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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知 專 欄
文圖／陳鐶斌、廖宜倫、陳裕星

亞麻為亞麻科（屬）的一年生

或多年生之草本植物，為世界上最古

老的纖維作物之一。依據型態及經濟

目的分類，可分為油用亞麻、纖維用

亞麻和油纖兩用亞麻，其種子均可榨

油，為世界十大油料作物之一，產量

占第七位。而根據文獻記載早期臺灣

亞麻栽培紀錄大多於二期作收穫之後

進行裡作栽培，以採收纖維為主，播種後75天即可開花，花朵為淡藍色

（圖一），授粉後隨即開始結果莢及種子發育（圖二），盛花期約維持

兩週，亦是相當細緻優美的裡作景觀植物。

隨著國人健康意識觀念抬頭，消費者體認食物可以提供作為預

防、治療疾病與個人健康維護功能，經學者以全球十大保健素材為題，

分析國際文獻，發現亞麻研究文獻數量排第七位，可見其在研究保健功

效上，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以亞麻籽的營養成分來簡述相關保健功效及

其主要營養物。

亞麻籽主要營養成分如附表一所示，其中脂肪佔41%、蛋白質

20%和膳食纖維28%。冷軋亞麻油熱量8.8 kal/g，研磨亞麻籽粉熱量

4.5 kal/g，碳水化合物（糖份及澱粉）1%，蛋白質部分含有

數種人體無法製造必須胺基酸成分，為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

之營養食物。亞麻籽的飽和脂肪含量約佔9%左右，其餘大部

分為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如附表二所示。在多元不飽和脂肪

酸中，有兩種為人體所必需脂肪酸（EFA），即α-次亞麻油

酸（α-linolenic acid，ALA，亦稱次亞麻油酸）及亞麻油酸

（Linoleic acid，LA），其分子結構差異如（圖三）所示。

ALA是omega-3多元不飽和脂肪酸是細胞膜組成分和荷爾蒙的原

料之一，而亞麻油是已知植物油中，omega-3含量最高。亞麻油omega-6/
omega-3脂肪酸比例為3:10，在植物油（花生油、沙拉油、芝麻油、葵

花油）中omega-6/omega-3脂肪酸比例是最低的。唯具極高度不飽和脂

肪酸，容易受熱及光影響，需放置陰涼處或冰箱中，以維護品質。另經

研究指出必需脂肪酸用以維持細胞膜及皮膚健康，且共同參與膽固醇輸

送，其代謝轉化為二十酸前驅物，該化合物有抑制人體的發炎、抗動脈

粥樣硬化（antiatherogenic）與預防血栓之功效。除此之外，亞麻富含

植物雌激素中木酚素（lignans），其主要成分為開環落葉松酚葡萄糖苷

（secoisolariciresinol diglucoside，SDG），亦為一種抗氧化劑，經由結腸

菌轉化為腸內酯（enterolactone）和腸二醇（enterodiol）具有植物性雌激

素的功效，可以抑制胃腸道癌、乳癌的生長。

亞麻纖維除了當衣、紙原料來源之一，其亞麻油因具極佳乾燥

性，亦為油漆原料來源。經臨床研究已証實，亞麻能夠潤腸通便，降低

血脂、輔助控制血糖和抑制癌症，所以經常食用可以幫助預防和治療慢

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肥胖症。因此，亞麻的醫療及保健功效，已漸

漸在醫學上被證明，這表示亞麻除當工業原料外，同時其籽也兼具有保

健作物之功能，除了當烘焙點心原料外，適當的食用亞麻產品，對人體

保健亦有相當大助益。

簡 介 亞 麻 營 養 成 分簡 介 亞 麻 營 養 成 分

表一、亞麻籽營養成分
成　　份　　種　　類 含量（%）

脂肪（Fat） 41%
蛋白質（Protein） 20%
膳食纖維(Dietary Fibre) 28%
碳水化合物（Carbohydate）  1%
水分（Moisture）  7%
灰份（Ash）  3%

資料來源：Flax Council of Canada, 2003.

表二、亞麻油脂肪酸成分結構

種　　　　　　　　類 含量（%）

飽和脂肪酸（Saturated Fat）  9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Monounsaturated Fat） 18
多元元不飽和脂肪酸（Polyunsaturated Fat） 73
       linoleic acid（LA） 16
       α-次亞麻油酸（ALA） 57

資料來源： Flax Council of Canada,2003.

文圖／魏芳明、楊旻憲

前言

春石斛蘭為石斛蘭屬(Dendrobium)石斛蘭節(section Dendrobium)之
蘭科植物，以金釵石斛(Den.nobile)為基本種原交配選拔而成之品種群

稱之。春石斛蘭主要用於盆花生產，其色彩瑰麗繽紛，於日本為高貴贈

禮及答謝用盆花，目前春石斛蘭的主要生產國為日本、荷蘭、泰國及美

國等，於臺灣雖已有數十年栽培歷程，惟尚未進入產業化量產階段。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有鑑於春石斛蘭深具國內外市場潛

力，惟目前臺灣地區春石斛蘭品種均由國外引進，造成種苗成本較高，

且國外品種特性不易掌握，其生育習性及開花特性不一定能夠適應本地

氣候環境條件。因此，於92年開始規劃育種計畫並進行春石斛蘭品種及

原種之蒐集，93年正式申請科技試驗研究計畫持續辦理至今。本場春石

斛蘭育種計畫目的為建立國內自有春石斛蘭優良品種，提供國內業者參

考應用，以逐步取代國外進口品種。

研發成果

多年來本場雜交後代已漸建立部分優形株之基本群，其改進方向

則為大花及花期長之優良品系選拔，此外近年來業界為調節春石斛蘭花

期，有利用高冷地進行催花者，或於平地以冷藏庫催花，或利用生長調

節劑處理等方法，但均未能獲得優良穩定的結果。有鑑於此，

本場育種目標亦轉朝低需冷性早生品種之選育為主。經過多年

來的努力，本場春石斛蘭雜交後代已漸建立優形株及部分早生

品系之基本群，後續最大的育種改進方向，則為大花及花期長

之優良品系選拔，以期能夠切合市場需求與喜好。

新育成品系展示發表會

為展示及發表春石斛蘭新育成品系研發成果，臺中區農業

改良場於101年4月3日假埔里分場辦理「春石斛蘭新品種展示

會」（圖一）。本次新品系展示發表會，邀集大專院校、農委會試驗場

所研究人員、專業蘭園農友與商業種苗公司等蘭界先進蒞臨指教，期能

為春石斛蘭新品系之選拔提供意見，以供作未來選種改進之參考。臺中

區農業改良場場長張致盛博士指出：鎖定目標市場並掌握市場需求，為

春石斛蘭育種之重要參考指標。此外，育種試驗研究之工作須與產業作

結合，才能切合產業之實際需求，而臺中場於春石斛蘭育種之研究工

作尚須更加強努力。此次展示會新品種票選前三名之結果如下列（圖

二）：075(94334-8)、014(95113-1)、163(96098-11)。
結語

今後，春石斛蘭育種目標將以選育夏季可開花且於高溫期花期長

之品種，以建立春石斛蘭品種週年生產出貨之品種群組，現針對目前可

於夏季開花之春石斛蘭原種及另一群石斛蘭原種群，即黑毛石斛蘭節

(section Formosae)內一些花期長及耐高溫之原種，進行種源蒐集及雜交

試驗，並就石斛屬內遠緣雜交不親和特性進行探討，及打破遠緣雜交不

親和性之技術，如此整體春石斛蘭之雜交育種，及所建立週年出貨之品

種群組，方可使石斛蘭之產業化達到國際性之競爭力。

▲ 圖一　田間亞麻開花情形▲ 圖一　田間亞麻開花情形

            ▲ 圖二　亞麻蒴果形態                ▲ 圖三　次亞麻油酸(linolneic acid)與亞麻油酸            ▲ 圖二　亞麻蒴果形態                ▲ 圖三　次亞麻油酸(linolneic acid)與亞麻油酸

                                                                             (Linoleic acid)之分子結構                                                                             (Linoleic acid)之分子結構

▲ 圖一　春石斛蘭新品種展示會主持▲ 圖一　春石斛蘭新品種展示會主持

人張致盛場長致開幕詞人張致盛場長致開幕詞

▲ 圖二　春石斛蘭新品系展示會新品種票選前三名，▲ 圖二　春石斛蘭新品系展示會新品種票選前三名，

075(94334-8)、014(95113-1)、163(96098-11)075(94334-8)、014(95113-1)、163(9609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