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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洪惠娟

　　國蘭產銷發展協會的

活動裡常可見到一個年輕

面孔，就是本文的主角游

鎮嘉先生。76 年次的游鎮

嘉，祖父游水舜先生與父

親游智超先生均活躍於國

蘭產業，身為產業第 3代，

從小耳濡目染下，對國蘭

產生興趣，退伍後開始協

助家中農場管理、國蘭外

銷以及產銷班、生產合作社和協會的活動，為年齡偏高的

國蘭產業注入年輕的活力。

　　近年來，國蘭外銷從裸根苗空運轉為海運，再突破為

帶介質外銷，面對產業的變化，除了與父親一起提升設備、

改善作業流程外，同時積極參與各項技術講習課程，與學

研單位合作，近期也完成帶介質輸韓檢疫設施認證，提升

外銷出口的品質。

　　經過 5 年多的產業參與，有感於國蘭在臺灣的消費相

較於韓國和中國而言相對不普遍，加上經營網拍的經驗，

因此希望從網路和教育等方向著手，加強國人對國蘭的接

受度，以拓展國內的市場。

泰國地方特色蔬菜之應用及推廣

神秘、浪漫之亞麻

文圖/林煜恒

　　近年來因全球氣候變遷及人們對於物種保存觀念之強化，各

地地方特色蔬菜之利用及保存逐漸被聯合國農糧組織所重視，其

對維持物種多樣性、傳統文化之傳承、糧食安全及營養平衡皆扮

演相當重要之角色。泰國為東亞南地區地方特色蔬菜運用及推廣

相當成功之國家，常見之地方特色蔬菜有大花田菁、樹胡瓜、辣

木、翼豆、蓮花莖、黄花藺、爪哇合歡、迷你圓茄、山苦瓜、蝶

豆花及香蕉花苞等。其中蝶豆花富含紫藍色花青素，常作為飲料

或天然食品染色劑使用；大

花田菁常去除花蕊汆燙後以

泰式蝦醬沾食；辣木具獨特

之辛香味，主要食用嫩葉及

嫩果莢，嫩葉口感似波菜，

因其耐乾旱、生長快速，且

富含各類營養元素，因此深

受東南亞地區許多國家歡

迎。

　　亞蔬 - 世界蔬菜中

心東南亞分部推廣各類

地方特色蔬菜之營養價

值，並研發各式食譜供

人們參考使用，栽培面

更結合綜合病蟲害防治

及適地適種等概念，建

立許多地方特色蔬菜標

準栽培模式供農民參考。

臺灣許多的鄉間角落亦

存在許多珍貴的地方特色蔬菜，未來或許可以泰國經驗作為參考，

盤點特有之地方特色蔬菜種類，分析其營養及經濟價值並設計相

關食譜，進行推廣。不僅增加食用蔬菜之多樣性，消費者亦可獲

得多元的蔬菜營養元素來源，更可傳承臺灣特有之自然及文化傳

統。

文圖/陳鐶斌

　　亞麻英名為 fla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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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起源地眾說紛紜，一般認為高加索、中國、地

中海沿岸、印度等地為主要起源地，文獻最早可以追溯至史前瑞士湖棲人、

舊約聖經及木乃伊包衣等處，皆有明確地記載。其適宜生長環境氣溫為 10-
25℃，且需較長日照，主要生產國家為加拿大、美國、俄羅斯及印度等，多

在乾旱之夏季栽培。台灣由於夏季高溫多雨，植株倒伏嚴重、種子品質低落，

所以大多於二期稻作收穫後進行裡作栽培。一般而言，播種後 50 天左右開

花，花朵為紫色、白色為主，賞花必須選在上午前為佳，中午後花瓣隨即凋

謝，花期可維持一個月以上，亦是相當細緻優美的作物。

追日型太陽能板遮陽對甘藷產量的影響
文圖/田雲生、廖宜倫

　　為配合推動農電共享雙贏，探

討架高 4.5 公尺、單軸、東西向追

日型太陽能光電板 ( 每座設置間距

9.3 公尺、總長 29 公尺、寬 4 公尺 )
下方不同位置之光照量，以及光電

板遮陰對甘藷產量 (塊根數與重量 )
的影響，本場於 105 年 9 月初種植

台農 66 號品種，採單行作畦栽培、全畦寬 1 公尺，依慣行法管理，迄今 106
年 1 月下旬採收，生育期間遭逢梅姬颱風侵襲，稍影響作物成長。

　　使用簡易型照度紀錄器收集 2 座光電板之間 ( 板間區 )、光電板轉軸東側

(板東區 )與西側 (板西區 )，以及光電板外 (對照區 )不同位置 (距地高60公分 )
的光照量，3 重複且每隔 10 分鐘記錄 1 筆資料 。試驗結果顯示，板間、板

東、板西區全天太陽輻射量分別為對照區 (772.5 kw/m2) 的 68.8%、53.3%、

53.1%；每公尺平均塊根數各為對照區 21.5
個之 110.2%、102.3%、83.3%，重量則為對

照區 5,159 公斤之 74.1%、74.4%、63.3%。

　　綜合田間調查得知，本追日型太陽能

光電板之遮陽造成甘藷減產約 1/4 至 1/3；
然每座太陽能發電系統 (16kWp) 之平均發

電量可達 7,923 度。

▲ 亞麻開花以紫色、白色為主

傳承三代
國蘭產業生力軍 ~ 游鎮嘉

▲ 泰國傳統市場常見各類原生蔬菜販售，圖中豆
莢狀之地方特色蔬菜為爪哇合歡

▲ 亞蔬 - 世界蔬菜中心東南亞分部研究
人員介紹樹胡瓜之營養價值及近年來
於東南亞地區研究推廣之情形

▲ 游鎮嘉先生與父親在蘭園內討論
栽培的結果

▲ 太陽能板下栽培之甘藷塊根

▲ 甘藷生長明顯受光電板遮陽之影響

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