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耐白粉病且豐產之甜豌豆新品種‘台中 1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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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脆可口的甜豌豆是國人喜愛的秋冬季蔬菜，近年來外銷日本也廣受當地消費者歡迎，需求日益

增加，但目前臺灣栽培主力甜豌豆品種‘台中 13 號＇容易罹患白粉病，嚴重影響供貨品質及穩定性。

本場歷經 10年育成耐白粉病且豐產之甜豌豆新品種‘台中 17號＇，已於 110年 10月取得植物品種權，

將可成為內外銷甜豌豆之主力品種。

豌豆可分為嫩莢、嫩豆、葉用、甜豌豆及豆芽共 5 種類型，其中甜豌豆係採收飽滿豆莢供食，肉

質鮮脆，滋味甘甜，可供鮮食及冷凍加工。目前甜豌豆主力品種‘台中 13 號＇係本場 78 年命名及推

廣，為廣受農民採用之品種。近年來本場積極輔導甜豌豆拓展外銷，108-109 年秋冬期作甜豌豆輸日

達 3 公噸，但供應量仍無法滿足日本通路業者要求，再加上外銷效應擴散，國內通路及大型賣場均希

望能簽約供貨，也將規劃香港及新加坡等地區外銷，拓寬未來國內外消費市場。現已有許多青年農民

投入生產行列，甜豌豆產業已迅速擴展中，惟＇台中 13 號＇不抗白粉病，亟待育成抗病新品種投入

生產，解決現有栽培所面臨的困境。

本場育成‘台中 17 號＇屬於甜豌豆品種，具有耐白粉病、生育旺盛、嫩莢美觀、豐產及品質優

良等特性。國內一般於冷涼的秋冬季栽培豌豆，但因豆蔓匍伏在地面，易發生白粉病，白粉病主要危

害葉片、莖蔓及豆莢，發病部位則布滿白色粉末狀，影響植株的光合作用，嚴重者亦會造成植株死亡，

而藥劑防治其效果有限，亦耗費人力及物力，故栽培耐病新品種‘台中 17 號＇為最經濟而有效之防

治方法，可生產安全無虞的甜豌豆。

甜豌豆新品種‘台中 17號＇株型蔓性、白花、播種至開花日數約 49天、豆莢鮮綠色、單莢重約 5.8
公克，平均產量每分地為 1,032 公斤，較對照品種‘台中 13 號’可增產 20.6%。因新品種‘台中 17
號＇具有耐白粉病及豐產等特性，未來將可取代較感病的‘台中 13 號’，甜豌豆‘台中 17 號＇新品

種正與種苗業者積極洽談技術授權中，可望提供農民栽培新選擇。

 ‘台中 17 號＇之新梢、豆莢及花朵  ‘台中 17 號＇與對照品種‘台中 13 號＇之豆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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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青農張智閔於 4 年前返鄉和家人一起經營 2 公頃的咖啡園區，年產約 2 公噸咖啡生果，可

產出至少 1,200 磅咖啡熟豆。弟弟張智凱負責生產管理，雙親負責採後處理，後端則由他與太太負責

行銷推廣，全家分工合作。

品牌成立初期，以家族姓氏為品牌名稱，110 年參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產電子商務包裝及品牌

輔導計畫化身為「長日咖啡」，保留姓氏張的「長」，象徵在原品牌的基礎架構上，進一步將企業

對於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融入品牌精神。

長日咖啡栽培於臺灣低海拔，全年陽光充足，採用全日曬乾燥處理製程，每粒咖啡豆都吸收滿

滿太陽金黃色能量，不需額外使用機械乾燥，是低能源消耗及低碳足跡的咖啡。

畢業於機械系的智閔透過咖啡的輔導培訓課程，參加各式農業競賽、講習，取得 CQI 國際咖啡

品質鑑定師執照，累積咖啡專業，同時結合機械專業，為咖啡產銷班班員開發小型烘焙機，使產銷

班班員及自家的咖啡烘焙品質大幅提升，並於 109 年開發 AI 智能挑豆機，協助解決咖啡農友挑豆問

題，將工作與專業完美結合。110 年更朝咖啡循環經濟努力發展，利用咖啡渣開發露營專用的生物炭

及蚊香等產品，循環再利用廢棄物並增加附加價值。

智閔目前有 2 間實體店面，1 間位於彰化市區，另 1 間開設於后里科學園區，店裡有專業的咖啡

沖煮師，獨家的「丹桂香豆」，具迷人的桂花香氣，是店裡的人氣咖啡。111 年智閔預計開發添加彰

化龍眼蜜的蜂蜜口味歐蕾咖啡，深化在地特色，提供消費者優質產品，歡迎大家到店裡享用有故事

的長日咖啡。 張智閔的長日咖啡新包裝 ( 圖 / 張智閔 )

有故事的長日咖啡

 ‘台中 17 號＇具豐產質優且耐白粉病
特性

 ‘台中 17 號＇（左）生育後期，相較‘台
中 13 號＇（右）僅下位葉略見有白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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