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圖/陳裕星

　　時序進入秋冬，又到了蕎麥花盛開的季節，往年只在二林地區栽培

的蕎麥，在新北市農友協助下，106 年首度推廣到新北市中和、貢寮、

宜蘭等北部地區種植蕎麥台中 5 號品種。

　　蕎麥的栽培利用深受有機農民的喜愛，因為蕎麥是所有的覆蓋作物

中生長速度最快，播種後 3-6 週開花，11-12 週就完全成熟，植株高度

約 60-90 公分，生長緊密且快速，有助於保育土壤避免侵蝕沖刷，改善

土壤團粒的穩定性，在歐美農民以蕎麥抑制雜草生長的農法已超過 150
年。當種子採收，植株翻耕入土後迅速分解，每公頃乾物重約可生產 5-7
噸，作為下一作作物的養分，可適應貧瘠與酸性土壤 (pH ≧ 5)，非常適

用於休耕土地再活化，也適應冬季濕冷天氣。蕎麥可提供各種昆蟲天敵

棲身，例如寄生蜂、瓢蟲和草蛉等，幫助捕食害蟲，如有蜜蜂或昆蟲協

助授粉，蕎麥產量可增加 21-40%。因此，蕎麥是有機農業最佳作物選

擇之一。

　　蕎麥的營養相當豐富完整，含有人類所有的必需胺基酸。蕎麥富含

芸香苷和酚酸，可減緩澱粉分解速度，GI值 (glycemic index,餐後血糖值 )
僅為 50，遠低於麵包、燕麥等澱粉類主食。蕎麥在臺灣冬季盛花期長達

2-3 個月，每公頃可產蜜達 70-100 公斤，為優良之蜜源植物，蕎麥蜜色

澤深褐色，帶有甘蔗糖蜜風味，且含豐富的類黃酮和酚酸成分，增加人

體血液的抗氧化能力，可開發為農村副產品增加農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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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農共生友善農耕護果園

文圖/陳世芳

　　居住在南投縣中寮鄉龍眼林的陳萬吉先生是典型的農家子弟，

祖父、父親種植 10 幾公頃龍眼、荔枝、橄欖、香蕉，與當地農民一

樣擔心病蟲害造成作物減產，多年採用慣行栽培方式，施用化學肥

料、農藥。而他回鄉與父母務農之後，就不斷參加農委會農民學院

農業專業訓練課程，瞭解適地適作是從農選擇種植作物的原則。因

此他承接父親部分的龍眼、荔枝、橄欖園，並嘗試以友善耕作來守

護農地，約莫 3 年前與當地 20 多位小農參與特有生物保育中心保育

石虎計畫，將果園中放養的雞、鴨、鵝糞便與枯枝落葉作為果園天

然的肥料，果園中數以萬計的蜂箱可是幫助果樹授粉的得力助手，

為了讓植物與動物共生，他堅持不噴灑農藥與施用化學肥料。106 年

配合農委會推動友善環境耕作，延續過去曾獲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

金會和林務局攜手推動綠保標章的做法，再度獲得慈心有機農業發

展基金會審認通過友善環境耕作，感覺到這些年的努力被認同了，

抱持著人與自然環境共生信念從事友善耕作，不抱著從土地獲利的

想法，也希望消費者能了解生產者的用心並支持選購友善栽培農產

品。

蕎麥 有機農業好幫手

▲ 蕎麥台中5號

▲ 蕎麥生長迅速，可抑制雜草 

▲ 新北市貢寮區楊振鑫農友的有機
蕎麥田區

▲ 陳萬吉先生讓植物與動物共生從事果園友善栽培

適合機械收穫的 
薏苡台中 5 號新品種

文圖/廖宜倫、陳蓓真

　　本場於 106年 12月育成薏苡新品種台中 5號，本品種具有矮株、

大粒、易機械脫殼及適應性廣等特性，改善現有品種不利機械收穫

的問題，可說是農民殷切盼望的新品種。薏苡是一種具有硬殼果實

的穀類作物，脫殼後的籽粒稱為薏仁，為傳統保健食品，近年來逐

漸受消費者喜愛，國人食用量亦逐年提升，至 2016 年薏苡籽實進口

量達 5,509 公噸，而國產年產量約 571 公噸僅為進口量 10%，因此

提高國內栽培面積增加薏仁產量，為目前政府推廣雜糧產業重要目

標，而育成薏苡新品種改善品種特性提高產量，為根本解決之道。

　　目前薏苡推廣品種以台中 3 號為主，平均株高常超過 200 公分，

不利現有雜糧聯合收穫機收穫，成熟期不一致且籽粒較小，導致成

熟籽實落粒嚴重，為改善此問題，本場積極進行品種改良工作，經

過 9 年努力終於有新的品種誕生。

　　薏苡台中 5 號新品種具有株高較矮

( 較台中 3 號矮 10%)，適合機械收穫；

籽實較大且較圓 ( 籽實重較台中 3 號高

12%)，有利脫殼且提高薏仁完整粒比

例，又能保持高產等特性，相信會成為

農民喜歡的新品種，本場將進一步繁殖

種原後進行推廣。

▲ 薏苡台中5號株高較台中3號
矮，有利於機械收穫▲ 薏苡新品種台中5號種子較台中3號大粒圓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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