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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amylase在禾穀類種子中扮演的角色 
楊嘉凌 

89.04.10 

摘  要 
禾穀類種子在水分的浸潤作用後發生新陳代謝作用的活化，然而啟動發芽的特殊生化

作用至今仍不清楚。不過在濕潤的種子中，呼吸作用的增加，是判斷發芽跡象的因素之一。

由於大多數植物均是以澱粉或蔗糖的形式來儲存碳水化合物，因此由這些碳水化合物的分

解來作為呼吸作用探討的起點是相當合適的。當種子發芽初期參與澱粉分解的酵素主要為

α-amylase，因此其具有能夠直接使用澱粉粒作為呼吸反應基質的重要特性。一般種子在發

芽後α-amylase 的活性會隨浸種的時間增加而增加，增加的原因是由於種子發芽時激勃素

由胚移向糊粉層，促進α-amylase 合成進入胚乳中將澱粉分解成為葡萄糖，並運移至生長

中的胚以供幼根及幼芽的生長。植物中普遍存有α-amylase 以逢機方式切斷 1.4-link 上α

-1.4 糖甘鍵，可將較大分子(如澱粉)轉化成較小的分子(如單醣)，以提供養分物質給正在發

芽及生長的種子。因此α-amylase 在種子發芽早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其在種子中的

表現會受到激勃素(gibberellin)及離層酸(abscisic acid)等植物荷爾蒙的調節。近幾年對α

-amylase 形成及 GA 等荷爾蒙促進的機制已逐漸瞭解，在工業上可容易又快速的生產葡萄

糖及果糖等有用的單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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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桔梗輪斑病之病因探討 
陳慶忠 

89.04.17 

自洋桔梗上新分離到一種球形病毒，在田間罹病植株主要病徵為自下位葉產生黃化斑

點或不規則之同心輪圈，其組織呈淡綠色，最後變成壞疽輪圈。罹病植株粗汁液接種不同

植物，感受性寄主主要產生黃化斑點、黃綠斑駁或葉片畸形等。罹病組織之粗汁液或純化

病毒材料以 2%醋酸鈾溶液陰染，於電子顯微鏡可觀察到大小約 28 nm之球形病毒顆粒。超

薄切片罹病菸草(Nicotiana rustica)及矮牽牛(Petunia hybrida)葉片組織行電顯觀察可於前述

寄主之細胞質內發現類似之病毒顆粒。於奎藜(Chenopodium quinoa)病葉組織內則可發現格

狀結構(lattice structure)或含病毒顆粒之不定形內含體(amophous inclusion)。以奎藜或菸草病

葉為材料，利用蔗糖梯度離心方法可得到直徑 28 nm之球形病毒，估計每 100 g材料可純

化得 15 mg之病毒。SDS-電泳純化病毒得到兩種結構性蛋白分子量分別為 24及 43 KD。血

清學試驗資料初步顯示新分離之病毒是 Fabavirus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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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仙人掌做為栽培作物 
張林仁 

89.04.24 

摘  要 
仙人掌類植物原生於北美、南美及西印度群島，仙人掌科(Cactaceae)植物為雙子葉，

有 122屬大約 1600種，絕大部份具葉針及肉質莖。仙人掌可生長於不同的棲息地，從乾熱

的沙漠、熱帶雨林到寒冷地區都有。大多數的仙人掌生長於高夏溫的乾旱及半乾旱地區，

是最可忍受高溫的植物，適當馴化後可忍受 50~55℃。然而多數具有農業潛力的仙人掌卻

損傷於低溫環境，如原生於熱帶森林的 Hylocereus (紅龍)及 Selenicereus (黃龍)。仙人掌可

生長在貧瘠無肥力的沙漠土壤，也可忍受極廣的土壤 pH範圍。早在十六世紀仙人掌被引進

地中海地區，由“新大陸”美洲回來的船隻將刺梨(Opuntia 仙人掌屬)的葉狀莖帶回。在今

日，刺梨(Opuntia ficus-indica)及其同屬的品種在地中海長得相當好，以致被認為是當地的

原生植物。仙人掌已在世界大多數國家被栽培，逐漸成為農業化及工業化的作物，如動物

飼料、蔬菜及水果。 

仙人掌的特徵為具有網孔(areole)(即側芽)，網孔具代謝活性及可長出葉針，並可生出

另一器官如葉狀莖(cladode)或果實。仙人掌的根與莖枝不同，是非肉質的，根群分部淺(15~30 

cm)，即使是樹狀仙人掌其根群主要分佈在 30 cm以上。土壤乾燥時，細側根通常死亡，而

較大的根轉為被軟木栓層(皮層)覆蓋。主根皮層下的根原始體在土壤回濕後迅速生長，在數

天之內即增加水及礦物之吸收能力。扁平仙人掌在其葉狀莖上之網孔接觸到地面即容易長

根而繁殖，一如垂直種植者。 

已知的栽培品種有三大類：一類為矮灌木具聯在一起的扁平葉狀莖─Opuntia (仙人掌

屬)；一類為柱狀灌木或樹枝狀─Stenocereus屬及 Cereus (仙人柱屬)；一類為攀緣蔓生具細

長有稜的莖部的半附生型─Hylocereus (三角柱屬)及 Selenicereus 屬。Opuntia 俗稱刺梨、

prickly pear or cactus pear，是栽培最廣的仙人掌作物，本屬多栽培於亞熱帶地區。柱狀且攀

附之品種被商業栽培者遠少於刺梨類，此類多為 Stenocereus 屬。柱狀品種中 Cereus 

peruvianus (仙人柱屬)長久以來在亞熱帶及熱帶地區被視為觀賞植物，最近已被以色列及南

非種植於果園以採其果實。攀緣蔓生之仙人掌原生於溫暖潮濕地區，附生於樹木或岩石上，

藉定根於地上並沿著莖部產生不定根附生以幫助吸收水份。此類仙人掌被成功地栽培於熱

帶地區；但在亞熱帶則因其對強日照敏感易受傷而需要遮陰，以及在冷涼地區需有對低溫

(<3℃)之保護措施。 

仙人掌做為動物飼料──野生或馴養的動物可以吃仙人掌的莖，尤其是仙人掌屬品

種。在乾旱且動物食物來源稀少地區，某些刺梨類成為理想的飼料。高密度種植及適當灌

溉等管理下，可有相當的產量。葉狀莖上的葉針可先以火燒掉，在南德州此法可比在旱季

使用替代飼料節省 30~40%。雖然有無針品系，但一般較不抗乾旱。在營養成分上，葉狀莖

相當於未成熟的青割玉米(乾物重)，含高纖維(18%)及礦物元素(19%)，低脂(1~4%)而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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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中等(全量 4~8%中 1~2%可消化)，另含有β胡蘿蔔素及維生素 C。以葉狀莖為飼料可

增加乳香及奶油顏色。在做為飼料時需注意營養平衡及添加料之選擇。 

以仙人掌做為蔬菜──一些刺梨類的幼嫩葉狀莖是墨西哥的傳統蔬菜，稱為 nopalito，

用來烘烤、白化或去葉針後烹煮。將葉針、幼葉去除並切除邊緣後，切成條狀或切丁供販

賣，可做沙拉或與肉類烹煮，也可做成派。營養成分與一般蔬菜相似。其黏液可用碳酸氫

鈉或鹽加入沸水煮幾分鐘而除去。可降血糖、降膽固醇等。由於某些栽培地區有低溫，隧

道式覆蓋加上稻草填充栽培可以助其渡過冬季。採收時間很重要，因為其為 CAM代謝，早

晨採收者非常酸，而中午採收者酸度為早上的 10~20%。採收後在 20℃放一星期酸度才會

穩定，才能上市。無刺品種的刺梨(Nopalea cochenilifera)的花苞是可口的蔬菜，但必須先將

其倒刺除掉。 

以仙人掌做為果實作物──刺梨果實剝皮前要先去刺，解決之道就是找出無刺品種，

現在所謂無刺只是少刺。目前育出的最少刺品種卻只產生少量果實。農人採收時穿圍裙戴

手套，機械性地除刺，再清洗、乾燥及上腊。對於刺梨的種子，並未對消費者造成困擾。

由於品種多樣化及開花特性，在某些地區刺梨可以週年生產果實。義大利的 scozzolatura生

產技術是一種產期調節技術。高量有機質及肥培也可促成冬果的生產。柱狀仙人掌類的果

實在墨西哥及其他拉丁美洲國家被消費，通常稱為 pitayas，主要為 Stenocereus屬的三種所

生產。果實的刺在成熟時會落並可以裸手摘果，櫥架壽命只有數天，其採後處理尚待研究。

仙人柱屬(Cereus)的六角柱仙人掌(Cereus peruvianus)亦可生產果實。攀緣蔓生型仙人掌(紅

龍及黃龍)，黃龍有刺，成熟採收時以刷子卻除之；紅龍非常適應於越南，約 100年前由法

國引進，但今日卻被越南人認為是固有種。 

仙人掌做為工業作物──仙人掌做為工業作物已有兩世紀以上，洋紅(Cochineal)是用

於生物切片染色及織品與食物之染色。此染料是由寄生於刺梨的 Dactylopius coccus Costa

或 D. opuntiae Cockerell 的雌蟲產生。將可產卵的母蟲包在有孔的布袋中再接種到葉狀莖

上，靠吸收鞁皮部的養分而大量增生，在可產生洋紅酸且達到最高量時收集。一片葉狀莖

可收集到數百隻直徑 2~3 mm 的蟲。乾燥後的粗原料稱為 grana，可製造洋紅。在 18 世紀

世界記錄之 grana產量為 700 t，達到最尖峰，19世紀因廉價的苯胺染料(aniline dyes)之生

產而導致其需求量降低。但因苯胺染料現在被認為不安全(有致癌性)，因此近十年洋紅酸的

需求量有復起之情形，尤其是當作食物及化妝品染色用。現在的世界產量 300 t中 90%出自

秘魯△加那利群島及黑西哥次之，其特點為勞力消耗多。在食品製造上，nopalitos 除了以

新鮮蔬菜出售外，也製成食品如醃製品、沙拉及菜餚等，吸收了盛產期產品，也取代了一

些較高價格的蔬菜。此外，果汁、乾果、果醬、果凍等在墨西哥及拉丁美洲很普遍。也可

製成酒精飲料，冰淇淋，種子也可製油。也有抽取果實之色素做為添加劑(如紅龍)。在黏液

及藥物製造上，仙人掌的粘液可用於食品業，而取代膠質植物或藻類之角色。仙人掌的莖、

花、果已發現有藥效，如降血糖並增加胰島素活性，可降血中三酸甘油脂、膽固醇等。墨

西哥有一種健康食品即是乾燥的 nopalito膠囊。以色列亦有公司在研發刺梨乾燥花的效用。 

參考文獻 
1. Mizrahi, Y., A. Nerd, and P.S. Nobel. 1997. Cacti as crops. Hort. Rev. 18: 291-320. 

2. Nerd A. and Y. Mizrahi. 1997.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cactus fruit crops. Hort. Rev. 18: 32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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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梨釋迦開花結實生理 
張致盛 

89.04.24 

摘  要 

番荔枝科(Annonaceae)包含 50屬，其中以 Annona、Rollinia及 Asimilina三屬具商業價

值。番荔枝屬約 100 "種"；番荔枝屬已成為主要經濟栽培種，包括冷子番荔枝(Cherimoya)、

番荔枝(Sugar apple)、刺番荔枝(Soursop)與鳳梨釋迦(Atemoya)等。 

鳳梨釋迦係人工育成雜交種，親本冷子番荔枝原產於南美祕魯及厄瓜多爾安地列斯山

約 1.500~2,000 m 高海拔地區;另一親本番荔枝原產於熱帶美洲。鳳梨釋迦之生長發育、適

應性、開花與著果等特性之表現上，似乎介於其兩親本特性間。梨釋迦為冷子番荔枝與番

荔枝之雜交種(A. Cherimola x A. Squamosa)，最初 1908年佛羅里達育成。大多數品種可削

皮或切片食用，種子外覆薄膜有離核現象，食用方便。果肉有鳳梨風味，故稱「鳳梨釋迦」，

南投稱「蜜釋迦」，高雄稱「奇異釋迦」或「旺來釋迦」。 

一般雌花為下午 4 p.m.至 8 a.m.間開放，雄花為同日下午 3 p.m.至 6 p.m.間開藥；如

RH>80%，溫度>22℃可延長。 

鳳梨釋迦之花當雌蕊柱頭具有授粉能力時，雄蕊花藥尚未散開、掉落，無法完成授粉

作用。當三個肉質花瓣間開裂角度至最大，可見到雌雄蕊，很快地花萼向外突起散開，為

雄花期，當雄花期時，一般雌蕊柱頭已失去授粉能力，由於雌雄異熱，故自花授粉率低，

產量不穩定。 

因此鳳梨釋迦由於雌雄異熟(dichogomy)及雌蕊先熟(protogynous)特性，細胞形態構造

與不稔性，缺乏蟲媒授粉與氣候因素等，將導致授粉不完全、果形不整、著果率低或產量

不穩定等，為目前栽培主要問題之一。本報告即由鳳梨釋迦之生育環境、開花習性與增進

著果等方面進行探討。 

參考文獻 
1. 楊正山 1998 鳳梨釋迦(Atemoya)提高產量與品質方法 台東區農技專刊第 21期。 

2. George, A. P. and R. J. Nissen 1985. The custard apple. Aust. Hort. 83: 100-111. 

3. George, A. P. and R. J. Nissen 1987. EEffects of cincturing, defoliation and summer pruning on 

vegetative growth and flowering of custard apple (Annona cherimola × Annona squamosa) in 

subtropical Quwwnsland. Aust. J. Exp. Agric. 27: 915-918. 

4. George, A. P., R. J. Nissen and H. L. Ko. 1986. Productivity of custard apple (Annona atemoya 

Hort.): factors affecting yield and fruit size. Acta Hort. 175: 37-41. 

5. George, A. P., R. J. Nissen and J. A. Campbell, 1986. Pollination and selection in Annona species 

(cherimoya, atemoya and sugar apple). Acta Hort. 321: 178-185. 

6. Kshirsagar, S. V., N. N. Shinde, D. A. Rane and S. T. Borikar. 1976. Studies on the floral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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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arler, T. E., A. P. George, R. J. Nissan and P. C. Andersen. 1994. Miscellaneous tropical fruits. 

In: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physiology of fruit crops. V. II: Sub-tropical and tropical crops. 

(B. Schaffer and P. C. Andersen eds.) p: 199-224. CRC Press. Inc. Boca Ra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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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良質米品質的可能途徑 
許志聖 

89.05.01 

摘  要 
所謂良質米係指在規劃之適栽地區種植推薦之良質米品種，收穫碾製均經檢驗合乎標

準的稻米。政府於民國 73年開始推行良質米以來突破若干因境，逐步建立並翻新良質米推

薦品種、良質米檢定標準、良質米適栽地區等基本措施，且輔導糧商投入良質米的生產，

已有不少成果。但市面良質米產品卻仍有不少缺點，此除了檢驗制度未臻完善外，我國良

質米的生產仍有極待加強改善的空間，有待稻作人員的努力。堀末登曾提出影響米質的因

素及其影響程度，由各影響因素視之，生產階段的各項措施可以積極提昇米質，但收穫後

的各項階段僅可以消極的防止米質的低劣。各因素中以良質米品種的開發與建立為提昇良

質米品質的最佳途徑外，利用生育診斷的良質米栽培管理模式為提昇良質米品質不可或缺

的手段。因此如何有效的確保一次分蘗、減少中晚期分蘗的產生，需由水稻的生長發育著

手。若以 14~16節位的水稻品種而言，水稻的分蘗自第 6節位開始，通常至第 10節位結束，

而由一次分蘗所產生的二次分蘗對產量增加助益最大，此種生育各階段的外表判定均可以

使用葉齡指數加以審斷。葉齡指數係指生育時期葉數與品種特性應有總葉數之比值，通常

幼穗分化期由葉齡指數 77至 92間，葉齡指數 95至 100間則為減數分裂期至花粉形成期。

依此葉齡指數進行水稻的生育診斷與各項栽培管理措施，不受期作、栽培環境等因素影響，

更有益於水稻的生長。另在米質各項研究中，部份元素的比例亦被視為有較佳米質的指標

(Mg/K等)，唯此等因素受限於土壤中各元素含量與植物吸收的關係，與實際應用仍有差距，

但各項現象均顯示有機栽培米質於外觀上雖不若一般栽培者，但卻具有較高的 Mg/K 與較

佳的入口品質。至於穗內的米質差異均由於穗內的發育與開花順序影響所致，因此如何藉

由減少二次枝梗的發生，以縮短穗內或株內的米質差異，有待育種人員的努力。 

參考文獻 
1. 宋勳、吳邦雄、許志聖、蔡隆琮 1997 良質米生產手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灣省政府農

林廳及台灣省各農業試驗改良場所。 

2. 宋勳、劉瑋婷 1996 稻米品質的影響因素與分級。稻作生產改進第略研討會專刊 p.133-154 

台灣省農業試驗所 台中。 

3. 賴光隆 1992 糧食作物 黎明及化事業公司 台北。 

4. 田中義郎 1992 良食味米 農山漁村文化協會。 

5. 鈴木恒雄 1997 稻作診斷 農山漁村文化協會。 

6. Benito, S. V. 1980. Rice plant growth and developnent. In: B. S. Luh (ed.) Rice: production and 

utilization. p.75-86. Avi publishing Co. U. S.A. 

7. Shoji, N., Yuriko T.and Yoshimuru O. 2000 Comparison of rice grain quality as influenc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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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c and conventional farming systems. Jpn. J. Crop Sci. 69(1): 31-37. 

8. Yuji, M., O. Takefumi. 1999a. Influences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n the amylose content of 

grain at diffenent positions within a rice panicle. Jpn. J. Crop Sci. 68(4): 495-500. 

9. Yuji, M., O. Takefumi. 1999b. Influences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n the protein content of 

grain at different positions within a rice panicle. Jpn. J. Crop Sci. 68(3): 37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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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與作物的鋅元素 
陳鴻堂 

89.05.08 

摘  要 
微量元素鋅(Zn)是 1926年才被證實是植物的必要元素，其對植物的功能除與蛋白質及

葉綠體合成有關外，也是許多酵素的構成分子及酵素的活化劑，植物缺鋅症狀出現前，植

物的生長激素? ? 乙酸(IAA)的量便已顯著的下降，使中度至嚴重缺鋅的植物的嫩葉形成小

葉(Little leaf)和簇葉(rosetting)的現象，但並非每種植物的缺乏症狀均相同，有些作物尚伴

有葉片黃化徵狀，葉脈間黃化而呈黃綠色，但與葉脈緊臨部分則保持綠色，過去有關鋅與

植物生長的研究，均以該元素缺乏時作物的反應居多，如椪柑春梢葉片鋅含量 25 mg kg-1，

葡萄葉柄鋅含量低於 15 mg kg-1，法蘭西梨葉片鋅含量 36 mg kg-1時就會有明顯的鋅缺乏症

狀，一般蔬菜鋅濃度芥藍、甘藍、油菜、芥菜、白菜、青梗白菜、蕃茄、葉萵苣、莧菜、

蕹菜鋅濃度分別為 19、21、24、18、25、23、16、20、23、19 mg kg-1時則均有缺鋅症狀。

鋅的過量除了土壤自然含有高濃度的鋅或施不合格的肥料(尤其是垃圾堆肥)外，大部分是由

於污染所致，一般而言土壤以 0.1 M HCl抽出之鋅濃度(mg kg-1)小於 1.5時植物可能會有缺

乏症狀，1.6~10 mg kg-1表示土壤含量低；11~25 mg kg-1代表濃度適中；而 26~80 mg kg-1

時則濃度偏高；大於 80 mg kg-1則可能對作物造成毒害。並經由食物鏈進入人體，植物吸收

過量的鋅時植物的反應是根部受損變形，且地上葉部呈紅褐色及減產。鋅在植體例如水稻

70~80 mg kg-1時就會有毒害產生，一般而言水稻 Zn之毒害濃度為 100~300 mg kg-1，莖葉

濃度 101 mg kg-1的蕃茄就減產 10%等現象。 

由於鋅雖為生物生長的必要微量元素，也是一種重金屬，在人體的作用與生長、生殖、

蛋白質代謝及荷爾蒙活性有關，是人體不可缺的營養元素，缺乏時的急性症狀包括皮膚粘

膜移行部的(口、鼻孔、肛門、外陰部、眼臉緣等的水�產生、膿�性皮膚美及口內炎、脫

毛、慢性下痢等，而慢性症狀有發育不良、矮人症、性功能降低，外傷治癒遲延，食欲不

振、味覺障害、免疫力降低等，所以人必需適量補充足夠的鋅。根據文獻建議每人每天鋅

的安全攝取量為一般成人 15mg，而孕婦則可攝取 25mg，但若每次鋅攝取高於 300 mg 時，

則引起嘔吐、昏迷等症狀。農產品是人類主要營養的來源，受鋅污染的土壤所生產的農產

品鋅濃度可能偏高，但國內尚未訂定農產品 Zn污染管制標準，且 Zn為人體必須元素，一

般的報告曾探討 Zn提供營養是否足夠，而對鋅的攝取量是否對人類造成毒害則資料較缺，

因此，含鋅農產品經由食物鏈是否會造成重金屬鋅的過量攝取是適當值得探討。 

參考文獻 
1. 王銀波等 1987 台灣地區常見之作物營養障礙圖鑑 國立中興大學 台灣省政府農林廳 中

華民國土壤肥料學會編印 台灣 台中。 

2. 初建、王敏昭 1999 重金屬於污染土壤之固相形態 中國農業化學會誌 37(1): 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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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松洲 1984 應用藥理學 p.201~204 豪峰出版社 台灣 台北。 

4. 林浩潭、翁愫慎、李國欽 1992 作物中重金屬含量調查及我國國民對重金屬取食量之探討 

中國農業化學會誌 30(4): 463~470。 

5. 許永瑜、王銀波 1990 鋅對水稻與蔬菜在台灣主要土類中毒害臨界濃度之探討 p.211~225 

第二屆土壤污染防治研討會論文集 台灣大學農化系 台灣台北。 

6. 張庚鵬、張愛華 1997 蔬菜作物營養障礙診斷圖鑑 p.62~69 台灣省省農業試驗所特刊第 65

號 台灣 霧峰。 

7. 楊盛行、鍾仁賜、陳婉君、魏嘉碧、張則周、林鴻淇、黃山內 1993 有機肥料成分、重金

屬含量及其對青江白菜之影響 中國農業化學會誌 31(1): 48~58。  

8. 蕭寧馨、溫惠美、黃文瑛、金佳蓉、何素珍、潘文涵 1995 素食與雜食飲食之鋅、銅、鎂

含量 中國農業化學會誌 33(3): 273~279。 

9. 松野孝一郎(陳秀甘譯) 1991 鐵質、礦物質知多少 青春出版社 台北。 

10. 茅野 充男、齊藤 寬 1988 重金屬生物 博友社 東京。  

11. 磯 部 等 關本 均 1999 槴木縣における豚用飼料， 豚ふんおよび豚ぷん堆肥の重金屬含

量の實態 日本土壤肥料學雜誌 70(1): 39~44。 

12. 磯 部 等  關本 均 1999 堆肥化に伴う豚ぶん中の銅および亞鉛の化學形態變化と植物

吸收移行性 日本土壤肥料學雜誌 70(1): 45~50。 

13. Mertz, W., 1981. The essential trace elements, Science 213: 1332~1338. 

14. Kiekens, L., 1990. Zinc. P.261~279. In B. J. Alloway (ed) Heavy metals in soils,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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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的休眠生理與影響結球之因素 
蕭政弘 

89.05.15 

摘  要 
由於種種因素，除少數大蒜具有種子外，多數的大蒜皆以蒜瓣為其無性繁殖體，然蒜

球具有休眠性，休眠未打破前，種蒜無法發芽。或發芽不齊因此蒜種的休眠性成了夏季利

用高冷地生產青蒜或秋季平地提早播種之限制因子。 

大蒜的休眠主要分為 2 個階段，第 1 階為真休眠(true dormancy)，也就是休眠組織本

身會產生抑制物質或缺乏打破休眠的內生物質，即使在環境適合生長的情況下亦難恢復生

長，造成蒜種休眠的原因被認為是缺乏 GA 及芽體本身存在生長抑制物這個階段的長短與

品種特性有關。第 2個階段為後休眠(post dormancy)，主要受環境因子的影響，因此只要不

利環境因子去除後，即可恢復生長。過去學者曾以 GA，thiourea，Ammonium，刻傷，低

溫冷藏等方法來克服大蒜的休眠，其中以刻傷及低溫冷藏較具打破休眠之效果。 

採收蒜球是栽種的最後目的，因此影響結球生理的因素，亦是決定收穫量及收穫時間

的關鍵因子，影響蒜球結球的因子： 

一、種植前貯藏的溫度：  

種植前若得蒜種，貯藏於 5~10℃可以加速蒜瓣的分化，進而縮短栽種時間，可

提早收穫，惟所結蒜球較小，蒜瓣數亦少。 

二、生長期的溫度及土壤溫度  

將大蒜種植於 30/25、25/20及 15/12℃之人工氣候室，結果顯示在 30/25℃下之蒜

株無法順利結球，若將置於高溫 45 天之蒜株移至低溫則可增加收量，反之將低溫植

株移至高溫則搫低收量。土壤溫度則對蒜球的生長及發育具有直接的效應。 

三、光週期、光強度  

大蒜能否結球，受日照長短影響大，而品種間結球差異性大，一般低緯度產之品

種，多需短日照而高緯度之品種，則較需長日性。 

四、生長調節劑  

以 Ethrel, GA, NAA處理植株，對結球無顯著效果，但 GA對蒜瓣數之增加有顯

著效果。PPP333及 CCC處理可加速生長，提早收穫。 

五、鹽類濃度及土壤中氮肥  

大蒜對鹽類濃度的耐受性決定大蒜的產量，當鹽類濃度大於 3.9 ds.m-1每增加 3.9 

ds.m-1 產量減少 14.3%；蒜球生長與氮肥之施用成顯著正相關，但施用過多易造成發

育中之蒜瓣含氮過多，形成次生蒜球(daughter bu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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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草粉蝨傳播 Geminivirus 
趙佳鴻 

89.05.15 

摘  要 
煙草粉蝨 Bemisia tabaci 為世界性分佈之物種，可傳播 40種以上之作物病毒病害，主

要受害作物包括棉花、樹薯、甘藷、大豆、煙草、甜菜、萵苣、蕃茄、及瓜類等。Geminivirus

由二個不完整之球形病毒組成雙生(Gemini)病毒顆粒，病毒粒子大小 18×30 nm，具單一鞘

蛋白(coat protein)，分子量 27~34 kDa。Geminivirus病毒包含三屬，即 Mastrevirus (subgroup 

I)、Curtovirus (subgroup II)及 Begomovirus (subgroup III)。Mastrevirus之寄主局限於單子葉

禾本科植物，唯一例外是 tobacco yellow dwarf virus能感染雙子葉植物。Curtovirus之寄主

植物含 44 科 300 餘種雙子葉植物。上述二屬病毒之遺傳基因均為單一環形單股 DNA 

(circular ssDNA)，以葉蟬類為媒介昆蟲。Begomovirus之寄主限雙子葉植物，遺傳基因為一

或二個 circular ssDNA，以粉蝨為媒介昆蟲。Mehta et al. (1994b)報導煙草粉蝨傳播

Begomovirus之蕃茄黃化捲葉病毒(TYLCV)之最短獲毒時間(acquisition access period, AAP)

為 15~30 min，最高接種感染率之時間(inoculation access period, IAP)為 24 hr。粉蝨若蟲吸

食 TYLCV病株至成蟲期仍保傳毒能力，屬循環型(circulative mode)傳播，且病毒在蟲體具

繁殖現象(multiplication)。因 Geminivirus 在寄主植物體內濃度低，純化不易，於血清學上

之檢測較困難；目前多採分子生物技術方法偵測。Rosell et al. (1999)即利用 PCR證實 squash 

leaf curl virus (SLCV)可於煙草粉蝨及溫室粉蝨(Trialeurodes vaporariorum)之腸道與蜜露

(honeydew)中發現，且煙草粉蝨腸道內之 Geminivirus可穿透腸壁細胞進入血體腔與唾腺組

織，但在溫室粉蝨則否。 

參考文獻 
1. Brown, J. K. and J. Bird. 1992. Whitefly-transmitted geminiviruses and associated disorders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Caribbean Basin. Plant Dis. 76: 220-225. 
2. Idris, A. M. and J. K. Brown. 1998. Sinaloa tomato leaf curl geminivirus: Biological and molecular 

evidence for a new subgroup III virus. Phytopathology 88: 648-657. 
3. Mehta, P., J. A. Wyman, M. K. Nakhla and D. P. Maxwell. 1994a.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detection of viruliferous Bemisia tabaci (Homoptera: Aleyrodidae) with two tomato-infecting 
geminiviruses. J. Econ. Entomol. 87: 1285-1290. 

4. Mehta, P., J. A. Wyman, M. K. Nakhla and D. P. Maxwell. 1994b. Transmission of tomato leaf curl 
geminivirus by Bemisia tabaci (Homoptera: Aleyrodidae). J. Econ. Entomol. 87: 1291-1297. 

5. Rosell, R. C., I. Torres-Jerez and J. K. Brown. 1999. Tracing the geminivirus transmission pathway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in whitefly extracts, saliva, hemolymph, and honeydew. 
Phytopathology 89: 23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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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變育種在菊花上之應用 
洪惠娟 

89.05.22 

摘  要 
在園藝作物中營養繁殖的作物常有所謂的芽條變異發生，而成為優良品系，但自發性

突變發生頻率過小，因此從事誘變育種時多採用人為方式誘變突變。誘變方法甚多，其中

以放射線與化學藥劑處理最為有效。隨品種及採用的放射線種類不同，適合的劑量也各異。

體細胞變異為肉眼觀察所獲，如葉和花的形態與顏色及生長勢改變，而利用無性繁殖可選

出新品系，然會有鑲嵌體的產生，使變異無法在子代穩定表現，隨著組織培養技術的進步，

利用發生變異的部份為培植體進行培養，或以培植體之癒合組織進行誘變處理，均可分離

出非鑲嵌體。另外以細胞懸浮培養及低溫處理，選拔對環境反應有差異之突變品系，亦可

篩選對不同氣候適應良好的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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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菊切花運輸保鮮方法之研究 
陳彥睿 

89.05.22 

摘  要 
非洲菊拍賣把數佔濱江花市批發市場 6.15%，銷售金額佔 4.05%，是國內重要的切花，

由於其花色眾多，色彩鮮艷，頗受消費者的喜愛。非洲菊的採收適期市最外圈兩輪小花開

放，在花粉展放之前採收。其對乙烯敏感，吸水途徑可經由維管束直接吸水及經由莖中空

洞(cavity)間接進入維管束，若花梗切口經過莖中空洞，可減少其折損率，所以其對水份的

敏感度頗高，倘若發生水份無法上昇，則非常容易發生折頸率現象。 

非洲菊對菊類也頗為敏感，由於其莖是中空，較沒有木質化所以很容易腐爛，盧、黃

(1944)認為在切花包裝及貯運時，由受傷及微生物感染等所誘發的逆境乙烯是花卉採收後損

耗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減低傷害及微生物感染是非洲菊採後處理所應注意的問題。 

所以目前花農在早晨採收切花時，收花方式是用拉的，避免用切的否則容易腐爛，採

花完後送至集貨場再請人代工，將花朵以漏斗型塑膠套住花首，再用鐵絲纏繞花梗避免折

頸，此一步驟頗為耗工。 

藉由測量非洲菊花維管束的大小，距花朵以下 15 cm花莖橫切面 10 mm面積維管束量

的多少，由花朵至花朵以下 12 cm 部位乾重佔相同部位鮮重之百分率等資料可作為品種是

否易折頸之判斷。花梗上部較花梗基部之木質素、纖維素、半纖維素含量少及以下 1、15、

30 cm之花梗基部 Phlorogl-ucinol染色木質素呈色反應花梗基部較深情形，可說明為何折頸

好發於花梗上部。 

非洲菊瓶插壽命，以花莖下垂的垂頸，花瓣凋萎或花莖腐爛為結束特性。非洲菊採後

以 250 ppm硝酸銀加 1350 ppm硫代硫酸鈉溶液及 500 ppm 811QC加 10%蔗糖溶液預措 1

小時，可抑制微生物活動，水份平衡及延長瓶插壽命。以 1.0% Naocl + 0.1% Tween20 (l min)

處理或 1200 ppm AgNO3 (10 min)處理可減少折頸率。瓶插水中加入 AgNO3 20 ppm可減少

折頸率。非洲菊花瓣全糖量和還原糖量會隨著瓶插期天數而減少，但若將將非洲菊置於含

20% Sucrose + 0.02% 8HQS + 0.0025%硝酸銀溶液中 24小時後轉至蒸餾水中減少全糖量和

還原糖量的減少。藉由 8HQS的保鮮液可減少老化酵素的活性。以 BA (10-4 Mol) + Twwen20 

(0.1 ml/L)處理 2分鐘可明顯的減少瓶插期間花瓣乾重的遞減率。亦有 2.5% Sucrose + 150 

ppm 8HQS + 200 ppm KCl處理可增加舌狀花鮮重，降低呼吸率高峰發生會遲緩一天，而且

插在水中比在保鮮液者呼吸率高 1.3~1.5倍，過氧化酵素在六天前也比在保鮮液中者高。花

瓣中胡蘿蔔素及花青素的釋放比率也比較多。 

在運輸方面，若在田間採收後立即插水比陰置者佳，貯藏方面冷藏 3±10℃比 25±1℃

能延長瓶插壽命，硝酸銀溶液及 8HQS加蔗糖溶液預措者，在乾貯藏 25±1℃一天或濕冷藏

於 3±1℃8天以上，不影響瓶插壽命，因此可知低溫濕冷藏是較佳的貯藏或運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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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稻田甲烷產生之因素及抑制方法 
李健捀 

89.05.29 

摘  要 
過去 100年來，由於溫室效應使得全球平均氣溫上升 0.3~0.6℃，預測到西元 2030年，

全球氣溫將較目前平均上升約 1.5~4.5℃。溫度上升除了使海平面上升外，亦造成降雨量不

穩定及植物生長相變遷，對作物產量亦造成不確定的影響。影響溫室效應的主要氣體為二

氧化碳、甲烷及氧化亞氮，1990年二氧化碳、甲烷及氧化亞氮在大氣中的濃度，分別為 354 

ppm、1.72 ppm 及 310 ppb。全世界每年二氧化碳、甲烷及氧化亞氮的排放量，分別為 64

億噸、3.5億噸及 378萬噸。甲烷(methane，CH4)俗稱沼氣，與二氧化碳併列為影響溫室效

應最重要的氣體之一。工業革命前，大氣中甲烷的濃度為 0.8 ppm，1990年增加至 1.72 ppm。

甲烷對於熱量的吸收潛勢，則是二氧化碳的 30倍。最近研究顯示，大氣中的甲烷濃度，每

年以接近 1%的速度成長。稻田是甲烷形成及移動進入大氣的原因之一。甲烷是在湛水稻

田，有機質在無氧狀態下分解所產生。依據甲烷從稻田釋放速率的估計，全球每年約有 0.2~2

億噸的甲烷量，由稻田釋放進入大氣中。每年從稻田釋放的甲烷量，約佔甲烷總釋放量的

4~19%。如果個別來源的甲烷釋放量，能降低 10~15%，將可使大氣中甲烷的濃度保持穩定，

不再增加。影響稻田甲烷形成及釋放的因子包括：土壤氧化還原電位、土壤 pH值、土壤水

分、土壤質地、土壤溫度、水稻品種、土壤有機質及化學肥料的施用。為滿足持續增加的

人口，稻作栽培及產量必須持續增加，水稻栽培面積增加，將進一步增加甲烷形成及釋放

量。近年來，人類對環境品質的要求，日漸重視，因此有機農產品的需求日增。水稻有機

栽培，亦受到極度的重視，近年來推廣面積大幅增加，大量有機質肥料施用於稻田，造成

增加稻田甲烷的形成及釋放的爭議，因此如何兼顧稻田永續經營，同時又可以有效降低甲

烷的形成及釋放進入大氣中，成為目前有機水稻推廣重要的研究課題。綜合前人研究，對

於降低稻田甲烷的形成，較為可行的方法包括：(一)水稻甲烷的釋放高峰，一般出現在水稻

的最高分蘗期及成熟期，因此在這二個生育期，給予適當的排水處理，將可有效降低甲烷

的釋放量。(二)水稻栽培過程，適量施用含硫酸根離子的氮肥及磷肥，例如硫酸銨及過磷酸

鈣，亦能夠有效抑制甲烷的形成及釋放。(三)施用腐熟堆肥比施用新鮮有機質肥料(新鮮稻

草)，能顯著降低甲烷的形成及釋放。(四)改進綠肥及新鮮稻草施用方式，於水稻種植之前

先行提早翻耕，充分分解後，再湛水整地插秧，當有助於減低甲烷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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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生早熟性狀之遺傳與選拔探討 
呂坤泉 

89.06.12 

摘  要 
育成早熟落花生品種，在品種改良上甚為重要，但由於其地下結果之特性，且為無限

型，使得調查工作不易進行，根椐 Yadava et al (1984)研究結果指出，落花生開花期與生育

期間呈正相關，此一結果或可提供一些訊息。另外 Bear and Bailey (1973)指出，開花期愈早

與越早達到一定開花數目之日數(10~30朵)，為早熟落花生之兩個重要因子，而早開之花和

能發育成莢果之比例亦有關，即愈早開花之品系其飽滿莢及成熟莢數均高。溫度對始花期

有決定性之影響，低溫環境下(19~24℃)所需之始花日數遠多於高溫環境(25~30℃)，各類型

落花生品種並無二致。落花生收穫時未成熟莢果多，會使品質降低，Wynne et al (1973)試

圖以光期來調整開花期及莢果成熟期，結果這些性狀會受光期之影響，另短日照處理之莢

果數較長日照處理者多，而且對莢果之成熟亦有影響，因此，選拔莢果之成熟性時，在短

日照環境下，其效果似較佳。Cahaner and Ashri (1974)利用密植方式，期減少 Virginia type

落花生未成熟莢果，結果成效不彰，產量未提高。 

育成早熟之落花生品種，以避免遭受不良環境影響之減產損失，調節落花生產期或配

合耕作制度，極有必要，惟早熟品種有低產之缺點，故較不受重視。惟根据 Well et al (1991)

探討美國近 50年來所推出之花生品種，皆具早熟之特性，同時其生殖生長與營養生長比率

(RVR)較高，今後花生之品種改良，亦需注重高 RVR之選拔，因此，許多學者認為，落花

生之育種目標應朝育成有限型品種努力。 

落花生由於品種特性關係，且易受溫度、日照、栽培密度等栽培環境及技術之影響，

致育種工作不易進行，惟落花生之 F2飽滿莢等性狀變異範圍大，如能有效克服上述困難，

充分撐握落花生之產量及品質構成要素之遺傳行為，並妥予利用其可供為選拔指標之第 25

朵花開之日數、飽滿莢性狀等遺傳上的變異，並經由精確之選拔，或許能育成具早熟，豐 

產、質優符合生產、加工、消費者需求之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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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之遺傳特性 
魏芳明 

89.06.12 

摘  要 
菊花為僅次於玫瑰之世界第二大切花，1997年透過荷蘭花卉拍賣市場菊花之切花數量

達 13餘億枝，交易金額達七億荷幣，鄰近我國之日本為世界菊花之最大生產國，年栽培面

積為 4,334 ha，產量達 16億餘枝，菊花則為國內最大宗切花生產項目，87年種植面積為 1,642 

ha，產量 4 億 5 仟萬餘枝。近年來，國內外對菊花消費型態丕變，國外適應消費者需求之

新品種不斷推陳出新，國內育種工作極待趕上，為有效達成育種目標，對菊花之遺傳特性，

亦應儘速建立相關資訊。 

一般學術上通常將菊花視為源自數個種之複合種，屬六倍體(hexaploid, 2n=6x=54)。近

代學者針對菊花染色體之研究，發現菊花染色體範圍為 2n＝36~85，大多數中於 54~56，屬

多倍性畸多元體群(polyaneupiold)。菊花除品種間染色體數差異大外，於同一品種之同植株

內或不同植株間，亦常發現染色體數差異情形，由細胞學觀之，菊花體細胞染色體之不穩

定性，導致高變異率，為菊花品種及特性複雜之主因。體細胞染色體變異之因為於有絲分

裂之後期(anaphase)染色體不分離(nondisjunction)，染色體滯後(lagging)或染色體末端粘著

(stickiness)情形，前二者造成染色體數目增減，後者則形成斷片染色體(fragmennt)。具變異

染色體之細胞增殖而形成嵌合體(chimeras)，嵌合體形式則依變異細胞發生的組織位置而有

所不同。 

遺傳研究顯示六倍體菊花不親和性和性屬胞子體型不親和性 (sporophytic 

imcompatibility)為自交不親和之一種，不親和性決定於產生花粉之植株(胞子體)，為遺傳上

限制自交之機制，當柱頭與花粉具有相同之 S 基因時即產生不親和，目前已知菊花至少包

含了三個 S 基因作用其間，且相互間並不完全獨立。惟 S 基因之作用方式尚未明瞭，但環

境因子似乎對自交不親和性有影響，某些菊花品種於不同季節結實率有極大差異(Kawase 

and Tsukamoto 1977; Zagorski 1983)。 

菊花孢子體型不親和性(sporophytic imcompatibility)，質體色素(plasid pignemt)和液泡

色素(vacular pigment)之特性，花型重瓣性及舌狀花花冠縱裂等重要遺傳形質之特性瞭解，

均有助於進行雜交育種時之親本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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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有機介質耕之發展現況與展望 
高德錚 

89.06.19 

摘  要 
蔬果設施栽培採用經濟大規模的無土栽培技術之歷史源自 1970 年代初期的西歐國

家，當時岩棉栽培技術在丹麥及荷蘭地區也已達實用的階段，而比這更早的 1965年間，在

英國查西島地區的居民已開始利用泥炭苔為介質進行作物的栽培。將作物生產從傳統的土

耕栽培發展為無土栽培之原因，主要是希望能避免土壤病害傳染，進而降低土壤消毒成本

與減少溴化甲浣等藥劑之殘毒；無土栽培的優點有：(1)可進行標準化栽培管理；(2)降低土

壤環境改良所需；(3)提高用水效率，減少消耗水量；(4)顯著提高施肥效率；(5)提高產量；

(6)改善品質；(7)減低勞力支出；亦應用於土壤條件不良的地區栽培。無土栽培面積在 1980

年代以後即蓬勃發展以荷蘭為例，該國至 1999年底約有玻璃溫室栽培面積約 10000 ha，其

中蔬菜佔 5,600 ha，花卉佔 4400 ha；其中約有 4,000 ha為無土栽培。若加上比利時的無土

栽培面積則共約 7,000 ha，其中又以用岩棉栽培技術者佔 90%。目前在荷蘭已有 95%的果

菜類，包括番茄、甜椒、胡瓜、茄子等，均以無土栽培系統生產。近年來以泥苔(peat mass)

為主要栽培介質之袋耕技術已逐漸流行中北部山區，農民以進口之泥苔介質包配合點滴灌

溉法進行花胡瓜、番茄、甜椒、辣椒等果菜之栽培全省栽培面積約有 60~80 ha間；由於是

項栽培技術之設施投資費用僅為水耕栽培之 100~120萬元/1000 m2之 60%且農民可自行搭

建。雖然產品之品質不如水耕栽培者，但因栽培過程較粗放，較易為農友採用。本省有機

介質耕遭受之困境有(1)連作三次後蔬果產量下降；(2)連作後有機介質產生鹽類累積，陽離

子交換速率下降；(3)點滴管嚴重阻塞而導致植株生育不良；(4)缺乏專一養液配方及灌溉方

式；(5)有機介質消毒不完全常帶菌；(6)生產者缺乏專業訓練。而未來本省發展有機介質之

方向應(1)積極開發本土化有機介質配方及無菌介質；(2)積極開發本土化有機介質之蔬果栽

培技術；(3)篩選適栽作物種類與品種及建立週年栽培體系；(4)發展自動化管理系統，以擴

大栽培面積及(5)發展密閉式有機質栽培技術，以減少對環境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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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品種開發之研究 
黃勝忠 

89.06.19 

摘  要 
本計畫之目的為利用傳統雜交育種、γ射線誘變育種與基因轉殖等方式來創育新品

種。即利用γ射線來進行菊花花瓣體細胞誘變，經培育選拔出新品種。同時調查菊花在誘

變後花型花色之變化情形，並由相關基因探討其變化原因。在基因轉殖方面，以黃秀芳、

黃精進菊花品種為材料，轉殖 trypsin inhibitor抗蟲基因及蘇力菌殺蟲蛋白基因(cry 1c)。建

立菊花基因轉殖系統，以開發新花型花色、抗蟲抗病之菊花品種。本計畫也利用分子標誌

指紋分析技術，建立菊花 RFLP及 PCR-amplified sequencing指紋分析系統，可供菊花品種

鑑定之應用。 

1.品種開發 

A.傳統雜交育種 

由於多花形菊雜交成功率高於大菊，且花形花色變化較豐富，因此以多花形菊之

育種為主，創育自有品種。例如以 9個多花型菊品種做為父母本進行雜交，選拔得 26

個雜交後代，將繼續進行複選。 

B.誘變育種 

將菊花黃秀芳、黑心黃、荷蘭白及桃姬等品種照射γ射線，結果發現，桃姬品種

得到之變異花瓣數最多，其次為荷蘭白，而黃秀芳突變數最少，黑心黃則未發現任何

突變。本研究獲得紅美人品種有 10 個突變品系，桃姬品種有 2 個突變品系，哈雷品

種有 2個突變品系，目前進行品系觀察評估中。 

2.基因轉殖 

本研究利用農桿菌進行感染菊花瓣培植體，轉形甘藷胰蛋白抑制酵素 (trypsin 

inhibitor)全長 cDNA。培植體在含 paromomycin的篩選培養基上生長。由癒合組織產生芽

體再經誘發根，最後利用組織培養感染成功之誘發體成為植株，供養蟲生物檢定。 

3.品種分子標記標定 

A. RAPD分子標誌 

已建立隨機複製多型性 DNA(RAPD)指紋分析系統，使用 22 條引子分析菊花雜

交後代，這些標誌利用在品種鑑定甚有幫助。此部份之研究報告已發表在台中區農業

改良場研究彙報(2000), 67: 27-36.「利用 RAPD分子標誌進行菊花雜交後代遺傳性之

研究」。及中央研究院植物彙報(Bot. Bull. Acad. Sin.) (2000), 41: 257-262. Genetic 

analysis of Chrysanthemum hybrids based on RAPD molecular markers. 

B. PCR-amplified sequencing 

此外利用菊花品種及雜交後代分析核糖體核酸( rDNA)之內轉錄間隔區( ITS)。以

ITS擴增後進行定序。發現菊花之 ITS區域長約 638 bp，其中 ITS1有 253 bp，5.8S r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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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有 164bp，為 ITS2有 221 bp。不同品種的 5.8S rRNA基因很一致，但在 ITS1與

ITS2區域中會出現氮鹽基的變異。此部分可供品種鑑定專利之用。本研究報告「利用

PCR選殖菊花 rDNA之內轉錄間隔區」欲發表在台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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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光能利用效率之探討 
戴振洋 

89.06.26 

摘  要 
光合作用(photosynthesis)是地球最重要的生物化學過程，綠色植物為太陽能的最先利

用者。一般而言，植物乾物質中 90~95%的有機物是經由光合成過程形成的。可知，提高植

物光能利用效率，將可供給更多的食物與能源。 

光能利用率是指以單位面積上作物產量燃燒所出的能量(R)，與作物生長期中單位面積

上所接受的太陽輻射(或光合有效輻射)量(I)的比值表示；E=R/I。理論上作物的光能利用效

率約 26~28% ，但實際作物的光能利用效率實測值僅在 0.5~1.0%之間，此可能與作物品種、

生理反應、環境條件及病蟲害發生等等，直接或間接影響光能利用效率。作物品種間之葉

片大小、分蘗性是否強弱、葉片的角度等均會影響對光的截取與利用上不盡相同，相對的

其光能利用效率亦有所差異。其次，肥料的類別與用量的多寡，對光能利用將有所影響，

例如玉米葉片氮素含量些微的增加則可明顯的增加光能利用效率上，而大豆則隨葉片氮素

含量的增加僅些許的增加。在磷肥施用量隨著單位面積的磷肥施用量的增加，光能利用效

率亦隨之增加。氣候環境因子的變化對光能利用效率上亦為重要因子，絲瓜的研究光能利

用率時發現其隨著光強度的增加光能利用效率明顯下降，同樣的在馬鈴薯的研究亦顯示光

強度 (15~30 MJ/m2/d)與光能效率呈現負相關 y=-0.15x+5.75，溫度亦有相同的趨勢

y=-0.124x+4.9。 

綜合上述研究可知，欲提高光能利用效率的方法可選擇適合的品種，適度的增加種植

密度，合理的施用肥料與選擇最佳的氣候條件下種植，才能發揮作物的最大的光能利用效

率，以提昇作物的產量，進而增加農產品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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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生真菌在蚜蟲防治上的發展 
廖君達 

89.06.26 

摘  要 
蚜蟲的種類達 4,000多種，是作物的重要害蟲。它會吸食植物的汁液，造成葉片變形、

褪色，所分泌蜜露會誘發黑黴病，限制植物的光合作用，並會傳播數種植物病毒，阻礙作

物生長甚劇。由於蚜蟲的繁殖能力迅速，對經常性使用的藥劑極易產生抗藥性，因此，生

物防治在蚜蟲綜合管理的角色愈形重要。其中，蟲生真菌的研究有其發展的空間。 

學者在自然界發現可導致蚜蟲流行性病的蟲生真菌種類，主要為接合菌綱的蟲霉科

(Entomophthoraceae)的真菌，包括蟲霉屬的 Entomophthora. chromaphidis、E. planchoniana、

E. chromaphidis、E. planchoniana、耳霉屬的 Conidiobolus. Obscurus、C. coronatus、C. 

thromboides 及新蚜蟲疫霉 (Erynia neoaphidis)、圓孢蚜蟲疫霉 (E. radicans)、球孢蟲霉

(Zoophthora radicans)、弗氏新接合霉(Neozygits fresenii)、頭孢霉菌(Cephalosporium lecanii)

等。這類真菌能在數小時內完成感染的過程，孢子能夠主動的由受感染蟲體釋放以傳播，

且較小的劑量就能達成高的致病力，球孢蟲霉甚至能產生休眠胞子以度過不適的環境。然

而，以人為方式引入病原防治蚜蟲始終未能得到良好的成果。而且，量產及儲存的技術未

能突破，致使商品化過程極不順利。 

另一類屬於不完全菌亞門(Deuteromcotina)，線菌綱(Hyphomycetes)的蟲生真菌，包括

了白殭菌屬 (Beauveria)的白殭菌 (B. bassiana)、卵孢白殭菌 (B. brongniartii)、黑殭菌屬

(Metarhizium) 的 黑 殭 菌 (M. anisopliae) 、 擬 青 霉 屬 (Paecilomyces) 的 赤 殭 病 菌 (P. 

fumosoroseus)、黃殭病菌(P. farinosus)及幹枝孢屬(Verticillium)的蠟蚧幹枝孢菌(V. lecunii)

等對於蚜蟲也具有感染力。這類真菌可以大量的製造，儲存時間較長，能同時對數種蚜蟲

致病。已有商業化產品如白殭菌的 Botanigard
®
、Mycotrol ES

®
、Naturalis O

®
，赤殭病菌

的 PFR-97
®
及蠟蚧幹枝孢菌的 Vertalec

®
相繼登記上市，並在田間應用的效果已獲得證實。

缺點在於蚜蟲需要直接接觸孢子才可致病，且致死時間較長，需要重複施用，對蚜蟲的捕

食性或寄生性天敵亦有致病力。 

蟲生真菌孢子的萌芽及產孢過程，需要溫度及高溼度的完美配合，因此，蟲生真菌應

用的成功案例多數使用於溫、網室及菊花的蚜蟲防治。如何篩選高致病力、對環境條件適

應性較佳的品系、改進製劑的配方及噴灑的技術、或以生物技術改良真菌品系等，將是繼

續努力的目標。此外，瞭解病原— 寄主— 環境三者間的相互關係，仍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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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氧在植物病害發展上所扮演之角色 
陳俊位 

89.07.10 

摘  要 
氧是生物體賴以生存必要分子，也是植物行光合作用之副產物，氧分子或其它分子其

價殼通常具有成對電子時較為安定，但有時存在於含一個單一電子或一個以上單電子時，

這些分子都叫自由基；含自由基之分子本身具有高能量，可與甚多分子作化學反應，使之

破壞與分解。正常氧原子周圍有八個電子圍繞，如果同一軌道中存在兩個互相排斥的電子，

就會各自繞著軌道前進，因而形成“不對稱電子”，這種帶有不穩定電子的氧自由基，稱

為活性氧(或激活態氧；active oxygen species, AOS；active oxygen, AO)，其攻擊性強、不安

定和喜歡搶奪正常細胞的電子，而被侵害的細胞會再去搶奪別的正常細胞的電子，於是形

成一連串氧化連鎖反應。這些活性氧主要的種類有超氧自由基(superoxide anion radical, 

O2
-)、過氧化氫 (hydrogen peroxide, H2O2)、?基或氫氧自由基(hydroxyl radical, OH)和單項

氧(singlet oxygen, 1O2)。 

而在植物與病原菌之交互作用上，主要可分為親和性及不親和性反應，前者常導致植

物罹病，後者則誘發植物防禦反應的進行，在此過程中，由植物與病原微生物相互接觸認

知起始，植物細胞經誘發產生防禦信號傳遞至細胞核，刺激細胞核內基因對應生合成防禦

物質，終而導致抗病作用。在過敏性反應中有些快速過程之特性似乎包含了最初活化原已

存有之物質而非改變基因的表現，其中一項便是 AOS顯著地被釋放，稱之為氧化爆起作用

(oxidative burst)，此種對病原菌或誘導原(elicitor)的反應可在多種單子葉或雙子葉植物上觀

察得到(如水稻、大豆、煙草及赤松)。AOS 為一有毒之中間產物其源自於氧分子在還原過

程中的連續性電子傳遞步驟，在植物與病原菌的交互作用中，明顯可偵測到的種類有超氧

自由基(superoxide anion O2
-)、過氧化氫 (hydrogen peroxide, H2O2) 和?基或氫氧自由基

(hydroxyl radical, OH)，目前已知多數植物與病原菌交互作用中氧化爆起作用與過敏性反應

有著關聯性，因此其在植物抗病性上可能扮演一重要角色。 

藉由 G 蛋白質的作用使得誘導原接受子與 AOS 結合，緊接著鈣離子通道打開而增加

胞內鈣離子含量且活化 kinase蛋白質，進而由磷酸化作用來活化膜上 NAD(P)H oxidase。再

者，佔據誘導原接受子可以一未知之機制刺激膜上過氧化酵素而合成 O2
-，O2

-進一步反應

形成可通過細胞膜的 H2O2，O2
-和 H2O2皆可殺死病原菌，而 H2O2另一方面亦能氧化細胞壁

蛋白質的橫向連結與調控寄主基因表現。 

在探討植物與病原菌交互作用時，期間氧化爆起反應的主要問題為是否限制病原菌生

長時氧化爆起反應扮演一決定因子，或過敏性反應期間產生 AOS僅是代謝改變的結果，雖

目前證據有限，但有些研究指出 AOS可直接減少病原菌的存活能力，AOS的毒質及其衍生

物可能造成寄主細胞在過敏性反應期間死亡，氧化爆起反應似乎在植物受到病原菌攻擊

時，增加其細胞壁強度上扮演一新的角色，此外 AOS可作為訊號中間物質以誘發合成植物



 33

防禦素。AOS 可調控植物防禦素累積之機制與其他胞內防禦相關之改變，潛在性調控分子

GSH、GSSG及其衍生物調控基因之表現會受 AOS量的增加而影響，AOS與脂質經由非酵

素反應而產生之脂質過氧化，其為合成茉莉香酸(jasmonic acid)之先趨物質，目前已知茉莉

香酸在過敏性反應期間可調控數種防禦相關基因表現，與 AOS相關之脂質過氧化可能會增

加其 phospholipase和 lipoxygenase產生之酵素路徑。 

綜合上述，AOS 在植物病害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與細胞壁蛋白鏈結、脂質過氧化作

用、植物抗菌素的產生，與水楊酸的累積以產生誘導性抗病等之關係密切，其出現可能促

進細胞壁蛋白質的交互鏈結、抗病相關基因的誘導、植物抗菌素(phytoalexin)的產生和過敏

性反應的發生。所以其在植物防禦病原上扮演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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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產品共同運銷辦理概況 
陳世芳 

89.07.10 

摘  要 
共同運銷就是合作運銷，生產者本著合作精神，利用農民組織的力量，在產地將產品

集合成一經濟運銷單位，運銷到消費地市場銷售的一種方法。共同運銷一般可分為收買運

銷制、委託運銷制、普林運銷制(廖武正，1995)。輔導農民團體辦理農產品共同運銷，就是

解決農民農產運銷問題的方法之一。農民團體辦理共同運銷以毛豬、果菜類、花卉為主，

農民團體辦理毛豬共同運銷已逾四十年，從 77年至 87年毛豬共同運銷頭數很穩定的成長，

到 85年時運銷頭數最多有 714萬頭，自 86年後因口蹄疫病及離農離牧政策使運銷量銳減。

且共同運銷在市場佔有率一直維持在 60%以上，85年還到達 87%之多，係農產品共同運銷

中最具規模，最有制度的產品。果菜共同運銷自民國六十二年開始由三級農會辦理，近十

年來蔬菜共同運銷量佔批發市場總交易量，雖有成長不過只維持在 16%~17%左右，青果共

同運銷僅停留在 10%左右，成長都很緩慢。綜觀目前共同運銷業務發展速度緩慢，不能成

為市場貨源主流，就農產品共同運銷現存整體性問題來探討：1.農民缺乏共識。2.市場交易

制度不健全。3.農民團體欠缺主動。4.果菜過度集中台北市場(吳明敏、許漢卿，1992、李

金龍，1993)。共同運銷之農民團體與批發市場間互動的特性為顧客關係，農民是否有意願

參與共同運銷與批發市場拍賣價格高低，是絕對的關鍵因素。根據農產運銷界各專家所提

解決共同運銷問題，今後仍需繼續重視與改進方向：1.對辦理共同運銷之農民團體實施考核

與獎勵。2.輔導農民團體訂定產銷事業計畫。3.鼓勵拓展供應高雄市及省內市場。4.教導農

民重視及徹底做好分級包裝工作，一方面提高價格，另方面亦可減少損耗。5.貫徹統一計價。

6.農會應有適當運銷人才的配置。7.對重要蔬菜種類應由批發市場與農民團體建立供應契

約，同時給予某種程度的保證價格，以穩定供給。 

參考文獻 
1. 李金龍 1992 我國農產品共同運銷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農產運銷季刊 90: 1-11。 

2. 吳明敏、許漢卿 1992 果菜共同運銷與批發市場 農產運銷季刊 91: 5-10。 

3. 吳昭其 1994 果菜共同運銷作業、分級包裝及市場交易改進加強配合要領 果農合作 564: 

24-29。 

4. 郭怡君 1993 農產共同運銷策略研究---談加入 GATT 後對農業部門之衝擊及因應策略 萬能

學報 15: 277-293。 

5. 廖武正 1994 共同運銷與批發市場互動關係 農產運銷季刊 100: 1-6。 

6. 黃顯倧 1994 台灣主要產地果菜批發市場農民通路選擇決策之研究 中興大學農業經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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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黃昭瑾 1992 台灣地區果菜批發市場供應人主要運銷通路選擇之分析 中興大學農產運銷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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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穀粒品質在成熟間之變動 
林再發 

89.07.17 

摘  要 
為瞭解水稻不同良質米推薦品種在成熟期間穀粒品質的變動，調查成熟期間穀粒乾

重、碾米品質、糙米外觀、穀粒性狀及白米理化性質之變異，藉其與最大乾物累積期(time of 

maximun grain dry matter accumulation, Tmax)和穀粒含水率間之關連，尋求以穀粒特性為指

標，作為判斷良質米收穫適期之參考。 

一、各品種到達 Tmax (最大乾物累積期)之時間，介於開花後 22~31 天，其中以台中秈 10

號最早(22天)，越光最晚(31天)。此時品種及期作間的穀粒乾重有顯著的不同，品種與

期作間有顯著交感作用存在。顯示到達 Tmax時之穀粒乾重為一品種特性，且受期作的

影響。 

二、到達 Tmax (最大乾物累積期)後，穀粒性狀及白米理性質，普遍變動不大；而碾米率及

白米率在秈稻台中秈 10號則有顯著增進，其它梗稻品種的變動則不顯著；至於未熟粒

率及整粒率，除了越光在到達 Tmax時已固定外，其餘品種約在開花後 31~34天才穩定，

其在品種及期作間差異顯著，且品種與期作間有顯著交感作用存在。顯示到達 Tmax

時，碾米品質的變動亦為一種品種特性，且在期作間有不同的表現。 

三、各品種到達 Tmax (最大乾物累積期)時的穀粒含水率介於 24~30%之間，但此時除越光

之碾米品質已固定外，其餘品種仍有變動，須待穀粒含水率降至 20~27%時，各品種碾

米品質才會穩定，亦即穀粒品質在此穀粒含水率應已固定。基此推論本試驗之品種的

穀粒含水率分別是，越光及台? 8號為 24~26%、高雄 142號為 25~26%、台? 9號為

22~27%及台中秈 10號為 20~23%時應可收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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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鈞、郭華仁、邱淑芬 1980 一、二期水稻發育中穀粒乾物質之累積與充實特物 科學發展

月刊 8: 414-427。 

3. 宋勳 1976 台灣長秈稻品質之探討 台灣農業季刊 12: 98-105。 

4. 宋勳 1979 稻米品質劃分之可行性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新 2: 26-31。 

5. 林秉溱、林禮輝、周添新 1971 稻米品質特性研究(I) 農業研究 20: 31-41。 

6. 侯福分、洪梅珠、宋動 1988 土壤質地對稻米品質之影響 宋勳、洪梅珠(編) 稻米品質研

討會專輯 p.232-241 台灣省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彰化。 

7. 洪梅珠、宋動 1988 胚芽米品質之研究 I.穀粒性狀、收穫期及稻谷水分含量對胚芽米品質

之影響 宋勳、洪梅珠(編) 稻米品質研討會專輯 p.249-258 台灣省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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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8. 莊商路、鄭義雄、林深林 1978 水稻不同成熟度收割對產量、米質及發芽率之影響 台灣農

業季刊 14: 54-82。 

9. 曾東海、鄧耀宗 1984 水稻粒型對稻米品質之影響 中華農業研究 33: 95-108。 

10. 曾美倉、劉清、許庭榮、劉安妮、曹紹徽 1996 稻穀水分含量及乾燥方法與碾製脫穀的關

係 中華農學會報新 174: 12-27。 

11. 劉慧瑛、林禮輝、宋勳、洪梅珠 1988 台灣稻米之化學性質及其與食味品質關係之研究 中

華農業研究 37(2): 177-195。 

12. 廬虎生 1999 溫度對水稻穀粒充實發育及稻米品質的影響 楊純明(編) 環境與稻作生產 

p.106-119 台灣省農業試驗所、中華農業氣象學會 台中。 

13. 盧訓、宋勳、吳淑靜 1988 栽培環境及品種對稻米碾米品質與理化性質影響之研究 宋勳、

洪梅珠(編) 稻米品質研討會專輯 p.189-198 台灣省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彰化。 

14. 賴光隆、戴國興 1981 水稻穀粒發育之生理及生態學研究 1.穎花及穎果生長過程之觀察 中

華農學會報新 115: 19-32。 

15. 顏吉甫 1983a 稻穎果發育與幼苗優勢之研究 1.稻穎果發育初期形態學之觀察 農藝彙報 6: 

1-6。 

16. 顏吉甫 1983b 稻穎果發育與幼苗優勢之研究 2.稻穎果發育初期澱粉蓄積之變化 農藝彙報 

6: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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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生產的重要性 
洪梅珠 

89.07.31 

摘  要 
稻米、小麥及玉米是世界三大主要糧食作物，三者提供 50%以上人類所需的熱量來源。

栽培面積以小麥占第一位，稻米其次，玉米占第三位。但就人類的食用率而言，以稻米占

第一位，小麥其次，玉米占第三位。稻米不但提供人類所需的熱量，亦提供蛋白質，雖然

稻米的蛋白質含量不是很高，但與其他穀類比較，具有較優良的蛋白質品質，同時稻米亦

提供維他命、礦物質及纖維等。全世界九成以上的稻米種在亞洲，亞洲人的稻米消費占全

世界總消費量的 90% 以上，可見稻米是亞洲重要的糧食作物。 

如果你胖了，不要老是歸罪於”飯”，這對飯是不公平的，一般而言，世界上吃麵包的

民族比吃飯的民族胖，相反地，如果你想減肥，建議你吃飯，因為吃飯可以給人飽足感，

自然不會再想去吃些高熱量的零食，這對瘦身是有幫助的。 

消費稻米，種植水稻亦具有生態性的機能，可以涵養地下水源、調蓄暴雨洪水、減低

下游排水尖峰流量、淨化水質、防止土壤沖蝕、調節微氣候、洗鹽及提供水鳥庇護、繁殖、

覓食的場所，同時可以作為自然解說的自然教室，讓都市的小孩了解自己所吃的飯是怎麼

來的，兼具有文化教育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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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2. 台灣省政府糧食處 1999 台灣糧食統計要覽 p1-98. 台灣省政府糧食處編印。 

3. 張惠真 1991 米飯的營養及其重要性 台中區農推專訊 1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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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鄭心嫻、詹惠婷、鄧耀宗、謝明哲 1994 不同穀類為醣類來源對高膽固醇血症大白鼠脂質代

謝之影響 中國農業化學會誌 32(6): 575-588。 

7. 鄭心嫻、謝明哲、朱哲輝 1991 白米、糙米及添加聚糊精的白米飲食對青年男子代謝的影響 

中華營誌 16(3.4): 157-175。 

8. Eggum, B.O. 1979 The nutritional value of rice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cereals. P91-111. In: 

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on chemical aspects of rice grain quality. Int. Rice Res. Inst., Los 

Banos, Laguna, Philippines. 

9. Juliano, B. O. 1985. Prod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ice. P.1-16. In: Rice: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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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之脫澀 
廖萬正 

89.07.31 

摘  要 
柿在本省栽培面積約為 1,400餘公頃，年產量為 15,000 tons，栽培品種為：新竹、苗

栗為石柿，可作「柿餅」；中部四周柿可作「軟柿」；嘉義、苗栗之牛心柿可作「浸柿」。

進年來在各地興起種植甜柿之風潮，品種主要為「富有」、「次郎」。 

柿可分為澀柿及甜柿，又可因種子之有無再細分為不完全甜柿及不完全澀柿。臺灣地

區所生產之石柿、四周柿及牛心柿等皆為澀柿，需要脫澀後才可食用，脫澀之原理為將可

溶性單寧聚合轉變為不可溶性單寧。脫澀方法為：酒精脫澀法、二氧化碳脫澀法、溫水脫

澀法、石灰水脫澀法、放射線照射法、冷凍法、催熟脫澀法、乾燥法。其脫澀機制則為 

二氧化碳→無氧呼吸→糖酵解→ Pyruvic──→EtOH──→Acetaldehyde 
而乙醛能固定單寧，而使柿果脫澀。 

一、柿果脫澀  

脫澀原理：將可溶性單寧聚合轉變為不可溶性單寧。 

脫澀方法：酒精脫澀法、二氧化碳脫澀法、溫水脫澀法、石灰水脫澀法、放射線照射

法、冷凍法、催熟脫澀法。 

脫澀機制假說： 

1.乙醛假說 

2.滲透性脫水 

3.果膠分子 

4.其它 

二、CO2脫澀機制  

CO2─→無氧呼吸─→糖酵解─→Pyruvic──→EtOH──→Acetaldehyde  

三、乙醛假說之證據  

1.柿果脫澀時會累積大量乙醛和酒精。 

2.單用乙醛處理可使柿果脫澀。 

3.二氧化碳比氮氣脫澀更有效，且累積較多之乙醛。 

4.有氧呼吸抑制劑亦可使柿果脫澀。 

5.乙醛可使離體外之單寧發生凝膠。 

四、果膠分子假說之證據  

1.經 massage處理可使果實脫澀。 

2.柿果在軟化、完熟過程中，其澀 味會消失。 

3.單寧抽出液可與可溶性果膠作用，降低澀味。 

4.不同冷凍速度對柿果脫澀程度不同。 

PDC ADH 

PDC A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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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滲透性脫水假說之證據  

1.柿果脫澀時硬度下降。 

2.柿果脫澀時結合水上升。 

3.柿餅製作前毋需脫澀處理，經加工後即可脫澀。 

酒精脫澀時會造成 polysaccha- rides 的斷裂，細胞間的自由水會和親水性斷裂結合，

造成滲透壓上升，造成脫水(dehydration)進而使柿果脫澀。 

CO2脫澀會造成細胞的 pH發生改變，造成離子梯度，K+外滲增加，果肉滲透壓增加，

同時伴隨水解酵素增加，使 polysaccharides 水解，促使水分外移，造成脫水使單寧聚合而

脫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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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to, S. 1971. The persimmon. pp.281-302.In:A. C. Hulme(ed.) The Biochemistry of Fruits and their 

Product. Vol. 2.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5. Kitagawa, H. 1969. Studies on the removal of the astringency and storage of Kaki (Orinetal 

persimmons) V. A relation between removal of the astringency and acetaldehyde formation during 

the warm water treatment for removal of the astringency. J. Japan Soc. Hort. Sci. 37:379-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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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unds and soluble tannin of the fruits in the course of removal of astringency. J. Japan 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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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tsuo, T. and S. Ito. 1978. The chemical structure of kaki-tannin from immature fruit of 

persimmon (Diospyros kaki L.). Agric. Biol. Chem. 42: 1637-1643. 

8. Tamura, F., K. Tanabe, A. Ital, and m Hasegawa. 1999. Characteristics of acetaldeh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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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immon fruit. J. Japan Soc. Hort. Sci. 68: 1178-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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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木本果樹之重要真菌性立枯病害 
黃秀華 

89.08.07 

摘  要 
在本省一些木本果樹發生生長衰退，葉片黃化、落葉，植株萎凋而終至枯死之現象。

地上部病徵可大別為兩類。其一，植株慢慢出現生長衰弱，葉片稀疏、黃萎、落葉情形，

罹病株約一、二年後死亡，稱為慢性立枯(slow decline)。其二、得病果樹出現急速萎凋現象，

葉片迅速黃化或褪色乾枯，於一至二月內死亡，死亡果樹之葉片與果實並不立即脫落，可

以留在枯樹上數月，稱為急性立枯(quick decline)。經分離、鑑定及柯霍氏法則，已確知真

菌性立枯病害之病因者包括：1.疫病菌(Phytophthora species)引起之柑橘、枇杷裾腐病與根

腐病，及酪梨根腐病。2.經濟果樹褐根病(brown root rot): Phellinus noxius引起，果樹寄主已

發現 18種，包括龍眼、荔枝、番荔枝、山刺番荔枝、枇杷、梅、桃、櫻桃、梨、柿、楊桃、

葡萄、蓮霧、愛玉子、蘋婆及波羅蜜等。P. puntatus危害梨樹與枇杷。3.白紋羽病 Rosellinia 

nectrica引起寄主有枇杷、茶、桃、櫻桃、梨、菩提、葡萄、蘋果等八種。4.澳洲胡桃根腐

病：由 Ganoderma lucidium與 Kretzchmaria clavus引起。上述幾種病害，主要發生的生態

條件為：適溫高濕、土壤酸性、貧瘠易發病。年度降雨較多時，發病頻繁，病菌侵入植物

根系，須很強之營養基質。病害主要靠根系接觸、病苗或病土傳播。重植區、新墾殖區之

植株殘根，如果未經清除，易又發病。防治方法為勿栽培根部帶菌之苗木、使用抗病砧木、

化學藥劑治療、以及施用尿素、有機質、鈣化合物，以滅菌、增加植株抵抗力，並增高土

壤之酸鹼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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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hern, L. L., Ann, P. J., and Young, H.R. 1998.Foot and root rot of loquat in Taiwan caus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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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與農業 
陳令錫 

89.08.07 

摘  要 
當你獨自來到陌生地方，你將如何知道目前身處何處？傳統方法為觀察附近地形地

物，配合地圖和指北針定出位置。自從美國國防部在 1993 年 6 月完成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建置之後，你有新的選擇。 

GPS全球定位系統全名為 NAVSTAR GPS為 NAVigation Satellite Timing And Ranging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之簡寫，以衛星為基礎的單向電波導航系統，由圍繞地球上空 24

顆人造衛星、地面監控站和使用者的接收儀等三部份所構成。24顆衛星分布在 6個軌道面，

距地面高約 20200 km，約每 12 hrs環繞地球一周。此種佈置方式有助於在地面上隨時有 4~10

顆衛星在當地天空中，達到全天候隨時定位的便利目的。GPS 衛星利用微波(microwave)廣

播定位訊號，微波具有穿透性佳，不會被大氣層所吸收或反彈的特性，同時間至少要有 4

顆衛星在空中有良好的幾何分佈，接收儀接收此等訊號才會有良好的定位效果。GPS 定位

精準的關鍵是精確的衛星時鐘和時間量測技術，其定位原理為利用衛星廣播之微波訊號時

間與接收儀接收時間之時間差與微波速度相乘求出距離，再用三角關係由 4 個衛星距離的

己知值，求出經度、緯度、高度和時間誤差等 4個未知值而完成定位。 

目前地球的衛星定位有二大系統：GPS 及 GLONASS(Global Orbiting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後者由蘇俄發射。其區別為 GPS 的 24 顆衛星使用相同頻率，用不同的

ranging code pattern來識別衛星編號；GLONASS使用不同頻率以識別衛星編號，僅用一種

ranging code。 

GPS的接收儀為一種感測元件，測量出來的位置資訊提供 GIS (地理資訊系統)、RS (遙

感探測)應用，將地面位置及屬性資料建成資料庫，以進一步分析展示，完成導覽、導航、

決策支援、專家系統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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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菖蒲種球生產及小球莖休眠生理之研究 
蔡宛育 

89.08.14 

摘  要 
冬季以 No. 3中等球生產唐菖蒲切花也可兼產種球，切花採收後約 4週以前為最適採

球期，可得 No. 2及 No. 3球莖。若延遲到 6或 8週採收，球已達 No. 1以上，且產生小球

莖採收不易之問題。採收切花時，留四片葉在莖上，切花長度適中，亦有利球莖生產。一

般歐美採收方式(即保留 3、4、5 片葉)，則可保留 73%之葉面積，球莖產量達 83%，小球

莖之產量幾乎可達對照組的 100%，故理論上，留葉片愈多(剪花高度愈高)，愈有利於結球

(Wilfret and Raulston, 1974)。 

小球莖種下後隨栽培日數增加，原種下的小母球(mother cormel)及其上的吸收根，逐

漸萎縮，養分主由葉部製造及牽引根吸收。地上部莖葉重量起初一直增加，但長出所有葉

片後，地上部乾鮮重逐漸減少。而牽引根重量變化與莖葉有同樣的趨勢，日後會逐漸萎縮

呈纖維狀。種下後莖葉基部逐漸膨大，形成子球莖。植株長出二片葉後，子球莖與母球莖

間鞘葉節上已可見走莖(stloln)小芽體產生，尖端會漸肥大，形成小球莖。分析小球莖之葡

萄糖、蔗糖及澱粉含量：子球莖及小球莖以澱粉為主。在牽引根，三種醣類之含量均很低(皆

不到乾物重的 1%)。在子球莖內，澱粉含量隨養球時期增長而有逐漸上昇的趨勢，種植後

163天可累積至佔乾物重約 40%。 

依休眠的深淺可將球根作物分為三類(De Hertogh 1974; Rees 1972)：1.百合型休眠如百

合及唐菖蒲。2.鬱金香型休眠如鬱金香、風信子、水仙。3.不具生理性休眠之球根如鳶尾。

打破球莖休眠常用的方法：1.利用溫度處理。2.利用化學藥劑、熱水及去殼處理。3.利用生

長調節劑。一般而言，去殼及 BA (200 ppm)浸泡兩小時處理可有效的提早小球莖之萌芽率，

而 45℃熱水浸泡兩小時和 GA3 (200 ppm)浸泡處理兩小時反而抑制其萌芽，硫酸(3%)處理效

果不佳，而 Ethrel可促進休眠度深的小球莖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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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ill, A .S. P., M. S. Aulakh and L. Paswan 1986 Studies on the corm production of gladiolu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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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inzburg, C. 1973 Hormonal regulation of cormel dormancy in Gladiolus grandiflorus J. 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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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豆營養與健康 
張惠真 

89.08.14 

摘  要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成長，人們生活品質提昇，飲食文化早已由如何吃的飽進而求如

何吃得好、吃得健康。在衛生署國民飲食指標中特別指出「均衡攝食各類食物」，許多營

養專家亦提出相同的論點，都以「每日應由六大類食物中攝取均衡的營養」、「吃各種類

的食物」等為飲食與保健重點。 

科學家為了使我們能用一種方法就可以確實吃到各種營養素，所以將食物加以分類，

把營養功能相近的食物歸在一起，成為一大類，總共把食物分成為六大類，使我們可以用

簡單的方法，每天從各類食物中選擇二到三樣來吃，就可以獲得身體所需的營養素，而不

用靠價錢昂貴的補品、藥劑或山珍海味來保健。這六大類基本食物包括：(1)五榖根莖類，

(2)奶類，(3)蛋、豆、魚、肉類，(4)油脂類，(5)蔬菜類，(6)水果類。其中之豆類主要指富

含植物蛋白質的大豆亦是我們俗稱的黃豆。 

中華民族是最早認識黃豆、利用黃豆的民族，根據明朝李時珍之「本草綱目」的記載，

在西漢淮南王發明豆腐的製造，可知吃黃豆的歷史至少有二千多年了。我們祖先把黃豆直

接加工成好多種好吃的黃豆食品，例如豆漿、豆花、豆腐、豆乾、油豆腐、豆皮、素雞等

等，又利用發酵的技術發展出豆腐乳、豆豉、及調味料用的各種醬料，如豆瓣醬、醬油等

等。其中代表性之一的豆腐，自古以來便被認為是營養豐富的食品。因為我國是以農立國，

畜牧業並不發達，養豬飼雞鴨多以家庭副業方式來經營，蛋白質食物的來源並不多，卻沒

有嚴重的蛋白質缺乏的問題？有人說是因為拜「吃豆腐」所賜。由於豆腐價格低廉，所以

有人就把這種含蛋白質的食物稱為「窮人的肉類」，成為物美價廉的植物性蛋白質與油脂

的來源。許多素食者不吃魚、肉，甚至奶、蛋也不吃，他們每天所需的蛋白質大部分都由

黃豆及其製品獲取。因此黃豆亦常被稱為「由農地長出來的肉」。 

雖然黃豆被稱為「窮人的肉類」或「由農地長出來的肉」但在今日肉類豐盛的情形下，

為何還標榜黃豆的營養與重要性呢？因為動物性食物中的蛋白質雖確實為良質蛋白質，但

是，其內的脂肪含量亦相當高，吃多了體重會增加，同時脂肪中的飽和脂肪酸的含量高，

多吃時血液內膽固醇和三酸甘油脂會增加，容易造成高血壓、血管栓塞等現代病。因此每

日飲食指南中希望蛋白質來源至少有一份是從豆類獲得。 

內含具藥效的微量物  

許多研究人員發現，我們每天所吃的自然食物中，內含多種微量成分且具有藥理的作

用，其中黃豆是最具代表性的食物之一。 

研究指出，黃豆不但含有許多重要的營養素，包括蛋白質、油脂、醣類、維生素、礦

物質，以及現代人的飲食中比較不夠的食物纖維質及卵磷脂。而且最近研究人員報告，黃

豆還含有一些具有藥效的微量物，例如有減肥作用的皂素、對於感冒引起的筋骨酸痛有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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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作用的「葛根」、含有降低血液膽固醇作用的植物固醇，及含有抗氧化而預防老化作用

的維生素 E，同時，黃豆的油脂中也含有對血小板凝聚力具有抑制作用，及對血管硬化有

預防作用的亞麻酸(linolenicacid)，這種脂肪酸亦被發現與免疫有重要關係。 

含良質的植物蛋白質  

黃豆中所含的蛋白質量高達 38~40%，不僅含量豐富，而且品質良好、易消化，所以

被歸類為良好的植物蛋白質來源。1981~1987年已經有多位研究人員(Wolfe, Mereer等)報告

黃豆蛋白本身有降低血液膽固醇濃度的作用，這是吃黃豆或黃豆食品的另一項好處。 

含大量不飽和脂肪酸  

黃豆含有 17~20%的油脂，而其脂肪酸的組成分別是油酸(單元不飽和)24%，亞油酸(多

元不飽和)54%、亞麻酸(多元不飽和)7%及飽和脂肪酸 15%，這些脂肪酸以不飽和居多，高

達 85%的含量，對血管膽固醇濃度有降低的作用，而且其中的亞油酸與亞麻酸的比例相當

接近身體內凝血與溶血所需要比例，其它的液體植物油大多數含亞油酸而缺少亞麻酸，所

以黃豆是一種具有特色的油脂。 

黃豆纖維有利調節血糖  

黃豆含有 25%左右的醣類，但都不是澱粉的型態。而是多醣類的纖維質、半纖維素，

以及寡醣類的五碳醣。這些醣類對糖尿病患者有提高葡萄糖耐受性的好處。科學家(包括 Tsai, 

1983年及 Taper, 1988年等)證實黃豆的纖維質有利於調節血糖，即使攝取量在 25~30 g，也

不影響礦物質的吸收。估計每 100 g的黃豆大約含有 5 g的纖維質，如果每天吃一點熟黃豆

(約二湯匙左右)，不但不影響礦物質的吸收，而且可以獲得一些食物纖維質及多種良好的營

食成分，對於預防糖尿病、肥胖症都有好處。 

黃豆的營養價值這麼高，但是國人吃黃豆的習慣多在於吃加工後的黃豆，例如大豆沙

拉油、豆漿、豆腐、豆乾等，就營養觀點來看，有怎樣的差別呢？黃豆富含大多數水溶性

和非水溶性的蛋白質。做成豆漿後，保留大部分的水溶性蛋白質，30%的非水溶性蛋白質

則留在殘渣中供動物食用。而豆腐、豆皮等都是從豆漿製成的，損失情形類似於豆漿。因

此建議大家多攝取含有良質蛋白質、油質、礦物質、維生素及纖維質等非常完全營養的全

粒黃豆。 

國內醫學博士董大成教授早年即開始提倡天然主食黃豆糙米飯，是一種營養均衡的天

然主食。其他整粒黃豆的吃法如：黃豆海帶燉排骨、紅燒黃豆、筍豆、煮甜黃豆等等，都

是一種不錯的嚐試。總之，對現代人健康而言，每日從六大類食物中攝取均衡的營養，其

中將全粒黃豆及豆類製品上桌，適量的攝食它是絕對有益處得的，值得我們嚐試。 

參考文獻 
1. 膳食營養學 1980 宋申蕃、林蘊玉、張作櫻 國立編譯館出版 環球書社印行。 

2. 黃豆營養與健康研討會 1999 美國黃豆協會。 

3. 營養學精要 1983 黃伯超、游素玲 台北市合作書刊出版社印行。 

4. 怎樣營養一生 1995 陳潤卿 文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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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貯型種子壽命之預測 
陳裕星 

89.08.21 

摘  要 
種子之貯存壽命一向是許多學者深感興趣的課題，然而因為作物種類不同、種子組成

成份不同(如油脂、蛋白質、澱粉等)以及採收後處理與貯藏條件不同，因而沒有一個通用的

方程式可被用來預測種子的壽命，僅有一些簡單的通則可用來判斷。例如 Grove (1917)所提

出之’Time-Temperature formula’： 

T = a – b log z                        (1) 

(T: temperature, z: storage period, a, b: constants) 

他認為種子壽命的對數是溫度的函數，貯存溫度越高，種子壽命愈短。而種子水份含

量越高，種子壽命亦愈短，並且，溫度和水份對種子壽命的影響，並沒有交感作用。Hutchison 

(1942)則指出，種子水份含量在介於 5%~15%間時，和種子壽命可能存在對數關係。

Harrington (1963)亦提出兩個簡單的定律(Rule of Thumb)： 

1. 種子水份含量每降低 1%，壽命增加一倍。 

2. 貯存溫度每降低 100F，壽命增加一倍。 

Roberts (1973)則歸納種子對乾燥之反應，將種子分為正貯型與異貯型二類。凡種子能

被乾燥至 3~5%水份含量，且無損種子壽命為正貯型種子。反之，種子被乾燥至低於 20%水

份含量即喪失活力為異貯型 (目前已知若干異貯型種子須維持水份含量高於 40~50%)。

Roberts 並觀察分析前人之研究數據提出，種子隨貯存時間增加而死亡之頻率為常態分佈，

而常態分佈可用變積分析(probit analysis)來處理(Finney, 1971)，當縱座標(存活率)以機率

(probability)尺度表示時，存活曲線為一直線，此直線可用下列式子表示： 

v = Ki – P (1/s )                          (2) 

其中 Ki 為種子之啟始活力(probit 值)，s 為死亡頻率之標準偏差(亦即種子發芽率由

84.1%降到 50%或由 50%降到 15.9%所需之時間)，v為種子在貯存 P時間之後的存活率。此

外，常態分佈之特性為左右對稱並且其分怖之標準偏差(s )不會因曲線的頻度變化而改變，

因此可用來評估種子壽命。由圖 2經幾何推演可得 

s  = Ks  * P50                           (3) 

Ks 為一常數，這表示死亡頻率之標準偏差(s )與 P50之比例固定，亦可用來估計在某貯

存條件下之種子壽命，且不需考慮種子之啟始活力。 

在變積分析中(probit analysis)，50%之值為零，84.1% (約略值)為一個標準偏差(s )，如

此，式 (2) 可改寫為： 

P50 = Ki *s                             (4) 

P50代表種子由採收後之發芽率降到 50%發芽率所需之時間。由前人研究得知，種子壽

命的對數是溫度的函數，因此，改寫 ’Time-Temperature 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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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z = (a - T) / b                  (5) 

Log s  = Km – C1 t                    (6) 

同理，種子壽命的對數亦是水份含量的函數 

Log s  = Kt – C2 m                    (7) 

合併式(6)及(7) 

Log s  = Kv – C1 m – C2 t              (8) 

而依 Hutchison 之推論，種子水份含量和種子壽命可能存在對數關係，因此： 

Log s   = Kv – C1 log m – C2 t              (9) 

依據 Q10 之關係，在不同溫度下，種子之死亡速率與溫度略成拋物線(或指數)型式，

因此再修正式 (8)： 

Log s  = KE – CW log m – CHt – CQt2          (10) 

合併式(4) 

Log P50 = log Ki + KE – CW log m – CHt – CQt2      (11) 

其中，KE 為特屬某品種之常數，CW為該品種種子壽命對水份反應之係數，CHt – CQt2 為

種子死亡速率隨溫度之變化值 Q10。如此，若能得知種子活力係數 KE、CW及 CH、CQ，則

對任一批種子，不論其啟始活力(Ki)如何，皆可預測其在某貯存條件下之壽命。一般而言，

富油脂種子其 CW值(約 2~4)較澱粉質種子(約 4~8)為低。這表示在相同之貯存條件下，富澱

粉質種子壽命較短。而許多正貯型林木種子之 CW值約在 2~5之間。 

目前已求知種子活力係數KE、CW及 CH、CQ之作物種類包括 barley, wheat, rice, cabbage, 

lettuce, tomato, pea, soyabean, mung bean, cowpea, onion等不下百種。舉例而言，萵苣之種子

活力係數 KE、CW及 CH、CQ分別為 8.218、4.797、0.0489、0.000365；則當我們取得一批種

子後，不論其過去歷史如何，只需做數個控制老化及發芽試驗，並代入將要貯存的條件，

即可知此批種子在特定貯存條件下，壽命可維持多久。並且，種子水分含量、溫度與貯存

壽命間之關係並不因滲調處理而改變，僅活力係數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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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壓機之介紹與應用 
田雲生 

89.08.21. 

摘  要 
「擠壓」係利用外力使物料在特定容器中流動，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混合、搓揉與剪斷

等程序，再施以蒸煮作用的一種加工技術。所以擠壓機(Extruder)是集合物料輸送、壓縮、

混合、搓揉、剪切、加熱、殺菌、組織化、成形、膨發等功能，將物料經過高溫、高壓、

短時間(HTST)作用後，當其通過模孔時，因外界為常溫常壓，使得物料中的水份受熱及壓

力改變，造成蒸汽而急速散失，這些蒸汽會將融熔狀態具可塑性的物料撐大，形成所謂的

膨發性產品。早在十九世紀末，人們已運用於塑膠射出成形，目前歐美國家則多應用於一

般食品製造、寵物飼料加工及廢棄物處理，也供為生化反應之反應器及預煮澱粉、水解蛋

白質等用途。 

擠壓機依外觀、作用方式之不同，分為短桶(筒)單螺旋(軸)乾式擠壓機、長桶單螺旋乾

式擠壓機、長桶單螺旋濕式擠壓機、膨鬆機及雙螺旋式擠壓機等型式，其主要結構包括動

力源、進料、擠壓作業、加熱套筒、出料及控制等六部份。而影響擠壓成敗、優劣之操作

因子有原料配方(粗細度、含水率及添加物)、進料速率、螺軸轉速、螺旋元件組合、套筒壓

力、套筒(模具)溫度、模孔形狀與規格等加工參數。所以國內各研究單位即針對不同加工參

數，探討並建立最適合之擠壓操作條件；同時也結合廢棄物再生利用、減少垃圾污染等環

保概念，試驗開發替代產品，以供產業界應用。 

諸如擠壓加工全脂大豆粉，探討其滯留時間與產品營養特性，其最佳操作條件為套筒

溫度 170、170、90ºC(三段式加熱)、螺旋轉速 80.0 rpm、進料速率 12.5 kg/hr，此結果可供

該飼料生產之參考；胡蘿蔔渣應用於高纖擠壓產品之研究，其最適操作條件為胡蘿蔔渣添

加量 6.8~7.2%、模具溫度 98.4~103.2ºC、螺旋轉速 478 rpm，可得膳食纖維含量在 14~15%

的擠壓產品，此成果為榨汁而殘留 30%之廢棄物覓得一生財管道，亦創造另一健康經濟副

產品；又添加物與原料配方對擠壓緩衝產品之研究，係以可分解產品取代塑膠原料，減少

包裝材料衍生之垃圾為目的；不同模孔形狀之擠壓特性探討，藉以生產不同形狀、多樣化

產品供市場選擇。 

由上述可知，擠壓機具有產品成本低、形狀多、品質高、多樣化及無廢棄物等優點，

且國內目前應用於食品加工、飼料生產等技術已日趨成熟。未來除繼續建立相關擠壓資料

外，更多的塑膠原料替代品(譬如應用廣泛的保麗龍製品等)之研究開發，則是刻不容緩的方

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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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捕食性天敵防治銀葉粉蝨 Bemisia argentifolii 
白桂芳 

89.08.28 

摘  要 
瓢蟲科之 Delphastus pusillus，於幼蟲發育期共可捕食粉蝨卵 977.5粒，其中第一齡期

72.4粒，第二齡期 217.4粒，第 3~5齡期 687.7粒；而雌成蟲可捕食煙草粉蝨的卵、一、二、

三、四齡若蟲分別為 167.1粒、138.1、71.3、35.2、11.6隻。此外 Delphastus pusillus對食

餌的處理時間(handling time)，隨食餌齡期(粉蝨卵、各齡期若蟲及蛹)的增加而增長；如

Delphastus pusillus成蟲對粉蝨卵、一、二、三、四齡若蟲及蛹的處理時間，分別為 29、 27、

80、245、377、906秒。不同種之捕食性瓢蟲，因搜尋特性之差異而對粉蝨食餌產生不同之

捕食效果。D. catalinae (=pusillus)幼蟲於植株上之搜尋屬非固定式的游走型；而 N. oculatus 

幼蟲之行進方式猶如尺蠖 (measuring worm)。因搜尋特性的差異，使得單位時間內 D. 

catalinae所搜尋之距離(traveling distance)顯著大於 N. oculatus；D. catalinae四齡幼蟲，每

分鐘可搜尋 87.8 cm，而 N. oculatus僅有 12.2 cm；至於 D. catalinae成蟲每分鐘搜尋 103.39 

cm，N. oculatus則為 61.9 cm。然而單位時間內之搜尋面積(searching area)，則以 N. oculatus

顯著大於 D. catalinae，以四齡幼蟲為例，N. oculatus每分鐘的搜尋區域為 45.3 cm2，而 D. 

catalinae僅為 28.0 cm2。 

瓢蟲 Serangium parcesetosum於 20℃與 30℃條件下，成蟲壽命分別為 79日與 27日，

然當溫度增高至 40℃時，成蟲僅有 1.4日之壽命。在 S. parcesetosum對粉蝨的捕食量上，

於 20℃及 30℃時，成蟲期各可捕食粉蝨幼體(卵及若蟲) 4909隻及 2586隻，證明天敵對食

餌之捕食量，顯著受環境溫度之影響。此外，天敵對銀葉粉蝨之捕食能力，顯著受粉蝨寄

主植物種類的影響，S. parcesetosum 成蟲於甜瓜(cantaloupe)上對粉蝨之捕食量為最高，於

胡瓜者次之，於聖誕紅上(poinsettia)之捕食量最低。又相同飼育條件下，於胡瓜上之 S. 

parcesetosum 成蟲壽命(44.2 日)，顯著高於番茄上之 28 日及朱槿(hibiscus)上之 24 日。S. 

parcesetosum 對銀葉粉蝨捕食量，顯著受其本身族群密度之影響。單位面積中一隻 S. 

parcesetosum 成蟲，於 24 小時內共可捕食各齡期的銀葉粉蝨 137 隻；但當成蟲數提高至 3

隻時，相同時間內每隻 S. parcesetosum對粉蝨之平均捕食量則提升至 224隻；且研究發現，

S. parcesetosum對銀葉粉蝨之卵與一齡若蟲具取食偏好。 

田間銀葉粉蝨族群常同時面臨數種天敵的相互作用，這包括了寄生性、捕食性天敵及

微生物等病原菌。Hoelmer et al. (1994)報導，瓢蟲 D. pusillus 偏好選擇攻擊未被寄生蜂

Encarsia transvena或 E. californicus產卵寄生之銀葉粉蝨若蟲。將寄生蜂 Encarsia formosa、

E. pergandiella與瓢蟲 D. pusillus導入溫室內之銀葉粉蝨族群中，三種天敵對粉蝨族群均有

抑制效果；但若同時將二種或三種天敵混合釋放，其對銀葉粉蝨的防治效果更為顯著，且

證明三種天敵均能於溫室環境下立足，成為長期的生物防治因子。 

評估天敵對標的害蟲之防治效益，當廣泛地考慮天敵對食餌之偏好、搜尋能力、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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餌之處理時間、天敵本身之發育速率、壽命及生殖力等。此外，天敵大量飼育之經濟成本、

田間釋放量、釋放的技術等，均是生物防治成功與否的重要課題。綜觀學者的研究結果，

捕食性天敵具防治銀葉粉蝨之潛能，且將捕食性天敵與寄生性天敵，共同導入粉蝨族群中，

其防治效果將更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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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常見蔬果〝另類食補〞的效用 
蔡宜峰 

89.08.28 

摘  要 
西方古醫哲有句名言”食物是最好的醫藥”，中國名言”病從口入”，人類生命仰賴食物

的維繫，食物對我們提供重要的能量資源，所以必須有適當而均衡的食物，才能保障我們

整體身心的健康。一般蔬果的常見主要功能包括有 1.含有豐富的維生素。2.含有豐富的礦物

質。3.含有豐富的纖維素。4.提供若干碳水化合物及蛋白質等養份。所以一般蔬果已經含有

營養學常提到的五大營養要素，是我們人類日常生活必需且重要的食物來源之一。但隨著

現代科技的進步，人們日漸發現除了以上五大營養要素，蔬果還有許多功能存在，而且某

些功效還能與古中醫理論及例證相互驗證，這些功效我們可稱之為蔬果的”另類食補”。本

文目的即摘錄若干蔬果作物種類，此些大多已經由學者分析出有效成分或驗證的效能，提

供日後研究及應用之參考。 

參考資料 
1. 奇摩健康站http://health.kimo.com.tw/。 

2. 姜淑惠 1999 這樣吃最健康  圓神出版社 台北。 

3. 徐敬武 白膺 1994 蔬菜是健康長壽的泉源 立得出版社 台北。 



 55

新興蔬菜─蘿蔔莢 
郭俊毅 

89.09.18 

摘  要 
蘿蔔(Raphanus sativum L.)開花後，其幼嫩的角果風味不錯，可供食用。在某些地方已

發展出專供採收幼嫩角果的品種，如中國大陸的 China Rose，德國之 Munchner Bier及印度

的莢用蘿蔔。目前莢用蘿蔔(Rat’s tail radish)栽培分佈於印度到東南亞一帶。在泰國北部清

邁一帶，有一種名叫"Pakki-hood"的蘿蔔品種，其花序較一般品種為大，其幼嫩角果可供煮

食或炒食。日本大學野村和成等人希望將 Pakki-hood 開發成為日本之新興蔬菜，因而進行

一系列之研究。 

Pakki-hood之根形不大，於株高 40~60 cm處產生分枝。葉為羽狀分裂，長 10~35 cm。

總狀花序，花瓣白或紅紫色。角果長 7~15 cm，每莢種子 4~8粒。從葉綠體 DNA之 RFLP

分析結果得知，Pakki-hood與其他日本蘿蔔品種不同，故有將它命名為”Raphanus sativum L. 

var. pakki-hood”之提案。 

Pakki-hood 不需低溫之誘引，即可抽苔開花，惟日照長短可能對其開花數有影響。它

的耐寒性強，在氣溫 5℃之下，它比日本品種在發芽速度及光合成速度方面均較快，然而其

耐熱性很差。經初步試驗結果，在日本其栽培適期很短，僅適於 2~3月露地播種或 12月~2

月塑膠布室播種，而塑膠布室栽培之收量為露地栽培之 3~5 倍，故在日本其較可能之栽培

模式為塑膠布室冬播春收型。 

參考文獻 
1. 內山寬、小山鐵夫、伊藤八惠子、邱日英、野村和成、米田和夫 1993 バッキフッド (サヤ

タイコンの－品種)の農業植物學的研究 1.バッキフッドの分類．形態について 日本熱帶農

業學會 講演番號 27. 

2. 野村和成、米田和夫、內山寬、小山鐵夫 1993. バッキフッド (サヤタイコンの－品種)の農

業植物學的研究 2.バッキフッドの栽培について 日本熱帶農業學會 講演番號 28. 

3. 野村和成、米田和夫、內山寬、小山鐵夫 1994. バッキフッド (サヤタイコンの－品種)の農

業植物學的研究 3.バッキフッドと日本の栽培ダイコンとの系統關係 日本熱帶農業學會 

4. Kazunari Nomura, Kazuo Toneda, Hiroshi Uchiyama and Tetsuo Koyama 1996.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Rat’s Tail Radish (Raphanus sativus) Introduced from Northern Thailand and 

Chilling Requirement for Bolting and Flowering. Japanese Journal of Tropical Agriculture Vol. 

40(2): 63-67. 

5. Kazunari Nomura and Kazuo Yoneda 1996. Influence of Low Temperature on Growth of Rat’s Tail 

Radish (Raphanus sativus) Introduced from Northern Thailand. Japaanese Journal of Tropical 

Agriculture Vol. 40(4): 18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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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azunari Nomura, Keiji Kenjo, Yutaka Shirakawa and Kazuo Yoneda 1999. Effect of Timperature 

on Vegetative Growth, Flower Bud Formation, Bolting and Flowering of Pakki-hood (Raphanus 

sativus L.) Introduced from Northern Thailand. Japanese Journal of Tropical Agriculture Vol. 43(1):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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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與人類生活 
方敏男 

89.09.18 

摘  要  
蜜蜂（Apis mellifera）屬於膜翅目（Hymenoptera），蜜蜂科（Apidae）蜜蜂屬（Apis），

是一種有用昆蟲。蜜蜂為取得本身所需食物，整天出入花叢採蜜，此種工作曾為數百種植

物完成授粉，其中包括多種經濟作物。據美國的研究有 90種以上作物，或多或少要依賴蜜

蜂授粉。在美國約有半數的食物來自植物，如果實、蔬菜、穀物及蔗糖等，食物中約 50%

來自牛肉及酪乳產品，均係來自昆蟲授粉植物。依此推算，美國的所有食物中約有三分之

一直接或間接得自昆蟲授粉植物， 1970年美國食品總值 1130億元，受昆蟲授粉有關者約

佔 400 億元。蜜蜂具有高度的社會進化，群內有明顯的階級系統，分為蜂后（王）、雄蜂

及職（工）蜂三種。雄蜂來自未授精卵，蜂后及職蜂皆來自授精卵，但因卵孵化 3 天後，

由於食物的差別，而影響一生的命運，蜂后負責傳宗接代，雄蜂僅負責與蜂后交尾；工蜂

則勞碌一生，所有巢室建造，採花、採蜜，幼蟲飼育，蜂群防衛等皆為其職責，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蜂產品種類頗多，可分為蜂蜜、花粉、蜂王漿、蜂蠟、蜂膠、蜂毒、幼蟲及蜂

蛹。蜂蜜除了直接食用外，也可以發酵做成蜂蜜酒、蜂蜜醋及作為下列自然美容之材料，

1.淨化血液，使皮膚健美的飲料：以麥牙粉、蜂蜜、檸檬、蒸餾水等拌和，冷凍後飲用。2.

皮膚日曬、發生紅腫、脫皮：以蜂蜜直接遍抹皮膚，約 20分鐘後，用溫水洗淨。3.防止皮

膚老化、乾燥、角化 ：以蜂蜜、牛奶、麥片、加上含礦物質的海草類調成敷面膜，塗在皮

膚上，俟乾後清洗掉，可清洗死細胞及新陳代謝廢棄物。4.皮膚油性、生粉刺、面皰者之保

養法：以蜂蜜、蛋白、小黃瓜渣、檸檬汁調勻後敷面，俟 乾 洗淨後，再用冷熱毛巾交互

敷，可達收斂毛細孔、美化效果。5.將蜂蜜微微加溫，均抹在 臉上，輕拍打臉部，使血液

浮到表皮 然後用溫水、冷水各洗一次，具清潔作用，使皮膚具彈性。6. 蜂蜜含銅，銅是

防止灰髮不可或缺的：以蜂蜜調些許醋，加上蘋果西打類的 飲料，塗抹於髮上，用溫水洗

淨，可使頭髮黑亮，不再大量掉髮。7.鼻部或有黑頭粉刺者，可用 玉米漿、蜂蜜相混，按

摩重點，再用保護綿摩擦，即可消除。嚴重者除蜂蜜外再調入杏 仁、麥片，蛋白來敷面，

可移去黑頭粉刺及枯死的皮膚。瑞典有位科學家發現花粉含有一種特殊成分，對攝護腺病

有效，而建議中年以後吃花粉可預防攝護腺炎。蜂王乳對老人健康、兒童喘息、皮膚病、

內臟不正常、神經痛、血壓不正常、更年期障礙等症狀有 70-80%的治療效果，為一天然食

（補）品。蜂膠具有抗真菌、細菌特性，醫藥用於燒傷、外部潰瘍、濕疹者。蜂蠟可做巢

楚、藥膏、蠟筆、口香糖、附著劑等。蜂毒被用於治療關節炎及去除蜂毒過敏者的敏感作

用，近來發展「蜂針療法」，具有速效、逐漸風行。蜂蛹在餐廳是一道營養可口的美食。

綜合上述結 果，可見蜜蜂與人類的生活頗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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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交換作業電子化 
何榮祥 

89.09.25 

摘  要 
政府機關推動公文處理電子化之法源基礎源自民國八十二年公布之「公文程式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案，該條例除明定機關公文得以電子文件行之、電子行之者得不蓋用印信及

簽署，並責成行政院訂定以電子文件行之公文之制作、傳遞、保管、保密及防偽辦法，為

後續推動公文電子交換作業奠定堅實法制基礎。八十三年後陸續頒布之「文書及檔案管理

電腦化作業規範」、「機關公文電子交換作業辦法」等，皆據此訂定。另為於作業層面落

實上述法令，八十七年並配合修正「文書處理檔案管理手冊」文書處理部分相關條文，對

公文格式、處理流程、原則及注意事項等，做了大幅度修正，確立以無欄框、文別簡化(由

十三種併成七種)、墨色印製等新式公文之標準化作業格式，並於八十八年七月起全面實施。 

行政院所屬一級機關、省(市)政府，於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前開始執行公文電子交換

握業，其中行政院所屬一級機關設有中部辦公室者優先推動，縣(市)政府於民國八十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前開始執行公文電子交換。其他各級行政機關、學校、事業機構等，由各主

管機關自行規劃十成推動為至遲於九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開始。本場為行政院農委會所

屬機關，根據農委會規劃其所屬機關預計於九十年元月起實施。 

用於電子交換之公文需以 XML 格式進行交換，本文檔中之欄位及標籤必須遵循一定

之定義不得自行增刪，轉換成 XML格式之文號、年、月、日等需以國字全型方式處理，採

一字一碼原則，附件檔案分為文字檔、靜態圖形檔、工程圖檔、動畫檔、聲音檔及動影檔

等六種，其檔案格式分別為 PDF、JPEG、IGES、MPEG、WAV、MPEG，中文碼傳送需具

備 BIG5、BIG5E、CNS11643之識別功能。 

本場為配公文電子化交換作業規定，可能採行之方法如下： 

公文製作以現行文書處理程式 word 為基礎，採用外掛模組，製作合乎交換格式之電

子檔，待紙本呈判後交文書股校對無誤後由文書股將該電子檔轉檔成 XML格式，再依規定

進行交換，此一方法變動最小，各創稿單位不需改變其原有工作環境，學習新作業軟體，

且外掛模組程式有免費軟體可供使用，在經費使用上亦最經濟，但各項樣版需由本場自行

製作，其他系統參數亦需自行設定。 

購買廠商開發完成之公文製作系統，創稿依該軟體之流程進行製作、呈判、轉檔、交

換，此種方式每一位同仁需重新學習使用專屬軟體，重新進行教育訓練，且軟體使用需支

付費用，需要較多經費，但相對亦可獲得軟體廠商較多之支援，與現有公文管理系統亦可

取得較佳之整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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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對作物白粉病之影響 
劉興隆 

89.09.25 

摘  要 
白粉病菌感染作物，被害部位初期僅產生小斑點，後期則覆滿白色粉末，影響作物光

合作用，對作物品質影響甚巨。白粉病通常於秋末乾季開始發生，冬季為害最烈，直到隔

年春末夏初雨季開始時，發病逐漸減少。其發生與雨水有密切關係，可能原因為：一、葉

片上之白粉病孢子由葉面被雨水沖洗至地表。二、雨滴撞擊菌絲及孢子柄使其自葉表脫落

或造成損壞影響其正常發育。三、雨後葉面潮濕的環境，阻礙殘留在葉面的白粉病孢子之

發芽，延緩菌落生長，且產孢減少。呂等指出在陰天偶有毛毛雨下收集的孢子多數未成熟，

此為下雨使成熟及未成熟之孢子皆隨雨滴落下，其認為如是連續數天下雨，則將不會有成

熟孢子產生；另一方面雨也能將著陸在健康葉面上的孢子洗落，以減少感染發生；不過著

陸在葉面的孢子，3小時內可完全被雨水從葉面衝洗下，而後由於孢子發芽則產生抗力，漸

漸不易被水移除；而白粉病從接種到侵入感染約需 24小時，因此孢子抗水沖洗的作用，可

能與發芽管或附著器(appressoria)的黏性有關；當侵入感染吸器(haustoria)形成後，雨水再也

無法沖洗下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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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呂理燊、高清文  1975 玫瑰白粉病菌分生胞子之逸散及發芽  植物保護學會會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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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ust, H. J. and Hoyningen-Huene, J. V. 1986. Microclimate in relation to epidemics of powdery 

mildew. Ann. Rev. Phytopathol. 24: 491-510. 
3. Chellemi, D. O., and Marois, J. J. 1991. Effect of fungicide and water on sporulation of Uncin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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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orst, R. K. 1983. Compendium of rose diseases. APS Press. 50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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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ivapalan, A. 1994. Development of powdery mildew fungi on leaves submerged under water.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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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植物--沙棘之栽培與利用 
張隆仁 

89.10.09 
摘  要 

沙棘亦稱為沙棘子，英文名稱：Sea Buckthorn，學名：Hippophae rhamnoides L.，為

鼠李科植物。屬於越冬、木質性落葉灌木，能結黃色、橘色或紅色漿果，在歐亞地區已被

使用幾世紀。沙棘之原生地包括中國、蒙古、俄羅斯和大多數的北歐國家。由於沙棘被認

為極具其能迅速生長密集之根群因此為理想之防止土壤沖刷侵蝕之植物。沙棘由於具固氮

作用和保存土壤養分因此可作為恢復地力之用途。適應溫度範圍介於-43℃至 40℃。雖然其

被認為具抗旱性，但年雨量少於 400 mm地區仍應實施灌溉。 

依型態變異 Hippophae屬植物種類可分為 H. rhmnoides L., H. neurocarpa D. Dom,與 H. 

tibetana Schlecht.等三種。沙棘廣泛的分佈於亞洲之喜馬拉雅山區與歐洲地區之巴爾迪克海

岸及波士尼亞之海灣沿岸及河濱地。 

沙棘為落葉性、雌雄異株灌木，通常具有刺，株高約 2~4 m。外皮為褐色或黑色，厚

灰綠色冠。葉片互生、狹長卵披針型，葉上部銀灰色。花芽形成需 3 年生枝條，上年生育

期花芽分化。 

沙棘具多用途，而具經濟價值。在古老之歐亞地區早已應用。近年來，在世界各地廣

被研究重視，包括北美，主要是其營養與藥用價值。主要用途如下： 樹皮→藥用、化妝品；

葉片→藥用、化妝品、茶、動物飼料；漿果→精油→藥用、飲料、加工食品、化妝品、香

氣與香味；漿果→果汁→運動飲料、健康飲料；漿果→果肉→含果肉果汁→食品、飲料、

釀造飲料；漿果→油份→藥用、化妝品→殘渣→動物飼料；種子→油份→藥用、化妝品→

殘渣→動物飼料。沙棘之藥用用途在歐洲及亞洲極為完備。藥用用途之臨床試驗在 1950年

代肇始於蘇聯。沙棘油已逾 1977年列入藥典，臨床試驗則於蘇聯與中國大陸進行中。沙棘

油重要的要理學作用包括：抗發炎(anti-inflammatory)、抗微生物(antimicrobial)、消除疼痛

及促進組織再生。沙棘油同時被使用於口腔黏液，直腸黏液，膣腔黏液，頸部糜爛，輻射

傷害，燒傷，水燙傷，十二指腸潰瘍，腸潰瘍，凍瘡，營養不良導致之皮膚潰瘍與其他皮

膚傷害。 

參考文獻 
1. Li, T. S. C. 1996. Sea buckthorn (Hippophae rhamnoides L.): a multipurpose plant. HortTech. 6: 

370-380. 

2. Yao, Y. and P. M. A. Tigerstedt. 1994. Genetic diversity in Hippophae rhamnoides L. and its use in 

plant breeding. Euphytica 77: 16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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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作制度對作物生長與氮素組成之影響 
賴文龍 

89.10.09 

摘  要 
有機農法講求運用生物科技、自然生態法則，儘量少用或避免使用化學肥料及農藥，

以當地輪作制度並配合豆科綠肥作物(如水稻－田菁－嫩莖萵苣－食用玉米)栽培，田菁綠肥

作物適當時期掩施後增加或維持土壤肥力。以輪作制度配合有機農法、折衷農法及慣行農

法等三種農耕法評估對作物乾物量及氮素組成之影響。長期使用有機農法栽培對土壤肥力

的變化有明顯的改善效果。由不同作物部位乾物量之氮素組成濃度，可了解作物吸收力蓄

積於各部位之氮素濃度，有機農業栽培可隨營養分吸收力適時補充。長期施用有機肥料改

善土壤地力而提高有機農業之生產。 

參考文獻 
1. 王銀波、趙震慶 1995 有機農業之意義及有關試驗之檢討 有機質肥料合理施用技術研討會

專刊 台灣省農業試驗所特刊 50號 p95-109。 

2. 連  深、王鐘和 1991 夏作田菁在稻田輪作制度之應用－對土壤肥力及作物產量之效果 輪

作制度對土壤肥力及作物之影響研討會論文專輯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編印 p111-128。 

3. 莊作權 1995 不同輪作系統下施用有機質肥料對土壤肥力及作物產量之影響 永續農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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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木瓜嫁接在產業上之利用 
邱禮弘 

89.10.16 

摘  要 
番木瓜(Carica papaya L.)俗稱木瓜，為番木瓜屬之多年生大草本熱帶果樹，原產熱帶

美洲，目前廣泛栽培於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為本省重要經濟果樹。其主要產業問題如下：

(1)市場需求兩性株之梨形果，但植株須至花蕾期，才可目視判別花性；因而種植時，每一

植穴先種 2~3株小苗，待成株後才選留 1株。(2)為防蚜蟲傳播輪點病毒病而行網室栽培，

卻受限於栽培高度，若能矮化其結果，則能有效延長採收及提高產量。(3)根系無法有效承

載地上部植體，易遭受強風吹襲而倒伏。(4)肉質性根系不耐淹水，且疫病等土壤傳播性病

害嚴重。(5)兩性株畸形果或 5~6月之橡皮果等之品質不穩定現象發生。 

上述產業問題中，已有用倒株栽培方式來減少網室高度之限制因子。另有生物技術之

研究，如抗病毒病之基因轉殖及苗期植株性型之區分等之成功實例，惟仍未能實際大量應

用。在日本沖繩地區因受限於氣溫及颱風因素，番木瓜均在溫室內栽培，故為矮化植株高

度，而利用嫁接方式生產種苗，同時也用其來更新番木瓜幹莖。在國內則已開發利用組織

培養來繁殖兩性株之組培苗，並取其 shoot為接穗，如此可大量供應嫁接所需；由於不同砧

木之嫁接株較實生株有矮化且提早開花、降低始花高度之效應，惟對採收期之提早卻不顯

著。故深入砧木種類之篩選及營養吸收之調查，將有助於番木瓜嫁接株實際應用的價值性。 

嫁接雖為一門古老的園藝技術，但其對作物所發生的改造功能卻非常深遠，如能善用

其特性，當可為產業問題重重的番木瓜，再創產業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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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張明聰、呂俊堅 1997 木瓜嫁接苗繁殖技術之開發 農業世界 167: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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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科植物無菌發芽之研究 
易美秀 

89.10.16 

摘  要 
蘭種子因胚乳已退化無發芽能力。自 1922年 Knudoson氏，一連串的試驗証實，外界

供應充足的養分，在適宜的無菌環境下，蘭種子可發芽生長。但於無菌播種過程中，尚有

須注意事項，如蘭胚發育程度、種子消毒問題、培養基的選擇。 

蘭胚的形成過程中，結合子進行二次分裂形成四細胞胚的原胚(proembryo)，再由四細

胞期進入八細胞期、中間期、最後胚形成完全。蘭科植物因種類不同，具發芽能力的胚其

發育不同且差異大。種子最大發芽率是介於十六細胞期至胚形成完全後之間，大部份蘭花

種類最大發芽率是在胚形成完全前後 (中間期至胚形成完全後 )，如 Phalaenopsis 

schillerian、Vanda Rothshildiana。46 種蘭花中有 25 種在最大發芽率後會減少發芽率，如

Calanthe amiana。 

蘭種子進行無菌播種時，消毒方法影響發芽，如以 0.5%次氯酸鈉溶液消毒紅花鶴頂蘭

種子可提高發芽率 50.8%。成熟的 Calanthe discolor種子以 1%次氯酸鈉殺菌後進行超音波

振盪處理 4~16分鐘，有 60%之發芽率。 

不同蘭種有其最適當培養基促進幼苗生長，Paphiopedilum spp.以 Norstog培養基進行

黑暗培養，發芽率和原球體生育均良好，將 0.5至 1.0 mm的原球體移至 Bureff EG-1培養

基，在照光培養下可得最好的幼苗發展。蝴蝶蘭無菌播種培養基中添加活性碳，總氮濃度

15.1 mM，或添加有機物如 tryptone 2 g/l和香蕉泥 25 g/l均可促進蝴蝶蘭種子發芽及原球體

發育，蔗糖濃度以 15~20 g/l幼苗生長最好。 

目前蘭科植物中仍有些種類甚難發芽如根節蘭、拖鞋蘭、中國蘭、野生蘭等，嘗試利

用種子消毒、超音波振盪或培養基成分的改變，或可增加種子的發芽率。蘭花有些種類果

莢種子成熟時，種子已入休眠狀態，或發芽抑制物質已蓄積在種子或胚中，導致種子發芽

困難，可用未熟種子播種促進發芽。 

目前業者雖然利用無菌播種技術順利繁殖蘭花幼苗，但人工費用甚高，今後應以適當

成熟度的果莢墦種，選擇適當的培養基以縮短種子發芽時間，增加種子發芽率和提高種苗

的整齊度，方便移植，節省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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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策略聯盟之探討 
戴登燦 

89.10.23 

摘  要 
Glueck指出「策略」是為了達到組織的基本目標而設計的一套統一協調的，包含廣泛

的以及整合性的計畫；Hofer 和 Schcndel 認為是現在及計劃資源運用和環境互動的基本模

式。許士軍說是為達成某特定目的所採取的手段；而 Knoontz和 Odonncll提出是行動之總

計畫的看法；Quinn也說是一種模式或計畫。 

邱,1999提出採取策略應認知的基礎有四：(一)應從經營競爭力的改進跳脫到策略性競

爭優勢的確保，(二)從降低成本蛻變為利基創造，(三)從交易價值提升到重視社會價值；(四)

從發展的經營提升為永續的經營。司徒,2000 從總體策略看認為應考量：(一)公司經營的領

域可切割成多少個近似獨立的策略單位，(二)各個策略單位之比重應該如何，(三)互相支援

與搭配的行動。再從單一事業策略角度看應再考量：(一)產品線廣度與特色，(二)目標市場

之區隔方式與選擇，(三)垂直整合程度之取決，(四)相對規模與規模經濟，(五)地理涵蓋範

圍，(六)競爭武器的設計與創造。 

一般企業結盟的動機有：固定成本愈來愈高、城鄉間消費的需求漸趨一致、科技的普

及、取得控制權的困擾及產業建立通路的困難度提高。而策略聯盟則是企業間出自相互需

要、相互結合以達成某一策略目標之契約關係或企業間為維持或提昇競爭優勢而建立之合

作或協議關係。其形成優勢層面有：降低研發費用與風險、擴大經營視野與規模及掌握市

場變動與趨勢。但也有本位主義產生及聯盟若不建全可能創造新的競爭者之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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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農業」初探(PA, Precision Agriculture) 
龍國維 

89.10.18 

摘  要 
將於五年中投入 150 億，平均一年 30 億經費的農業研究計劃？究竟有沒有搞錯？到

底是個什麼樣的計劃？為什麼需要花這麼多的錢？目的又何在？一連串的問題指向了這個

名詞──精準農業。這些問題的答案與這個名詞的意義，說來還真是涵蓋萬端、錯綜複雜，

三言兩語、無從釋疑。筆者為了與大家共探新知，更為了交代這篇專討，且硬起頭皮試說

分明。然則才疏學淺，題目又遠超出了能力範圍，因此只敢用「初探」兩字，更相信後話

仍多。疏漏未及之處，看官聽眾原諒則個。 

精準農業又名精準農耕(Precision farming)或定點農業(Site-specific agriculture)；美國國

科會(NRC, 1997)曾將其定義為：精準農業是一經營管理的手段，採用資訊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從各種來源的資料中分析獲得資訊，從而產生與農作生產有關的決策。另一較

具體的定義是(Robert, 1997)：精準農業是一資訊與技術為基礎的農業經營管理系統，用來

鑑定、分析與管理特定農田或土壤的空間與時間變異性(Variability)，期能獲得最佳收益，

同時兼顧環境保護，確保農業永續生存。簡言之，它是一個將多項科技技術整合應用的農

業經營管理體系。所牽涉採用的科技技術包括：地理同位資料庫(Georeferenced database)、

資訊技術(IT)、遙測技術(RS)、全球定位技術(GPS)及自動控制與感測技術四大項，細分則

又牽涉地理資訊系統 (GIS)、決策支援系統 (DSS)、空載航測 (Airborne)、星載衛星圖像

(Spaceborne)、變異率技術(VRT)及產量分布製圖系統等，所涉龐雜。其在美國的發展約只

有十餘年，但仍處萌芽期(嬰兒期)，然則世界各國如歐盟、日本、澳洲甚至中國大陸均已開

始了這個主題的研究。我國這方面雖仍只處於觀念上啟蒙階段與一些零星的先趨研究計

劃，但經由去年底全國農業會議中李總統演說與隨後農委會彭主委作奎之闡釋等，可說已

正式宣示發展「精準農業」的政策。個人以為，這將會是我國農政史上最大膽與創新的嚐

試，有賴全體農業研究人員通力合作來逐步達成。 

精準農業的目的在提高農作收益、降低環境污染風險與確保永續經營的農業。這些說

來簡單，要做到並不容易，故 PA在方法上採用現代資訊科技技術，來產生、處理分析特定

農田的多樣化資料，並從而產生農耕實務及作物管理上的最佳決策，透過可以變異率施用

的新型設備執行之來達到前述目標。這中間最大的觀念轉變則是：傳統的農業經營方式是

將所有的農田一視同仁，在農作實務上採取一致的作法，如每塊田都施以同樣、同量的肥

料、水或農藥。精準農業的觀念則是每塊田的不同位置都有其變異性 (Within-field 

variability)，針對不同農田特性，因地制宜，在適宜的時機施以其不同需要量的肥料/水/農

藥，以獲得最佳收益，而節省不必要的肥料及農藥，更可避免污染地下水、土壤及環境。 

而最為研究人員所關切的效益問題，由於是新的研究，目前並無太多正式的評估報

告。文獻上兩個例子：1997 年美國國家科學研究院(NRC)評估其效益結論是：「大型農場

有助於 PA的實施及降低成本，以 1000及 5000英畝農田估算，估計實施 PA的服務費用介

於 12.69~16.66 美元/英畝再加上土壤分析費用 3~7 美元/英畝，這個花費尚可接受，效益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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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來自節省投入如肥料等」。另外，美國聯合大豆局(USB)自 1995 年開始的實驗算是稍

有效益數字結果，4年期中 64 ha農場減少 8756磅肥料與 58噸石灰(土壤改良劑)，每公頃

節省了 406美元，但產量變異與收益是否增加則未能評估。這些初步數字實在並不很起眼，

但個人以為，精準農業也許並不能達到多少直接的鉅量效益，可是研究所涉各科技之週邊

效益例如對整體產區產量掌控，逆境災害控制等必可獲得極大效果。再加以長期資料庫累

積，則能形成一個可電腦快速處理之數位資料庫，對農業狀況掌握或農業環境改善等決策

判斷將會有極大助益，以此觀點，PA確實值得進行長期研究。 

乍看之下，PA所牽涉使用的科技技術對傳統農業人才而言十分陌生，其實深究起來，

整個 PA的最終目標是農業，因此，農業的知識、技術與人才應是最核心所在。相對而言，

前述科技領域的人才也不懂農業專業知識，故可以說，這些科技技術正如農業試驗研究中

所使用的許多儀器、設備般，它們都只是一種工具，用來達成 PA終極目的的輔助。重要的

是，無論整個研究過程或最終決策，都需要大量的農業專才參與，否則必然將脫離實質農

業環境與需求。故推展精準農業應用，須將各不同領域農業人才與前述科技人才整合，透

過良好的溝通與互動，庶幾能有所成。這正是筆者所期望與呼籲的：無論作物研究或環境

研究或農業推廣的農業研究人員，都可以也應該齊心投注心力於此，也絕對會有每個領域

人員足夠發揮的深廣空間。且讓我們共同? 手邁向廿一世紀與這個新的領域，願共勉之。 

參考文獻 
1. 朱子豪 1999 遙測在作物狀態量測上之應用 衛星資訊與精準農業作物生產系統研討會資

料 P.98-120 台大農機系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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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柿果實蒂部裂果(裂萼)之發生與預防 
林嘉興 

89.10.23 

摘  要 
台灣栽培甜柿主要品種為富有，果形扁圓，容易發生果實蒂部裂果；次郎品種則易發

生果頂裂果；花御所品種以上二種情形都會發生。果實蒂部裂果發生於果實第Ⅲ生長期至

成熟期，沿果實基部萼片與果肉接合部外圍淺溝狀的裂縫。通常在 7月中旬萼片停止生長，

此時萼片與果實結合面積大小已固定，但萼片停止生長後果實還繼續生長，在 9 月以後進

入果實第Ⅲ生長期，接近果實基部之肥大更趨旺盛，之前萼片不充分發達肥大時，容易造

成果實維管束的生育阻礙，引起萼片與果實發生裂縫(11)。有些裂縫並不明顯，但有些裂縫

自果蒂部向果心部開裂，嚴重者長 2 cm，寬 1~1.5 cm，深 2~3 cm左右，造成嚴重的裂口(9)。

尤其夏季乾旱後 9月份下雨，接著 10月份缺水，土壤水分變動過大容易造成果實異常肥大，

果實蒂部裂果發生越嚴重(7,8,9)。果實蒂部裂果發生部位附近果肉會提早成熟，果皮顏色較

深提早軟化，影響果實商品價值及儲藏壽命。 

甜柿之果實蒂部裂果，目前尚無適當的預防措施，在栽培管理上從增加貯藏養分促進

萼片發育；利用疏蕾、疏果，減少花蕾及果實消耗養分；種植授粉樹或人工授粉，使果實

種子分佈平均，合理施肥與灌水保持果實持續生長；維持樹勢生長，以維持營養生長與生

殖生長之平衡等果園作業方法，可減少蒂部裂萼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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茭白筍早生新品種－台中一號之育成 
林天枝、洪澨堂 

89.10.30 

摘  要 
衛生、高纖維、美味可口，為一般消費者所喜愛。茭白筍屬禾本科，宿根性多年水生

植物，其生產介於四至十月間，為本省重要夏季蔬菜之一。台灣茭白筍種植面積約 1,610 ha，

其中南投縣種植 1,355 ha，約佔全省面積 80%，已成為該地區主要產業。80年代本省主要

栽培品種為青殼早生種，其春作出筍期較晚，且不感染株及黑心產率較高，影響品質與收

益，後來逐漸有地方品種或農民自選種的產生；但因那些品種大部分從變異植株選出，未

經審慎考種，其來源不清、特性未明，經常發生不明病變或產量不穩定現象。由於品種是

影響作物生產最重要之因素之一，因此選拔早生、豐產、不感染株及黑心產生率低之品種，

被視為一項重要課題。台中一號(原品系名稱為台中選育 C-26)係於民國八十一年由青殼種

族群中選拔優良單株，利用營養系選種法經繁殖產生。本品種除具有育種目標與特性外，

其嫩筍產量比傳統青殼早生種春作增產 19.4%、秋作增產 17.5%，比對照(B)敢當早生種春

作高 6.9%，秋作高 5.3%。採收期春作比對照(A)青殼早生種提早 23天，秋作也提早 6天，

亦比農民自選敢當早生種春作提早 4 天、秋作則差異不明顯，本品種不感染株及黑心產生

率均比其它品種系為低。因台中選育 C-26號新品系具有多項優良特性，於是根據種苗法新

品種登記命名規定提出申請，經過專家學者審查，終於八十九年春作通過複審，命名為「台

中一號」、商品名稱「水玉」，正式得予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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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 
曾勝雄 

89.11.06 

摘  要 
保健食品可分為六大類：  

1. 機能性食品：除了營養價值外，凡是能夠對食用者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及整體功能

有所助益的食品,都可稱之為機能食品。 

2. 健康食品：是消費者在變得更健康的想法下，主動積極地攝取特定食品；因此期待意味

遠大於實際功效。 

3. 有機食品：有機食品的製造流程，在品種改良、土壤耕作、微生物防治及產量的過程中，

完全不使用農藥與化學肥料。 

4. 特殊營養食品：加強某一類的營養素，作為特殊狀況的營養需求補充之用。 

5. 計畫性食品：可以預防因不當飲食習慣所造成各種慢性病及老年病變的食品，尤其是對

預防癌症、高血脂、高血壓、老人癡呆症及免疫功能不佳的疾病特別有效的食品。 

6. 類藥劑營養食品：類藥劑營養品其效果相當於藥品，但卻是以食品的型態供應給一般大

眾使用。 

保健食品確實存在於食品中，也是一般食品與藥品相重疊的部分。中國數千年來留傳

下來的各種食療、藥膳正是現今保健食品研發的最佳題材。開發保健食品除了必須考慮色、

香、味、質感等傳統上一般食品的品質要求外，保健功效的科學證據也必須加以證實。保

健功效的學理性探討有賴國科會邀集食品、營養、醫學、藥學、中醫藥學等多學科跨領域

的學者專家組成群體計畫有系統地深入研究。 

保健食品是「Global Market, Local Product」的最典型代表，因為全世界的人都想吃出

健康、延年益壽。台灣已具備先進的食品加工技術，良好的學術研究環境等優厚條件，除

了可發展具有全球市場的保健食品產業外，亦可結合我國傳統中醫食療理論而建立世界上

獨特的食物預防醫學體系。在發展國內保健食品產業的分工上，衛生署掌管法規的制定與

產品管理；國科會負責學術性研究；經濟部輔導廠商改善工廠環境並拓展內外銷，同時負

責開發關鍵性加工技術；農委會輔導農民生產原料，研究保健食品加工技術並開發各種保

健食品；必要時在行政院下可設置跨部會組織，以策劃並督導國內保健食品產業的發展。 

建立保健食品產業之策略  

1. 從與國內十大死亡原因有關或國內外需求量大的保健食品中，決定擬開發產品的保健功

效。 

2. 從食療藥膳成方、民間小偏方、或書刊雜誌報導的新研方中，篩選較可能有效的複方配

方。 

3. 參考衛生署公告的保健功效評估方法或其他科學方法進行保健功效評估。當確定具有保

健功效後，接著確認其安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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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離鑑定具有該保健功效的有效成分，並探討該有效成分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若在

現有技術下找不出功效成分，則收集與該保健功效有關的材料名稱和佐證文獻。 

5. 依標準操作程序(SOP)製作數批產品，分析產品品質是否一致，最後進行保健功效安定性

試驗。 

6. 分析原料和產品的化學組成分、生理活性成分，並建立生化和細胞株分析系統等品管指

標。 

參考文獻 
1. 曾慶瀛 2000 保健食品 雜糧作物加工理論與實務研習會專刊 p.9。 

2. 林俊清 1999 生藥保健食品的開發與發展 保健食品加工貯藏技術研習班專刊 p.12-29。 

3. 江文章 1999 保健食品之開發與加工 保健食品加工貯藏技術研習班專刊 p.30-32。 

4. 江文章 1998 機能性食品之現況與展望 食物養生保健法 p.21-34。 

5. 林仁混 1994 食物與癌症 聯經出版社 台北市。 

6. 林松洲 1990 食物與癌症 豪峰出版社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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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稻米等級標準 
許愛娜 

89.11.06 

摘  要 
1999年，美國稻作栽培總面積近 145萬公頃，其中 77.5%為長粒米，21.3%為中粒米，

僅 1.2%為短粒米。若以各州之稻作生產情形而言，以阿肯色州最高，佔 44.4%；路易斯安

那州次之，佔 19.0%；加利福利亞州再次之，佔 15.4%。前兩州是以生產長粒米為主，而加

州則以生產中粒米為主。 

美國未加工米分為六個等級，各有關性狀的最大限度，熱受害粒每 500公克分別不得

超過 1、2、5、15、25與 75粒，熱受害粒與異物種子數(單獨或混合)每 500公克分別不得

超過 3、5、8、22、32與 75粒，種子與熱受害粒總粒數每 500公克分別不得超過 4、7、10、

27、37與 75粒。紅米與被害粒(單獨或混合)分別不得超過 0.5、1.5、2.5、4、6與 15%。白

堊質料部份，長粒米分別不得超過 1、2、4、6、10與 15%，中粒米或粒米分別不得超過 2、

4、6、8、10與 15%。異種類分別不得超過 1、2、3、5、10與 10%。最低顏色需求，美國

1級為白色或奶油色，美國 2級可能有極淡的灰色，美國 3級可能淡灰色，美國 4級可能灰

色或極淡的薔薇色，美國 5級可能暗灰色或薔薇色，美國 6級可能暗灰色或薔薇色。 

美國加工用糙米分為五個等級，各有關性狀的最大限度，稻穀方面，總粒數每 500公

克分別不得超過 10、40、70、100與 150粒，除每 500公克中粒數僅有 1級有不得超過 20

粒稻穀的規定以外，其他四個等級皆有稻穀不得超過 2%之限制。熱受害粒每 500公克分別

不得超過 1、2、4、8與 15粒。異物種子每 500公克分別不得超過 2、10、20、35與 50粒。

紅米與受害粒(單獨或混合)分別不得超過 1、2、4、8與 15%。白堊質粒分別不得超過 2、4、

6、8與 15%。以 6號盤或 6號篩除去之碎粒分別不得超過 1、2、3、4與 6%。異種類分別

不得超過 1、2、5、10與 10%。碾白米粒分別不得超過 1、3、10、10與 10%。 

 美國白米分為六個等級，各有關性狀的最大限度，熱受害粒與異物種子每 500 公克

分別不得超過 1、2、5、15、25與 75粒，種子、熱受害粒與稻穀總粒數分別不得超過 2、4、

7、20、30與 75粒。紅米與被害粒分別不得超過 0.5、1.5、2.5、4、6與 15%。白堊質粒部

份，在長粒米分別不得超過 1、2、4、6、10與 15%，在中粒米或短粒米分別不得超過 2、

4、6、8、10與 15%。碎粒部份，通過 6號篩者分別不得超過 0.1、0.2、0.5、0.7、1與 2%，

若以 6 號盤去除者，分別不得超過 0.1、0.2、0.8、2、3 與 4%，若以 5 號盤去除者，分別

不得超過 0.04、0.06、0.1、0.4、0.7 與 1%，三者合計分別不得超過 4、7、15、25、35 與

50%。異種類部分，1~4 級之整粒與碎粒合起來分別不得超過 1、2、3 與 5%，5 級與 6 級

之整粒則不得超過 10%。顏色需要，1級為白色或奶油色，2級可能極淡灰色，3級可能淡

灰色，4級可能灰色或極淡薔薇色，5級可能暗灰色或薔薇色，6級可能暗灰色或薔薇色。

最低碾白程度需要，1 級為碾白完全，2 級為碾白完全，3 級適度碾白，4 級適度碾白，5

級稍碾白，6級稍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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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農產品品牌化之探討 
林月金 

89.11.06 

摘  要 
品牌可定義為一個名稱、術語、符號及設計，目的是用來確認銷售者的產品及服務，

並與競爭者的產品及服務有所區別。它不僅有助於買方降低搜尋成本、提昇購物效率，而

且便於賣方區隔市場，有利品牌忠誠度的產生，進而達到擴大市場需求與提高收益的效果。

所謂品牌化是使用品牌名稱、商標、設計或這些的組合來確認一個產品及服務，所涉及連

續的決策過程。有利於品牌化成功的條件：〈一〉產品容易藉由品牌或商標而認出。〈二〉

產品品質的價值與價格相當且品質可維持不變。〈三〉產品可持續足夠地供應市場，讓消

費者不愁以後買不到。〈四〉市場對同類產品的需求量要夠大。〈五〉市場需求要夠強。

〈六〉需具規模經濟效果。產品品牌化的目的與效益與其所屬市場有關，獨佔市場沒有競

爭對手，銷路有高度的保障，產品品牌化的目的是在於讓消費者瞭解其產品組合、個別產

品特徵及其價位等；寡佔市場與獨佔性競爭市場，因為市場競爭激烈，個別廠商希望其產

品能在市場佔有一席之地，則產品品牌化就極為重要；完全競爭市場因生產者多、產品差

異性不大，個別生產者建立品牌效益不高，但是可採總體品牌。國產生鮮農產品品牌命名

考慮原則〈1〉〈一〉以生產地區及出貨單位為品牌名稱：地方特產類可利用該產品獨特品質

作為品牌名稱，再冠以形象良好的運銷廠商或農民團體名，更可顯示差異性。如台南縣南

化鄉農會之「南芝園」芒果。〈二〉以出貨廠商為品牌名稱：有信譽的廠商，不論自己生

產或集貨而來的產品，都可以公司名為品牌，以農產加工品最常見，如統一鮮乳、統一泡

麵。若業務延伸至生鮮農產品亦可比照使用。〈三〉以生產者或農牧場名為品牌名稱：公

營事業的農牧場產品，如台糖砂糖、蘭花、豬肉。對消費者而言，是看重其產品品質及過

去的信用、形象，而不在於產品有何隱藏特徵。所以，只有形象良好的農牧場才適用。〈四〉

純以商標為品牌名稱：若出貨單位無特別凸顯之處時，可純以商標為品牌名稱〈五〉以國

家及出貨單位為品牌名稱：出口農產品即是。一般農產品大都屬於完全競爭市場的產品，

若要品牌化宜採總體品牌，如地區品牌、出貨農民團體品牌、出貨廠商品牌甚或農業策略

聯盟品牌，而且要能凸顯產品之某一品質特徵、生產地區特徵或出貨商形象，則產品品牌

化效果方可顯現。此外，並非品牌化以後各個產品都可以達到擴大市場需求，增加銷售量

的效果，而是廠商必須依產業的市場結構，採取適當的市場行為，方能獲得最佳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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