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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禮深班長的優質
溫室葡萄與百香果

文圖 /陳蓓真、葉文彬

彰化縣溪湖鎮

是臺灣巨峰葡萄栽

培面積與產量第一

的鄉鎮，也是溫室

葡萄重要的產區，

溪湖鎮果樹 (葡萄 )
產銷班第十班王

禮深班長利用溫室

與夜間電照，成功

生產高品質與採收

期較早的葡萄。王

班長早期投入葡萄

栽培時，每日都會

巡視園區葡萄的生

長，他發現生長在

路燈下的葡萄株，

無論是枝條的生長、著果穩定度及果實整體表現都比其他

區較好，因而啟發他在葡萄園區架設水銀燈進行燈照的想

法，最後印證他的觀察並生產出重量、糖度及品質高人一

等的早收葡萄，也成為高品質溫室葡萄代言人。除了生產

巨峰葡萄外，王禮深班長 8年前到埔里鎮大坪頂地區觀摩
百香果產業，從此開啟了他於溫室種植百香果的想法，他

選用滿天星品種，於開花期人工授粉，提高種子數與果汁

率，並應用燈照促進果實後期轉色，產期在 12月至隔年 3
月底，錯開大坪頂地區百香果台農一號產期，而王班長的

溫室百香果不僅果粒大且風味濃郁，供不應求，為彰化縣

栽種溫室百香果的第一人。王班長也樂於分享葡萄與百香

果的栽培經驗，期望溪湖地區的溫室葡萄與百香果能夠永

續傳承與經營。

 ▲ 王班長 (左 )與兒子一起經營果園，常與本
場葉文彬副研究員 (右 )討論葡萄與百香果
栽培要領

 ▲ 王禮深班長為彰化地區溫室內栽培百香果第
一人 (圖 /王禮深 )

百香果種苗病害驗證與繁殖圃檢查實務簡介
文圖 /許晴情、昌佳致、黃冬青

百香果 (Passiflora edulis)又稱時計果，由於其營養豐富，果汁香味濃郁，深受國人喜愛。臺灣百香
果種植以嫁接苗為主，但曾因嫁接苗傳播病毒病之影響，降低良果率而重創產業。因此，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為強化種苗繁殖業者對於種苗生產之管理能力，於 105年公告訂定「百香果
種苗病害驗證作業須知」，分為母本樹 (G1)、供穗樹 (G2)及栽培用嫁接苗 (G3)三個生產階段，以穩定
百香果生產。

本驗證作業中，本場除負責採樣送檢外，亦依作業須知規定進行各繁殖圃之操作管理。例如，有

關各階段繁殖圃設施建置，植株應種植於具有 32網目以上之防蟲網室及進出口雙層門，以防止害蟲入
侵，造成病毒病傳播；設施需具遮雨功能，以減少真菌性病害的發生。此外，亦會依據作業須知進行

下列檢查，包括：一、管理人須提供管理紀錄，以了解疫病蟲害防治情況；二、除了母本樹外，各階

段種苗之接穗來源須為驗證合格期限內之植株，如遇缺株須補植，應以驗證合格期限內之母本樹之接

穗繁殖；三、母本樹採單株編號，供穗樹則以單株或棚架為單位編號，每一棚架中所栽培之植株須來

自同一母本樹；四、母本樹、個別供穗樹需有專用刀具，避免修剪器械混用造成之傷口感染病毒；五、

嫁接苗於嫁接完成後，應移入具遮雨、防蟲及防雜草之癒合室內進行癒合；六、若發現植株感染病毒，

應移出並銷毀，並加強該繁殖圃之清潔與防治；七、控管人員出入，做好雜草管理，定期施行媒介昆

蟲防治及維持繁殖圃清潔，避免雜草及媒介昆蟲孳生而成為病毒傳播來源。

經過幾年的努力，自 105年底推動迄今，已有 7家業者參與本制度的推動。本場已協助辦理 17件
母本樹 (共 249株 )、19件供穗樹 (共 3,936株 (棚 ))及 4件嫁接苗 (共 15,182株 )驗證申請案，且已
具有完整三階段驗證之百香果種苗，可供農民栽種選擇，欲投入百香果生產的朋友建議可選購具種苗

驗證合格證明的種苗，對提升百香果生產之果品品質與產量有莫大助益。
▲ 百香果種苗病害驗證之 G1母本樹採單
株種植且有專用刀具配置

▲ 植株罹染病毒病使果實硬化、果汁率降
低，無法正常發育

文心蘭碎石介質分離處理機研發應用

文圖 /田雲生、張金元

臺灣文心蘭切花多以盆栽生產管理，每分地 9,000-10,000盆，並以碎
石或混搭木炭、樹皮等為介質，兼具底部支撐與穩固植株不易傾倒；通常

每隔 5-7年須汰換老舊植株，以確保切花品質，但廢棄植株若隨意堆 (棄 )
置未妥善運用，恐造成環境污染與資源浪費。若將碎石與植株予以分離，

前者可鋪設於溫網室內，抑或再處理而重複使用；後者則供為生質燃料或

切碎為堆肥材料，實兼具農業循環的功能與價值。

現階段碎石與植株分離皆仰賴人工以敲打撞擊方式，每小時處理 30-50
盆，相當辛苦與耗費體力，花農期盼試驗研究單位能開發省工輔助機械供

作業應用。有鑑於此，本場研究團隊參酌茶葉炒菁機作業原理，設計由筒

壁具孔洞、可調速的迴轉滾筒及相關配件所組成，操作時由人工脫盆後，

將老舊植株投入滾筒內，經迴轉攪動將碎石與植株分離，碎石自滾筒壁的

孔洞中篩出，植株則藉由傾斜滾筒與筒內具螺旋狀排列的圓鐵撥片向後方

輸送。考量機械後續使用需求，規劃有手推電力驅動與車載引擎驅動 2種
機型，前者具有 4個支撐輪，採用
交流轉直流馬達驅動，將篩出的碎

石以錐形斗集中於機體下方，再由

傾斜輸送帶導出裝籃 (袋 )；後者則
裝載於農用搬運車輛上，以既有引

擎動力經變速箱傳遞至滾筒迴轉，

篩出的碎石以平面輸送帶橫向單側

送出，再予以收集或後續應用。

經田間測試結果顯示，碎石介

質分離處理機之作業效率較人工快

達 3倍以上，並具產業利用、新穎
及進步性，本場團隊將針對此創新

結構提出專利申請，並技術移轉予

農機與機械業者進行商品化製造，

推廣供文心蘭等花農與產銷班應

用，降低農友作業辛勞，提升產業

規模與競爭力。

 ▲ 手推電力驅動式機械之作業測試

 ▲ 碎石介質分離處理機滾筒攪動與植株後送
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