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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對於作物就像動物需要食物攝取熱量，透過葉片擷取光作為能量來源驅動光合

作用，因此作物生產上我們特別注意的環境光強度，特別是光合有效光譜區間 400-
700nm 波段的光強度，因為這是作物光合作用能量來源與作物的產量品質息息相關。

常用的光強度單位有輻射量 (W·m2)、照度 (lux) 與光量子通量密度 (PPFD, µmol·
m-2·s-1) 三種單位。輻射量主要用於設施內熱量吸收運算，照度則是以人眼感光的角度

出發，而光量子通量密度則是以植物的角度出發。太陽光三種單位可以依照係數來換

算，W·m2 轉換為 µmol·m-2·s-1 係數為 4.5，而 klux 轉換為 µmol·m-2·s-1 係數為 18。但

是不同照明設備單位換算的係數會不同，建議還是由專用的感測器量測較為精確。

每種作物所需要能量需求不同，這就像是每個人有不同的食量。而用來衡量的

簡單工具就是日累積光量 (daily light integral,DLI)，也就是 1 天當中植物所接收到

的光量總和，DLI 單位為 µmol·m-2·d-1。在穩定光源的環境下，可由下方公式計算。

DLI=PPFD x 每日照光時數 x (3,600/1,000,000)。而日累積光量可以讓生產者評估栽培

作物的環境光線是否足夠，是相當重要的指標。一般而言作物可分為低光照植物 (3-
6µmol·m-2·d-1)、中等光照作物 (6-12 mol·m-2·d-1) 與高光照作物 (> 18mol·m-2·d-1)。

以文心蘭檸檬綠品種光度試驗為例，每日光累積不足下植株生長緩慢、芽數明顯

減少、植株徒長且假球莖偏細長，顯示養分蓄積不夠；相較之下光積累積充足的環

境，植株假球莖飽滿，葉色濃綠；而在光強度過高下，出現葉色偏黃甚至偏白的情形，

這種情況下顯示光強度已經過高。在本場輔導的文心蘭切花生產場，若環境光度普遍

不足，則有產量低下的問題。因此掌握作物環境所需的光強度與每日光累積量相當重

要。

作物栽培第一步，掌握光積與強度

2023 國產蕎麥麵及創意產品競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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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蕎麥與小麥也能碰撞出臺式 SOBA( 蕎麥麵日語 ) 新
風味，本場邀請國內高中職以上餐飲學系學生，利用國產

小麥及蕎麥原料進行創意產品競賽，其中蕎麥粉使用至少

30%( 含 ) 以上，以增加蕎麥風味。112 年 11 月 5 日在中華穀

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進行競賽，製程分機械製麵及手工製

麵兩種，產品需分生麵條、熟麵條、拌麵及湯麵，歷經初賽

與決賽，最終由樹德科技大學潘浩宇、郭佳淇同學以蕎麥粉

熱水預糊化技術及別具特色的甜菜蕎麥麵榮獲金牌獎。正修

科技大學陳則閔、潘羿志同學以穩定的機械及手工製麵技術，

降低麵條斷裂比例，搭配口感濃郁的蛋酥扁魚蕎麥湯麵，獲

得銀牌獎；明道中學劉玟汝、林家璿同學藉由提高蕎麥粉比

例至 40% 仍能維持製麵麵條完整性，泰式舒肥雞手工創意蕎

麥麵榮獲第二組銀牌獎。基隆海事高級中學李郡恩、許允瑍

同學的南蠻蕎麥麵及藥膳蕎麥麵；許妍甄、詹岑晞同學的剝

皮辣椒雞蕎麥麵及柚醬湯麵；靜宜大學鄧淑憶、沈文君同學

的炸醬蕎麥麵及柚香蕎麥冷麵獲得銅牌獎。特於 11 月 25 日

假臺北希望廣場舉辦成果發表暨頒獎典禮，同時展示獲獎團

隊得獎作品及蕎麥麵試吃活動。

國產蕎麥近年栽培面積顯著提升，由 105 年 80 公頃增加

至 111 年 727 公頃，主要種植地區為花蓮縣、彰化縣、桃園

市及臺南市。蕎麥分為苦蕎 ( 台中 2 號 ) 與甜蕎 ( 台中 5 號 )，
苦蕎經脫殼、碾製後可供製作麵條、餅乾使用，種仁膨發焙

炒後可製作成蕎麥茶包飲用，為手搖飲新興產品；甜蕎可栽

培景觀花海，最具代表性為彰化縣二林鎮香田國小旁每年的

蕎麥花海節，甜蕎亦可供作冬季重要的蜜源作物，除可採收

蕎麥蜜外，也可幫助甜蕎授粉，提升甜蕎產量，蕎麥具芸香

苷成分，極具保健發展潛力；小麥栽培應用上亦有突破，國

產小麥麵粉已能在市面上方便取得。此兩項作物皆於冬季裡

作種植，翌年 2 至 3 月收穫，每年春天即可買到當季、在地、

新鮮的國產蕎麥 ( 二林鎮農會 ) 與小麥 ( 大雅區農會 ) 製品，

歡迎消費者多多支持，促進國產雜糧產業發展，提升國內糧

食自給率你我有責。

 金牌獎 - 樹德科技大學
 潘浩宇、郭佳淇同學  金牌獎 - 蕎麥麵條與其創意產品

 國產蕎麥麵及創意產品競賽頒獎典禮，農業部吳杏如科長 ( 立者右 5) 及本
 場楊宏瑛場長 ( 立者左 8) 與參賽同學、指導老師評審及來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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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蘭檸檬綠品種光度試驗，三種不同光度處
 理組，分別為高光度、中光度與低光度 ( 左至
 右 )

 切花生產場域的環境光度不足時，文心蘭植株
 傾向抽葉芽不抽花芽，造成產量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