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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地力最佳選擇 綠肥大豆 四健會作業組
防疫不停學 學習不停歇文圖 /陳鐶斌、劉宗華

雙期作水稻長期浸水耕作造成土壤較黏重、透氣性差，加上前

期作稻稈碳氮比高且有機質礦化過程緩慢，可能降低土壤肥力與施

肥效果等問題。建議現行水稻耕作體系可導入綠肥大豆輪作，以改

善土壤結構、減少土壤有害物質，並增加土壤地力效益。

綠肥大豆因具耐旱特性與其根部具有根瘤菌，每公頃可固氮量

95-251公斤，鮮草產量達 20,000-42,000公斤；且主根根系可達土
層內 50-120公分，容易分解並殘留孔隙，增加土壤通氣性；另其掩
埋後植體碳氮比約為 20左右，具
快速分解腐熟特性，提供後期作

物養分來源。

綠肥大豆宜選擇對光期敏

感蔓生型或枝葉生長旺盛直立品

種，種子百粒重 5-12公克之小粒
種為佳，具發芽率高與單位面積

所需播種量較少等優點，如大豆

台南 4號、大豆台南 7號、青皮
豆 (虎尾青皮豆 )及烏豆等品種，
中部地區以 3-8月為較合適之種
植期。

為提高綠肥大豆出土率，種

植方式必須進行一次粗整地，立

即撒播種子後再進行一次覆土整

地，種植過程代耕費用高，因此

建議改採整地播種一次完成之種

植模式，費用可降低 40-50%。

文 /曾康綺、張惠真

四健會的「作業」係四健推廣教育最大

特色，會員透過豐富多樣的作業課程，在做

中學、學中做，瞭解農業與體驗農事工作，

將學習過程詳實記錄並進行心得分享，以達

到自我成長目標。四健會作業組課程由當地

農會指導員，以在地農業、鄉土文化及環境

保育為主題，發揮創意，設計出具當地特色

課程，本場另會提供課程建議並傳授農業相

關知識，引導四健會員藉由活動參與學習農業，接觸與關懷農村，

期望將所學深根於家鄉，回饋於地方。

因應 COVID-19疫情之影響，四健會作業組活動暫時無法安
排至田間進行農業生產與種植體驗課程，中部地區各鄉鎮農會指

導員仍以農村生產、生活及生態為目標，結合數位資源與設計當

地特色之課程，轉化為線上遠距課程。

以彰化縣鹿港鎮農會為例，推出食農教育作業組線上課程，

藉由影片與簡報讓會員認識四健會與農會，教導會員摺出四健

LOGO感謝卡、介紹鹿港在地特產花椰菜與花椰菜鑰匙圈 DIY教
學及設計食農闖關遊戲讓會員認識食品標章。另認識米課程中，除

介紹各個品種的米，並透過自製影片教導會員如何洗米煮飯與製

作海苔飯糰。線上食農課程內容多元且有趣，參與會員收獲豐碩，

不僅學習到許多食農知識，也由自己動手操作，大感趣味橫生，

課程透過線上視訊進行成果分享，參與會員互動熱烈，紛紛發表

心得與感想，另透過多元有趣的學習，除了豐富會員農業知識外，

亦培養出充滿自信與活力的農村青少年。

▲綠肥大豆耕作型態宜朝向整地播種
一次完成之省工種植方式

▲防疫不停學，四健會
員在家自己動手做海
苔飯糰 (圖 /鹿港鎮
農會 )

▲整地播種一次作業之綠肥出土率高，
植株田區覆蓋率佳，可抑制雜草孳
生

2021 中部果樹產業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與策略發展研討會
文圖 /葉文彬

由本場與國立中興大學共同主辦「2021中部果樹產業因應氣候
變遷之調適與策略發展研討會」，於 8月 17、18日以遠端視訊會
議方式舉辦，廣邀各界共商臺灣中部果樹產業面對氣候變遷的情形

下，如何進行調適與策略發展。邀請到農委會陳吉仲主委與本場李

紅曦場長致詞，遠端視訊會議匯聚產官學專家、貴賓及農友為期 2
日皆超過 250人共襄盛舉。

陳吉仲主委致詞時表示，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日益明顯，臺

灣農業也深受影響，尤其在「溫度和雨量」及「極端天氣事件」對

於臺灣農業發展影響甚鉅。目前本會重要政策：1.聯合國政府氣候
變遷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on Climate Change, IPCC)
第六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AR6)提到面對
2040年全球溫度上升 1.5℃，對臺灣及全球農業影響重大，需要大
家一起參與執行 2050淨零碳排的目標，臺灣農業部門有信心即早
達成 2050淨零碳排路徑圖；2.近三年透過農業科技計畫，學研界
對氣候變遷影響及調適策略研發成果可以給農委會建議，運用到實

務第一線，進行果樹產業調適；3.提高農產品採收後品質及穩定供
銷鏈，從栽培管理、包裝集貨、冷鏈運輸等環節加強鮮果品質管理

及運銷，大幅提升農產品品質及外銷量，使本 (110)年農產品外銷
成果亮眼。

李紅曦場長則表示，臺灣經濟栽培果樹種類繁多，近幾年由於

全球暖化趨勢，已造成臺灣溫帶及亞熱帶果樹嚴重減產並威脅產業

穩定發展，並對果樹產區造成改變。除了暖化，氣候變遷另導致乾

旱、強降雨或高溫等極端天候頻率增加且強度提高，對果樹栽培與

生產造成莫大威脅與衝擊，亟需強化部署因應。中部地區果樹栽培

為臺灣重要的果樹產區，更是梨、柿、梅、桃及葡萄等溫帶果樹主

要產區。本次研討會聚焦在氣候變遷下果樹產區變遷、生理評估與

調適，因應

氣候變遷果

樹栽培體系

前瞻規劃，

因應氣候變

遷果樹防減

災 措 施 部

署，及果樹

產業與市場營運新趨勢四大

主軸，共邀集 12位領域專家
進行專題演講，分享在面臨

氣候變遷的挑戰下果樹產業

各環節的研究與努力。

首日專題演講邀請到國

立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林宗賢名譽教授，分享國外果樹栽培面

對氣候變遷之調適與緩和作為。此外為凝聚共識，研討在氣候變遷

下中部果樹產業面臨的問題與解決方案，分別於 17、18日的研討會
綜合討論時聚焦 4項議題：適地適種及產區規劃、智慧農業創新設
施發展應用、複合型極端天氣及災損之應用、跨單位資源整合及跨

領域人才培育，由農委會農糧署姚志旺副署長、科技處王仕賢處長、

中興大學黃振文副校長、國際處林家榮處長及李紅曦場長共同主持

綜合討論，集合產官學界人士群聚群力共同討論。期能結合政府政

策、研究機構研發能量與業界對市場趨勢的敏感度等各方優勢，促

進彼此的對話與合作，使研發與產業應用同步，以擘劃未來臺灣果

樹發展的方向，強化臺灣果樹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研討會與會人員齊聚一堂開幕合影，共同為提升臺灣中部果樹
產業盡一份心力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為研討會開幕致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