥品種篩選。

本場自國家種原中心引進包含近年西部嘗

試栽培的｀中興 1 號´及｀中興 2 號´在內

的超過 30 個大麥的品種 ( 系 )，考量適合花蓮

氣候環境於裡作栽培，自 10 月開始於本場試

驗田分三個栽培期進行試作，由今 (110) 年的

結果來看，各品系抽穗期介於 68-98 日，但因

為第一個播種期時的溫度較高，因此，部份品

種 ( 系 ) 在第一個播種期的抽穗期較短，包含

國內早期育成的｀中興 1 號´及｀中興 2 號´

在內的許多品種抽穗期皆在 80 日內，另外稔

實率的部份，在今年的調查中，有 5 個以上的

品種 ( 系 ) 能有超過 70% 的稔實率，未來若在

10 月初的播種期也能有穩定的表現，或許這

些品種 ( 系 ) 能嘗試後續在花蓮的有機栽培。

麥芽製備

從大麥到啤酒除了重要的發酵過程外，還

一個重點就是將大麥發芽變成麥芽，麥芽之後

再製成糖化的麥汁以供發酵，因此，麥芽的品

質有著許多嚴格的標準，在國外更是由諸多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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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麥發芽後田間情形

3 田間大麥生育情形

4 大麥初期生育情形

5 不同品種大麥

6 成熟後的麥穗

7 大麥發芽情形

業的廠商負責製造麥芽，國內因

為沒有國產大麥的生產，就更不

可能有麥芽生產的廠商，考量國

內麥芽的生產將是另一個新的挑

戰，本場今年亦開始以國產大麥

進行麥芽產製的相關研究，希望

透過不同浸泡時間，發芽溫度，

甚至是烘乾過程，建立優質的麥

芽生產方式，完善整個精釀啤酒

生產流程。

結　語

啤酒最重要的就原料就是大麥、啤酒花、

酵母及水，大麥雖然相對上是在台灣較少栽培

的作物，但透過品種的篩選及栽培期的探究，

或許能為花蓮的大麥生產建立穩定的栽培模

式，在大麥的生產之後，更進一步的走向麥芽

的測試，並配合本場研發的啤酒花生產模式，

搭配花蓮的好山好水，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

讓國人享用 100% 在地原料生產的國產精釀啤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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