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場為提升農民專業技能，鼓勵友善

與健康的草莓栽種環境，協助農友改善草

莓果品品質，於9月25日至29日，於本場

辦理草莓栽培管理班，計30人參訓，皆表

示獲益良多。

本次課程包含臺灣草莓產業概況、草

莓育苗與栽培概說、草莓育種與常見品種介

紹、草莓農場經營管理、草莓栽培土壤管理

與合理化施肥、草莓病蟲

害介紹與綜合管理、草莓

有機栽培技術、各國草莓

產業發展概況與展望，並

安排學員在本場進行草莓

加工實習及至農場實際進

行草莓栽植田間實習、草

莓種苗繁殖與移植實習、

高架草莓栽植田間實習。

學員除對課堂各講師傳授的知識感到

滿意，對於田間實作的實習課程更是用心

參與。其中田間實習於苗栗縣大湖鄉薑麻

園雲也居一休閒農場進行，由講師教導學

員由畫線、作畦、拉水帶、舖設塑膠布、

挖洞及植苗，一步步地體驗田間實際操作

的情形，並講解田間作業應注意事項及降

低成本的方法，學員也抓緊機會與授課講

師討論心中的疑惑；草莓種苗繁殖與移植

實習在本場大湖生物防治分場辦理，教導

學員草莓育苗的實務操作情形並讓學員動

手作移植作業；高架草莓栽植田間實習則

於大湖灣潭玫瑰草莓園進行，學員於園內

練習搭設高架草莓栽植用鐵架、舖設栽培

介質椰纖及移植草莓苗。

本次草莓班學員中有超過3成均期望

以友善或有機的方式栽種草莓，其中有家

中已是草莓栽種第三代的學員，以往皆採

取慣行農法方式栽種，但隨著友善環境的

觀念興起，希望能引入相關技術至自家產

業，對於上課期間學習的有機栽培技術及

非農藥防治方式感到受益良多；也有已從

事栽種草莓1至2年的青年農民，憑著對

農業及草莓的熱情，投入種植的行列，藉

由本次上課，不但解決了栽種時遇到的難

題，亦因參觀了不同的農場，學到更多不

同的操作方式，可供為改進的參考。

水稻友善環境耕作技術應用觀摩會

「荔枝椿象天敵平腹小蜂及替代寄主蓖麻蠶
量產技術」技轉案件公告

草莓栽培管理班紀實

本場於10月27日在苗栗縣苑裡鎮稻鴨

庄舉辦「水稻友善環境耕作技術應用觀摩

會」，由作物環境課黃課長勝泉主持，與

會嘉賓，包含農試所、桃園場、臺中場、

花蓮場的水稻專家及病蟲害專家，還有遠

自菲律賓的國際水稻研究所(IRRI)昆蟲專

家、苗栗縣政府人員等計60人共襄盛舉。

會中由陳助理研究員泓如、鐘副研究

員珮哲及張研究員素貞與農民分享友善環

境栽培管理技術，包含水田天敵昆蟲與害

蟲種類、非農藥防治資材等，並參觀稻鴨

庄的友善栽培之水稻田區。

綜合討論時，對於營造天敵棲身的環

境以及天敵昆蟲如何購買有相當熱烈的討

論，同時與農友分享友善耕作的政策執行

情形及輔導方式，期望拓展苗栗地區友善

栽培，共同營造良好生態環境。

荔枝椿象屬外來入侵害蟲，為龍眼、荔枝、

無患子及常見行道樹台灣欒樹等重要害蟲，近年來

危害嚴重並遍佈全台，其成蟲及若蟲會以刺吸式口

器吸食植物之嫩芽、嫩梢、花穗及幼果汁液，導致

落花、落果，嫩枝、幼果枯萎等對作物品質及產量

上造成損失；且其噴出之臭液對眼睛及皮膚具腐蝕

性，屢有農友及民眾受傷之案例報導。利用生物防

治法以天敵昆蟲防治害蟲，進而減少農藥的使用是

友善栽培之方式，平腹小蜂為荔枝椿象卵寄生性天

敵，會將卵產於荔枝椿象卵內，使其死亡而無法孵

化，可於荔枝椿象產卵期3~6月間進行釋放，達到

防治效果。

本場研究以蓖麻蠶卵做為替代寄主，因蓖麻

蠶飼養容易，且全年皆可飼育繁殖等特性，為理想

的替代寄主。

「荔枝椿象天敵平腹小蜂及替代寄主蓖麻蠶

量產技術」技轉案件，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審

議通過，已於106年9月29日公告徵求技術移轉，

內容含平腹小蜂及替代寄主蓖麻蠶量產2項技術，

授權年限3年，授權金40萬元，期透過本量產作

業可供更多農友及民眾釋放平腹小蜂，降低荔

枝椿象危害，歡迎有意願業者至本場網頁(http://
www.mdais.gov.tw)“最新消息”欄查看相關技

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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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摩會現場熱烈交流。

  以蓖麻蠶卵作為替代寄
主大量繁殖平腹小蜂。

  蓖麻蠶飼育量產。

  本場鐘副研究員珮哲（右
二）教導學員辨識草莓常
見病害。

  本班學員於雲也居一休閒
農場實習情形。

4中華民國106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