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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里分場 107 年辦理坡地農業改良研究成果包括：蕙蘭複選雜交後

代 101164-1、101198-2 和 100006-12 等單株優良品系。3 個國蘭品種

11cm 盆栽培 1年之種苗更換介質後之死亡率均為 0，裸根種苗有較高的

死亡率。適合模擬貯運的芽長度鐵骨素心蘭為 3~5cm 以上，彩虹四季蘭

則以芽長 8~10cm 為宜。大花蕙蘭瓶插試驗，綠寶瓶插天數以蔗糖 1%最

佳，葡萄糖0.5%次佳，快樂天使則以清水處理進行瓶插之效果較佳，0.5%

蔗糖處理之瓶插壽命最短。百香果扦插苗和嫁接苗栽培比較試驗以扦插

苗之生育表現較佳，從苗期開始每月施用木黴菌處理，可有效提升百香

果大果之比例，且可有效降低百香果頸腐病癥狀之發生。美植袋栽培效

益評估試驗，栽培初期百香果生育指標無差異，後期以 1.8 尺美植袋栽

培、並於底部開底之處理組百香果總葉片數及主蔓寬等生育指標表現較

佳，果實產量及組成亦同。紅龍果‘大紅’由施用後產量及品質表現顯

示，菇類介質堆肥或牛糞堆肥皆可取代稻殼雞糞之施用，而菇類介質堆

肥以每 4株 25 公斤為推薦施用量。以木黴菌處理後之菇蕈生產剩餘物質

及養殖廢棄水進行茭白筍栽種，可有效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並生產出品

質優良之茭白筍，可較傳統栽培之模式減少三分之一的肥料用量。以木

黴菌為添加菌種，處理菇類廢棄物與稻草混合資材，混堆發酵後，開發

新型植物栽培覆蓋用資材一式，可增加作物產量 10~20% 以上，並具保

溫作用可克服低溫逆境障礙。利用有益微生物如木黴菌與芽孢桿菌及新

型發酵技術，開發有益微生物添加於菇類下腳料剩餘物質之發酵製程技

術，開發雞隻飼養飼料，以肉雞為測試動物，可縮短飼養時程 10%，增

加換肉率 5~10%。篩選出耐酸性微生物菌種 2株，可耐培養基酸性條件

在 pH3.5~4 之間。完成液態量產配方一式，進行放大量產發酵試驗。以

發酵製劑混噴雞隻飼料，餵養無添加抗生素與施藥雞隻，經飼養一批次

肉雞，存活率達 98~100%。運用飼料添加物菌種與抑菌墊料可降低雞舍

臭味 80~90%。品種與循環農業資材開發技術授權，107 年主辦 2項技轉

案，授權金總計為 20.8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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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蕙蘭育種目標為耐熱、純色，花期長、

株型緊密。完成33個授粉數，獲得9個果莢。

雜交後代植株數量總計 2萬餘株，初選 12個

單株，複選 3 個單株 (101164-1、101198-2

和 100006-12)，進行繁殖與栽培觀察。篩選

台灣百合適合作為切花育種親本的個體供未

來育種應用。臺灣百合 23個單號育苗受高溫

及缺水造成未開花，前ㄧ年的 9個選拔株以

鱗片繁殖增加數量至 85球。

    山川報歲蘭、鐵骨素心蘭及彩虹四季蘭

3個品種以 11cm盆栽培 1年之種苗和裸根種

苗 (慣行方式，5~6 寸盆栽培 2年，出貨時裸

根 )比較更換新介質 (水苔、樹皮和椰塊 ) 的

種植速度，以樹皮最快、椰塊次之，水苔最

慢。11cm盆栽培 1年之種苗更換介質後之死

亡率均為 0，裸根種苗以鐵骨素心蘭死亡率

最高，在25%~37.5%之間，彩虹四季蘭次之，

在 4.2%~12.5%間，山川報歲蘭死亡率為 0。

2個四季蘭品種分別於芽長度 1~2cm、3~5cm

    大花蕙蘭不同濃度之葡萄糖及蔗糖瓶插

液試驗，初步結果顯示，綠寶瓶插天數以蔗

糖 1%之 15.2±2.8 天最佳，葡萄糖 0.5% 之

14.2±3.3 天次佳，但各處理間無顯著差異，

快樂天使則以清水處理進行瓶插之 30.0 天效

果最佳，0.5%蔗糖處理之瓶插壽命 28 天最

短。其餘品種於各處理間無顯著性之差異。

採收前肥料處理試驗結果顯示，本次試驗品

種各處理間之瓶插壽命、吸水率及植體營養

成分(氮、磷、鉀、鈣、鎂)皆無顯著之差異。

‘快樂天使’切花母盆週年管理上，利用開

發出之功能性微生物製劑及 43即溶肥添加綜

合微量元素之兩處理之結果顯示，上述兩處

理之植株葉片數、株高皆較對照組佳，花梗

蕙蘭與百合之育種

建構小花蕙蘭外銷供應鏈

大花蕙蘭採後處理技術之研究

和 8~10cm時進行模擬貯運，模擬貯運時芽長

度越長開花率提高，鐵骨素心蘭在芽長3~5cm

時進行模擬貯運，後續即有 75%的芽會正常

開花，彩虹四季蘭則是在芽長 8~10cm 時有

81.2% 正常開花，因此適合模擬貯運的芽長

度鐵骨素心蘭為 3~5cm 以上，彩虹四季蘭則

以芽長 8~10cm為宜。

1. 蕙蘭雜交後代 101164-1 全株　　   3. 蕙蘭雜交後代 101198-2 全株　　　5. 蕙蘭雜交後代 1000006-12 全株

2. 蕙蘭雜交後代 101164-1 單花特寫　4. 蕙蘭雜交後代 101198-2 單花特寫　6. 蕙蘭雜交後代 1000006-12 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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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龍果每 4株施用 25 公斤菇類介質堆

肥、牛糞堆肥或稻殼雞糞之產量無差異，而

果重及果徑以施用牛糞堆肥較佳，且土壤 pH

亦顯著高於施用稻殼雞糞；施用量方面以每

4株施用25公斤較施用12.5 公斤菇類介質堆

肥處理者之果重較重，且植體 P及 Ca濃度較

高。紅龍果‘大紅’，以施用牛糞堆肥果重

較重，菇類介質堆肥或牛糞堆肥皆可取代稻

殼雞糞之施用，而菇類介質堆肥以每 4株 25

公斤為推薦施用量。外銷出口生產者調查方

面，臺灣紅龍果價格高、無法穩定大量供貨、

缺乏規格化生產及統一之產銷接洽平台為現

階段外銷之主要問題。中部地區紅龍果生產

普遍採慣行栽培，有栽培面積小、生產品種

單一 (以‘越南白’及‘大紅’為主 )、大多

有行產調節、產量集中於 6~11 月之特性。紅

龍果外銷市場以 400~500g 果實成熟度 6~8 分

熟之紅肉品種為主，缺乏整合機制為外銷拓

展癥結，建議導入安全管理體系、全面實施

外銷契作及登錄與條碼追溯管理制度，促進

集團規模化生產以達穩定供貨。

    以木黴菌處理後之菇蕈生產剩餘物質

及養殖廢棄水進行茭白筍栽種，其筍肉重

及筍長為 59.3g、15.3cm 顯著高於對照組之

49.2g、13.2cm。比較處理及對照組之可溶性

糖及澱粉之含量差異，處理組之可溶性糖及

澱粉含量分別為 2.77、3.23 mg/g，皆顯著高

    1. 開發新型植物栽培覆蓋用資材一式，

可增加作物產量 10~20%以上。並具保溫作

用可克服低溫障礙。2. 畜牧飼養用綠能飼料

之開發，利用有益微生物如木黴菌與芽孢桿

菌及新型發酵技術，開發有益微生物添加於

菇類下腳料剩餘物質之發酵製程技術，開發

雞隻飼養飼料，以肉雞為測試動物，可縮短

飼養時程 10%，增加換肉率 5~10%。3. 抑病

墊料環保循環產品之開發，針對菇類舊介質

與稻草等副產資源配合木黴菌添加開發成抑

菌墊料，舖墊於養雞飼槽之下，以 1:1 比例

混合後處理，除加速雞糞處理速度外並能減

少飼養過程中的臭味問題。

    考慮仔豬胃腸道特性與吸收能力，開發

複合式耐酸性有益菌之飼料添加物產品，已

篩選出耐酸性微生物菌種 2株，可耐培養基

酸性條件在 pH3.5~4 之間。完成液態量產配

方一式，進行放大量產發酵試驗。進行 20公

升及 100 公升發酵試驗，進行發酵階段各期

菌數分析與量產製程養分分析，在第 5天耐

酸性酵母菌菌數在 107次方 CFU/ml，耐酸性

乳酸桿菌菌量在 108-9 次方 CFU/ml。進行小

型動物試驗，初步以發酵製劑混噴雞隻飼料，

餵養無添加抗生素與施藥雞隻，經飼養一批

次肉雞，存活率達 98~100%。運用飼料添加

物菌種與抑菌墊料可降低雞舍臭味 80~90%。

新型菇類介質堆肥建立紅龍果穩產
模式及目標市場對本國外銷產品之
意見調查

魚茭共生友善環境經營模式示範及
效益評估

菇類剩餘資材應用於綠能飼料和抑菌
墊料再生產品開發

耐酸性複合式有益菌保建飼料添加
物研發與商品化

於對照組之 2.10 mg/g 及 2.38 mg/g。產量調

查顯示，處理組為 2,558kg/0.1 公頃 / 一期，

對照組為 2,153.6/0.1 公頃 / 一期，總產量可

提升 18.7%，並較傳統栽培之模式減少三分

之一的肥料用量，進而增加農友收益。

數則以功能性微生物製劑之處理的 5.14 支 /

盆，顯著高於 43即溶肥添加綜合微量元素處

理之 4.33 支 / 盆及對照組的 2.48 支 / 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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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剩餘資材及微生物製劑於茭白筍栽培之試驗   

田間情形

百香果施用有益微生物及不同有機肥料試驗田間      

生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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