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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竹東鎮產銷班莊正燈班長分享水稻桃
　園 5 號的管理過程與生育特性。

圖 6. 新品種桃園 5 號延後插秧收穫後之糙米
　外觀。

　　蕹菜為旋花科多年生蔓性蔬菜，具有
耐熱、耐濕，生長快和病蟲害少的特性，
為夏季主要短期葉菜類之一。夏季設施內
栽培，從播種到採收僅需 18 日。本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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蕹菜採種時預防品種劣化的方法

糙精白後，分析 6 點樣品之白米白堊質率
介於 2%~4 % 之間，平均 3.5 %，平均
碾糙率 79.8 % ( 如表 2)。

　　6 場田間觀摩會於 7 月中、下旬陸續
召開，此時正值北部稻作收穫尖峰，但也
吸引許多農友不辭酷暑高溫，前來參加本
場辦理之新品種發表與田間觀摩。會議中
本場同仁除說明桃園 5 號的育種背景與
經過、品種特性及推廣目標，同時也邀請
示範農戶分享管理歷程，對此早熟品種卻
能有不錯的產量表現表示讚許，唯對稻熱
病、紋枯病等病蟲害抗性不佳，需提早預
警防治；其他農友也紛紛對於缺水、搶水
等現象提出討論，對於本場面對近年氣候
變遷及降雨短缺之因應作為表示認同，甚
至希望育成更為抗旱、抗病蟲害的品種；
部分農友亦表示興趣，希望可在明年試
種。

※ 水稻新品種桃園 5 號栽培要點及注
　意事項：
( 一 ) 桃園 5 號栽培時，考量稻穀產量、
氮素施用效益、食味品質及病蟲害抗感性
等，建議氮素施用量第 1 期作採 120 公
斤 / 公頃，第 2 期作採 100~120 公斤 /
公頃施用，唯施用氮肥時仍需視栽培地
區、地力肥瘠及前期作物等酌予增減。
( 二 ) 桃園 5 號屬早熟品種，栽培期宜著
重前期增施氮肥以使分蘗數增加；生育中
期應力行曬田，以抑制無效分蘗、促進稻
根活力，並防止倒伏；幼穗分化期可酌施

穗肥以增加千粒重。
( 三 ) 桃園 5 號除對白葉枯病部分生理小
種稍具抗性外，對稻熱病、紋枯病及飛蝨
類之抵抗性仍欠理想，栽培時需注意肥料
使用避免氮肥用量過多，並應依照各區域
之水稻病蟲害預測警報及田間實際發生情
形，以安全用藥的角度進行適時防治。

民國 84 年命名竹葉形蕹菜品種─桃園 1
號。根據 108 年農業統計年報資料，蕹
菜栽培面積約 2,000 公頃，商業栽培以
播種後連根採收為主。按照每公頃播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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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公斤推算，每年種子需求量約 600
公噸，國內採種占四分之三，主要在嘉義
縣布袋鎮一帶。近年轄區內農戶反應，蕹
菜有種子發芽不整齊及品種劣化跡象。筆
者因有數年從事蕹菜育種的經驗，提出一
些基本觀念供採種農民參考。

　　臺灣南部第 1 期水稻收割後進行蕹菜
採種栽培 ( 圖 1)，採用水田扦插或不整地
直播 ( 圖 2)，每年 9 月中旬起陸續開花 ( 圖
3)，11 月中旬農民按照果莢發育情況進
行割蔓 ( 圖 4)，在田間曬乾 ( 圖 5)，待
果莢完全曬乾後進行脫殼和粗篩作業 ( 圖
6)。因蕹菜的花朵是著生在走蔓的節間，
隨走蔓的生長陸續開花，花期不一致，造
成果莢和種子的成熟度不一致。種子的成
熟度不足及過度曬乾，為種子發芽不整齊
的主因。根據農委會種苗改良繁殖場的研
究，蕹菜種子的採收應在盛花期的 7 週以
後。
　　蕹菜為短日作物，隨著栽培溫度上
升，花芽的發生會提早。根據學者研究，
蕹菜雜交率在 1.3% ～ 6.2% 之間，雜交
率因品種而異，介於自交與常異交之間，
避免品種混雜有隔離的需要。莖部顏色為
質性遺傳，紅梗相對綠梗為顯性，分離比
為 3:1。設施生產時，偶爾發現紅梗的蕹
菜，可能就是採種田以外，紅梗蕹菜污
染造成。葉長、葉寬、葉柄長、莖粗、節
間長度、開花期和蔓性等性狀均為數量遺
傳。採種時應選留莖為綠色 ( 綠骨 )、葉
片細長、莖粗和節間較長的植株。

蕹菜採種時預防品種劣化的措施如下：
1. 建立三級採種程序
　　大面積栽培時，農民無法進行嚴格的
去偽去劣來維持品種的純度，若採種農戶
採用自家生產的種子進行採種，更加促使
品種劣化。應該建立三級的採種程序，維
持品種的純度。育種家或特定品種的生產
商，依據品種特性小規模生產原原種，種
植株數不得少於 30 株，嚴格篩選不良性
狀，如蕹菜基部的分蘗、葉柄基部的不定
根、莖部剌瘤和花序數量少等。將原原種
交給專業農戶，在隔離環境下 ( 非採種的
主產區 ) 生產原種，期間進行高強度的去
劣去雜篩選。原種則交給一般採種農戶生
產商業用種子。

▲圖 2. 水田扦插蕹菜苗進行採種情形。

▲圖 3. 蕹菜採種田盛花情形。

▲圖 1. 第 1 期水稻收割後不整地進行蕹菜採
    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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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仙草品種桃園 1 號。

▲圖 6. 曬乾的蕹菜種子在田間進行脫殼和粗　
　篩。

▲圖 4.11 月上旬蕹菜果莢成熟割蔓採收情
　形。

▲圖 5. 蕹菜種子在田間曬乾情形。

　　仙草係唇形科仙草屬一年生植物，分
布於臺灣海拔 1,200 公尺以下之山麓。
臺灣最早經濟栽培仙草地區在臺南市白河
區、嘉義縣水上鄉、中埔鄉及竹崎鄉等地
區，因此，臺南市白河區還有一個叫「仙
草埔」的地方。隨著時代的變遷，仙草埔
的仙草已然落寞，但深為臺灣人所喜愛的
仙草，又悄悄地在北部地區生根發展，栽
培區域包括新竹縣關西鎮、桃園市楊梅
區、新屋區及苗栗縣銅鑼鄉等地區。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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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草多元利用技術介紹

2. 採取隔離措施
　　原原種建議在設施內進行採種。因蕹
菜有 6.2% 的自然雜交率，所以需要一定
隔離範圍保種，原種生產時需 1,000 公
尺，一般採種需 500 公尺。隔離範圍不
能種植不同品種的蕹菜。

3. 採種過程必需進行去劣去雜
　　去劣去雜是指去掉生育不良、帶病、
帶有非本品種特性性狀的植株，藉此提高
品種特性。去劣去雜是各級種子生產時
每年必做的事，而且要在不同的生育期進
行，作業人員必需熟識該品種的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