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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荷包荔枝擁有高糖度與高焦核率 ( 種子敗育 ) 的品質，由於

花芽誘導與分化的涼溫需求低於黑葉荔枝與糯米糍荔枝，其早花與

早熟的特色，成為我國荔枝主要栽培品種之一。高屏地區原為重要

產區，因氣候變遷與暖化下造成玉荷包產地開始北移，而中部地區

區域性栽培規模漸增。

中部地區玉荷包產季為 5 月下旬至 6 月中下旬，然其生長特

性同一支結果枝內，存在大小與成熟度不一的果實，並因氣候的異

常農友開始擔心果實的品質，是否需要疏除晚花果，經試驗結果發

現，同一結果枝上成熟度不同的果實，其糖度與果肉率品質相近，

農友可依循田間管理步調，決定採收策略。

近年來，玉荷包荔枝同一果串內具有早、晚花果實的情況，除

影響農友田間管理外，亦增加採收期程安排的困擾。早、晚花果的

品質是否會因彼此的存在而受影響，則關乎果品的售價。為釐清兩

者差異，於彰化縣芬園鄉荔枝果園內，選取全穗早花、部分早花與

部分晚花及全穗晚花的花穗，調查果實成熟期、糖度、果肉率及果

重等生長特徵。結果

顯示，該年度「早花」

提早「晚花」3週開放，

而「早花果」提早「晚

花果」1 週成熟。採收

時兩者果實品質相近，

平均糖度 18.2%，果肉

率 73.7%，惟早花果比

晚花果重 50%，後者

的採收期較晚。分別

採收早、晚花果較為

費工，如園內早花著

果情形不佳，品質相

近但果實較小的晚花

果，將可補救產量與

收入。

玉荷包同穗大小粒 品質同款好
只是卡厚工

 早花果與晚花 ( 左 ) 及早花果與晚花果 ( 右 ) 同
時著生於相同的結果枝

 早花比晚花提早 3 週開放，晚花果則較早花果

延後 1 週採收。兩者之糖度與果肉率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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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浚宇為農二代，從小在木

瓜樹下打滾，對於木瓜栽培的專

業技能耳濡目染，出社會後，看

著父母親每日務農早出晚歸，加

上缺工問題，經與家人溝通後，

毅然踏上返鄉從農的道路。踏入

農業領域初期，他的理念是「做

中學、學中做」，經常參加農會與改良場舉辦的研習課程，用心

依循臺灣良好農業規範，逐步建立符合產銷履歷的種植技術，生

產的木瓜也不定時送檢驗與接受抽查。

在提升木瓜品質方面，浚宇自行生產嫁接木瓜苗，並建置微

滴灌與液肥施用系統，達節水省肥之效，進行計畫性生產，定期

檢驗土壤了解農地肥力，運用科技化管理，建立生產作業標準化。

在行銷方面，深知在消費者意識抬頭的時代，食品本身的安全性

已成為各先進國家消費者最重視的因素，於是他抱持對消費者負

責任的態度，在本場、南投縣政府及名間鄉農會的輔導下參加木

瓜產銷履歷驗證，木瓜有了身分證，消費者可以透過產銷履歷條

碼，追溯產地、生產者及生產管理過程的資訊、供給鏈公開透明

化，不僅建立消費者的信心，亦提高農產品的價值。目前驗證面

積為 0.25 公頃，並積極尋找適當的土地，擴大栽培面積並開發相

關加工品，用心經營的態度讓浚宇榮

獲 111 年度產銷履歷達人，同時創立

「Papaya 投家」木瓜品牌，品牌特色

為「木瓜清甜好果味，友善耕作好果

農」，闡述農場木瓜的特色與生產方

式，以及園主對工作的態度與堅持，

不僅成功打響知名度，成為消費者購

買木瓜時指定的品牌。

 產銷履歷達人林浚宇

 「Papaya 投家」木瓜具有身分證，
廣受消費者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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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部地區為國內雜糧重要產區，為展現本場特色雜糧品種

與技術研發成果，並呼應政府農糧政策，加速本場研發成果之擴散

應用，於 111 年 9 月 23 日辦理「特色雜糧品種、調製機具及機能產

品研發成果展」。活動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駿季副主任委員蒞

臨，現場匯聚產官學研專家、貴賓及農友，逾 200 人共襄盛舉。

陳駿季副主委致詞表示，國人食米量越來越少，黃豆、小麥及

玉米等大宗雜糧自給率又不足，調整國內糧食產業結構，提高國內

雜糧自給率，一直是農委會施政目標。面對產業

的需求，臺中農改場長期在國產特色雜糧育種、

採後調製機械設備、加工及生技應用方面努力

研發，而藉由本活動可深化雜糧產學研各界的交

流，共同提升國產雜糧競爭力。

李紅曦場長進一步說明，近年因氣候變遷

及新冠疫情，導致全球原物料上漲，國產雜糧的

重要性與日俱增，本場因應產業發展需求，配合

目前綠色環境給付計畫與稻作

四選三等農糧政策，研發各項

符合業界需求之品種與技術，並進一步將成果擴散

至業界應用，故辦理本次研發成果展。

本次展出包括雜糧品種改良、省工穀物收穫後

調製機及機能性產品研發共 3 大主題，計 11 項成

果，同日台灣特色雜糧產業策略聯盟也於會場舉辦

成立大會，期望藉由兩項活動凝聚產業共識，讓學

研界與產製銷業者共創產業佳績。

特色雜糧品種、調製機具及機能產品研發成果展

 本場特色雜糧品種、調製機具及機能產品研發成果展及台灣特色雜糧產業策略聯盟成立大會圓滿成功

 陳駿季副主委致詞
肯定本場雜糧研究
成果，並期許為提
升國產雜糧產業競
爭力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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