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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林馬雯、吳建銘

您見過電器專業與花卉的結合

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 5屆百大

青農張勝雄先生做到了，除具備專

業的電氣工程技能外，也讓文心蘭

在他手上旋轉跳舞與綻放光芒。

勝雄的童年幾乎在阿公阿嬤家

的田區及父親的電器行中渡過，大

學畢業於電機科系，退伍後進入電

器工程行業工作，離鄉背井闖蕩人生。然而因從小對農業有著深

厚情感，即使身在外地工作，仍心繫農業，每當農忙時期，都會

回家幫忙。5年前，有感於政府對有意從農之青年給予支持與鼓

勵，且本身一直對蘭花有興趣，勝雄經審慎評估，在前同事兼好

友的十大神農廖秉鋐建議下，轉換跑道返鄉投入文心蘭栽培，開

啟了美麗與時尚兼顧的花農人生。

返鄉後，他首先到各個前輩的蘭園幫忙工作，參加臺中市第

3屆青年加農計畫與各試驗改良場所辦理的農業課程，不斷努力學

習進修充實自己，並於 108年獲選為農委會第 5屆百大青農。如

今勝雄的文心蘭栽培面積逾 1.9公頃，藉由累積扎實技術與經驗，

讓他在栽培管理上得心應手；目前更與新社花卉產銷班第 7班成

員合作，以集團化方式生產文心蘭，期透過組織規模化擴大經營

效益。

為穩定生產文心蘭，並降低環境因子影響，希望未來可以建

構標準溫室，以科技數位化栽培生產，使文心蘭品質與產量更加

穩定，他也朝目標努力邁進，透過各場域的分級生產與包裝，讓

文心蘭切花能符合各個國家的用花需求與規格，創造更高的外銷

價值，將臺灣文心蘭行銷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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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費洛蒙誘殺法」是作物綜合蟲害

管理中常見且實用的防治方法之一。所謂的

「費洛蒙」，即是昆蟲散發出來，用來傳遞

訊息的化學分子 (氣味 )。不同的費洛蒙有

不同的功能，其中「性費洛蒙」多是由雌蟲

散發，可以吸引雄蟲前來交配。因此設置於

田間可用來誘殺害蟲的雄蟲，降低交配成功

率，藉以降低害蟲族群密度。目前臺灣可利

用性費洛蒙相關產品進行防治的害蟲種類有

斜紋夜蛾、甜菜夜蛾、番茄夜蛾、小菜蛾及

甘薯蟻象等。

利用性費洛蒙誘

殺法須注意：一、性

費洛蒙對害蟲具有專

一性，需針對所欲防

治的害蟲種類選購專

用的性費洛蒙誘引劑，

並搭配適合的誘殺器，

才能有效捕殺害蟲；

二、誘殺器需提早並

長期吊掛，才能持續

滅除田間雄蟲，達到

抑制害蟲族群的目的；三、誘殺器並非設置越多越好，誘殺器密度

過高時會彼此干擾，降低誘殺效率。不同的性費洛蒙誘殺器，其推

薦的田間密度亦有所不同，應按照建議進行設置。譬如要防治斜紋

夜蛾，每公頃應設置 10個誘殺器；若要防治甜菜夜蛾，則每公頃

應設置 30個誘殺器，才能發揮最佳誘殺能力。

深耕輔導萬豐部落有機蔬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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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為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的重要農業政策，南投縣仁愛

鄉萬豐部落的族人有感於化學農藥與肥料大量使用對部落自然環境

及族人健康之影響，自民國 80年代起，即成立有機蔬菜產銷班，
打造屬於萬豐族人的有機村，迄今已堅持理念走過二十多個年頭。

有機蔬菜栽培常因缺乏足夠栽培資訊與有機病蟲害防治資材，

進而影響蔬菜產量與品質的穩定。本場團隊自 106年進入萬豐部落
進行輔導，期提升部落有機蔬菜栽培技術。迄今協助族人進行土壤

肥力分析及水質檢測超過 240件，導入環境監測儀器，調查栽培
環境中微氣候變化與病蟲害發生之相關性，協助建立病蟲害預警

機制。亦針對夏季有機結球白菜及番茄進行栽培技術輔導，從品

種選擇、綜合有機病蟲害防治及導入微生物製劑 -液化澱粉芽孢桿
菌 Tcba05應用技術等面向，成功建立萬豐部落夏季有機結球白菜
及番茄栽培管理技術。萬豐部落夏季有機結球白菜栽培時，使用具

耐熱及耐濕特性之‘4號’結球白菜，可使頂燒症及爛心比例降至
5%以下；進行有機番茄栽培時使用 TMB-688’嫁接苗可有效降低
青枯病發生比率。栽培時應用非農藥防治資材 (黃色黏板 )以降低
蟲害數量，搭配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Tcba05製劑施用，結球白菜每
分地產量可提升約 20%，番茄每分地產量則可提升 25%。為分享正
確有機栽培技術及觀念予更多的族人，本場於部落辦理講習與觀摩

 ▲ 張勝雄揀選符合規格的文心蘭採
收 (圖 /張勝雄 )

▲甘薯蟻象專用的性費洛
蒙誘殺器

美麗與時尚兼顧的花農人生 -
張勝雄

害蟲性費洛蒙誘殺法簡介

▲田間的甜菜夜蛾性費洛蒙誘殺器，可看見下方集
蟲瓶已有許多雄蛾死亡

▲萬豐部落陳明德農友經本
場輔導，夏季有機牛番茄
產量每分地提升 25%

▲經本場有機輔導團隊輔導，楊春發農友 (左 2)成功
生產夏季有機結球白菜

會，成功吸引逾 180位在地農友與族人參與，將輔導之技術成果落
地推廣至更多對有機栽培有興趣之族人。

萬豐部落有機蔬菜產銷班班員們勤奮團結，對於有機農業皆有

共同的理念與使命感，未來將持續在有機產業中努力精進，以提供

國人更多樣化、品質更優良之有機農產品。本場有機輔導團隊亦會

持續深入原鄉部落進行輔導，以傳遞

農友正確之有機栽培觀念與技術，使

其穩定生產與提升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