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及人類健康之永續發展，因

此埋下了打造有機新農園的

夢想種子。原本在科技公司

有著豐厚且穩定的收入，但

隨著祖父及父親逐漸年邁，

他毅然辭掉工作回家接手事

業。返鄉後，文苑感恩長輩們不吝提攜指導，漸漸在友善耕作中找

到熱枕及成就感，目前網室栽培短期葉菜類及瓜類，主要通路為主

婦聯盟，堅持提供消費者安全優良、健康美味的農產品。因極端天

氣頻繁，去年溫室接連遭受莫蘭蒂及梅姬颱風侵襲，但卻沒將他的

信心擊倒，在家人共同努力下，田區很快恢復昔日風采。

　　透過本場專案輔導後，文苑積極開發農產加工技術，減少盛產

而滯銷的蔬果，提升附加價值，並與本場專家合作，透過生物製劑

田間應用，降低化學農藥及肥料的使用，維護農園生態環境的健康。

文圖/張金元、田雲生

　　番茄苗為抵禦土傳病害及方便管

理，現已普遍採用嫁接生產；惟嫁接

屬高技術性工作，須經專業訓練方能

上手，在旺季時有技術人員短缺之營

運瓶頸，而嫁接最重要且關鍵的技術

是斜切穗砧苗及接合固定等 2項動作，

純手工作業注重手感、眼力及高度專

注力，長時間操作相當辛苦與費工，因此本場參考現行手工嫁接方式，研發

番茄苗嫁接輔助機具，提供育苗產業選擇應用。

　　本機由接穗及根砧苗斜切機構、嫁接夾接合機構、電氣控制組件所構成，

與手工嫁接相比較，使用輔助機具可以減少提取刀片斜切苗株、撿拾嫁接夾

或套管接合等動作，且苗株具有固定的斜切角度，以及自動供給嫁接夾、開

夾與閉夾等多項省工機械化的改善項目，使嫁接工作不再難以上手。藉由番

茄苗嫁接輔助機具的協助，無嫁接經驗的操作人員，可透過短時間內教育訓

練可輕鬆作業，嫁接速度、成功率與手工方式不遑多讓，紓緩嫁接技術人員

短缺的問題，達到輕技術、輕勞力負荷作業環境改善。本項研發成果已授權

技術移轉，

歡 迎 有 興

趣 的 育 苗

業 者 或 農

友 逕 洽 綠

誼公司 (04-
26380178)。

番茄苗嫁接輔助機具 研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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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陳鐶斌

　　亞麻學名 Linum usitatissimum，英文名 flax，臺灣栽培亞麻紀錄

僅 50 餘年，最早由日本於 1920 年引進試種，並在日據時期 1942 年

起在新竹、臺中等地推廣於冬季裡作栽培，推廣面積 2,755 公頃，

直到 1944 年面積增加 10,435 公頃，光復初期由於沒有種原供給，

生產面積停頓。民國 39 年後漸漸恢復生產，到了 54 年生產面積增

加至 5,524 公頃，為光復後最高紀錄，其後近十年亞麻栽培面積約

在 2,500-4,031 公頃之間，民國 65 年栽培面積由 3,161 公頃，逐漸下

降至民國 70 年栽培面積僅 290 公頃。在民國 70 年以前推廣期間種

戀愛櫻粉 夏開菊花新品種

台中 9 號 - 櫻粉
文圖/陳彥樺

　　臺灣夏季菊花品種較少，不如秋冬品種多樣化，農民栽

培時的品種選擇有限。因此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致力於夏開菊

花品種選育。最新選拔育成的菊花新品種 ‘ 台中 9 號 - 櫻粉 ’ 
為 2011 年 10 月由母本 0420 開放授粉雜交子代選拔得出，

經過數代無性繁殖及生育調查證明其性狀穩定具一致性，

且有新穎性，已於 2017 年 4 月取得品種權。菊花 ‘ 台中 9
號－櫻粉 ’ 花序形態圓筒形，舌狀花頂端形狀圓形，花朵顏

色為粉紅色 (RHS 色號 69B)，生長勢強，植株高度高且側芽

數少。在炎熱夏季栽種無開花延遲問題，熄電後到花週數約

9-10 週，而秋冬季低溫栽培有舌狀花輪數減少及開花延遲

等問題。菊花 ‘ 台中 9 號 - 櫻粉 ’ 不僅具有粉嫩色彩，層層

相疊的花瓣也十分討喜浪漫，且如嬌羞少女般的緩緩開放，

在炎炎夏日也能享受戀愛

氛圍。目前夏季菊花品種

少有此種花型與花色，評

估應有市場潛力，此品種

現已開放非專屬技術授

權，公告於本場網站，有

興趣進一步了解的農友可

逕洽本場花卉研究室 04-
8523101 轉 260。

臺灣亞麻 興衰史 

▲ 以嫁接輔助機具完成之番茄嫁接苗

▲

▲

 番茄苗嫁接輔助機具及操作情形

文圖/蔡本原

　　走在埤頭的阡陌，常看見一位皮膚黝黑的青農穿梭其中，大多

數人認為田間工作是最辛苦的，75 年次的他卻甘之如飴，他就是堅

持友善環境耕作的實踐者－鄭文苑。

　　文苑並非農業科班

出身，大學及研究所讀

的是機械工程，因為家

中世代務農，從祖父開

始進行有機水稻栽培，

父親繼承衣缽種植有機

蔬菜，從小耳濡目染下

瞭解有機農法對大自然

及民眾的益處，不僅兼

顧土地利用、生態環境

▲ 鄭文苑 ( 前排中 ) 與吳正宗陪伴師 ( 右 1) 及本
場錢昌聖助理研究員 ( 左 1) 討論瓜類栽培技
術及土壤肥培管理

▲ 林學詩場長 ( 左 ) 輔導鄭文苑青農 ( 右 )，
討論溫室結構及座落方向對抗風之影響

植亞麻以採收纖維為

主，種子為輔，並由

臺灣工礦公司烏日製

麻廠契作栽培，契作

鄉鎮分布於臺中市南

屯、西屯、霧峰、大

雅、潭子、后里、外埔、清水等地區，彰化縣則有芬園、大村、溪州、

埤頭、竹塘、二林、大城、芳苑、鹿港等鄉鎮，而少數分布於雲林

縣崙背、水林等地。整體而言，亞麻栽培面積 87% 集中彰化，10%
分布在臺中，零星分散於南投與雲林等地。民國 71 年起，臺灣工礦

公司停止製麻收購相關業務，至今 (106 年 ) 無亞麻種植面積。

▲ 菊花新品種‘台中9號─櫻粉’ 

鄭文苑青年農民 打造友善耕作新農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