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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櫻櫻北部地區第1期(春)作時常面臨供水

不穩定之風險，農委會透過政策引導農

民及早因應氣候變遷調整耕作模式，規

劃實施水資源競用區之大區輪作，分年

分區於第1期作，讓農民選擇參加生產

環境維護(休耕、種植綠肥)或轉作種植

省水之旱作。現行北部地區大多數農地

第1期作以水稻栽培為主，且春季之栽

培氣候溫度較低，日照不足，降雨量較

多；加上土壤多為黏質紅土，排水性質

差，使土壤濕度過高而不利於旱作雜糧

生長，這也是造成北部地區雜糧作物栽

培面積較少之主要原因。倘要提高北部

地區農民於春作轉作旱作雜糧之栽培意

願，該雜糧品項須具備種植、栽培管理

及收穫調製均可全程機械化以省工外，

銷售端尚需有業者願意收購且通路無

虞；因此，尋找適合北部地區栽培之雜

糧品項一直為本場努力的目標。

北部地區春作高粱栽培概況
櫻櫻高粱(蜀黍)以釀酒為主要用途，利

用性較侷限，過往需有酒廠配合收購，

才有少數之農友投入生產，故北部地區

甚少有高粱栽培之紀錄。透過農委會的

媒合下，金門酒廠在北部地區以桃園市

新屋區農會為主要收購窗口，以契作方

式收購臺灣之糯性釀酒用高粱原料，品

種限定臺南7、8號，並於110年秋作先

北部地區春作高粱栽培概況
作物改良課 助理研究員 鄭智允 分機 213
作物改良課 助理研究員 楊采文 分機 254

▲圖 1.田區四周挖環溝，以加強田間排水能力，於
低窪及排水不良田區應採作畦栽培。

行於新屋區及新竹縣新豐鄉等地區進行
試種。由於高粱從種植到收穫可高度機
械化，且有業者契作收購，故農友具有
高度意願，110年第2期(秋)作之試作面
積達64公頃；而111年第1期作因可種植
稻作而影響春作高粱之面積僅(33.7公
頃)，但預估111年第2期作在桃園市新屋
區、觀音區、新竹縣新豐鄉等地區之種
植面積將達130公頃以上。

高粱性喜高溫和高日照環境，對低
溫耐受性差，在平均氣溫低於15℃時則
不適宜生長。北部地區因土壤排水性較
差，故田間整備首重排水，應於整地播
種前，田區四周挖環溝，以加強田間排
水能力，於低窪及排水不良田區應採作
畦栽培，或避免於此區栽種高粱。播種
量為每公頃7-8公斤，行距60-75 公分，
株距9-12 公分為宜，避免過度密植產生
植株間之競爭作用，造成易倒伏與莖桿
過細現象，不利於籽實的發育與充實。
播種後2天內，可用萌前除草劑(如施得
圃)，控制田間初期雜草。基肥可施用
台肥39號複合肥料每公頃400公斤；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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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春作高粱栽培 (作畦栽培，每畦 3行，行距
60公分 )。

圖 4.高粱籽粒變紅褐
色，擠壓無汁液滲出
為採收適期。

肥於20至30日植株高度達膝蓋高時施
用(約30-40 公分)，施用量依照葉色濃
綠程度，施用台肥1號複合肥料每公頃
400-600公斤，並搭配中耕除草，以提
高追肥效果與加強田間之排水能力。於
發芽後7-10日需開始注意秋行軍蟲等蟲
害發生，藥劑與使用方法請參照植物保
護資訊系統 (https://otserv2.tactri.gov.
tw/PPM/)。當高粱穗上籽粒變紅褐色、
質地變硬，擠壓無汁液滲出時為採收適
期，收穫時可採雜糧聯合收穫機或水稻
聯合收穫機，以循環式乾燥機烘乾，調
製至含水量13%以下，並以風選機或振
動篩選機使籽實容重量達730公克/公升
以上，以符合收購標準。
櫻櫻111年春作原先預定於3月下旬至4
月上旬播種，但受到降雨影響整地與播
種時程，延至4月下旬到5月上旬，過晚
播種勢必影響第2期稻作與秋作雜糧之
種植，故如何配合天氣適期播種成為北
部地區春作高粱栽培之決定性因素。因
此，本場於111年進行春作高粱臺南7、
8號之播種期試驗，於3月15日、31日
及4月14日進行播種，分別於7月5日、
20日及8月1日收穫，全生育日數分別
為114、111及109日，隨著播種期之延
後，全生育日數因氣候條件較佳而逐漸

縮短，臺南7、8號平均之產量為2,986與
3,005公斤/公頃。

未來展望 
櫻櫻面對缺水的危機，轉作旱作勢在必
行，雖高粱具有成為適合北部地區栽培
之潛力，但農友多以種植水稻的觀念或
較為粗放的心態進行管理，故田間栽培
仍有改善空間。本場針對栽培管理、土
壤重金屬含量、灌溉水質分析、病蟲害
監測、產銷履歷輔導及高粱收入保險，
已成立完整的高粱技術輔導團隊，期盼
藉由改良場的技術導入與從旁協助，提
升高粱之產量與品質。

表1.本場111年春作播種期試驗

播種期
臺南 7 號 臺南 8 號

產量
( 公斤 / 公頃 )

容重量
( 公克 / 公升 )

成熟日期
( 月 / 日 )

產量
( 公斤 / 公頃 )

容重量
( 公克 / 公升 )

成熟日期
( 月 / 日 )

3 月 15 日 3,638 756 7/1 3,129 743 7/5
3 月 31 日 2,569 744 7/18 3,400 757 7/20
4 月 14 日 2,750 745 7/29 2,487 761 8/1

平均 2,986 3,005
產量為換算至籽粒含水量 13.0%，金門酒廠收購容重為 ≥730 公克 /
公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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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櫻北部地區土壤質地以黏土居多，土

壤管理不當往往導致土壤排水與通氣不

良，影響作物生長速度和產量，對投注

較高資本的設施葉菜農場影響尤巨。適

當耕犁整地使土壤翻轉，可埋覆雜草，

以控制其滋長，並維持地力；增加土壤

的透水性，減少灌溉水的逕流流失。深

層部位的土壤經翻鬆後，可使作物根部

較易穿透，增加作物可利用之水量，並

可提供發芽或發根所需要之溫度。整理

土壤使其團塊符合所需之大小及分佈，

土壤具良好的透氣性及透水性，以利種

子或作物的生長。

櫻櫻依美國農業部研究所建議，理想的

土壤總體密度依土質不同介於1.1-1.6公

克/立方公分(如表1)，越黏重的土壤總

體密度要更低才有利於作物根系生長，

因此，種植前須先以小型曳引機(20匹

馬力)或中耕機(8-10匹馬力)進行耕犁，

耕犁前12-24小時視土壤水分含量先少

量噴水(用水量約定植或播種後灌水量

1/3-1/4)，並靜待水分充分滲透入土。

耕耘前噴水主要作用為軟化黏重土壤，

減輕耕耘機負擔並使土壤團塊細緻；疏

鬆砂質土壤則可減少揚塵，避免影響操

作者健康。耕犁前應再檢查土壤含水狀

態，以土壤不沾黏雨鞋或曳引機輪胎為

限，避免於過溼條件下耕犁而破壞土壤

構造。耕犁作業通常分2次，初次耕犁為

粗耕，迴轉犁以較慢轉速(1/4-1/2最高轉

速)、曳引機快速移動進行初步整理，翻

土並破碎雜草或殘株；二次耕犁則以較

高犁轉速(3/4-最高轉速)和較慢曳引機移

動速度，將土壤團塊打細並整平，兩次

耕犁之間可儘量曬田以減少蟲卵蟲蛹，

並施基肥或土壤改良資材。二次耕犁目

標以將直徑2公分以上土塊打碎為原則，

也不能將土壤過度粉碎，過度破壞土壤

構造將造成孔隙不足，阻礙通氣和灌溉

水入滲速率。部分農場因土壤狀況良好

且生產排程需要而略過初次耕犁，採收

後直接清園、施基肥後以二次耕犁的原

則將土壤打鬆整平直接播種或定植。

櫻櫻本場調查轄區內設施蔬菜農場，採

收後田間土壤總體密度介於1.17-1.69公

克/立方公分，對根系生長有不利影響，

依上述原則耕犁後之土壤總體密度，多

數均能低於1.10公克/立方公分。另土壤

團塊大小也應注意，部分黏土且有機質

含量低之菜園，可能耕犁後總體密度低

於推薦範圍，但因團塊直徑大於1公分的

粗顆粒比例太高(>50%)，可能造成直播

種子深淺不一，和無法充分吸水而發芽

不整齊。因此，耕犁後對土壤團塊有疑

慮，可以取600立方公分土壤過10毫米

土篩，如直徑1公分土塊體積超過50%，

則應再細耕犁，且後續須再加強補充粗

質地有機質肥料以改善土質。

設施葉菜栽培技術套組-整地及土壤疏鬆度指標建立
作物環境課 助理研究員 賴昭宏 分機 241
作物環境課 助理研究員 李宗翰 分機 333



桃園區 農業 專訊 / 121 期

4

【
農
業
新
知
】

櫻櫻設施葉菜因複種指數高，同棟溫室
每年可耕作達8-14期作，頻繁翻耕土
壤及施用高氮素肥料均會加速土壤有機
質分解，造成土壤板結及種植作物灌水
後土壤快速硬化。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
心(現稱世界蔬菜中心)經10年連續施用
堆肥的試驗結果，土壤總體密度降低
12%，孔隙度增加48%，水分入滲速率
和土壤有效含水量均提高，土壤硬度顯
著降低且影響至耕犁層以下。因此，定
期補充高碳氮比、分解緩慢的有機質肥
料(氮素含量2%以下，含竹屑、穀殼、
菇包、花生殼等材料)或有機資材(椰纖、
泥炭土等)對改善與維持良好土壤疏鬆度
至關重要。

▲圖 1.整地作業視田區規模可以中耕機或曳引機進
行操作。

▲圖 2.曳引機輪胎沾黏土壤顯示土壤濕度偏高，宜
待溼度降低再進行整地鬆土作業。

土壤

質地

作物生長理想
土壤總體密度           
( 公克 / 立方公分 )

影響根系發
育總體密度     

( 公克 / 立方公分 )

限制根系發
育總體密度         

( 公克 / 立方公分 )

砂土 , 

壤質砂土
<1.60 1.69 >1.80

砂質壤土 , 

壤土
<1.40 1.63 >1.80

砂質粘壤
土 , 粘壤土

<1.40 1.60 >1.75

坋土 , 坋質
壤土

<1.40 1.60 >1.75

坋質壤土 , 
坋質粘壤土

<1.40 1.55 >1.65

砂質粘土 , 
坋質粘土 , 

粘壤土
<1.10 1.49 >1.58

粘土 (> 45% 
黏粒 )

<1.10 1.39 >1.47

表1.不同土壤質地土壤總體密度對作物根系生
長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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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竹板多元栽培應用
作物改良課  副研究員  李淑真  分機 234

前言
櫻櫻臺灣北部地區(基隆市、新北市、臺
北市、桃園市和新竹縣)是綠竹筍的重要產
地，主要產期從6月至9月。為了提升綠竹
筍之品質及產量，每年 12 月至翌年 2 月間
須去除3年生以上的老竹，包括老舊竹稈與
竹頭，每年北部地區約生產7萬2千公噸的
綠竹稈廢棄物。通常農民將廢棄綠竹稈棄
置於綠竹園任其腐敗，易成為病蟲害孳生
的溫床，或堆置田間，造成田間操作管理
的不便，甚至以焚燒方式處理，造成空氣
汙染問題。為使廢棄綠竹稈可以循環再生
利用，本場開發綠竹板的多元栽培應用，
依序介紹說明如下。
綠竹板的製作
櫻櫻綠竹板為新開發的栽培資材，是將
綠竹稈粉碎物，取3公分以上的綠竹粉碎
物混合黏著劑壓製而成。綠竹板製作流
程為綠竹稈粉碎、分級、殺菌、乾燥、
上膠、入模整平、定壓壓製、裁切及鑽
孔等。其結構強硬，不易分裂，放置於
戶外日曬雨淋超過 9 個月，結構仍不受
影響，適合長期栽培使用。目前已製作

▲圖 1.左圖：組合式綠竹板 (袋式綠竹板 )(左 )及平面綠竹板 (右 )正面照 ;右圖：組合式綠竹板 (袋式綠
竹板 )(左 )及平面綠竹板 (右 )側面照。

成平面式及組合式（袋式）綠竹板(圖1)
進行測試。
綠竹板於花卉栽培之應用
櫻櫻製作之綠竹板首先進行花卉相關栽
培試驗，以取代蛇木板及塑膠盆器的使
用。其中，以2個蝴蝶蘭品種栽培於綠竹
板，經4年驗證結果顯示，在抽梗率、
開花率及根部穿透或覆蓋到板子後面的
比率，較竹炭板高，與傳統的蛇木板相
近。其次，以不同的鹿角蕨品種進行綠
竹板及蛇木板栽培驗證，於綠竹板的生
長性狀與蛇木板者結果相似（圖2）。而
以山蘇進行袋式綠竹板、椰纖板及塑膠
壁盆栽培驗證，結果顯示山蘇在這 3 種
栽培方式都生長表現良好，沒有顯著差
異。再以綠竹板及袋式綠竹板應用於觀
葉植物的栽培驗證，以4種觀葉植物(山
蘇、波士頓腎蕨、常春藤、花葉絡石)為
材料，比較綠竹板及傳統盆器栽培，其
生長性狀均無顯著差異。上述整體結果
顯示，綠竹板及組合式綠竹板可應用於
蝴蝶蘭、鹿角蕨及多種觀葉植物栽培，
與慣行栽培之盆器結果相似，可作為花
卉栽培應用之新資材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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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鹿角蕨栽培於綠竹板及蛇木板之試驗情形。

▲圖 4.綠竹板灌溉栽培模組與市售塑膠盆室內灌溉
栽培模組在蝴蝶蘭栽培與觀賞比較。

▲圖 5. 綠竹板之花卉多元栽培應用展示。

▲圖 3.綠竹板在花卉栽培應用展示。

綠竹板灌溉栽培模組於花卉栽培之
應用
櫻櫻綠竹板應用於花卉栽培生產應用
外，進一步開發綠竹板灌溉栽培模組，
讓綠竹板也能綠化、美化且方便消費者
室內擺設管理應用。以市售的塑膠盆室
內灌溉栽培模組與綠竹板灌溉栽培模
組，在山蘇和蝴蝶蘭的栽培與觀賞試驗 
(圖4)，其生長與觀賞性狀均無顯著差
異。顯示綠竹板灌溉栽培模組可應用於
桌面綠化，亦可作為壁掛式美化室內空
間。
結語
櫻櫻綠竹粉碎後的碎片，除可依其大小
特性，進行堆肥處理或製造成炭化竹
材，作為土壤改良資材或製作適合農業
使用的栽培資材，更可進一步製作成綠
竹板，以替代蛇木板及塑膠栽培容器的
栽培應用。蛇木具通氣性及排水性佳，
常被製成蛇木板、蛇木屑或蛇木柱作為
園藝作物栽培使用，例如許多蝴蝶蘭原
種花、石斛蘭(天宮石斛和倒吊石斛)及
原生蘭花 (豆蘭)等，大都以蛇木板進行
栽培及保存；盆栽種植石斛蘭或其他蘭
屬的蘭花時，栽培介質通常使用蛇木屑
混合樹皮或泥炭土等為栽培使用；爬藤
類的蘭花或觀葉植物類，例如黃金葛，

亦使用蛇木柱栽培。蛇木板取自筆筒樹
(Cyathea lepifera (Hook.) Copel.)製作
而得，筆筒樹屬蕨類植物，是目前國內
保護禁止野採的森林資源，因此，資材
主要由國外進口取得。近年來，原產地
對蛇木材料的保護與管制開採，蛇木板
與蛇木屑等蛇木產品進口取得不易，使
其來源逐年減少，因此，價格亦逐年提
高。為解決相關廢棄綠竹桿的問題，開
發綠竹板取代蛇木板進行蘭花、鹿角蕨
及山蘇等觀葉植物之花卉栽培利用(圖
5)，以減少或避免筆筒樹被濫採，保護
森林資源；更可讓廢棄綠竹桿循環再利
用，並減少空氣汙染，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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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葉片黃化原因及預防措施
新埔工作站 助理研究員 施伯明 03-5894949 分機 13

櫻櫻葉片是植物進行光合作用的器官，
產生的碳水化合物是合成果實糖、酸成
分的主要來源，因此，維持葉片健康是
提升果實品質的重要工作。葉片出現黃
化除自然老化外，主要因為營養元素無
法正常供應葉片生長所需，影響葉片生
理機能，導致葉綠素合成受阻或分解。
環境、栽培管理及病蟲害等因素皆可能
使元素吸收或運移受到阻礙，造成葉片
黃化。
葉片黃化主要原因
一、降雨
櫻櫻一般營養元素多溶於水後經由根部
吸收，當降雨不足時則不利元素吸收利
用，且乾旱易使根群生長受限而使情況
惡化，此時若為夏秋營養生長旺盛期，
即容易造成養分供應不及，導致柑橘葉
片黃化；而短時間降雨過多，則常造成
根部缺氧甚至死亡腐爛，亦無法提供葉
片足量養分而使葉片黃化。
二、溫度
櫻櫻柑橘為亞熱帶常綠果樹，在臺灣多
數平地或中低海拔地區溫度條件下皆能
適應生長，但夏秋偶發性高溫易使葉片

蒸散過於旺盛，若土壤水分補充不及，
容易影響元素吸收，進而導致葉片逐漸
黃化；而冬季低溫持續時間長亦可能導
致葉片受損，並影響根部吸收而出現黃
化現象。
三、土壤
櫻櫻與土壤有關之因素主要為營養元素
含量及土壤酸鹼值；一般果園經長期施
用化學肥料，土壤中特定元素含量常有
過量情形，因元素之間普遍存在交互作
用，常導致其他元素出現缺乏而使葉片
黃化。例如一般果園土壤常見磷含量過
多現象，容易與鋅結合成磷酸複合體，
而使鋅利用性降低，導致葉脈間黃化。
    元素有效性與土壤酸鹼值有關，通
常於中性偏酸時各種元素有較佳之利用
性，當土壤過酸時，部分元素如磷及鉬
等有效性降低，鐵、鋁、錳則溶解過多
而容易產生毒害；當土壤偏鹼性時，則
是鐵、鎂或銅的有效性降低，鋅易形成
難溶之氫氧化物，而在葉片形成不同形
式之黃化缺乏徵狀。
四、栽培管理不當
櫻櫻不適當的管理操作容易增加葉片黃
化之風險，例如施肥時若經常採撒施方
式，或有機質肥料施用時未散開而成堆
狀，容易將根引誘往土表生長，導致根
群更易感受氣溫及乾旱之變化，影響其
吸收能力。而長期施用動物性有機質肥
料，則可能導致部分元素持續於土中累

▲圖 1.排水不良易使根
系受損且容易感染裾
腐病。

▲圖 3.植株留果量過多
導致葉片黃化更加嚴
重。

▲圖 2.缺鋅導致葉脈間
黃化。

▲圖 5.裾腐病危害果
園。

▲圖 6.天牛危害排放之
木屑。

▲圖 4.殺草劑使用不當
影響植株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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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造成毒害，或造成其他元素可利用性
降低；若未經充分發酵腐熟，則發酵產
生之高溫亦可能傷害根群而影響養分吸
收。而藥劑施用不當、夏季強剪或留果
量過多等，皆可能造成新生葉或老葉黃
化。
五、病蟲害

柑橘許多病蟲害皆會造成葉片黃
化，其中較不易直接由葉片病徵判斷者
如黃龍病、裾腐病、寄生性線蟲及斑星
天牛等。黃龍病屬於系統性病害，主要
由柑橘木蝨傳染，其病徵為葉脈及葉肉
黃化；裾腐病主要發生於樹幹基部，感
染後樹皮變色、軟化並龜裂，伴隨葉片
黃化及落葉；寄生性線蟲危害根部，造
成根系死亡及葉片黃化；斑星天牛則主
要危害樹幹基部，幼蟲蛀食木質部而使
植株養分及水分的運輸受阻，樹幹基部
可見幼蟲排出之木屑。這些病蟲害皆造
成根系或維管素受損，影響營養元素之
吸收與運移，因此黃化葉片之特徵較為
類似，可由上述其他病徵輔助判斷其黃
化原因。
如何預防柑橘葉片黃化
一、選擇合適環境種植

在適合的環境種植合適的柑橘種
類，可減少葉片黃化發生機會，不同柑
橘種類適應的環境略有差異，例如桶柑
果實發育後期在冷涼環境下轉色情形較
佳，亦能累積較多可溶性固形物，較適
合中北部栽培。而柑橘類果樹每天至少
需要5-6小時直接日照，應選擇南向坡以
獲得充分陽光，並選擇砂質壤土及緩坡
地形較佳，且避免於迎風處設置果園。
二、做好水分管理
櫻櫻為減少乾旱及降雨所導致之葉片黃
化，適時進行灌溉及做好排水設施為基
本工作；灌溉系統已是現代化果園標準
配備，其中滴灌或微噴系統是坡地果園
常用的灌溉方式，而在面臨乾旱前提

下，平地果園亦可採用以減少水資源浪
費；而果園排水系統更應於果樹種植前
規劃設置，確保下雨後地表水能快速排
除，若地下水位較高，可深挖排水溝或
利用地下涵管排水等方式改善。
三、合理化施肥

良好的樹體生長取決於元素充足供
應及彼此之平衡，過與不及皆可能改變
平衡而導致葉片黃化。一般施肥,量可依
據土壤與葉片分析結果為基礎，配合土
壤、環境及自身經驗等酌予調整，施肥
次數則以少量多次效果較佳。而有機質
能使土壤水分處於較平衡之狀態，並可
增加土壤緩衝能力，應每年施用。北部
地區大部分土壤酸鹼值低於5.5，容易造
成植株缺乏鈣及鎂，且磷易形成不溶性
之磷酸鐵及磷酸鋁等化合物而缺磷，可
施用石灰資材調整。
四、加強栽培管理
在適除例行施肥、修剪及疏果等工作應
確實執行外，一些管理措施如改善果園
通風光照、除去病蟲害中間寄主、改善
環境條件、冬季清園及工具清潔維護
等，都是減少葉片黃化不可缺少的管理
工作。
五、落實病蟲害管理

病蟲害防治應由改善果園環境開
始，而非一昧倚賴藥劑控制，經由上述
水分管理、合理施肥及田間管理等，培
育健康樹勢以減少病蟲害發生，再配合
藥劑使用，以減少藥劑對環境及施藥人
員健康之衝擊。
結語

柑橘為臺灣重要經濟果樹，許多農
友皆有樹體葉片黃化之困擾，經由上述
說明常見葉片黃化原因及預防管理措
施，期能有助於樹體恢復健康，避免植
株黃化情形擴散，提供做為農友栽培管
理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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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獲得健康是人類最基本的權利。目

前臺灣已經進入高齡社會，根據調查發
現園藝活動是高齡人口在退休後最常
從事的休閒活動之一。在Stigsdotter和 
Grahn 2003年的研究提出在特定的環
境下，能帶來心情舒緩的效果，也就是
說，針對使用者的需求來做景觀設計更
能促進人體的健康。

園藝治療（Horticultural therapy）
是近年來在臺灣逐漸興起的技術，而
且應用在弱勢者和高齡者的案例日漸增
加。園藝治療除了安排可以增進參與者
健康的課程，再經由適當的評估方式瞭
解是否達成目標之外，園藝治療要能夠
獲得較大的效益，則必須在為參與者設
計完善的庭園中進行，這樣的庭園被稱
為療育庭園（Healing garden）或益康花
園。主要目的是讓參與者或使用者可以
有安全舒適、減壓、肢體活動、社交機
會，以及產生新思維的地方。
療育庭園設計

本場臺北分場場區內，約2,400平
方公尺的戶外空間，以高齡者為主要使
用對象，設計規劃一處可以提供高齡者
和行動不便者都可以使用的「療育庭
園」，除了平日可以做為園藝治療活動
的場域之外，亦可做為與場內各項新品
種培育或新產品開發等研發成果結合的
實物展示空間。

療育庭園需針對使用者來設計，其
設計原則分為硬體和軟體兩部分。在硬
體部分，包括不同高度的花台及遮蔭設
施─高花台適用於不能彎腰的人，較低的
花台適合讓坐輪椅者利用；除此之外，
還要有可提供安全感之圍牆，以讓較無

行為能力者在空間內安心的從事園藝活
動。軟體部分，以刺激人體五感，包括
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及味覺的環境
為主，讓大腦更靈活而得到療效；可以
看到色彩鮮豔的草花，可以聽到噴泉或
鳥叫的聲音，可以聞到花的香味，可以
觸摸到香草植物如薄荷、迷迭香、左手
香等植物帶來的情緒紓緩，以體驗到各
式蔬果種植與收成的成就感，以及不可
或缺的無障礙空間。
療育庭園設計營造指標包括：
一、五感體驗區：

（一）視覺區：利用地植或花台種
植一年生草花，以鮮明豔麗
的色彩刺激參觀者及活動者
的視覺感官。

（二）聽覺區：運用噴泉製造的水
流聲音，或是蟲鳴鳥叫等含
自然元素的聲音來製造聽覺
刺激。

（三）嗅覺區：主要是利用具有芳
香 味 道 的 植 物 來 達 到 此 效
果，如香草植物，不同種類
的薄荷、迷迭香、鼠尾草等
或 是 玉 蘭 、 七 里 香 、 梔 子
花 、 桂 花 和 緬 梔 等 香 花 植
物。

（四）觸覺區：體驗觸覺的地方最
好配合園藝操作的進行和芳
香植物體驗，前者可藉由操
作觸碰土壤及種植植物，後
者則可以在觸摸植物之葉片
質感，搓揉葉片的香氣，不
僅滿足嗅覺，更可停留在手
上，由觸覺來引發更多的正
面情緒。

療育庭園營造設計要點
臺北分場 助理研究員 吳婉苓  02-26801841 分機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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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療育庭園必須有可供教學或活動進行之安全
場域。

▲圖 2. 療育庭園內之硬體應減量，動線筆直且少變
化之線條以植栽來進行遮蔽及柔化。

（五）味覺區：主要的體驗是來自
園藝操作區收成的蔬果和芳
香植物的葉片。

二、園藝操作及農業體驗區：療育庭園
是利用五感體驗的串聯讓參與者能
夠獲得健康，其中以活動的進行最
重要，所以社區公園不僅只考慮五
感體驗元素，設計活動讓民眾參加
更重要，動手栽培植物，感受生命
更能減少各種生活壓力，讓民眾有
獲得健康的場域，社區也會更有活
力（圖1）。

三、庭園動線規劃：具有串聯性和方向
性，並運用大自然的元素為主。

四、硬體減量：現有之硬體如硬鋪面，
利用植栽遮蔽降低其面積，或是以
植栽柔化其堅硬的線條（圖2）。

五、休息和遮陰的空間：遮蔭區運用木
製棚架並種植爬藤植物來遮蔽強
光，並做為教學或是進行社交的主
要空間。

結語
櫻櫻療育庭園在臺灣的數量雖然不多，
但是仍然可以看得到，這類的庭園最大
的特色就是要實際操作園藝活動，一般
認為只要到公園散步走走便能達到減壓
效果進而獲得福祉，但實際情形並不
是；很多公園都是靜態，以綠美化功能

表1. 療育示範場域規劃原則
項次 說明

1

五感體驗區：嗅覺區（西方香藥草、東方香藥草），
味覺區（具有香味的植栽），觸覺區（植栽葉片之
質地等），視覺區（豐富色彩的植栽）、聽覺區（可
供休憩之座椅等，聆聽自然的聲音）。

2 庭園內的硬體減量，現有之硬體，利用植栽遮蔽降
低其面積。

3 庭園動線具有串聯性和方向性；並運用大自然的元
素為主。

4
庭園具有園藝操作的功能，讓使用者和植物或園藝
工作更為接近；不定時可以舉行活動。具有地植或
高植床等具有農業體驗功能的場域規劃。

5 庭園具有休息和遮陰的空間；使用空間符合無障礙
空間。

為主，使用者不能親自動手進行園藝操
作活動，便減少了肢體上的效益及更多
的心理層面的效益，如自信心、成就感
等。所以療育庭園和一般庭園或公園的
差異需要利用科學數據來證明，除了活
動在進行之外，使用前後的健康效益也
應該要進行評估，為使用者帶來的健康
福祉效益才能被驗證。



桃園區 農業 專訊 / 121 期

11

【
農
業
新
知
】

都市農耕常見病蟲害防治方法簡介
臺北分場 助理研究員 李婷婷 02-26801841 分機 111

    計畫助理 羅家孜 分機 210

計畫助理 周匡文 分機 210

前言
都市民眾通常非農業背景，對於作

物的栽培方式並不熟悉，以致於在栽種
過程中常衍生出病蟲害問題，且多數民
眾未學習過病蟲害相關知識，面對植株
異常情形常手足無措甚至求助無門。

由於都市民眾主要基於趣味或教
學目的而種植作物，並非以生產作物維
生，故對於作物之外觀、產量之要求不
如農民高；又由於多數民眾於種植後採
收自行食用，故通常尋求有機或友善之
資材進行作物病蟲害管理。因此，彙整
現階段於輔導場域常見之病蟲害及建議

防治方法，本年度針對蔬菜蚜蟲之防治
試驗結果，供民眾防治病蟲害之參考。
輔導場域常見病蟲害及防治方法建
議

以社區、校園等場域常見葉菜類、
葫蘆科及茄科作物為例，粗略將上述作
物常見病蟲害粗略分為四大類，分別為
土壤傳播型病害、空氣 (風、雨水) 傳播
型病害、刺吸式口器昆蟲危害以及咀嚼
式口器昆蟲危害，以利初階種植者辨識
之。

首先，感染土壤傳播型病害之植
株，如苗立枯病、根瘤線蟲、青枯病

▲圖 1.都市農耕常見病蟲害，依序為 (A) 土壤傳播型病害—萵苣菌核病 (B)空氣傳播型病害—九層塔露菌
病 (C)刺吸式口器昆蟲危害—甜椒蚜蟲危害 (D)咀嚼式口器昆蟲危害—茄子斜紋夜蛾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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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小白菜使用非化學藥劑防治葉菜類蚜蟲之效
果。

等，大部分植株之地上部呈現黃化、萎
凋，而病原菌多危害莖、根部，造成受
害部位縊縮、產生腫瘤或褐化等異常，
遇此類病害建議直接移除罹病植株。

空氣傳播型病害，常於植株葉片、
莖部出現黃褐或黑褐斑，或粉狀物，如
露菌病、白粉病、銹病及炭疽病等，藉
由增加種植行株距、適當修剪以及清除
罹病葉，另搭配乳化植物油、肉桂油或
石灰硫磺合劑施用預防，可有效降低此
病害發生率。

於春夏季溫度升高，又遇多日無雨
時，植株葉片上呈現細小白點徵狀，此
白斑通常為刺吸式口器昆蟲危害，如葉
螨 (非昆蟲)、蚜蟲、粉蝨、薊馬等肉眼
無法輕易觀察到之小型害蟲，此類害蟲
多聚集於新梢、葉背刺吸危害，可適度
修剪受害部位，並於清晨或傍晚施用油
劑防治如柑橘精油、礦物油等，平常可
使用黃色黏紙監測，或以苦楝油施用使
害物產生忌避。

若於植株葉片上發現許多孔洞，可
能為咀嚼式口器昆蟲危害，可於種植前
搭建防蟲網，隔絕蟲體取食植物。若未
能使用防蟲網，建議先於園中懸掛黃色
黏紙監測可能發生的害蟲蟲數。鎖定目
標後，針對鱗翅目害蟲 (幼蟲為毛毛蟲
者)，可移除蟲體、噴施蘇力菌、於夜間
使用誘蟲燈捕捉；鞘翅目害蟲，則由於
其種類複雜且多樣，建議拍照詢問專家
防治建議。

蔬菜蚜蟲防治實驗結果
本場初步針對都市農耕常見之蔬菜

類蚜蟲，進行「使用非化學藥劑防治葉
菜類蚜蟲」之盆栽試驗，試驗結果可供
民眾防治蚜蟲選用資材之參考。本試驗
測試市售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柑桔精
油、苦楝油、農皂，及上述三種資材搭
配肉桂油之複合配方，並以礦物油、密
滅汀作為化學藥劑對照組。施用後14天
之防治率以柑桔精油稀釋500倍及肉桂
油稀釋10,000倍複方93.95%為最高，高
於對照之礦物油稀釋500倍47.86%及密
滅汀稀釋1500倍83.02%。單劑使用柑桔
精油及肉桂油之防治率分別為81.62%及
61.9%。
    上述試驗之柑桔精油稀釋倍率易造
成植株藥害，故後續進行「柑桔精油與
肉桂油複防治十字花科蚜蟲之配比試
驗」，以「柑桔精油稀釋750倍加上肉桂
油稀釋1,000倍」之組合效果最佳，於施
用後24小時蚜蟲死亡率為98.3%，48小
時後死亡率達100%，施用後24小時之死
亡率相較單獨施用柑桔精油或肉桂油為
佳，且此稀釋倍率之柑桔精油不會造成
小白菜藥害。
結論

據目前輔導經驗，辦理對象為農民
之作物栽培管理技術諮詢，病蟲害管理
相關問題占比高達7-8成。然而，於學
校食農場域之病蟲害相關問題僅占約3-4
成。初步調查為管理者專注於栽培場域
維護及作物栽培管理等工作，未覺察病
蟲危害狀況；或由於病蟲害問題相對複
雜，而降低防治意願。故藉由本篇介紹
都市農耕常見病蟲害防治通則，推薦市
售友善防治資材，期可提高學校場域師
生嘗試觀察病蟲害，採取相對應防治策
略之信心，並將此農業生產中重要一環
融入食農教育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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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部落-新竹地區常見泰雅風味餐介紹

五峰工作站 助理研究員 范竣宇 03-5851487 分機 15

櫻櫻在新竹縣尖石和五峰鄉的崇山峻嶺
中，穿梭生活是長年居住此地的泰雅
族，世世代代傳承這祖先所留下生活智
慧，利用山林裡自然資源與環境特色，
發展出屬於在地的飲食特色。本文將帶
大家認識，屬於新竹地區泰雅族原住民
的風味餐，獨特的魅力與背後的文化故
事，從主食、主菜、配菜、湯品到甜點
及飲料，下列將帶大家認識，在尖石和
五峰鄉常見的風味餐料理方式。

▲圖 1.新竹地區常見泰雅風味餐形式之一，內容包含了竹筒飯、馬告香腸、樹豆豬腳、馬告蜜茶等。(照
片 /董貴芬 )

主食
櫻櫻泰雅族常見的傳統主食有小米、甘
藷、芋頭及山藥等。泰雅的傳統小米種
植方式，是在春天櫻花盛開之時播種，
到夏末時收穫，小米竹筒飯就是傳統美
食之一。由於在海拔1千公尺以下的山
區部落，普遍被竹林圍繞，竹子最容易
就地取材又方便攜帶，故竹筒飯受到
獵人上山打獵的青睞，也受到現代遊客
們的喜愛，因為風味上帶有竹子清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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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新竹地區常見泰雅風味餐範例，內容包含了
小米飯、馬告烤肉、竹筍湯、過溝蕨菜、馬告茶
等。(照片 /郭文標 )

香氣，敲竹筒飯的過程更是一種樂趣。
此外，小米還是泰雅族製作傳統醃肉的
關鍵材料，小米醃肉，泰雅語稱咑瑪糆
（Tmmyan），與其他醃肉風味不同，
因為由半熟小米發酵而成，故帶有特殊
的酸味，深受族人喜愛。另外，甘藷、
芋頭是夏秋之際的傳統主食，山藥則是
秋冬時盛產，在篝火中悶烤至熟，是傳
統的原味吃法。
主菜
櫻櫻狩獵是泰雅族的傳統文化，過去獵
捕山豬、山羌、溪蝦和魚等動物是主要
的蛋白質來源，雖然現在的泰雅族人不
再以狩獵維生，這些山肉也很難在風味
餐廳中吃到，但過去祖先調味肉品的方
式，依舊傳承至今天；舉例來說，山胡
椒是傳統調味最被大眾所知，山胡椒的
泰雅族語稱為馬告，在烤肉中搭配山胡
椒乾果碎末，具有檸檬和香茅的獨特清
香感，可提升風味的層次感，搭配雞肉
或豬肉時，則會使油膩感降低。另外，
用刺蔥調味肉品也是傳統料理方式，魚
的內臟去除後，再把刺蔥的葉片塞進魚
肚裡，就是一種去腥的方式。
配菜

櫻櫻龍葵、山萵苣、昭和菜、山芹菜、
過溝蕨菜、山苦瓜等，是五峰和尖石鄉
地區的泰雅風味餐廳中最常使用野菜特
色項目，餐廳大多會依時節出菜，大多
由部落族人在田間、田埂中或是在部落
生活範圍內的山坡地採集，所以許多餐
廳的野菜料理，都是限量供應或是需要
預約訂餐才能吃到。野菜的料理方式，
傳統最常見的方式是利用花生粉做為調
味，炒山萵苣和昭和草、龍葵等。
湯品
櫻櫻尖石及五峰鄉地區常見泰雅風味餐
中，湯的食材內容隨四季更迭可以有不
同的變化，三、四月份春季是桂竹產
季，竹筍湯最鮮美之時，六、七月是山
胡椒鮮果採收之時，新鮮的山胡椒燉煮
出的雞湯，味道最為豐富且有層次感，
夏天也是龍葵的產季，龍葵葉清湯被部
落耆老作為解酒湯，冬季時是段木香菇
和樹豆的產季，香菇雞湯和樹豆豬腳
湯，也都是受到饕客流連忘返的美食。
甜點及飲料
櫻櫻山胡椒由於風味特殊，具有檸檬和
香茅、薑的多層次香氣且稍微麻辣，在
味道上又容易搭配，成為新竹地區風味
餐廳在甜點及飲料開發上的主流，例如
麵包、餅乾、奶酪、蜜茶、鳳梨酥等各
種創新產品。其實在泰雅族的傳統生活
中，「馬告水」就是日常的一種飲料，
由搗碎的山胡椒果實和生薑一起煮水，
每當工作後休息時，喝上一口，有消暑
解疲勞功能。
櫻櫻飲食是文化的根基，味道是生活的
情調，透過「吃」可以是認識在地生活
文化的方式之一，本文和大家粗略地介
紹，目前新竹地區常見泰雅風味餐的形
式，希望能夠勾起大家心中的「餓」，
如果有機會到新竹尖石及五峰鄉的原鄉
部落走訪，不妨放慢腳步找找看這些獨
特的料理，深度體驗舌尖上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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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部地區優質安全綠竹筍評鑑結果公布與分析年北部地區優質安全綠竹筍評鑑結果公布與分析

臺北分場 助理研究員 陳怡如  02-26801841 分機 115

副研究員 劉廣泉 02-26801841 分機 120

為持續提升綠竹筍產業發展，本場
與農糧署北區分署於本(111)年6月10日
共同辦理「111年北部地區優質安全綠竹
筍評鑑」，且為鼓勵農友投入有機或產
銷履歷栽培，今年度首次分為「有機驗
證組」、「產銷履歷組」及「一般評鑑
組」等3個組別進行評鑑。

參賽地區除了以往基隆市、臺北
市、新北市、桃園市及新竹縣外，本年
度增加苗栗縣共襄盛舉，共計25個產區
農會參賽。今年評鑑樣點數總計114件
（有機驗證組20件、產銷履歷組42件、
一般評鑑組52件），經由縣市政府農業
主管機關、大專院校教授、農業改良場
及農產運銷等產官學界相關領域專家所
組成的評審團評比，必須在外觀色澤、
肉色氣味、柔嫩度及糖度等4個項目都取
得高分，才有機會脫穎而出。
得獎名單與頒獎展售活動

本年度首次將評鑑組別分為3組，
各組分別選出冠軍1名、亞軍1名、季軍
2名、甜筍王1名，3個組別優良獎共32
名，合計47個獎項，有3位獲獎者同時
榮獲甜筍王獎項，實際獲獎人數為44人
（得獎名單如表1）。

為鼓勵並表揚獲獎農友，農糧署與
本場於6月18日在臺北希望廣場農民市集
辦理頒獎典禮暨綠竹筍行銷活動，由農
糧署胡忠一署長、北區分署王安石分署
長與本場郭坤峯場長頒獎，並連續兩個
周末邀請獲前三名獎項之農會所推薦農
友於農民市集進行展售，讓消費者更容
易認識並購買優質綠竹筍！
評鑑結果分析

本次評鑑獎項中，3個組別的前三

名及甜筍王共15個獎項，有機驗證組及
產銷履歷組的甜筍王同時為季軍得主，
實際獲獎人數為13人，分屬於10個農
會（新北市三峽區、鶯歌區、五股區、
八里區及泰山區、臺北市士林區、林口
區、新店地區、桃園市龜山區、苗栗縣
三灣鄉）。3個組別優良獎分別為有機驗
證組3人、產銷履歷組12人及一般評鑑組
17人，共32個獎項，其中一般評鑑組的
甜筍王同時為優良獎得主，實際獲獎人
數為31人，分屬於19個農會（除上列10
個農會外，另9個農會為基隆市、新北市
內湖區、石碇區、深坑區、瑞芳地區、
臺北市木柵區、桃園市大溪區、復興區
及蘆竹區）。

今年度共25個農會參賽，以北部綠
竹筍的產區而言，獲獎19個農會平均分
布於陽明山系、觀音山系與中央山脈系
等區域，各產區皆有獲獎農友。苗栗縣
三灣鄉農友第一次參加北區評鑑，即獲
得一般評鑑組的甜筍王，可見新竹、苗
栗產區的綠竹筍品質也不容小覷。舉辦
這種大範圍的評鑑，更鼓勵不同地區農
友相互觀摩學習。

本 次 評 鑑 評 審 項 目 分 為 外 觀 色
澤、肉色氣味、柔嫩度及糖度等4項各
佔25%，其中糖度(°Brix)代表了內在
品質，也是消費者食用時候的深刻印
象。由本次評鑑的糖度結果(表2)，參
賽各組的平均糖度相差不大，約5.95-
5.97°Brix，但以獲獎者的糖度平均而
言，有機驗證組的糖度6.12°Brix，略高
於產銷履歷組的6.08°Brix及一般評鑑組
的6.02°Brix，顯示有機栽培有提升綠竹
筍品質的效果。

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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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農糧署北區分署王安石分署長頒發「產銷履
歷組」前三名及甜筍王獎項。

▲圖 1.評審委員進行外觀色澤及肉色氣味評定。

▲圖 4.本場郭坤峯場長頒發「一般評鑑組」前三名
及甜筍王獎項。

▲圖 2.農糧署胡忠一署長頒發「有機驗證組」前三
名及甜筍王獎項。

各組冠軍得主介紹
「有機驗證組」冠軍 –新北市三峽區農
會黃清泉

黃大哥於民國101年跟著新北市政
策轉作有機栽培，三峽區農會當時成立
全台第1個有機綠竹筍產銷班，黃大哥即
擔任第1任班長。竹園管理是優質生產的
關鍵，黃大哥的田區皆採草生栽培，有
機栽培的綠竹筍風味，具有特殊的濃郁
香氣，這些筍子還在土裡的時候就已經
賣出去了!
「產銷履歷組」冠軍 –桃園市龜山區農
會吳文貴

吳大哥為龜山區農會現任指導員，
對綠竹筍栽培生產是家學淵源。目前家
中竹園由兄弟等人利用閒暇時間共同管
理，在採收期早上4點以前就到竹園，採
收後再趕著上班!  龜山地區慣用的筍刀
是短柄型式，採收時農友會直接跪於土
面收筍，吳大哥自己也笑稱是名符其實
「跪出來的冠軍」。
「一般評鑑組」冠軍 –新北市三峽區農
會朱柏蒼

朱大哥自海軍少將退役後開始接觸
農事，不論是否為產季，朱大哥每兩天
一定跟每叢竹子打招呼，大哥笑著說，
要把植物照顧好，一定要好好看顧培養
感情! 這些竹筍在還沒出土以前，親朋好
友早已預訂了這些「將軍筍」。

挑選綠竹筍時，常聽到「白富美」
這個口訣，「白」指切口平整、筍肉色
澤潔白；「富」指筍肉厚實、底部肥
大；「美」指筍型彎曲無病斑、尖端沒
有出青、基部沒有芽眼。但要生產出
「白富美」的綠竹筍，不只要在竹園裡
花許多心思與時間，更來自多年累積的
經驗值。由這幾位冠軍農友的心路歷
程，更可以感受到農友們整年度所付出
的心力。在每年可以品嚐鮮甜綠竹筍的6
至8月，不要忘了這個山中的綠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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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1年北部地區優質安全綠竹筍評鑑得獎名單表1.111年北部地區優質安全綠竹筍評鑑得獎名單

表2.111年北部地區優質安全綠竹筍評鑑-糖度(°Brix)結果分析表2.111年北部地區優質安全綠竹筍評鑑-糖度(°Brix)結果分析

a.括弧內為參賽人數、b括弧內為獲獎者人數。

有機驗證組

產銷履歷組

一般評鑑組

獎  項 姓名 所屬農會
冠  軍 黃清泉 三峽
亞  軍 吳國池 五股
季  軍 劉樹山 三峽
季  軍 游長輝 鶯歌
甜筍王 游長輝 鶯歌
優良獎 許張金枝 八里
優良獎 賴阿龍 三峽
優良獎 葉日華 大溪

獎  項 姓名 所屬農會
冠  軍 吳文貴 龜山
亞  軍 黃鈵鈞 林口
季  軍 何春生 士林
季  軍 陳能恭 新店
甜筍王 何春生 士林
優良獎 黃建國 深坑
優良獎 呂學東 龜山
優良獎 朱柏榮 三峽
優良獎 黃勢棠 木柵
優良獎 高建立 蘆竹
優良獎 謝周賢 深坑
優良獎 吳國綱 五股
優良獎 賴國福 三峽
優良獎 吳泓泰 五股
優良獎 何阿于 八里
優良獎 周懋梁 木柵
優良獎 鄭仕魁 五股

獎  項 姓名 所屬農會

冠  軍 朱柏蒼 三峽

亞  軍 游忠澂 鶯歌

季  軍 王進興 八里

季  軍 徐瑞斌 泰山

甜筍王 黃玉蓮 三灣

優良獎 謝明河 瑞芳

優良獎 唐俊煌 泰山

優良獎 陳保家 基隆

優良獎 廖家慶 內湖

優良獎 陳全福 新店

優良獎 陳桂宏 復興

優良獎 倪源創 大溪

優良獎 方正炎 八里

優良獎 黃玉蓮 三灣

優良獎 呂瑞哲 三峽

優良獎 周福隆 木柵

優良獎 林碇國 石碇

優良獎 張盟賢 士林

優良獎 周良銓 木柵

優良獎 林聯昌 五股

優良獎 林國和 五股

優良獎 黃定 泰山

組別 平均 獲獎者平均

有機驗證組 5.97 (20)a 6.12  (7)b

產銷履歷組 5.95 (42) 6.08 (16)

一般評鑑組 5.97 (52) 6.0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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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食農教育宣導人員基礎培訓課程初階班活動紀實

臺北分場 助理研究員 戴介三 02-26801841 分機 109

▲圖 1.本場郭坤峯場長蒞臨致詞，歡迎大家熱情參
加並與學員大合照。

今年是食農教育新歷史階段的開
端，「食農教育法」已於111年5月4日
經總統正式公布施行。其立法草案前於
110年12月29日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
完竣，並於111年4月19日立法院三讀通
過。往前追朔，107年9月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辦理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在「安
全-健全農產品安全體系，促進優質農業
生產與消費」領域已有4項結論與食農
教育相關，包括「推動食農教育立法，
發展系統性食農教育體系，包括「推動
全民食農教育運動」、「結合學校教師
及推廣教育人力，提供多元食農教育教
材」、「鼓勵在地飲食文化傳承與創
新，創造生產者與消費者交流環境，促
進國人理解農村特色及農業文化，實踐
國產農產品消費及健康飲食生活」及
「建立食農教育資源整合平臺，強化消
費通路標示國產農產品，提升消費者對
國產農產品之認知、信任及支持」等推
動倡議。

由此可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責無
旁貸的肩負起食農教育的推動任務，本
場辦理食農教育宣導人員培訓課程也已
邁入第4年(從108年起)，期待透過對飲
食及農業關懷，讓國人能認識從產地到
餐桌、從生產端到消費端等相關知識，

並培養國人正確的飲食習慣。今(111)年
8月9-10日在本場臺北分場2樓大禮堂辦
理「111年食農教育宣導人員基礎培訓課
程初階班」，主要依據臺灣師範大學林
如萍教授所研提的食農教育三面六項概
念架構，進行規劃相關學習內容，內容
包括食農教育政策說明、農業與環境、
農業生產與安全、飲食與健康、飲食消
費與生活型態、飲食生活與文化，希望
藉此能提高食農教育推廣人力的知能，
建立食農教育推動的專業支持體系。此
外，本場為了解決校園、社區在推動食
農教育時所面臨的問題，透過觀察不同
農作物在光照、土壤濕度、溫度及病蟲
害等狀況下，如何運用科技解決栽培管
理上的各種問題，並介紹食農體驗實作
型教學模組，特別安排了4堂課程，期待
能協助教師及社區在推動食農教育時更
加順利。

本次培訓課程兩天全程參與共62位
學員，對象包括學校教師、農會推廣人
員(家政班員)、專業生產者(農友、休閒
農場)及非營利組織等。第1天課程，由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古金台助理研究員說
明「食農教育政策」，介紹食農教育的
內涵與推廣架構，以及政策方向、法規
推動現況；本場戴介三助理研究員藉由

▲圖 2.本場傅智麟副研究員講述「飲食與健康」內
容。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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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生活與文化」主題，強調飲食的
重要性、愉悅的進食、分享與感恩及進
餐禮儀，並針對在地飲食文化的特色，
引導學員培養對土地文化的認同及歸屬
感；本場莊國鴻副研究員則以「農業生
產與安全」為題，介紹臺灣在地農業生
產與特色，不同耕作方法對環境造成的
影響，並講解農藥安全使用注意事項；
本場傅智麟副研究員講述「飲食與健
康」內容，說明衛生福利部的六大類均
衡飲食的科學觀，與學員探討飲食與疾
病的關聯性，並以示範教學進行料理實
作。 

第2天課程，由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張志維技佐以「飲食消費與生活型態」
內容，宣導消費行為、食品衛生與安全
的重要性，教導學員認識加工食品的製
作與選購方法，以及地產地消、綠色消
費等重要課題；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林勇
信副研究員講述「農業與環境」內容，
強調農業生產與環境的重要性，以及農
業與資源永續、社會責任與倫理、全球
糧食等重要議題。下午則由本場吳安娜
副研究員講述「食農場域適栽作物資訊
應用」依照場域日照量不同，篩選適合
種植的作物，以提高校園作物存活率，
讓學生更有信心來進行農耕體驗；楊雅
淨副研究員分享「遠距澆水管理模組應
用」將24種作物水分管理分成低溼、
中溼、高溼及乾溼循環，運用物聯網技
術，整合土壤溼度感測與監控裝置、雲
端控制平台，依據植物需求精準澆水；

李婷婷助理研究員講述「LINE病蟲害診
斷服務」利用LINE群組解決學校在實
作上所遭遇的病蟲害問題，達到即時和
零距離的服務；戴介三助理研究員分享
「食農體驗實作型教學模組介紹」，以
萵苣種植的相關教材、教具、影片及簡
報進行介紹，藉此節省教學現場及備課
時間，並提供專業知識與資訊。

兩天課程最精采的部分，則是在
「分組討論」，各組成員有學校教師、
農會推廣人員及專業生產者，各組針對
授課內容分成五大議題，鼓勵思考可利
用哪些資源及素材發展教材，提出推動
食農教育相關的策略；藉由農業界、教
育界及實務領域的相互學習，激盪多元
教學方法，藉以提升對於食農教育的觀
念及實務操作的能力，鼓勵在地飲食文
化傳承與創新，並實踐國產農產品消費
及健康飲食生活；期待學員們能透過
「體驗學習」之教學策略，經由「實
踐」來提高推廣對象的學習興趣，並落
實於日常生活之中，讓食農教育發揮向
下扎根的力量，重建人與食物、土地的
新關係，共同為北部地區食農教育推廣
發揮一己之力。

▲圖 4.學員們運用短短 1小時內進行議題深化討論
及交流互動。

▲圖 5.學員分享議題＂農業與環境＂，以貓空茶園
切入未來推動食農教育可行的策略及作法。

▲圖 3.本場吳安娜副研究員分享「食農場域適栽作
物資訊應用」篩選適合種植的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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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乾燥調製技術」非專屬授權

櫻櫻夏末、秋初為大豆主要栽培期，種
植及收穫時間主要落在7月中旬至8月中
旬及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收穫季節
(冬季)北部地區均溫15℃至20℃且氣候
潮濕，低溫潮濕環境下，收穫後的豆粒
含水率介於18%至24%，為快速降低水
分含量，主要透過烘乾設備進行乾燥調
製，操作溫度介於30℃至36℃，乾燥溫
度相較氣溫之溫差達10℃至16℃。經本
場調查顯示，在此操作條件下，乾燥調
製後常產生裂皮、皺縮、豆粒破裂等情
形發生，導致產生約16%損耗，以北部
大豆栽培面積530公頃，平均機械收穫
量2,000 公斤/ 公頃，調製加工業者產地
收購價35元/公斤估算，乾燥調製階段即
產生169,600 公斤廢料及593.6萬元之直
接損失。
櫻櫻本場自2017年起即開始著手進行大
豆調製乾燥損耗降低相關研究。大豆乾
燥調製時，乾燥溫度及空氣濕度控制於
適度範圍為降低損耗的重要因素；一般
而言，加熱溫度以不超過氣溫5℃，濕度
不低於40%為原則，但豆粒水分含量超
過20%時，乾燥初期因水分梯度變化，
又種皮與子葉密度、質地不同，水分散
失及表面積變化速率不一，造成豆粒外
部水分蒸發及內部水分擴散失衡，當表

面積變化產生之應力超過種皮所能承受
範圍時，即會造成裂皮、皺縮及豆粒破
裂等現象而失去商品價值。為解決乾燥
調製損耗率高問題，經本場技術改良及
測試後建立「大豆採收處理之乾燥調製
技術」，透過入料前之預乾燥並調整乾
燥溫度及時間，可有效使乾燥調製階段
之損耗由16%大幅降低至10%以下。
技術介紹

本 技 術 係 將 高 含 水 率 ( 水 分 含 量
>15%)之豆粒，以多孔太空包包裝，放
置於低溫環境，透過強制通風方式進行
預乾燥處理，並將田間收穫之豆粒由傳
統處理程序-入料、烘乾、粗選等作業調
整為，烘乾前增加初選(調整之處理程
序-入料、初選、烘乾、粗選)工序，再
搭配乾燥溫度之調整，達到減少乾燥調
製損耗目的。
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櫻櫻本技術已於2021年6月21日以非專
屬授權方式，技術移轉予「保證責任桃
園市石磊社區合作農場」，大豆採收
後有調製需求者可洽該農場黃世宸場長
((03)-4870898，0937-957512)。另有興
趣技轉本項技術者可上本場官網公告事
項查詢(https://www.tydares.gov.tw) 相
關資訊，或洽本場林禎祥助理研究員。

▲圖 1.大豆乾燥調製失當造成豆粒裂皮、皺縮及破
裂情形。

▲圖 2. 本場「大豆乾燥調製技術」的導入，有效減
少調製損耗，確保農民及業者收益。

裂皮 皺縮 豆粒破裂

作物改良課 助理研究員　林禎祥　分機 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