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場展區入口處，右方玫瑰隧道
為此次展覽的一大亮點

▲ 林學詩場長 ( 中 ) 向林聰賢主委 ( 右 )
介紹本場展示的城市養蜂與廚房菜
園等創新園藝

▲ 林聰賢主委(中)與中、彰、投、苗四縣市代表為「2017中臺灣農業博覽
會」開幕

 2017 中臺灣農業博覽會臺中場展出「園藝療育及家庭園藝」令人驚艷

文圖/鄧執庸

　　「2017 中臺灣農業博覽會暨國際盆栽展」於 11 月 4 日在彰化縣

溪州公園登場，農委會林聰賢主任委員蒞臨開幕，並由林學詩場長

陪同至「未來農業館」本場「園藝療育及家庭園藝」展區參觀，林

主委對本場展示表達讚許並期勉導入農村再生計畫，提升農業生產

與生態，厚實農村發展。

　　此次至 11 月 26 日為期 23 天的展期，本場展示主題為「園藝療

育及家庭園藝」，在園藝療育部分，透過繽紛多姿的花卉及壯觀水

瀑帶來視覺的衝擊，現代感十足又浪漫芬芳的玫瑰隧道帶來嗅覺的

覺醒，蓊鬱高聳的旅人蕉及遠曠鳥鳴帶來聽覺的享受，藉由香草植

物所帶來的觸覺與嗅覺體驗，讓參觀者好好的療育與放鬆；在家庭

園藝的部分，展示水耕栽培、魚菜共生、城市養蜂等園藝創新現在

進行式，搭配現代簡約的花藝佈置，勾勒出家庭園藝充滿想像的未

來性，呈現出未來居家園藝發展方向與形態。

　　此次展示的療育體驗與未來家庭園藝風貌，讓許多參觀者駐足

流連，除了體驗園藝的療育力量，也看到了家庭園藝的未來性，更

帶走美好的體驗與滿滿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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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致盛處長 ( 左 5)、林美華副分署長 ( 右 2)、
余家彥總幹事 ( 左 2)、南投縣政府呂文玲科長
( 左 3)、林學詩場長 ( 右 1) 與 106 年全國優良
農業產銷班 - 南投縣國姓鄉養蜂產銷班第 1 班
合影

▲ 立法委員陳素月 ( 中 )、林學詩場長 ( 右 3) 與
106 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 - 彰化縣田尾
鄉庭園花木產銷班第 29 班合影

▲ 農委會科技處張致盛處長 ( 右 2)、林美華副分
署長 ( 右 1)、林學詩場長 ( 左 1) 與 106 年全國 
優良農業產銷班 - 臺中市后里區蔬菜產銷班第
6 班合影

▲ 張致盛處長 ( 左 4)、農糧署中區分署林美華副
分署長 ( 右 1)、林學詩場長 ( 右 2) 與 106 年全
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 - 臺中市新社區花卉產
銷班第 7 班合影

文圖/吳建銘、陳蓓真

　　106 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評選結果於 10 月

13日公佈，本場轄區「臺中市新社區花卉產銷班第 7班」

與「彰化縣田尾鄉庭園花木產銷班第 29 班」榮獲全國

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同時「臺中市后里區蔬菜產銷班

第 6 班」與「南投縣國姓鄉養蜂產銷班第 1 班」也榮獲

全國優良產銷班之殊榮。新社區花卉產銷班第 7 班文心

蘭產量佔全國 28%，積極拓展外銷，是國內文心蘭產業

的領頭羊；田尾鄉庭園花木產銷班第 29 班以企業化及

機械化經營產銷班，產品出貨快種類眾多，堪稱花木界

7-11；后里區蔬菜產銷班第 6 班以設施生產安全苦瓜，

拓展賣場通路，並輪作葉菜供應學童營養午餐，為安全

蔬菜的供應班；國姓鄉養蜂產銷班第 1 班開發各種機械，

節省人力與成本，班青農經常榮獲全國評鑑獎項，為名

副其實的青年頭等班。為表揚得獎的 4 個產銷班，本場

於 10 月 21 日「新農業心生活 ~ 茄子總動員」開放日活

動，由林學詩場長與現場貴賓一起恭賀得獎的產銷班，

肯定其在農業上卓越的表現，並將產銷班運作典範提供

農民朋友參考，帶動農業永續發展。

恭賀臺中場轄區榮獲 106 年全國十大績優與優良農業產銷班



文/蔡本原  圖/陳蓓真

　　為展現本場研發成果及推展食農教育，於 10 月 21 日舉辦「新農業心生活 ~ 茄子總動員」系列活動，本

次活動以茄子為主題，以寓教於樂的方式與各界分享，內容豐富且多元，吸引約 2,800 人參加。

　　現場展示茄子隧道、茄子六兄弟、茄科家族等，說明臺灣茄子主要產地、茄子的一生、營養成分及 V
型整枝技術。另為推廣食農教育理念，使消費者瞭解從產地到餐桌的每個環節，與轄區農會家政班精心烹調

50道美味又可口的茄子料理，同時搭配「茄食報到，健康久久」簡報，使參與者明白茄子產業現況及多樣性，

認識食材的原始樣貌，追求人類與自然環境永續生存。

　　為建立強本革新的新農業及展現本場研發能量與農業推廣成果，本次活動依建立農業新典範、建構農業

安全體系及提升農業行銷能力等

3 大主軸進行研發成果海報及實

物展示。葉脈槌染、樹枝巧藝及

蝶豆花果汁等 DIY 活動也獲得

大小朋友的熱烈參予，現場亦集

結中彰投地區農會及在地小農

的優質農產品展售活動，讓民眾

增長農業知識，也一飽眼福與口

福。

▲ 茄子隧道吸引許多民眾合照、打卡
留念(圖/賴佑承)

▲ 開放日活動現場嘉賓雲集

▲ 開幕式邀請彰化縣青農熱舞表演，
散發渾身帶勁的活力

▲ 多樣化的茄子品種展示令人目不暇接

總動員 活動熱鬧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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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戴振洋

　　面對世界各國

農產品入臺的競爭，

其中掌握種苗層次

的研發，最能發揮

臺灣種苗產業高度

潛力及競爭優勢。

本場與台灣種苗改

進 協 會 於 10 月 19

日在本場共同舉辦

「2017 年茄子品種競賽」活動，藉由種苗公司提供品種參與比賽，

達到互相觀摩切磋的效果，當日亦有許多種苗業者前來共襄盛舉，彼

此交換心得。

　　本次參賽的茄子有長茄 18 個品種及非長茄 8 個品種，當日進行

田間性狀、果實性狀及食味評比，種苗協會邀請 5 位學者專家進行審

查，過程多達 3 小時之久，最後終選出 7 個優勝品種。

　　本場林學詩場長表示，中部地區是夏季茄子生產重鎮，此次參

賽茄子品種都是各種苗業者精心挑選，經由田間表現及食味品評等

階段的嚴格審查，要在 26 個品種中脫穎而出並不容易。最後評審結

果，長茄組及非長茄組冠軍分別為正綠農林有限公司的「NO.84」及

「NO.81」品種獲得，

榮獲冠軍茄子特色為色

澤均呈現紫紅，質地柔

軟，口感佳，期許優勝

茄子品種能在國內外市

場締造銷售佳績，也能

造福國內茄農。

茄子奧斯卡大賽

2017 年茄子品種競賽活動 

▲ 茄子品種競賽評審委員以公平、公正、公開方式
進行田間評審

▲ 茄子品種競賽審查會活動，臺灣種苗業者參
與踴躍

文圖/曾康綺、張惠真

　　為落實推廣食

農教育理念，本場

於 10 月 21 日 開 放

日舉辦茄食報到、

健康久久食農教育

活動，活動由蔬菜

研究室戴振洋副研

究員熱力開講，介

紹茄科家族植物 - 番
茄、茄子、甜椒、茄子的一生、讓民眾了解茄子富含膳食纖維、

維生素 A、β- 胡蘿蔔素，菸鹼酸等，尤其紫色表皮富含花青素，

強調茄子豐富的營養價值，戴副研究員帶領民眾至茄子展示會場，

認識各種長短圓瘦不同品種的茄子，漫步茄子隧道及進行茄科家

族展示的導覽解說，接著引導民眾至試驗田暸解茄子的栽培過程；

再由陳副研究員葦玲解說茄子 V 型整枝栽培技術，介紹運用茄子

根砧防治番茄青枯病和番茄苗嫁接在茄子根砧植株之技術。活動

當天還串聯轄區農會家政班，由班員端出一道道澎派美味又可口

的茄子料理，色澤鮮豔搶眼，讓民眾一飽眼福。本次活動從認識

茄子開始，到茄

子種植與採收，

進而料理安全健

康的食材，落實

食 農 教 育 ~ 從

產地到餐桌各個

環節，教導民眾

正確的綠食育觀

念。

茄食報到、健康久久
食農教育活動

▲ 戴振洋副研究員(右1)說明茄科植物產業現況及
多樣性

▲ 家政班展示茄子料理



文圖/吳庭嘉

　　番石榴在臺灣從栽種到結果所需時間短，配合修剪技術可調

節開花結果，是臺灣重要的經濟果樹。國內番石榴總栽培面積為

7,159 公頃，其中彰化縣栽種面積 1,207 公頃約佔 17%。彰化縣社

頭鄉農會於 10 月 14 日舉辦「106 年度中部地區優質番石榴評鑑」

活動，集結彰化縣、臺中市與南投縣所有鄉一同參與評鑑，共有

148 組農友參賽。

　　優質珍珠番石榴，外觀色澤應均勻、無機械傷害及病蟲害、

果肉質地細緻、風味酸甜適中、具香氣者佳。本次番石榴評鑑分

為 2 階段，第 1 階段進行番石榴果實外觀、重量及整齊度評分，

包括外觀完整度、無機械傷害及病蟲害、參賽果實大小一致性。

第 2 階段以番石榴果實糖度、果肉質地及風味進行評分，果肉質

地細緻，風味酸甜適中，具番石榴香氣，綜整 2 階段評分，選出

今年的芭樂王。最後評鑑結果，由彰化縣社頭鄉蕭樹寅農友抱走

冠軍獎座，第 2 名分別由彰化縣溪州鄉詹大友農友、員林市張國

榮農友及大村鄉宋金章農友獲得。期藉由本次評鑑活動的舉辦，

讓農友們互相觀摩學習，提升中部地區番石榴生產品質，推廣中

部地區優質番石榴，讓生產者種出信心，消費者吃得安心。

芭樂王重磅登場 
106 年度中部地區優質番石榴評鑑活動

 本場陪同林聰賢主任委員至
臺中市東勢區與青年農民座談

解決營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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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洪梅珠副場長 (左 1)、農試所鳳山分所謝鴻業副研究員 (左 2)
及評審委員們，進行番石榴果實外觀及整齊度評分

▲ 林聰賢主任委員 ( 前排左 3) 對軟埤坑休閒農業區及臺中市青年農
民的經營表現給予肯定

文圖/蔡本原

　　農委會林聰賢主任委員 11 月

11 日與會內及所屬機關，會同臺

中市政府農業局王俊雄局長、東

勢區農會田士欣總幹事等一行人，

至臺中市東勢區軟埤坑休閒農業

區，與臺中市青年農民座談，了解

農友經營情形。座談會中企劃處、

輔導處、農糧署、農試所等單位，

針對農友提出之意見進行說明，

並解決強固型溫網室補助、有機肥補貼、菇舍容許及農場缺工等問題，

落實照顧農民的決心。主委勉勵青農必須具備風險管理的概念，唯有

全盤掌握種苗銷售、氣候等資訊，才能達到產銷無虞目標。另外農業

循環型設施、農作物保險立法、循環農業、農業 4.0 及種苗產業技術加

值都是新農業的趨勢。主委感佩青農的「揪團」力量，藉由群聚力量

分享務農經驗與交流，是不同以往的創新思維，主委更鼓勵青農學習

南部毛豆集團生產、外銷模式，提升國際競爭力，座談會上互動熱絡，

會後更與青農合照並肯定其經營成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日本水稻直播系統在臺灣試作成果發表會

▲ 林主委表示新一代青農最厲害的就是
「揪團」，藉由群聚來經驗分享及激
發創意火花

▲ 吳以健助理研究員解說日本水稻直播系統之栽培管理要點與田
間生長特性

▲ 應用日本技術之水稻直播系統，稻株生長
順利並具備可觀產量

文圖/吳以健

　　水稻直播栽培可節省育苗之勞力成本，提高生產效益。然而，直播栽培面臨

種子成活率、初期鳥害、雜草防治及後期倒伏等挑戰。日本之直播技術有數十年

經驗，故期許藉由引進日本之直播管理方式，建立臺灣的直播系統。本場於 10
月 24 日辦理「日本直播系統在臺灣試作成果發表會」，由林學詩場長及水稻推

動小組召集人呂秀英場長主持，介紹日本直播系統應用於臺灣之操作要點及展示

本年度試作成果。

　　日本之水稻直播系統，乃經由品種篩選、稻種鐵粉披衣、特殊除草劑施用、

灌溉管理等方式，以克服前述之問題。首先，須篩選初期發芽速率高的品種，日

本水稻品種「一見鍾情」可在播後 7 日內達到 90% 發芽率，而後將此稻種以鐵粉

披覆後，播後種子沉入土內，避免鳥類啄食並增加根深，未沉入土內者，其表面

褐色氧化鐵亦使稻種具保護色而不易被啄食。接著，施用直播專用除草劑，其具顯著雜草抑制效果

且不影響稻株生長。最後亦最重要者，依照其水分管理，加速初期稻苗生長，並確實曬田促進根系

深入土壤，降低倒伏之可能。

　　直播方式為水稻智慧省工提供一可行的策略，然而臺灣除了上述問題，鐵粉披覆效率、異品種

混雜風險、直播機具取得等，皆是可能面臨之挑戰。因此，未來仍需評估許多細節，以達到兼顧高產、

效益、穩定之智慧水稻生產方式。



文圖/許晴情

　　中部地區盛產鮮食葡萄，品質優異、產值高，是中部地區重要

產業。其主要病害中，「晚腐病」獨具潛伏感染的現象。所謂潛伏感

染，即在果實尚未成熟階段，病菌只在角質層與表皮間形成一團菌

絲塊，僅潛伏並未表現病徵，直到果實轉色成熟時病徵才出現。此

時進行防治效果極為有限，嚴重影響農民收益並徒增農藥殘留風險。

　　本場多年來針對晚腐病防治進行研究，建立葡萄晚腐病管理技

術，掌握套袋時機並結合藥劑處理，只需在套袋前施用一次晚腐病

藥劑，即可達防治效果，能夠大幅減少農藥使用。本技術需掌握兩

大黃金技巧：

　1. 提早套袋：開花後 30 天內套袋，越早套袋越好。

　2. 套袋前藥劑均勻噴濕果串。

　　除了兩大黃金技巧，你還要注意的「眉角」是，

　1. 花穗基部應除去 3-4 支穗，袋口容易套在果梗上。

　2. 套袋袋口固定於果梗上並绑牢，避免雨水自袋口流入袋內。

　3.  若套袋過程遭逢大雨，應停止套袋，隔天再噴一次藥劑，否則

雨水洗去果實上藥劑，並夾帶病原菌至果實，反而造成危害。

今年度與新社區農友合作田區示範，農友慣行作法為開花後 2 個月

套袋，葡萄果實晚腐病罹病率達 30% 以上；應用本場技術處理組，

罹病率低於 1%，對於葡萄晚腐病展現優異的防治功效。此技術可大

幅降低葡萄晚腐病罹病程度，減少藥劑使用。農友如有葡萄晚腐病

防治技術之疑問，歡迎洽詢本場植物保護研究室 04-852310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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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訊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1 月 4 日 -11 月 26 日 2017 中臺灣農業博覽會暨國際盆栽展 彰化溪州公園

11 月 21 日 2017 強化臺灣品種權保護佈局研討會 種苗改良繁殖場

11 月 27 日 -12 月 8 日 第 1 屆農業技術團補徵人力訓練班 本場推廣課訓練教室

11 月 30 日 第 4 屆百大青農「輔導啟航 共識凝聚」活動 農委會 5 樓大禮堂

12 月 22 日 農業微生物之應用暨農產品行銷講習會 本場綜合大樓 2 樓大禮堂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文圖/郭建志、陳鐶斌

　　豌豆立枯病之病原菌

(Rhizoctonia solani) 為 土 壤

棲息菌，可在土壤中殘存及

藉由灌溉水傳播。主要發生

於幼苗，成長株高溫多濕下

亦可被害，主要在高溫且土

壤濕度高時發生。植株出土

或出土約 1-2 公分高時，莖

基部和土壤交界處變褐色腐

敗，以後罹病部縊縮，植株

因而倒伏，最後枯萎死亡。

病原菌侵入頂稍會造成新葉

枯萎及頂芽縊縮，若植株生

長旺盛，仍可萌發側芽，否則整株枯死。豌豆立枯病是臺灣夏秋季豌

豆栽培主要限制因子，為重要的土壤傳染性病害之一，因為立枯病的

防治工作，常受制於土壤環境、病原菌的習性、棲群動態及作物遺傳

因子之影響，防治工作相當困難；因此，為突破防治立枯病的瓶頸，

除加強抗病選種或育種、栽培技術改良、化學藥劑施用及尋找拮抗微

生物等防治策略外，也利用土壤添加物來降低此病的發生。預防及管

理措施如後：( 一 ) 整地時，務使地面平整，減少積水，注意良好的

灌溉排水措施。( 二 ) 勿密植、注意通風及日照充足，正常施肥，促

使作物快速生長。( 三 ) 以水稻、玉米或其他穀類作物輪作，降低土

壤中病原菌的族群密度。( 四 ) 與非寄主作物行 3 年以上輪作。( 五 )
依植物保護手冊可用 50% 脫克松可濕性粉劑，每公斤種子使用 0.5 公

克藥劑，拌種後種植。

文/陳鴻堂　圖/賴文龍、曾宥綋

　　鈣元素含量約占地殼總質量 3% 排名第 5 位，但耕地土壤鈣則隨

土壤之母質化育的變化，含量呈現極大之差異，通常酸性土壤是最

易缺鈣的農田，需要依據土壤肥力檢測結果與植株營養狀況進行必

要之鈣肥管理。

　　土壤的鈣主要以 Ca2+ 形式被植物吸收與利用，因此土壤有效性

鈣的含量是否足夠維持作物生長發育，端賴各種作物對鈣的需求而

定，比較各種作物鈣之需要量以茶樹對鈣的需求較低，其土壤交換

鈣的適宜含量為 200-400 mg Kg-1，當土壤可交換性鈣含量大於 800 
mg Kg-1 即超過茶樹生長需求。一般作物如水稻與雜糧等之土壤交換

鈣適宜含量為 571-1,150 mg Kg-1；需鈣較高作物如紅龍果等果樹，土

壤交換鈣適宜含量應有 1,000-3,000 mg Kg-1。

　　植物吸收土壤鈣主要依靠被動吸收，鈣在植物體內不容易移動，

所以植株之幼嫩部位與生長點、果實尾端與根系是較容易產生缺鈣

症狀之部位，番茄尻腐病就是典型果實尾端缺鈣症狀。農用的鈣肥

除硫酸鈣之外，大多數為鹼性的石灰資材，除可提供作物鈣肥外，

對於酸性土壤有調整效果，故依土壤肥力檢測進行鈣肥管理，不但

可調整土壤酸鹼值，並可供給作物鈣元素，可收一舉數得之效。

土壤鈣肥管理

提早套袋藥均勻，晚腐不來沒煩惱

106 年夏果於新社白毛台示範成果

處理 果實晚腐病罹病率 (%) 果實外觀

本場推廣技術 * 0.6
( 降低罹病率 3 成以上 )

農友慣行作法 33.7  

* 本場推廣技術： 開花後 1 個月套袋，套袋前均勻噴藥

 農友慣行作法：開花後 2 個月套袋，套袋前噴藥

大豆苗期根腐病之發生與管理

▲ 番茄之尻腐病 ▲ 結球白菜缺鈣症狀(左)

▲ 大豆幼苗根腐病發生情形

▲大豆幼苗根部呈現褐化縊縮病徵

歡迎按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