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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缺工好幫手

作物改良課新進人員

李誠紘 助理研究員

本場動態

中華民國農學團體 111 年聯合年會於 111
年 12 月 9 日假臺灣大學舉辦「循環農業 和諧共

生」論壇，並頒獎表揚優秀農業基層人員獎。

本場由李紅曦場長率隊前往受獎，獲獎同仁計

有藍玄錦助理研究員與吳以健助理研究員 2 位

優秀同仁，推薦單位依序為台灣園藝學會與中

華農業氣象學會。獲獎同仁具體優秀事蹟如下：

   

獲獎同仁：藍玄錦助理研究員

獲獎同仁：吳以健助理研究員

‧推薦單位：

‧優秀事蹟：

‧學術研究：

‧技術擴散：

‧推薦單位：

‧優秀事蹟：

‧學術研究：

‧技術擴散：

台灣園藝學會

開發多項農業剩餘物質循環利用技術並技轉於廠商供產業利用、

榮獲 2021 年第二屆國家農業科學獎環境永續類優選團隊

5 年內發表學術論文 4 篇、研討會發表 8 篇、技術性文章 6 篇、

推廣性文章 19 篇

辦理田間觀摩與講習會共 8 場次、擔任講師 63 場次，推動農業

新技術之示範推廣

中華農業氣象學會

研究稻米生產環境衝擊，包括碳足跡、能源耗用、優養化潛勢與

空氣酸化潛勢，並應用生命周期評估與 DNDC 模式提高稻米碳

足跡估算之準確性、便利性與效率

彙整臺中 1925-1984 年逐日 11 項氣象及水稻豐欠試驗之紙本資

料，共計超過 20,000 筆氣象資料與 5,000 筆豐欠資料，並完成資

料之電子化，利於進一步研究，目前正與臺大合作撰文投稿 SCI
期刊

與智慧農業團隊共同研發水稻間歇灌溉技術，有效節約灌溉水用

量達 20-30%，更結合智慧灌溉系統，使水稻節水栽培更省工、

精準、高效，並將研發成果進行 2 篇發表、2 場觀摩會辦理、3
場次課程講授，並獲 6 則媒體報導

本場同仁榮獲「優秀農業基層人員獎」

文圖 /葉文彬

巨峰葡萄約於 49 年自日本引進後，一直為國內主要葡萄品種，然而，面對

氣候變遷引起極端天氣事件頻傳、栽培者年齡老化及勞力缺乏等問題，栽培面積

逐年降低。另一方面，葡萄慣行栽培管理模式採自然整枝，經過數年栽培樹冠持

續擴張，枝條重疊佈滿整個棚架，後續導致病蟲害防治不易，無法提升葡萄品質。

為改善前述問題，本場嘗試進行一字型或 H 型整枝，然後採取短梢修剪方

式 ( 於結果母枝基部留 1-2 芽 )，除可降低修剪所需時間及人力，對於初投入葡

萄栽培者，亦可降低生產技術門檻。一字型整枝方式為：植株定植後立支柱誘引，

待新梢生長至棚架時摘心，接近棚架之腋芽為第 1 芽，往下留第 4 芽，將第 2、
第 3 及其他腋芽疏除，依腋芽生長方向，將第 1 及第 4 腋芽各以 45-50 度角誘引

至棚架，成為第 1 及第 2 主枝，扦插苗每主枝長約 1.5-2 公尺，嫁接苗可留 4-5
公尺以上。H 型整枝為一字型之延伸，當第 1 及第 2 主枝長約 1 公尺時，再依前

述方法逐步培養第 1、2、3 及 4 亞主枝，每亞主枝可留 4-6 公尺。為維持植株生

育平衡，亞主枝採取對角方式培養。目前本場葡萄採一字型或 H 型整枝，並進

行短梢修剪生育狀況良好，期望葡萄生產技術持續精進及簡化，以因應瞬息萬變

之氣象與人力問題。( 註：一字型或 H 型整枝參考小林和司所著「図解よくわか

るブドウ栽培」乙書 )。

唯有改變方能應萬變
巨峰葡萄整枝修剪新技術

 葡萄 ' 巨峰 ' 利用一字型整枝節省田
間操作時間

 葡萄 ' 安藝皇后 ' 採 H 型
整枝，短梢修剪萌芽整
齊且結果枝帶有花穗

 葡萄 H 型整枝示意圖

‧獲獎與榮譽：

學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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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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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所助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

場助理研究員

行政院農業

111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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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米質檢定、水稻分子標誌輔助育

種研究

藝學系碩士

台灣農藝學會青年學術獎、2022 智慧農業數位分身創新應用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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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紅曦場長 ( 中 ) 與獲獎同仁藍玄錦助
理研究員 (右 )及吳以健助理研究員 (左 )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