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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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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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阿美族先民於移居寶島台灣時，臨

行前，面對風強浪大、前途未知之際，因思

念鄉情，依依難捨，族人隨行攜帶家鄉的紅

糯米穀一袋，以供先民到達新生地時繁殖食

用，因此當先民落腳於花蓮縣光復鄉之後，

隨即開始繁殖栽培至今。

紅糯米為花蓮縣光復鄉頗具知名度之地

方特產，阿美族原稱紅栗米，其煮熟後之米

飯色澤深紅艷麗且具有香味，因其艷麗的外

觀、濃郁的香氣及特殊的風味，再加上產量

相當有限，更彰顯出紅糯米之珍貴稀有。而

現今光復鄉阿美族人於婚喪喜慶及重要祭典

場合，都會蒸煮紅糯米以作為宴客之用，以

示不忘本及懷念祖先與感謝神靈保佑之恩。

由於紅糯為地方品種，經長期種植以後

，田間栽培種原混雜情形非常普遍，且因其

栽培不易，管理較粗放，所以產量很低，品

質亦有逐漸下滑之情形。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有鑑於紅糯米是東部地區極具地方特色，且

深具阿美族文化傳承之原住民族產業，為促

進紅糯米產業之發展，及提升紅糯米產品品

質，多年來經由蒐集不同性狀之香糯種原予

以純化，並進行多項農藝性狀調查及品質分

析後，於2012年育成兼具紅糯特色且性狀

穩定之紅色香糯新品種－水稻「花蓮22號」

，希望能透過提供優良之稻種及栽培技術來

振興紅糯米產業，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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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花蓮22號」為本場於2001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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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間，於花蓮縣各原住民部落進行陸

稻地方品種之種原蒐集，並由混雜的紅糯

族群中進行栽培適應性及特殊性狀選拔，

2009年選出糙米具深紅色外觀，米飯具淡

淡清香風味之「紅糯93007」品系，2010∼

2011年進行二年期之品系繁殖及性狀調查

檢定後，2012年一期作提出品種命名申請

，並於同年6月29日召開之水稻新品種命名

審查會議審查通過，正式命名為「水稻花蓮

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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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新品種「花蓮22號」株型直立，

葉片綠色、葉色濃度適中，稻葉葉片型態較

長且寬。植株較一般推廣水稻品種高，株型

分蘗型態較為密集，分蘗能力稍低，莖稈較

粗大。稻穗長，少二次枝梗，榖粒排列整齊

，穀粒顏色與一般 稻相同為淺黃色，但穀

粒頂端稃尖呈紫黑色，具紅褐色長芒，穀粒

粒型大，千粒重達29.8公克，糙米顏色為紅

褐色且具香味。新品種一期作插秧至抽穗日

數約為87天，成熟期為127天；二期作插秧

至抽穗日數約為62天，成熟期為102天，屬

於中晚熟品種。一期作每公頃乾穀產量約

為3,000公斤；二期作每公頃乾穀產量約為

2,7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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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花蓮22號植株外觀

花蓮22號株型直立，稻稈外觀粗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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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後之紅糯稻穀在經過簡單之脫殼加

工後，可製成具原住民特色的各式風味美食

，例如用紅糯糙米煮成的飯，原住民給它一

個很特別的名稱叫做哈哈（hahah）；加工

後製成的麻糬則稱為都崙（durun）。香、Q

、可口的特殊風味，更讓遠來遊客讚不絕口

，現在更已發展成各式精美、獨特的美味點

心及禮盒，成為來東部旅遊遊客的最佳伴手

禮。新品種紅糯米除了可炊煮成一般米飯食

用外，因其糯性之米質特性，同時可供作釀

酒原料和製作成具有紅色光澤之各式麻糬產

品及米製點心，更適合開發製成各類具原鄉

特色之風味米食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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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花蓮22號」植株較一般水稻推

廣品種為高，耐倒伏性較差，氮肥施用過量

時，易造成植株組織柔弱，誘發病、蟲危害

，同時容易發生倒伏，造成稻穀產量損失及

影響其稻米品質。因此於田間施肥時，應掌

握氮肥儘早施用及勿過量之施肥原則，如此

可以促進新品種早期之低節位有效分蘗及避

免植株過高。水稻生育中期應勵行曬田以抑

制無效分蘗，同時可促進稻根活力，防止倒

伏；生育後期酌施穗肥，以增加一穗粒數、

及提高稔實率、千粒種，確保稻穀產量。適

當之氮肥施用量以每公頃80∼100公斤為宜

，視栽培地區、地力肥瘠、栽培田之前作物

及氣象因素等酌量增減，並參酌施肥手冊進

行肥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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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種在病蟲害防治方面，對稻熱病抗

性不穩定，對白葉枯病及飛蝨類不具抗性，

田間栽培時應依照病蟲害預測警報及田間實

際發病情形，適時以經濟防治之準則防治。

其他未提及之栽培管理要領可參考一般

中晚熟 稻栽培方法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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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新品種花蓮22號為極具原鄉地方

特色之水稻品種，其紅色糙米色澤及米飯香

味，有別於國內現有之糯米品種。如能利用

其品種特殊性，結合花蓮縣原鄉風情來進行

產品開發及多元化應用，如製作風味米製點

心、休閒食品，或利用其紅色米糠來研發製

作保健營養食品等多樣化商品，都可大幅來

擴展新品種之多元應用性。各式由新品種製

成之米製商品，可再結合東部休閒旅遊之盛

行風潮，開發成各類精美伴手禮盒，以增加

產品銷售量，提高農家收益，進而推動產業

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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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花蓮22號稻穗外觀

水稻花蓮22號榖粒頂端著生紅褐色長芒

水稻花蓮22號紅色糙米外觀

水稻花蓮22號白米外觀

花蓮縣光復鄉特產-紅糯米小包裝米

色、香、味俱全的紅糯米香粽

以紅糯米製成的麻糬點心-都崙（durun）

紅糯糙米外觀呈現亮麗之艷紅色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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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這個大家都很熟悉又有點陌

生的作物，在傳統的印象中最重要的功能就

是提供我們食物，但近年來，這個我們最主

要的糧食作物除了提供我們食物，又多了一

個新的功能，那就是增加稻田景觀的多樣化

，水稻為我國栽培面積最廣的作物，因此農

村景象最大宗的就是整片的稻田，雖然稻田

在近入黃熟期後呈現整片的金黃色景觀亦非

常美麗，但若能利用不同葉色的水稻品種進

行彩繪，更可在稻田成熟前就可提供農村景

觀的多樣化，也可吸引遊客來農村觀光，使

水稻產業除了糧食生產之外，也能透過稻田

彩繪而與觀光產業結合，達到水稻多元化利

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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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花蓮23號為本場研究人員於田間

發現之具紫色葉片的水稻變異植株，2007

年開始進行後續繁殖、選拔、品系觀察、純

化及特性調查, 2008年自20個品系中選拔出

一紫色葉片呈現色澤飽滿且穩定的品系「花

紫選9607」，2010∼2011年進行二年的品

系繁殖及性狀檢定調查，於2012年提出新

品種的命名申請，同年通過水稻新品種命名

審查會議審查通過，正式命名為「水稻花蓮

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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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花蓮23號最明顯的特性就是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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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葉片呈綠色，但播種後10∼20天葉色

自葉尖開始轉成紫色，此後葉色呈現飽滿的

紫色，但抽穗時稻穗呈現綠色，至黃熟期時

稻穀略帶紫色，且外穎亦有紫色溝條。生育

日數在2010及2012兩年平均一期作約138

天，二期作約114天，株型直立，最大的特

色就是在葉片顏色、葉鞘色、葉花青素顏色

、葉鞘及節間呈現明顯具花青素顏色的紫色

，植株高度約87公分，穗數約13.4穗，每公

頃乾穀產量一期作約2,779公斤，每公頃乾

穀產量二期作約2,180公斤，不具有芒，穀

粒為半圓型，千粒重為25.9g，糙米為淡褐

色的半圓型，米飯具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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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色中的水稻花蓮23號秧苗

水稻花蓮23號田區近照

水稻花蓮23號稻田彩繪

"#567$%&'

水稻花蓮23號分蘗數及產量均較一般

水稻栽培品種為低，較不適合作為一般糧食

生產的水稻大面積栽培。與其它品種一起進

行稻田彩繪時需注意以下事項：

一、 稻田彩繪圖形的最佳觀賞期為分蘗盛期

至抽穗前，抽穗到糊熟期的穗為綠色，

如此看來景觀的一致性就不是如此的美

，此外所搭配的綠色葉片品種到抽穗前

7花蓮區農業專訊第八十三期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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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育日數與花蓮23號不要差距太大，

若花蓮23號較作為彩繪時綠色圖底的水

稻早熟許多，可能造成花蓮23號已抽穗

而使得紫色區域呈現紫色綠色夾雜的情

況。

二、 一起彩繪的品種株高不可差距太大，避

免造成圖形凹陷下去的情形。

三、 稻田彩繪需考量田區附近可觀賞點的相

對高度和距離來做為圖形調整的依距，

若能注意以上所述，花蓮23號為色澤飽

滿之紫色葉片水稻，與其它水稻搭配必

能呈現一美麗的稻田彩繪。

四、 花蓮23較不適合作為一般糧食供應的品

種，但稻田彩繪的觀賞期過後仍可收割

做為一般米食用，而花蓮23號在施用重

肥時較易倒伏及發生病蟲害，因此為確

保稻田彩繪的景觀效果及減少後來的產

量損失，彩繪田區建議參酌施肥手冊進

行肥培管理。

4

4 水稻花蓮23號稻穀、糙米及白米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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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花蓮23號為一紫色葉片的香米品

種 稻，在田間進行稻田彩繪後無需另外收

割也不致發生秈 混雜的問題，加上紫色呈

色飽滿，為一極具潛力之水稻彩繪專用品種

；水稻的多元化利用一直是本場努力的一個

方向，有別於目前國內一般栽培的品種，水

稻花蓮23號為國內第一個以稻田彩繪為目的

命名的品種，希望水稻花蓮23號的推出能使

水稻栽培在糧食生產之外多了一個景觀美化

的功能，並更進一步使水稻產業能與觀光產

業結合，藉由透過大型的稻田彩繪活動，讓

遊客也能走進農村，體驗稻田的另一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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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陸稻的栽培最主要在原鄉部落的山

區與峽谷農田，由於台灣水資源難以蓄積、

灌溉水圳尚未開通造成灌溉水源不足與匱乏

，且因東部交通資源不足，農機具難以引進

，因此原住民仍保有旱作直播陸稻之栽培方

式，採一年一期作，五月播種九月收割，陸

稻屬於爪哇型稻，其特性普遍有分蘗稀少、

產量偏低且栽培管理相當困難之情形，甚至

有些陸稻種原具有感光性，亦即一天接受日

照的長短會影響抽穗，若光照時數無法配合

可能會造成稻株徒長不開花。以現今良質米

水稻品種的標準來說，陸稻可說是一無是處

，但以種原保存與多元化利用的角度來看，

原生陸稻蘊含大量珍貴的遺傳資源，例如對

於乾旱的耐受性、抗氧化能力與特殊成分組

成等等，然而各部落各農戶種植之陸稻種原

相當混雜，常有高矮不一且成熟期不一致的

情形，且農民混收後留部分種子作種因此未

採單株留種，故難以保留種原進一步利用。

為了保留守護原民部落優良珍貴的陸

稻種原，本場自2001年即開始分別至花蓮

縣內各原住民部落，包含奇美、崙山、豐南

、古風、卓清及其他等鄉鎮蒐集田間陸稻種

原並開始純化工作，引種方法如下：為配合

原住民五月播種，九月收割之耕作習慣，由

2001年起每年度九月間至田間蒐集種原，

田間生長型態不同者採取分別單穗引種，引

種後針對穀粒外觀進行調查與記錄，並種植

於場內試驗田進行繁殖與保存，並於各繁殖

世代進行分類、性狀調查、單株選拔純化及

成分分析後，於2012年選育出新品種水稻

「花蓮24號」，水稻花蓮24號除了具有穩

2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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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評估、農藝性狀評估及單株選拔純化後

選出優良品系「花陸選12906045號」，進

行品系繁殖與性狀檢定調查，於2012年6月

29日召開水稻新品種命名審查會議審查通過

，正式命名為水稻「花蓮24號」。

����24�34��
新品種水稻「花蓮

24號」除了具有部分陸

稻植株特性外，其株型

直立、葉型態中葉長較

長，葉寬適中，因此葉

面積較大利於光合作用

。而其株高雖較一般品

種高，但莖桿直徑較粗

而不易倒伏，株型分蘗

較為開散，分蘗能力中

等。一期作抽穗日數約

為97天，成熟期為122

天，屬於中晚熟品種，

穗長及穗數表現皆為適

中，具有爪哇型稻的特點二次枝梗，穗分枝

梗緊密併攏不開散，完熟期時穗下垂，一期

作乾穀產量為每公頃4065.31公斤，二期作

乾穀產量約為每公頃3564.48公斤。穀粒顏

色與一般 稻相同為淺黃色，穀粒頂端不具

花青素顏色，亦不具芒，穀粒大小適中，千

粒重為22.45公克屬於一般稻榖等級，糙米

定的產量表現外，還具有三大特性：高蛋白

含量、高抗氧化能力以及半糯性，該品種育

成除了篩選出原鄉珍貴的種原表現外，更提

供水稻產業不同利用與發展的特殊風貌。

����24�8�9:
本場自2001年蒐集陸稻種原包含陸糯1

號等54個種原，2002年及2003年共蒐集古

金海（瑞穗）1號等134個種原，至2004年

另蒐集32個種原，共蒐集206個陸稻種原進

行分群與評估，206個種原經農藝性狀調查

、分群及重新編號後，由種原改為品系，並

於2007年委託台灣大學盧虎生老師合作以

SDS-page蛋白質單向電泳分析精白米粒中蛋

白質含量，選拔17個總蛋白質含量高於對照

品種臺 9號之品系，經過多年多期蛋白質

2

3

水稻花蓮24號稻穗充實飽滿

水稻花蓮24號植株外觀

水稻花蓮24號稻穗外觀

1

2

3

10 花蓮區農業專訊第八十三期 月號

新品種研發專輯 原鄉部落高營養的紅寶石—水稻花蓮24號之育成與特性簡介



6

4

5

成半紡錘型，糙米顏色為深褐色不具香味，

經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分析結果，其清除

DPPH自由基之抗氧化能力約為對照台 9號

之3~4倍，白米直鏈澱粉含量為12%，具有

半糯性，故其白米較一般軟黏。白米蛋白質

含量具有較一般 稻白米蛋白質含量高一倍

之潛力，屬於高蛋白含量之品種。

����24�� !
水稻花蓮24號具有高蛋白含量及深褐

色之糙米外觀，具有高營養價值及高抗氧化

能力之功能，其米穀粉可取代一般麥粉供嬰

兒食品及養生保健加工品原料之用，亦是提

供對小麥過敏之替代營養食品來源，其米粒

澱粉除了可提供熱量來源，對於攝取蛋白質

較困難之素食者亦可提供更多的蛋白質營養

來源，除了以米穀粉形式作為保健及營養食

品加工外，建議以糙米方式作為鮮食用，雖

然其糙米糠層較厚約略影響口感，但因其澱

粉組成為半糯性，口感上較一般 稻糙米軟

黏恰可補足其缺點，且不具糯米較難消化特

性，同時又可攝取穎果皮中深褐色花青素之

類黃酮抗氧化物質，可提升抗氧化能力延緩

細胞老化，為具有多功能之高營養價值米。

水稻花蓮24號穀粒外觀

水稻花蓮24號糙米外觀

花蓮縣卓溪鄉陸稻種植情形

5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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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未提及之栽培管理要領可參考一般

中晚熟 稻栽培模式方法實施。

���

由於國人對於營

養保健需求日益提升

，因此本場對於有機

健康及機能性的栽培

技術及育種研發相當

重視，透過保留並分

析原鄉部落珍貴的陸

稻資源，透過多年的

研究選出之水稻花蓮

24號即為具營養保健

功能之多元化利用米，具有高營養價值、高

抗氧化能力及糙米口感佳之特性，更是融合

原鄉悠久的文化珍寶。早期資源匱乏的原鄉

部落不如現今營養攝取容易，其生活能量來

源多以陸稻為主，卻能供應一日所需之營養

，這也間接證實原鄉陸稻豐富的營養價值，

水稻花蓮24號的現世為台灣水稻產業注入多

元化之新血，除了提供消費者更多更優的選

擇外，也期許台灣稻作產業再加值再創新。

"#;$%&'

()*���
+,

水稻花蓮24號為中晚熟品種，可參考

一般中晚熟品種栽培模式栽植，農藝性狀具

有分蘗略為開散之特性，且葉長較一般 稻

品種略長，但因株高略高，因此栽培管理上

須注意加大行株距，以行距30 cm，株距20 

cm以上為宜，同時該品系不宜施用過量氮肥

，以避免植株倒伏，於分蘗盛期須確實曬田

，以確保無效分蘗降低及提升莖桿強度，由

於其為高蛋白品種，在施肥上需注意肥料用

量與分配，一期作建議肥料施用量以130∼

150公斤為宜，穗肥建議占總肥料量之30%

，由於肥料量施用較重，須謹慎注意病蟲害

之預防。

-)./012
+,

水稻花蓮24號之稻熱病抗性中等，須

適當防治及預防，除了在季節不穩定或轉換

前及預測警報時進行藥劑施用預防以外，栽

培技術上拉大行株距增加通風，及減少一欉

支數可預防病蟲害發生，若遇病蟲害發生初

期需提早噴施藥劑進行防治避免擴大蔓延。

7

8

豐富多樣化的陸稻種原

旱作栽培陸稻田間生長株型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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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的種子產業發展快速，也是全

球種子產業注目的中心，全球蔬菜作物商業

性種子市場估計約有三千四百萬美金的產值

，亞太地區居全球之冠，其中又以東亞及南

亞地區產值最高。泰國位於東南亞地區，是

東南亞國協的成員國之一，為東南亞的農業

生產大國，其與我國農業交流與貿易關係密

切，近10年來大宗蔬菜生產產量與面積逐漸

增加，其中又以西瓜、甜玉米及十字花科蔬

菜的生產面積成長較明顯，蔬菜消費市場的

需求量也逐年增加，尤以外銷成長較為明顯

。筆者在100年至亞蔬-世界蔬菜中心位於泰

國的東亞與東南亞研究訓練站進行瓜果類蔬

菜育種之研習，並拜訪泰國農業大學園藝系

，討論南瓜育種與營養分析研究，另與泰國

當地二家蔬菜種苗業育種人員討論瓜類作物

的育種目標、品種及面臨的挑戰，及參訪泰

國大型蔬菜批發市場瞭解市場概況，茲將本

次研習收集泰國瓜類蔬菜育種研究重點現況

介紹如下文。

<=>?

()@ABC*DEF

依據FAO（2007）的統計資料，泰國

的主要蔬菜作物包括：辣椒 （22.4%）、甜

玉米（9%）、玉米筍（8.1%）、長豇豆（

3.8%）、芥藍（3.6%）、西瓜（3.3%）、胡

瓜（3%）、空心菜（3%）及南瓜（2.3%）

等，且近10 年來大宗蔬菜生產產量與面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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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增加，其中又以西瓜、甜玉米及十字花

科蔬菜的生產面積成長較明顯，蔬菜消費市

場的需求量也逐年增加，尤以外銷成長較為

明顯。

-)@AGHBC�4IFJK

本次在泰國的行程中，前往Pathumthani 

參觀泰國最大的綜合型農產批發市場Talaad 

Thai，特別至銷售南瓜的攤位訪談，穿梭在

成堆如小山的南瓜中，在批發市場的大南瓜

（重量6∼8公斤）售價是每公斤15元泰幣

，而小南瓜（重量1∼1.5公斤）是每公斤7

3

亞蔬瓜類育種專家Dhillon 博士於育種田間說明南

瓜抗耐病毒病篩選情形

與亞蔬泰國瓜類育種研究團隊合照

Talaad Thai的蔬菜市場內待售的南瓜

1

2

3

元，大南瓜是市場銷售主流，但也有愈來愈

多消費小南瓜的趨勢。銷售業者比較喜歡綠

色果皮的南瓜，因為黃褐色果皮代表南瓜可

能已經貯藏一段時間後轉色，容易讓消費者

認為不夠新鮮而降低購買意願，售價較低。

此外南瓜幼果也是市場消費的形式之一，只

是不如成熟果普遍，市面上亦有南瓜嫩梢販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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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病是影響南瓜種植的一個嚴重問

題，特別是在炎熱的季節。當地流行的病毒

病種類包括：胡瓜嵌紋病毒（CMV）、木瓜

輪點病毒西瓜型（PRSV-W）、矮南瓜黃化

嵌紋病毒（ZYMV）、瓜類蚜媒黃化病毒（

CABYV）和胡瓜綠斑嵌紋病毒（CGMMV）

等，南瓜經常發生感染兩種以上的病毒，因

此抗多重病毒病的南瓜品種成為泰國農民迫

切的需要之一。亞蔬－世界蔬菜中心在泰國

南瓜的選育目標是抗病毒病，果肉厚達4∼5

公分，高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高粘性的肉質

。另外瓜類育種專家Dhillon博士目前也在選

拔短蔓、高著果數的中國南瓜，這樣的品系

可以有較高的產量、減少農民的生產風險，

且可配合高密度栽培或是推廣於家庭園藝。

在苦瓜育種方面，目標是高產、早生、採收

期間長、耐熱、抗病毒病及白粉病，並依市

場喜好的需求，選育不同果型和苦味程度的

苦瓜品系。在泰國苦瓜耐熱性評估的方式，

於三月中旬播種，然後在最熱的月份－四月

，調查著果情形作為耐熱性的評估指標，這

樣能更有效的篩選具有真正的耐熱基因型。

另拜訪C h i a  T a i  S e e d s公司位在

Kanchanaburi的研究站，並與該公司瓜類作

物育種人員討論南瓜、苦瓜和小黃瓜的育種

。Chia Tai Seeds公司是泰國種苗業的先鋒，

現在是泰國最大的種子公司，目前經營的項

目相當多樣化，除了種苗外，肥料、防治資

材、溫室設備及生鮮、加工農產品皆是其營

業範圍。本次洽談到該公司針對泰國市場南

瓜的育種目標為抗病毒病、抗耐旱及高溫，

果實品質則希望具有高糖度及黏質果肉。因

為西洋南瓜只能在氣候較冷涼的泰國北部地

區栽培，不如中國南瓜普遍，但該公司也在

發展小果型西洋南瓜的選育，而最重要的育

種目標是耐熱性改良，其次是抗病毒病與高

糖度。至於美國南瓜方面並未發展育種，主

要是因為在泰國種植面積相當小，且需要更

冷涼的氣候才能種植的限制。

泰國市場主要是淺綠、光滑且亮的大長

型苦瓜，少量小型多刺的深綠品種，小胡瓜

流行的品種則是果型肥短、綠深白頭的類型

。在苦瓜及小胡瓜育種方面，除了既有市場

果實品質特性需求外，抗耐逆境特性如：抗

病毒病、耐旱及耐熱也是Chia Tai Seeds公司

的重要育種目標，而小胡瓜抗露菌病也是重

要的選拔項目。所有的抗耐逆境特性都會在

田間進行評估，其中抗病毒病特性會先在實

驗室進行接種初步篩選後，再到田間種植評

估抗病性，以提高育種效率及穩定性。據該

公司育種人員表示，目前他們育種工作最大

的挑戰在於選育不同市場需求的果實類型並

兼顧多重抗耐逆境特性，工作相當繁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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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亦參訪East-West Seeds公司的研究

農場，在該公司育種人員討論了小黃瓜、南

瓜和苦瓜的育種。在熱帶亞洲地區的蔬菜市

場各需要不同類型的瓜類品種，以南瓜為例

，典型的泰國南瓜是平坦的圓形、深綠色、

疣狀果皮，果肉質地粘，而越南的南瓜類型

是木瓜外形，褐色果皮。而該公司在小胡瓜

育種就依市場需求分為四個部分，包括：淺

綠色果皮品種、果長18∼22公分；中綠色

果皮品種、果長18∼22公分；暗綠色的果

皮、果長18∼22公分或大於23公分；白色

果皮品種、果長16∼18公分，或20公分，

這代表市場需求是瓜類育種者必須知道且非

常重要的資訊，該公司的育種人員可以從他

們公司的營銷部門獲得相關的訊息，以作為

育種選拔的目標，畢竟投入心血與資金育成

的品種終究必須讓市場買方願意購買使用，

才是真正的好品種。East-West Seeds公司也

將抗病性列為非常重要的瓜類育種目標，在

參觀南瓜及小胡瓜育種田時，可以看到病毒

病危害的情形，他們正試圖改善瓜類品種抗

耐病毒病的特性，以及發展控制病毒媒介害

蟲的有效方法。

另至泰國農業大學（Kasetsart University

） 的 園 藝 系 與 南 瓜 育 種 人 員 及 講 師

Anyamanee 博士進行南瓜育種討論與交流。

Anyamanee 博士目前最主要的育種目標為選

育高胡蘿蔔素（ -carotene）含量的南瓜，採

用化學萃取分析及物理方式－色差儀測量南

瓜果肉的胡蘿蔔素含量，並探討二種方法的

相關性，希望未來能建立非破壞性的檢測方

法，此外她也和農業機械系合作，運用近遠

紅外光（Near-Infra-Red, NIR）儀器檢測南瓜

果實。據Anyamanee 博士表示因為在泰國也

喜愛食用南瓜幼果和嫩梢，未來會在這方面

的育種工作再加以著力。

���
這次與泰國多位育種人員訪談後，深深

體會到育種者的田間選育工作，必須紮根於

對市場需求與趨勢的充分了解，例如：果型

、品質及產量等。而隨著全球氣候變化與耕

作條件改變，對抗耐逆境的蔬菜品種需求越

來越迫切，包括：耐熱、耐寒、抗旱、耐濕

和抗病等。瓜類蔬菜是國內的大宗蔬菜作物

，也是蔬菜種苗產業重要生產項目，實有必

要在台灣種苗業的既有基礎上，加速對東南

亞蔬菜種苗市場的佈局。因此期望本次至泰

國進行瓜果類蔬菜育種研習及參訪拜訪，調

查其市場需求資訊及研究重點，及建立國際

蔬菜研究資訊交流所獲得之寶貴資訊，能提

供國內農業試驗研究人員參考。

5

南瓜幼果也是泰國食用蔬菜之一

拜訪泰國農業大學園藝系 Anyamanee 博士（右

一）討論與交流南瓜育種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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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政府非常重視自然生態保育，對

於農業生產與公共綠地病蟲害防治都避免使

用農藥，且積極投入人力與物力研發非農藥

防治資材及生物防治技術。去年秋天，筆者

有幸奉派赴加拿大農部所屬研究單位太平洋

農產品研究中心及萊斯布里奇大學研習利用

地理資訊系統發展相關模組，進行蝗蟲族群

的發生預測與防治決策系統之形成，以及學

習生物防治相關研究，希望作為國內果實蠅

防治策略研擬之借鏡。本文先簡述國內果實

蠅防治現況，再與加國害蟲防治策略做討論

。

ALMNOP12QR

目前國內針對東方果實蠅的整套防治策

略為：首重田間衛生，務必清除落果與被害

果實，減少幼蟲跳入土中化蛹的機會，降低

田間族群密度；於果園四周的雜木林懸掛含

毒之甲基丁香油誘殺雄蟲，減少果實蠅於田

間交配的機會，進而減少果實受害率；果園

���/'0�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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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懸掛黃色黏板，也可於黃昏時，使用含毒

之蛋白質水解物或賜諾殺濃餌劑，誘殺雄與

雌成蟲；網室栽培或套袋皆可有效阻隔果實

蠅產卵的機會，惟防治成本上要諸多考量。

因此本次研習希望能學習加國對於植物病蟲

害的研究、預測與防治策略研擬。

SAMT"#U	

本次研習的第一個單位是太平洋農產品

研究中心（Pacific Agri-Food Research Center

，以下簡稱PARC），隸屬加拿大農業部

19個研究單位之一，位於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的夏地（Summerland）。PARC主

要接待我們的是Dr. Tom Lowery，Tom主要

的專長為葡萄害蟲與植物菌質體整合性防治

、蟲媒病毒管理與流行病學、蚜蟲病毒研究

。Tom帶我們去果園與農場參訪，不同於台

灣農地都是以分計算，加國農地都是以公頃

計算，擁有數十公頃的農友只算是“小農”

而已。加國人工非常貴，時薪換算新台幣約

4百元左右，因此各式農機具的使用非常重

要，所以加國的專業農民在種植前，一定有

完整的栽培管理規劃，包括品種、栽培與採

2 3

夏地的果園，園區規畫相當整齊

Mike解釋害蟲生物防治

Dan實驗室蝗蟲飼養與生活史記錄

1

2

3

收方式、病蟲害防治、各式農機具使用，才

開始進行計劃性農業生產，而不是想到什麼

，就種什麼。加國的果園田區非常方正且乾

淨，果園內每棵樹不論是株高、莖寬、分枝

數甚至行株距都相同，田間也不會隨意補植

他種果樹品種，造成栽培、施肥、病蟲害防

治與採收時間不一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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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安排我們與Dr. Mike Smile討論新型

害蟲誘引劑開發，Mike長期研究昆蟲毒理學

與性費洛蒙應用，發現蘋果花所散發出來的

味道對於蘋果透翅蛾具有良好的誘引能力，

藉由此特性，該研究室利用氣相層析儀分析

蘋果開花時所散發出來吸引成蟲的氣味化學

成分，再將此有效成分混合殺蟲劑製成膏劑

塗抹於樹枝，誘引成蟲前來取食，並將成蟲

殺死。其優點為不論雌性或雄性成蟲均可誘

殺；無專一性，同一配方可吸引5種不同之

透翅蛾前來取食；效果能維持150天，進而

減少農藥使用量。若能從成熟果實所散發的

香味中，提煉出對於雌成蟲有誘引之化學物

質，就可以改善甲基丁香油只能誘引雄成蟲

之缺點。

]^�./012
第二個研習的單位為萊斯布里奇大學

（University of Lethbridge），位於亞伯達

省（Alberta）南部的小鎮-萊斯布里奇（

Lethbridge）。主要拜訪Dr. Dan Jonhson，研

習地理資訊系統應用於害蟲防治。Dan主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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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長為害蟲生物防治、農業生態系研究、

水資源與氣候變遷研究，在農業方面，致力

於開發對環境友善，不污染土壤和水資源的

害蟲生物防治。卡加利至萊斯布里奇一帶的

主要作物為小麥，然因氣候相當乾燥，蝗蟲

危害嚴重，Dan認為鑑定蝗蟲種類是執行整

合性病蟲害防治（IPM）的重要環節，IPM

需要兼顧防治技術與成本，減少蟲害與環境

影響，另外還需要瞭解昆蟲的種類、生活史

、監測技術、自然天敵與環境友善的防治方

法。

1. 害蟲鑑定：正確的鑑定害蟲種類，才

可以減少防治成本，減少農藥使用量

，維護環境永續利用，保持生態平衡

。加拿大的草原上大約有80種的蝗蟲

，大致可以分成三類：取食性廣且繁

殖力強的蝗蟲、只危害特定作物的蝗

蟲、天敵或益蟲。

2. 生態調查：具有經濟害蟲潛力的蝗蟲

大約有十種，常具有兩種特徵，繁殖

力強且食性很廣，作物和牧草都愛吃

。值得注意的是每年六月前，具有飛

行能力的蝗蟲，都不是農業害蟲，若

是誤殺忠良，還可能破壞生態的平衡

。保護非經濟害蟲就是保護野生動物

的食物來源與維護生態歧異度，增加

自然天敵的生存機會。

3. 害蟲監測與預測：Dan應用地理資訊系

統，預測亞伯達省地區每年蝗蟲之族

群數量，作為農民或政府單位防治基

準參考。因為加國幅員遼闊且人力成

本高，要長期收集各地區相關蝗蟲族

群不容易，因此Dan利用研究室的實驗

，準確測量蝗蟲孵化的土壤溫濕度與

時間，以及完成一個世代所需的時間

，再將氣象資料導入地理資訊系統，

運用簡單的相關分析（simple correlation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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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斯布里奇大學的水與環境資源大樓

田間費洛蒙使用方式

蝗蟲飼養箱近照

Dan的研究助理David介紹地理資訊系統的應用

5

6

7

4

）與改良式卡方分析（modified chi-

squared procedure），即可預測今年蝗

蟲可能消長區域與時間，尤其是濕冷

的冬天以及溫暖又乾旱的秋天和低密

度的蝗蟲族群有著密切的關係，Dan也

表示要預測蝗蟲族群的衰退時間比較

容易，預測精準的爆發時間則較為困

難。若能整合國內長期對果實蠅族群

密度的監測資料，結合氣象資料與地

理資訊系統，將可預測來年各地區之

發生時間，供農友防治參考。

4. 生物防治：Dan對於蝗蟲的生物防治

也有研究，透過選擇性培養基之篩選

平台，再配合聚合酶鏈式反應，大

量篩選出黑殭菌的菌株（Metarhizium 

anisopliae），接著使用蝗蟲進行生物檢

測，篩選出對蝗蟲具有良好殺蟲能力

之黑殭菌，研究發酵量產方法，成功

利用黑殭菌防治蝗蟲危害，減少田間

農藥使用量，達到生態保護之成效。

若能利用昆蟲病原菌或自然天敵來做

防治果實蠅，也是個取代傳統農藥防

治的好方法。

���
加國農民大部分都受過農業院校的正規

教育，同時在農閒時期自主選擇參加農業院

校主辦之自費短期培訓，學習新的栽培技術

與耕作理念，也因為工資非常昂貴，所以農

場主人都可接受現代化、機械化規模生產概

念。果樹蟲害生物防治研究，已跳脫傳統利

用性費洛蒙誘殺雄蟲的方式，改以植物揮發

性物質作為誘引劑，不論雄、雌成蟲皆可誘

殺，可以獲得更好的防治效果；加拿大的土

地面積為台灣的200倍之多，病蟲害防治仍

會注意經濟危害界線與生態保育的平衡，在

蝗蟲整合性防治方面，先做傳統生態調查，

了解真正危害作物的種類，再配合相關氣象

資料與整合地理資訊系統，預測害蟲發生的

時機，最後使用安全性的生物防治製劑來做

蟲害防治。由此可知加國農業研究除了提高

農產品產量外，也非常重視生態保育，值得

國內病蟲害防治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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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金柑栽培面積約350公頃，其中宜

蘭約320公頃，佔全臺90%以上，可說是宜

蘭重要的特色果樹產業之一。傳統上多由青

果合作社與蜜餞加工廠收購，製成「金棗糕

」等蜜餞加工產品。自90年代起，由於受到

其他產地貿易轉口之競爭，造成加工原料果

收購價格不振。再加上消費者飲食觀念改變

，希望減少高鹽、高糖的攝取以減輕身體負

擔，亦減少了金柑加工品的消費。

近年來民眾保健意識興起，而金柑果皮

甜且含有類黃酮等抗氧化物質，可不剝皮就

直接食用，其保健功效與鮮食方便性漸受到

消費者青睞。於是金柑產業就逐漸由二級加

工產業轉型成三級觀光採果，亦提高金柑鮮

食安全性的重視。所以，發展鮮食、提高果

實品質、解決病蟲害之威脅與整合相關技術

就成為目前提振金柑產業之首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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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葉金柑鮮果串

金柑健康管理生產體系成果展示

1

2

��_`U	*Dab
本場自100年起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政策推動「健康農業精緻卓越方案」，以生

產「鮮食金柑」為導向，整合健康種苗、草

生栽培、地面覆蓋與果園灌排水、配合整枝

修剪與園相清潔、進行土壤檢測及合理化施

肥，加強病蟲害防治管理與合理化用藥，推

動「金柑健康管理生產體系」，具體作法說

明如下。

()cd��ef_`4g

宜蘭大多數果園都面臨植株老化未更新

的窘境，植株感染病菌或病毒後影響生長勢

造成產量降低，本場自90年代初即與台灣大

學植物病理學系合作，於實驗室進行長實金

柑種苗的脫毒，再利用芽接方式繁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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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連續豪雨與霪雨，大多數果園落果與裂果

比率高達20∼50%，但本場所輔導農友之果

園仍因有草生栽培，且平時維持果園灌水或

噴水，保持土壤水分適度濕潤，11月落果率

僅3∼5%。足見土壤水分管理之關鍵與重要

，而作法就是草生栽培、地面覆蓋與果園灌

水等方式。另外以不織布等各種材料進行樹

冠下方之地面覆蓋並包覆樹頭亦可防止天牛

蛀食。

h)]ijk�Tlmn

金柑傳統上採收後多不修剪或輕度疏剪

，本場推動下位枝條修剪以減少大雨土壤病

菌飛濺至果實、可降低黑點病的發生比例，

並可避免果實成熟太重而垂地；另外開心型

整枝，可增加植株中間的日照、改善通風、

健康種苗單株或大量嫁接繁殖的接穗材料。

-)op*"#)q+rs�MTtu�

由於近年極端氣候變化的影響，乾旱、

豪雨與霪雨的機率漸增，造成金柑果實不是

落花、落果，就是「開口笑」的裂果情形，

為此本場推廣以草生栽培、地面覆蓋與果園

灌排水等方式降低土壤水分變化，可有效降

低金柑的落花落果與裂果情形。例如100年

5∼6月極度乾旱造成嚴重落花落果，大多數

果園結果率驟減為99年之50∼80%，但本場

所輔導農友之果園不噴灑殺草劑、維持自然

草相作草生栽培並配合果園灌水或噴水，結

果率仍可維持在99年之75∼90%。

再如同年10月下旬開始因東北季風造

v1. ��wx./0\*512yz{Y |}~��3���_`U	./012���
����|}~����,�����3������_`U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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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對其產量及品質均無影響，有效降

低生產成本。

�)./012�����

正由於金柑鮮食果與加工果在果園管理

上不同，除強調果實外觀的完整性與有無病

蟲害等問題外，更需注意農藥殘留的安全性

。本場優先推動開放金柑採果或以生產鮮果

為主的果園進行「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

產銷履歷與有機等相關驗證，要讓消費者買

得放心、吃得安心。本場也與相關單位配合

辦理安全用藥講習、現場直接進行病蟲害診

斷並給予用藥防治建議。

集中新梢萌發的梢次、提高大果比率。平常

進行不定期修剪，整枝修剪所剪下的枝條、

枯病枝、病果、蟲叮果等與地面上枝條、掉落

果等，需集中燒毀以減少病原菌寄生來源。

�)�����^	�� 

目前本場提供免費的土壤檢測服務，農

友取果園5個採樣點，挖取表面無肥料之20

公分表土與20∼40公分之底土土壤，將5個

採樣點表土充分混合取1公斤裝入塑膠袋，

底土亦同，袋外標示作物、土層、姓名與聯

絡方式後送至本場。

礁溪地區金柑土壤檢驗資料顯示酸鹼度

多偏酸性，而電導度值多為正常、有機質含

量則依果園管理方式差異大，因此本場會依

各果園土壤檢驗報告給予施肥種類與用量建

議。本場輔導礁溪地區之肥料施用量，相較

於過去慣行或作物施肥手冊中推薦量減施15

無病毒金柑取穗母樹盆栽

金柑草生栽培與地面覆蓋

金柑下位枝條修剪可減少大雨造成土壤病菌飛濺至

果實，並可避免果熟垂地

金柑開心型整枝可增加植株中間的日照、改善通風

5

6

3

4

6

5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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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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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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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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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關切休耕地活化相關試驗研究之進程

，黃鵬場長多次帶領相關幹部前往試驗田訪視

。2月19日他再次關心試驗進度，並鼓勵農民

積極配合政府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之政策。

硬質玉米雖然過去曾進行相關試驗，但為

提供農民更多的選擇，本場特作與加工研究室

擴大種原，自國外引進高產品種，余德發副研

究員建議農友可種植「台南24號」以及「明

豐3號」品種，因其二品種植株強壯、抗倒伏

、產量豐，適合花蓮當地種植。

本場相關試驗田設置於鳳林鎮，其中之一

為小地主大佃農徐明堂農友之田區，黃場長仔

細詢問不同品種的生長狀況之後，建議徐明堂

除了生產成本之外，各種開銷及人工支出等成

本也要做好紀錄，如此才能算出準確的生產效

益，找出最具經濟價值的品種。

此外，他還主動提醒徐明堂可去申請活化

休耕地補助。原來徐明堂以為這塊實驗田不符

補助標準而沒申請，但黃場長鼓勵他不要放棄

，於是他嘗試詢問農會後獲得肯定的答案，目

前已申請到補助。

「場長真的是面面俱到，連我們自己沒想

到的都為我們想到了！」徐明堂不掩感動表示

，「感覺得出來，農改場真的是很認真的想要

找出適合花蓮地區栽種的硬質玉米品種出來。

」他說，輔導單位都做到如此了，身為農民的

也只有努力往前衝了！

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

本場進行硬質玉米相關試驗

1

1

2

2

本場黃鵬場長(右一)與大佃農徐明堂先生討論硬質玉

米種植情形

本場黃鵬場長(右)、作物改良課施清田課長(左)與大

佃農徐明堂先生(中)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