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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消費者對中藥材安全之疑慮，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積極推動建

立本土化中草藥產業，選定適合本地栽培之丹

參及當歸等中草藥，研發優良中草藥栽培法，

從基源植物鑑定、栽培環境的土壤、灌溉水質

之安全檢測、栽培繁殖技術，收穫處理至加工

利用等，都建立一套準則，提供農民使用，可達

到生產安全、高品質藥材的目標。

丹參（Salvia miltiorrhiza Bge.）為

唇形科草本植物，使用部位為根部。丹參之

重要成分為丹參酸（salvianlic acid）、

丹參酮(tanshinone)等成分，對於身體之保

健有所助益。本場選擇丹參等保健作物建立

優良栽培體系，於花蓮縣瑞穗、玉里一帶地

區約六公頃農地生產安全及高品質之藥材。

試驗及調查結果顯示：花蓮地區種植之丹參

生長適應性良好，無病蟲害情形發生，根部

之產量佳且品質優良。保健作物除了產量與

品質之外，其有效成分之含量亦為重要之一

環，本場針對丹參之指標性成分丹參酸及丹

參酮含量進行分析，發現其含量較市售者為

高。在抗氧化能力方面亦較市售之丹參為

佳，此顯示花蓮地區生產之丹參品質佳，加

上栽培環境都經過嚴格之篩選及控管，因此

生產的丹參品質安全有保障。

本場亦針對此目前保健的潮流，以花

蓮地區生產的優質新鮮丹參等保健作物為原

料，開發丹參多樣化產品。為進一步推廣台

灣本地生產之中草藥，特以花蓮出產的新鮮

丹參，與國內知名之飯店主廚合作，秉持健

康美味的原則，開發丹參的一系列創意美

饌，編印『花蓮丹參、當歸保健創意料理』

食譜，每一道菜色都色香味俱全，充份發揮

新鮮藥材之特色，期能讓國人認識本地新鮮

藥材的優勢與多樣化烹調藝術，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雖然丹參為藥食同源之藥材，在食

用上仍以適量為宜。

本場侯場長福分指出本場選定丹參等

保健作物作為發展之目標，建立以中草藥優

良栽培體系來生產優質及安全之中草藥，如

此，不但確保中草藥藥材之品質，使民眾在

保健的用途上無安全之虞，亦可使農民能夠

有轉型之契機，增加農民之收入，再者，可

在東部地區建立一個保健作物生產基地，並

開發多元化之保健產品，提升產品之附加價

值，以安全優質之品牌，拓展行銷市場，提

升台灣在全球保健產品市場的競爭力。

花蓮生產的丹參產品　品質好且安全無虞　養生保健好處多

本場97年6月12日於農業推廣大樓舉辦

「苦瓜產業與保健功效」研討會，邀請國內

專家學者一起來探討與分享山苦瓜新品種

GAP生產現況與苦瓜在醫學及保健功效上應

用及研究，當日各界對苦瓜有興趣之民眾約

150人參加。

苦瓜藥食兩用已有千年歷史，不僅

可以作為日常蔬菜，更可以清熱解暑，

促進食慾。作為藥用，它屬於寒涼性

質，有清熱解毒的功效，明代《本草綱

目》記載，苦瓜微苦、無毒，具有除邪

熱等之功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

2004年起將苦瓜列入農業生物技術國家

型計劃中草藥及健康食品產業化之重點

推動研究目標。

本場多年來積極蒐集台灣野生種山苦

瓜品種，進行純化及育種，並建立了高品質

苦瓜栽培之生產模式，並陸續育成苦瓜花蓮1

號、2號、3號及4號等4個優良品種。另一方面

積極提供新育成之苦瓜品種材料，與台灣大

學、中國醫藥大學、慈濟大學、屏東科技大學

等學術單位合作，研究苦瓜之機能保健及醫

學上之功能，經多年研發團隊之努力，已有

顯著結果，因此特別舉辦本研討會邀請各研

究專家學者將研究成果與社會各界分享。

本次研討會邀請國內10位專家學者發

表演講，內容非常豐富，包括「台灣中草藥

及健康食品產業化體系之建立及推動」「苦

瓜降血糖、降血脂之研究」及「苦瓜生物活

性之研究」三大主題，內容涵蓋苦瓜產業的

定位與展望、優質安全生產體系的建構。舉

辦本次研討會望能使民眾、農友及研究人員

獲得更多的相關資訊，對於苦瓜未來發展有

所貢獻，可促進苦瓜產業升級並增加農民收

益，建立苦瓜保健產業增加附加價值。

本場「苦瓜產業與保健功效」研討會 發表苦瓜藥食兩用之研究現況

參加本次研討會與會人員合照▲

本場侯場長福分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記者會

中，向各界說明本場對台灣本地生產之中草藥

的研究開發成果，向國人推廣台灣本地生產之

中草藥。

▲

以花蓮地區生產的優質新鮮丹參等保健作物為

原料，開發丹參多元化產品，包括了丹參複方

保健茶包、複方丹參保健飲品、丹參藥膳調理

包、各種創意料理等產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