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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與台灣農業設施協會共同舉辦「2019 新溫室技術交流研討會」
文圖/張金元

本場與台灣農業設施協會於 10月 9日假本場舉辦「2019年新
溫室技術交流研討會」，邀請國內產學研 11位專家學者進行專題
演講，現場齊聚近 200位來賓。

文圖/藍玄錦

苦 瓜 耐 淹 有 新

招！本場 10月 5日於
彰化縣田尾鄉召開「因

應氣候變遷循環資材

在苦瓜克服淹水逆境

新技術發表會」。本發

表會為農委會「108年
因應氣候變遷之農業

技術研發成果發表會」

系列活動中之第 1場，
由李紅曦場長及田尾鄉農會楊春枝總幹事共同主持，共有 135位農民前
來觀摩。李紅曦場長表示，本年 5月以前暖冬與乾旱無雨，造成荔枝龍
眼等作物減產，但 8月又因豪雨導致葉菜類與瓜果類作物嚴重災損，故
氣候變遷是現在與未來農作生產不得不面對的議題。近年來本場積極研

發功能性微生物，發展作物耐候用途之微生物製劑，本次運用所研發的

木黴菌 TCT768接種菇類剩餘物質與雞糞開發出新型有機堆肥，除了在
苦瓜種植前田間施用外，亦在苦瓜畦面莖基部旁再置放一包堆肥，誘引

苦瓜新根生長至肥料袋內，以降低根系受淹水影響，經試驗處理於本年

8月豪雨後，植株可有效降低受損率並提升產量。本技術可降低根系受
淹水影響，協助農友克服氣候變遷維持作物生產及穩定收入，並可作為

發展韌性農業及兼顧循環農業的成功範例之一。

文圖/葉文彬

清邁是泰國第

二大城市，位於北

部。為照顧偏遠地

區農民生活，泰國

皇家計畫基金會在

泰北設立 39個工作
站，輔導種植葡萄。

這些工作站多分布

於海拔 700-1,200公尺的山地，氣溫較涼爽。雖然此次參訪 8月中
旬為雨季，但工作站及農民採用設施栽培，且灌溉水源取得不易及

坡地排水良好，葡萄園區顯得相當乾燥。目前泰北發展以無子葡萄

為主，品種有 Beauty Seedless、Flame Seedless和Marroo，有些工作
站開始引入日本品種，進行試種與品種保存。整枝模式為仿日本 H
型或改良一字形，進行一年二收產期調節，修剪採短梢修剪模式，

但因花芽分化不佳，新梢無花穗，產量相當不穩定。皇家計畫葡萄

栽培採用砧木，該計畫引進 1613C(Couderc)品種，經評估適合當地
氣候與風土，目前種苗均採用此品種進行嫁接繁殖。由於葡萄單價

高收益良好，皇家計畫人員表示在部分工作站已有葡萄逐漸取代短

期作物之趨勢。

因應氣候變遷之苦瓜克服淹水逆境
新技術發表會

泰國北部葡萄栽培現況

▲發表會由本場李紅曦場長 (中 )及田尾鄉農會楊春
枝總幹事 (右 )共同主持。李場長致詞表示，氣候
變遷是現在與未來農作生產不得不面對的議題

▲農友果園合影，該果園葡萄品種為 Beauty Seedless

▲設施栽培無子葡萄，土壤相當乾燥，仿 H型整枝及短梢修剪

▲陳俊位分場長 (右 2)解說農業剩餘物質
再利用產品在苦瓜耐淹水的施用技術，
並與農友熱烈討論

▲藍玄錦助理研究員 (右 3)介紹矽藻土
液肥的製作及田間施用要領

研討會由農糧署胡忠一署長開幕致詞，說明臺灣溫室設施推廣

應用現況，並期許本研討會帶動溫室技術的產業發展與提升競爭力；

接著由台灣農業設施協會黃裕益理事長致詞，期許產官學研界持續

合作並精進；最後由本場李紅曦場長致歡迎詞，

期能藉由產官學研各界的互動交流，共同研發

國產設施栽培技術與創新。

為因應極端氣候，建構「韌性農業」生產

體系，使農業具備抵抗極端氣候的能力，研討

會內容從設施與設備的應用、栽培管理、作物

生產應用等議題，使農業提升競爭力及永續經

營，以溫室新技術為主題揭開序曲，會場討論

氣氛熱絡，促進

國內各界聯繫合

作與技術交流。

▲「2019新溫室技術交流研討會」由農糧署胡忠一署長 (前排中 )、本場李紅曦場長 (前排右 )、台灣農業設施
協會黃裕益理事長 (前排左 )及與會來賓合影

▲研討會由隆笙公司陳建興經理、本場葉文彬及陳葦玲副研究員，分別分享設施設備應
用，本場葡萄設施生產及作物光合作用應用管理技術

▲產業先進針對設施技術提問，會場討論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