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稻新品種花蓮22號，自今年元月份公

告技轉後，隨即由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地區蕭

明山農友技術轉移，今年一期作種植3分地，

經過純化選育後的光復紅色香糯－花蓮22號

，正式回到故鄉放異彩。

稻作研究室潘昶儒主持人表示，場內年初

舉辦101年度試驗研究成果發表研討會時，太

巴塱社區營造協會那麼好‧阿讓牧師在接觸到

花蓮22號新品種資訊後，隨即向潘昶儒詢問

相關技轉事宜，而後在場內正式技轉公告後，

協會幹部蕭明山農友隨即簽約、取得種原。

本技轉案包括採種技術以及種原供應，「

當然還有田間一對一的技術指導啦！」潘昶儒

表示由於花蓮22號適合一期作種植，而由於

本次時間匆促，故先供應20公斤的種子，大

約可種植3分地，插秧後本場將持續至田區拜

訪農友，訪視花蓮22號田間生育情形。

水稻花蓮22號過去即於光復鄉蒐集種原

，由於族群混雜，常常造成當地阿美族人收穫

上的困難，經由本場自90年開始種原收集、

99年進行品系繁殖及性狀調查檢定後，101年

終得有正式品種推出，如今回歸到當地部落，

對於原住民傳統品種保存，本場做出重大貢獻

。

太巴塱阿美原住民

喜迎水稻花蓮22號回故鄉

2 插秧後本場稻作研究室潘昶儒主持人(左一)，至田區

拜訪蕭明山農友，說明花蓮22號栽培注意事項
1 101年4月太巴塱社區營造協會帶領光復鄉水稻第四

班來場參訪水稻栽培相關技術

本場利用非農藥防治資材或技術降低農

藥的使用，如以亞磷酸取代福賽得的施用，

進行疫病的防治工作；以黃色黏板與含毒甲

基丁香油取代芬化利與芬殺松的使用，防治

東方果實蠅；以藍色黏板配合定期砍草防治

薊馬。

而本場已累積多年金柑病蟲害防治經驗

，也深刻體會農友對植物保護手冊之距離感

，所以特別編印《金柑健康管理病蟲害防治

技術手冊》一書，配合金柑生育期標示病蟲

害防治曆，並以同樣色彩標示相同作用機制

的藥劑，讓農友一目明瞭也避免重複施藥，

本場所輔導農友100年底至101年初之農藥

檢測皆合格。

金柑採收與採後處理方式改進

除了生產安全的金柑鮮果外，果實外觀

與腐爛情形會直接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但

傳統加工廠將金柑果實收購後，經分級、清 通過吉園圃檢驗之金柑鮮果7

7 洗，即浸入醃製槽，果實外觀的小瑕疵是可

接受的，所以加工原料果的採收方式多為直

接拔取，採收後裝進麻布袋就送加工廠，運

輸過程亦多無防護措施，此過程容易造成果

實戳傷、壓傷與擦傷。另外以直接拔取就販

售的果實，多有傷口容易感染病菌，造成腐

爛。

因此本場推廣一連串的改進措施：以二

次修剪採收取代直接拔取，並注意輕採輕放

；利用軟墊或布料加強採收器具的防護，以

減少採收與運輸過程的擦壓傷；加強果實蠅

的共同防治，以減少果實被產卵的機會、降

低貯藏時的腐爛率。若再配合低溫貯藏，即

可有效將櫥架壽命從1週延長至4週，增加鮮

食金柑販售彈性。

結　語
金柑是宜蘭特色之經濟作物，因消費者的

習慣改變與加工半成品之轉口貿易競爭，使金

柑產業面臨嚴重衝擊。但金柑是少數可連皮食

用的柑橘類，鮮食可充分利用柑橘類豐富的營

養價值，並獲得果皮中抗氧化的保健效果。

在金柑鮮食市場的開拓上，除使用健康種

苗與引進新品種外，以吉園圃班為推動基礎，

整合相關技術推動「金柑健康管理生產體系」

，並改善採收方式與採後處理以延長櫥架壽命

，加速吉園圃生產制度之適時升級與落實，生

產安全高品質農產品並使用吉園圃標章行銷，

以形成市場區隔、創造產品價差、增加農民收

益，也提供消費者健康、安全、質優的金柑鮮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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