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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釀酒葡萄品種
接力產業商品化需求

一、前言

葡萄 (Vitis spp.) 為栽培歷史悠久的溫
帶果樹，由於成熟葡萄果粒糖度高、富含
酒石酸、果膠且有不同程度的特殊香氣等
獨特性，用途相當廣泛，除鮮食外，尚可
加工為葡萄酒、果乾、果汁、果醬及其他
發酵產品。依據國際葡萄與葡萄酒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vine and wine, 
OIV) 資料顯示，2017 年全球葡萄栽培面
積約 750 萬公頃，品種超過 1 萬種，其中
有 13 種栽培面積超過 10 萬公頃，包含鮮
食葡萄巨峰、紅地球及 Sultanina，其他 10
種為釀酒葡萄 Cabernet Sauvignon，Merlot
及 Tempranillo 等，此 13 品種栽培面積約
276.2 萬公頃，占總面積 36.8%。其中鮮
食葡萄以中國、土耳其及印度為主要栽培
區，釀酒葡萄以西班牙、義大利、法國、
美國、智利、南非及澳洲地中海氣候區為
主，顯示葡萄的應用依區域而存在差異
性。
二、品種育種背景因素

葡萄酒釀製是一門複雜科學，已由一
項技術工藝發展為一門藝術，此外，釀酒
業界流傳葡萄酒葡萄品質占七成，釀造技
術占三成，顯示葡萄品質對葡萄酒具決定
性的影響力。臺灣葡萄產業發展自 1960

年代起，一直以來釀酒葡萄品種只有釀白
葡萄的金香及釀紅葡萄酒的黑后兩品種，
主要種植於彰化縣二林鎮、臺中縣外埔鄉
及后里鄉，1965-2002 年間與臺灣省菸酒
公賣局 ( 簡稱公賣局 ) 簽訂釀酒葡萄契作
面積達 1,458 公頃，後來公賣局於 2002 年
改制為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後，契作收
購釀酒葡萄走入歷史，政府積極輔導農戶
轉型，但部分農戶仍堅持繼續種植，另因
應菸酒管理法與菸酒稅法施行，開放民間
釀酒，彰化縣二林鎮取得設立許可證之酒
莊最多達 26 家，然主要品種少，相較於
國外品種多樣，酒莊業者一直期待有屬於
臺灣特色之品種。

另一方面，亞熱帶濕熱海島型氣候對
葡萄栽培管理一直是嚴峻挑戰，亟需突破
以利產業發展。因此本場自 1985 年進行
釀酒葡萄育種作業，至 2007 年陸續育成
台中 1-5 號，栽培管理方式與金香或黑后
類似，但具有荔枝或玫瑰花等特殊香氣，
並授權酒莊應用，為臺灣葡萄酒產業注入
新血並開創新契機。
三、業者合作契機

由於臺灣葡萄產業發展歷史較短，又
礙於氣候條件及品種少，以金香及黑后為
主要品種，但金香葡萄成熟期遭遇降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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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裂果，黑后葡萄雖然成熟果實顏色深紫
黑且具澀味，惟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偏低。
酒莊業者期待新品種，因此，本場育成台
中 1-5 號具有特殊果香或花香，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高，可取代部分原有金香及黑
后，突破品種限制因素，達到更新之效益。

新品種釀酒葡萄台中 1、3 及 5 號成
熟果粒果皮為黃綠色，用於釀製白葡萄
酒；台中 2 及 4 號成熟果粒果皮呈紫黑色，
用於釀製紅葡萄酒。所有品種皆可單獨釀
製，亦可與現有品種或新品種間進行勾
對，釀造具臺灣酒莊特色之葡萄酒，增加
市場消費多樣性選擇，並且使酒莊由一級
生產、二級加工到三級休閒服務，達到農
產加值效益。品種更新、酒莊業者期待與
增加市場消費選擇性，新品種釀酒葡萄育
成，可銷售種苗亦可釀製葡萄酒，產業契
機包含種苗業者、農民組織團體及酒莊業

者。
四、技轉商品化擴散效益

國內外消費市場對新品種尚不熟悉，
故透過葡萄酒競賽可凸顯本場新釀酒葡萄
品種之特色。彰化縣二林鎮鵬群頂酒莊譚
華光先生以台中 1 號為原料，釀造白葡萄
酒 - 醺，榮獲彰化縣 2012 年「紫晶盃」
葡萄酒評鑑白酒組第一名。台中 3 號目前
已 3 度非專屬授權興農股份有限公司，該
公司以此品種釀製之白葡萄酒風味細緻
且具有熱帶水果香氣，品質良好且餘韻
悠長，葡萄酒商品命名為「木杉 (Musann 
Blanc)」，2017 年於法國里昂國際大賽獲
得銀牌。另外，臺中市外埔區樹生酒莊以
葡萄台中 5 號與台中 2 號為原料，開發天
然粉紅色澤並具柑橘、荔枝及玫瑰花香 -
粉洪葡萄酒，2019 年於農糧署舉辦之農
村酒莊酒品評鑑榮獲金牌獎。藉由酒莊釀

釀酒葡萄新品種台中 1-5 號技轉概況

品種 授權時間 授權方式 單位 推廣面積 ( 公頃 )

台中 1 號

2007 專屬 彰化縣二林鎮農會

1.52013 非專屬 彰化縣二林鎮鵬群頂酒莊

2019 非專屬 彰化縣二林鎮鵬群頂酒莊

台中 2 號 2009 專屬 ( 到期 ) 彰化縣二林鎮農會 1.5

台中 3 號

2010 專屬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22015 非專屬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2021 非專屬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 4 號 2018 專屬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1

台中 5 號 2016 非專屬 ( 到期 ) 臺中市外埔區農會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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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具臺灣特色葡萄酒及參與國內外酒類競
賽，使消費者知道臺灣可育成香氣濃郁之
新品種葡萄，並釀出具有國際水準之葡萄
酒。
五、結語

近年全球葡萄生產與品質面臨氣候變
遷暖化衝擊，影響葡萄酒產業，臺灣濕熱
氣候條件對葡萄栽培更是嚴峻挑戰。本場
已育成釀酒用新品種台中 1-5 號，推廣予
酒莊業者運用，用在地品種釀造國際級葡
萄酒，未來將持續以具特殊香氣之歐洲種
及耐病性高之美洲種進行釀酒葡萄雜交工
作，同時因應勞力短缺問題，開發省時省
力且不影響生產的整枝修剪模式，以利臺
灣釀酒葡萄產業之發展。

 調整釀酒葡萄整枝修剪模式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勞力
短缺問題

 以新品種葡萄台中 2 號與台中 5 號釀製而成之粉洪
葡萄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