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摘要

臺灣擁有獨特的地理與氣候條件，因而成為亞洲花卉研究與栽培的重要基地。隨

著全球花卉市場的不斷擴大與技術進步，臺灣花卉科研也面臨新的挑戰及發展機會。

農業部所屬試驗改良場所花卉研究人員，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針對蝴蝶蘭及文心蘭等

蘭科作物、火鶴花及洋桔梗等切花作物，繡球花及蕨類等盆花作物，櫻花、孤挺花及

石竹等景觀樹木、球根及花壇作物，進行相關品種選育及栽培技術改進，提升整體花

卉產業鏈競爭力，更積極研究園藝療育及多元利用之生活園藝應用。本文將由花卉產

業現況出發，略述台灣花卉科研成果，並提出未來研究方向建議與展望。

關鍵詞：花卉、品種選育、栽培管理、採後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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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花卉產業是一種高附加價值的精緻農業，隨著全球新興市場興起，花卉消費持續

成長。臺灣花卉產業在農業試驗研究單位與產業界多年來合作努力與經營下，不斷研

發創新品種與精進栽培技術，品質已臻國際市場要求與水準。臺灣花卉生產面積約 1.4
萬公頃，年產值約 190億元，單位面積產值約 136萬元 /公頃，相對於其它農作物而言，
花卉屬於高經濟作物產業。多年來依著產、官、學界之群策群力，進行花卉相關研究

包括育種、繁殖、栽培管理與保鮮儲運技術及產銷經濟分析等，提升整體產業競爭力，

成為臺灣少數能在國際產業舞台佔有不可或缺地位的農作物品項。蝴蝶蘭產業鏈發展

完整，於國際花卉市場具舉足輕重之地位；其它新興花卉如文心蘭、火鶴花及洋桔梗等，

臺灣已成為日本最大切花供應國，目前亦朝向新興市場發展，以拓展外銷市場。

臺灣重要花卉作物如蝴蝶蘭、文心蘭、火鶴花及洋桔梗等，是熱帶與亞熱帶花卉

最具產業競爭力的生產基地，然而除蝴蝶蘭之外，其它花卉目標市場過於集中日本；

另外，除蝴蝶蘭之外，主要種植品種仰賴國外進口，缺乏自有品種與技術整合推廣平

台等因素，都是臺灣花卉產業未來發展之弱勢與危機。

儘管花卉需求呈成長趨勢，但產業仍面臨著勞動力短缺與生產成本上升的問題。

此外，氣候變遷對花卉生長週期與品質造成一定的影響，迫使產業必須尋求新的適應

與應對策略。為協助產業降低成本及進一步提升競爭力，也為有效利用有限資源，主

動、快速積極協助業者解決產業問題，農業部所屬試驗改良場所，透過科技計畫彙整

及品項團隊，整合研發能量，積極配合產業需求解決關鍵技術缺口，研究領域涵蓋產

銷資訊分析、優質品種育成、種苗快速繁殖、標準化栽培模式、產期調節、收穫後處

理及貯運技術、產業經營輔導等方面。

▌  花卉科研研究成果

目前農業部所屬試驗改良場所，合計全職投入花卉研究人力約 23人，研究涵蓋蘭
花、球根花卉、草花、苗木及觀賞樹木等，種類超過 25種。近年來相關重點研究成果，
分別整合簡要敘述如下：

一、重要外銷蘭花

蘭花佔臺灣花卉外銷產值 80%以上，為最主要出口花卉，由品種選育、栽培技術
改進、病蟲害防治至保鮮貯運等產業鏈進行研究，以期建立穩質穩量生產供應體系。

(一 ) 蝴蝶蘭

蝴蝶蘭為臺灣目前最重要的經濟花卉作物，經營模式具企業化及國際化規模，品

種是蝴蝶蘭產業發展基礎，持續不斷創新育成，才有持續鞏固產業競爭力。短幼年性、

多花、多梗、花型優美、花序排列佳、具有香味及栽培容易等為主要育種目標。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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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間雜交將不同蘭屬特性導入蝴蝶蘭，育成新型態屬間雜交品種系，可做為育種材料，

並為品種多樣性帶來新契機。臺灣蝴蝶蘭產業具有品種優勢，但是商業栽培必須掌握

品種對環境之需求，建立生理檢測技術協助產業掌握品種特性及市場布局。生理檢測

可協助確認品種最佳環境需求資訊，但是檢測耗時為最大限制，因此必須再建立快速

檢測技術協助提高育種效率。目前已確認花粉活力可做為逆境耐受性之重要指標，建

立品種耐溫性資料庫，可提供業者作為育種、栽培及品種佈局之參考。

臺灣蝴蝶蘭主要栽培介質為水苔，近年因氣候變化、過度開採及運輸物流受阻等

不利因素，導致產量減少、價格提高、品質不穩，進而影響種苗栽培成本增加及品質

劣化。替代介質的研究，依據保水性、通氣性等物理性質配製不同比例之混合介質，

已完成試驗及商業生產場域測試，進口水苔之外的可行栽培介質整合性解決方案，已

可提供產業參考。

過去蝴蝶蘭切花保鮮研究多以大白花為材料，近年來市場需求多樣性增加，其他

種類如大紅花、粉紅花及黃花品種的切花保鮮技術亦有研究技術開發及文獻報告發表。

蝴蝶蘭外銷美國及日本市場逐漸飽和，必須加強新興市場開發，病蟲害及長程海

運耐受性，成為拓展新興市場之主要限制因子。針對蝴蝶蘭黃葉病等主要外銷病害、

害蟲與遠距離海運等問題，已進行品種篩選、包裝前處理、系統性管理整合防治策略，

成功減少長程貯運損耗。

(二 ) 文心蘭

文心蘭切花產業品種單一，市場集中且產期高峰 5-6月及 9-10月，容易供銷失衡，
加上夏季雨季切花品質不佳，且產期調節仍未完善，因此急需品種創新、穩定品質及

開拓市場。不同花色、生長勢強、容易栽培、全年均可開花、產量高、花期不集中、

花梗分叉多且長及吸水性佳等為主要育種目標，超過 10個以上新品種已育成並完成命
名，技轉上市。施用藥劑和併施氮鉀肥等肥培調整，已可部分調節切花產期高峰。透

過設施栽培、介質替代、採後處理流程及長程海運等相關研究，文心蘭切花已成功打

開澳洲、中東及北美等日本之外之第二市場。

(三 ) 萬代蘭

以短幼年期、多花、具芳香味、多梗、多花色及栽培容易等為主要育種目標，已

自雅美萬代蘭、槽舌蘭屬及狐狸尾蘭屬等，導入優良性狀進行跨屬蘭花雜交之研發，

開創新品種，亦可作為進一步應用於未來跨屬育種之優良材料。萬代蘭切花採後處理

及栽培技術進行改進，已建立切花採後處理作業流程，研發保鮮液並技術移轉業者使

用，提昇了萬代蘭切花產業與外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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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外銷切花

(一 ) 火鶴花

火鶴花以切花生產為主，盆花市場排名也為前五大盆花。火鶴花切花是目前臺灣

主要外銷切花之一，外銷日本為主，市佔超過 90%。以花型與花色多樣化、週年花期
與品質穩定，苞片或肉穗顏色表現穩定等為主要育種目標。已育成超過 10個以上切花
及盆花品種，取得品種權，並完成非專屬授權移轉業界利用。

(二 ) 洋桔梗

洋桔梗為我國發展快速之外銷花卉，以切花生產為主，主要在冬季外銷日本，佔

日本進口洋桔梗總量 90%以上。高溫不易簇生化、花色優良純正、適合臺灣氣候栽培
等為主要育種目標，已育成 6個耐熱品種取得品種權，陸續辦理授權中。開發及整合
育苗技術以避免簇生化，掌握低溫處理關鍵期、穴盤格式及最適光環境，可提供業者

最佳育苗模式。研究利用土壤覆蓋陽光加溫、蒸汽或是熱水澆灌土壤消毒，連作抑制

物質受到熱分解，有效解決洋桔梗連作障礙，促成洋桔梗產業周年生產模式。搭配採

前切花分級管理及採後預措保鮮處理，開發橫式無水運輸，大幅降低外銷成本及改善

到貨品質。

三、盆花作物

繡球花商業品種花色變化豐富，為受歡迎的盆花，但在臺灣夏季生長不佳，因此

導入原生種優良特性，進行育種選拔，已完成品系試驗。杜鵑花盆花品種生長較衰弱，

急需具耐逆境能力之品種，目前已完成品系試驗。長壽花利用植物生長調節劑，可大

幅提升盆花品質，技術已技轉授權業者使用。蕨類適合觀葉盆栽、切葉及都市綠美化

應用，篩選具盆花利用觀賞潛力之原生及外來蕨類，並開發種苗再生模式，已篩選命

名適合商業盆花生產之品種，並已完成綠球體生產模式及技轉。

四、球根與花壇植物

具香氣、多倍體及花朵重瓣性為孤挺花主要育種目標，已選育出多個新品種，適

合臺灣氣候條件生產，並已成功技轉給業者。彩色海芋利用雜交育種技術，將白花海

芋之較耐軟腐病基因導入彩色海芋之中，已選育出新品種，並已成功技轉給業者。臺

灣夏季炎熱造成各類花卉生長狀況不佳，具耐熱特性原生植物利用開發極為重要，目

前已有原生巴陵石竹跟引進之種原進行雜交育種，育成石竹新品種，完成命名及技轉。

五、觀賞樹木

櫻花是極具景觀效益的木本花卉植物，在都會及低海拔休閒景觀綠地均有樹型強

健、開花整齊且具觀賞特性之低需冷性櫻花苗木需求。臺灣山櫻花雖具低需冷特性，

雖能低海拔生長開花，惟生長勢及花型花色特性，景觀效益遠差於日本之櫻花品種。

早花淡色及晚花深紅色之大花或重瓣花型為育種目標，利用原生山櫻花白花與重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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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種為親本，將原生種耐候性導入日本品種中，目前已育成新品種，授權技轉。

▌  花卉科研未來展望

臺灣花卉作物多樣，生產技術優異，但是花卉產量及品質的穩定與栽培環境密切

相關，利用具備環控能力的設施生產，擴大規模或是採聯盟合作方式，取得市場認證

標章，將穩質穩量產品推向高價市場上作公平競爭，是未來趨勢。針對具產業競爭力

之花卉品項，垂直整合由產銷資訊分析、優質品種選育篩選、種苗快速繁殖技術、標

準化設施栽培模式、產期調節技術、採後處理及貯運技術等成為一套標準作業模式，

提高產品品質，建構全球周年供貨機制；橫向整合臺灣花卉產官學研資源，串聯投入

創新研發能量，以解決產業問題為核心。垂直與橫向整合，協助國內花卉產業升級，

建構花卉生產基地模式，全球佈局。

農業部行政單位、所屬試驗改良場所、農民團體及法人組織等花卉產官學研，必

須加強公私協力，以前瞻、創新、積極、效率的態度與作法，與先進國家技術合作交流，

以具外銷實績或發展潛力之產業需求為導向，投注資源在品種開發、種苗品質、穩定

品質及能源效率等關鍵技術研發，完善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及產業永續經營輔導機制，

建構花卉產業技術研發中心，突破產業昇級瓶頸，協助我國花卉產業穩固國內市場，

擴大進軍全球市場。具體方向及目標如下：

一、產業資訊收集與市場消費趨勢分析

建立包含生產調查、市場交易、行銷服務、農產貿易、產銷分析、經營輔導及農

業環境資訊等七項資訊應用數位服務機制。

二、整合研發資源，突破產業發展瓶頸，提高國際競爭力

盤點學研資源，配合政策及產業需求，擬定研究重點及方向。投入研發能量解決

技術缺口，加強研究控制微環境變化，運用適合臺灣的溫室設施，開發適合小單位栽

培面積使用的機械自動化設備，提昇周年穩定供應高品質花卉產品的能力。

三、掌握國際科研趨勢

(一 ) 先進育種及後代快速篩選技術之研究發展，提高育種效率。

(二 ) 可持續栽培技術的創新，研發低能耗、低污染的栽培技術，建構高效穩質穩
量栽培體系。

(三 ) 智慧農業應用、物聯網（IoT）、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能（AI）的結合，包
括感測器技術、自動化系統、無人機與機器人技術、數據分析與決策支持系

統等。建立完善的氣候變化模擬與預警系統，結合智能農業技術，提升花卉

產業對異常氣候的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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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採後保鮮處理關鍵技術，發展鮮度監測技術，應用專門的生物感測器和
化學感測器來即時監控花卉生理狀態，包括水分、營養狀態和衰老速率，研

究和應用新型保鮮劑和生物技術，優化包裝材料等，動態調整保鮮方法和儲

存條件，以延長花卉的鮮度。

(五 ) 冷鏈物流系統，從採摘、包裝到運輸和零售各階段都保持恆定的低溫環境，
建立全程控溫並可追溯的冷鏈物流系統。

四、整合民間，進行檢測服務及設置驗證基地

進行生理檢測及溫室模擬環境試種，協助業者確認栽培環境條件，強化品種研發

能量。協助進行新技術、設備及新經營模式之評估與驗證，協助產業正確決策與投資，

降低風險。

五、設置創業育成基地，加強教育訓練與國際合作

配合花卉產業發展需求，加強人才培育與教育訓練，設置創業育成基地，規劃產

訓合一之輔導平台。拓展與花卉先進國家之學術與技術合作交流，發展雙邊技術合作

和教育訓練。配合農民學院運作，辦理全國花卉栽培訓練課程，推廣技術新知與行銷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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