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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場舉辦「番荔枝安全用藥講習暨與民有約座談

會」，遵守用藥安全，確保產銷無虞

 ● 樹豆新品種栽培示範 - 活化休耕新選擇

 ● 賀！本場金針主題館獲農委會評定為優等網站。

 ● 推展有機農業，本場舉辦「鳳梨釋迦有機栽培技術

示範觀摩會」

 ● 長崎早生枇杷早熟又豐產

 ● 農村巧藝 DIY，帶動文創巧藝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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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番荔枝產業在臺東永續發展，確保果品
安全及產銷順暢，本場 1 月 10 日至 1 月 21 日分
別於卑南鄉、臺東市及鹿野鄉等番荔枝及鳳梨釋
迦重要產區辦理 3 場安全用藥講習座談會，共約
230 人與會，2 月份亦將於太麻里鄉及東河鄉持
續進行宣導工作。會中本場提醒農友應確實遵守
農藥使用法規，以確保果品安全，並於現場發送
鳳梨釋迦健康管理手冊，提供農友參考運用，期
農友能更熟悉並共同遵守農藥使用規範，以生產
安全優質的果品。

本場場長林學詩指出，鳳梨釋迦 102 年度外
銷量 8,897.5 公噸，已躍昇為外銷水果之首位，
是臺東相
當重要的
經 濟 作
物，為避
免農民誤
用農藥影
響產業永
續經營，
特於各重
要 產 區
舉 辦 安
全 用 藥

講習座談
會，請農
友務必遵
守合法、
適時、適
藥及適量
等用藥原
則，共同
朝向安全
農業的目
標 來 努
力。

課程
由臺東縣政府趙技士熙之講述安全用藥法規，強
調遵守法規的重要性，並提醒農友，購買農藥時，
務必向廠商索取明細及收據，以維護自身權益。
接著由作物環境課蔡課長恕仁講述「番荔枝農藥
殘留及注意事項」，提醒農友正確診斷、慎選藥
劑，並避免連續施用同類型藥劑，病蟲害才不易
產生抗藥性，影響防治成效。惟有安全且質優的
產品，才能建立整體產業形象，為永續經營奠定
根基。

縣政府趙熙之技士講解安全用藥法規

文 /圖 蔡恕仁

與會農友認真聆聽會議中講述有關農藥使
用法規及農藥殘留議題

本場舉辦「番荔枝安全用藥講習  與民有約

座談會」，遵守用藥安全，確保產銷無虞

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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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政府推動休耕地活化政策，本場於 1
月 16 日上午，在本場豐里試驗地針對連續休耕
田活化政策辦理「樹豆新品種栽培示範觀摩會」。
現場吸引對樹豆栽培有興趣的農民近百人前來參
加，現場參加民眾反應熱烈。

觀摩會由本場
林學詩場長主持，首
先由農糧署東區分署
臺東辦事處楊敏玲專
員就活化休耕地之政
策向與會農友詳細說
明，接著本場植保研
究室主持人李惠鈴副
研究員介紹樹豆常見
的病蟲害；李副研究
員表示，樹豆在臺灣目前仍屬小產業，尚無推薦
藥劑，當病蟲害發生初期，可採用生物防治方法，
切勿隨便用藥，以免造成農藥殘留。接著由陳振
義副研究員介紹樹豆新品種的特性及樹豆栽培管
理技術，並帶領現場農友實際於田間進行樹豆栽
培示範講解，提高農民參與栽培興趣。

林學詩場長表示，樹豆又名木豆，起源於印
度，是人類糧食及飼料的重要來源之一，在臺灣
大多以食用為主，為原住民的重要的傳統糧食作
物之一，亦被視為一種健康食品。臺灣種植樹豆
地區較為分散，臺東地區零星栽種於達仁、大武、
金峰、太麻里、鹿野、延平、海端等山坡地或田
埂邊空地，以往農友多自行留種，造成各地區之
地方品系混雜，有成熟期不一致且產量低的現象，
造成採收及管理上的困擾。又樹豆栽培期間很容
易受到強風豪雨的影響，因而遲遲無法提升樹豆
產業的經濟效益。本場樹豆新品種臺東 1、2、3
號，早已於民國 100 年 1 月 18 日即命名通過，

也因為連續二年的颱風影響，樹豆新品種的栽培
示範才延至今天辦理，由於臺東地區栽培面積少、
產量低，目前市場供不應求，栽培面積仍有很大
的成長空間。

本次樹豆栽培示範的新品種包括：臺東 1號、
臺東2號、臺東3號。樹豆臺東1號：種皮為白色，
具高產、穩定的特性，每公頃約可生產樹豆種子
1,450~1,600公斤；樹豆臺東2號：種皮為茶褐色、
外觀鮮艷，每公頃約可生產樹豆種子1,100~1,250
公斤；樹豆臺東 3 號：種皮為黑色，耐貧瘠、每
公頃約可生產樹豆種子 1,150~1,200 公斤；藉本
次栽培示範介紹樹豆新品種，期能推廣農民種植
以增加收入。

農委會從去 (102) 年開始推動「調整耕作制
度活化農地」計畫，鼓勵臺東地區連續兩期休耕
田鼓勵農民轉 ( 契 ) 作。依農糧署資料統計，臺
東 縣 101 年 度 二
期作申報休耕面積
2,809 公頃、轉契
作面積 87 公頃，
102 年度二期作申
報休耕面積 1,324
公頃、轉契作面積
398 公頃，休耕減
少 1,485 公頃 ( 減
少 52.9％ )、轉契
作 增 加 311 公 頃
( 增 加 3.6 倍 )。
樹豆已被列為臺東
縣地區特產作物之
一，希望農民配合
政府活化休耕田政
策，共同來努力。

林場長致歡迎詞及說明觀摩
會的目的與用意

文 /圖 陳振義
樹豆 活化休耕新選擇

新品種栽培示範 -

臺灣枇杷以「茂木」為主要栽培品種，臺東
枇杷因栽培區地理位
置及地形之影響，產
期較中部地區早，產
期在 2 月下旬至 4 月
上旬。但因臺東地區
夏、秋季颱風多，常
帶來大量雨水，不利

於枇杷花芽分化，導致開花率偏低，產量低且不
穩定。因此本場引入日本早熟品種「長崎早生」
在臺東地區試作，經多年之觀察其表現甚佳，適
合在海拔 300 公尺以上之地區種植。

「長崎早生」係由「茂木」枝條變異中選拔
出之品種，其樹形、葉片及果實外觀等性狀多與
「茂木」相似；在臺東地區種植主要特色如下：

1. 高開花率，開花較不受環境氣候影響，全株

農友於樹豆田間觀摩情形

參加民眾觀看樹豆開發相關產品

「長崎早生」枇杷之果實

文 /圖 盧柏松長崎早生枇杷早熟又豐產



第3版 臺東區農情月刊《第一六九期》中華民國一○三年一月

之枝條開花率多在 90% 以上。

2. 果實發育時間較短，產期早，產期在每年 1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間，
盛產期在 2
月，較「茂
木 」 提 早
20-30 天。

3. 果 實 品 質
佳，果肉質
地柔軟、糖

度高 (12-14%)、酸度低 (0.2%)，口感較甜，
符合國人偏甜口味。

4. 因開花率高且穩定，產量較高且穩定。

該品種主要缺點是果實稍小，平均單果重
35.2 公克，較「茂木」38.6 公克略小。在臺東地
區栽培顯示，其果實大小會受果園位置之緯度及
海拔高度影響，以中海拔地區種植之果實大果率
較高。故建議臺東地區以海拔 300 公尺以上之地
區種植「長崎早生」表現會較佳。

鳳梨釋迦以矽藻土加木醋液處理後，果實上螞蟻窩與
介殼蟲較對照者少。(上圖為處理組 -白色斑點為矽
藻土；左及右圖為對照組 -左圖為介殼蟲，右圖為螞
蟻窩 )

文 /圖 陳奕君

本場為推展有機農業，於 1 月 15 日上午 10
時 30 分，假臺東縣卑南鄉初鹿吳金洺農友果園
舉辦「鳳梨釋迦有機栽培技術示範觀摩會」，現
場吸引臺東縣各地區之農友到場參加。

林學詩場長表示，本場為推展有機農業，從
100 年度起加入「有機農業研究團隊」，辦理「東
部有機產業與休閒 ( 樂活 ) 廊道之建構」計畫，3
年多來全場投入相當多的人力與物力，進行臺東
地區特色作物（例如水稻、小米、樹豆、洛神葵、
南瓜、原民蔬菜、臍橙及鳳梨釋迦 ... 等）有機生
產技術之研究與改進，成果十分豐碩。其中鳳梨
釋迦為臺東地區最重要的經濟果樹，本場經 2 年
的研究，已有初步成果，為了將鳳梨釋迦有機栽
培技術的研究成果分享給農友，而舉辦本次觀摩
會，同時也希望能藉此加強農友有機栽培的觀念
與技術，並提高轉行有機農法的意願。

會中首先由陳奕君助理研究員說明果樹有機
栽培環境建構與營造的觀念及作法，有機農法是
一整套的觀念與耕作制度而非單點或片段的操作
方式，其中對土地及環境友善與栽培環境的生物
多樣性是基本且重要的觀念。接著再由李惠鈴副
研究員針對鳳梨釋迦有機栽培病蟲害之防治策略
進行詳細說明，隨後則是從事有機農法多年的吳
金洺農友分享鳳梨釋迦有機栽培的經驗。另外，
亦引導農友至果園現場觀摩本場利用有機資材
（矽藻土加木醋液）降低鳳梨釋迦上介殼蟲密度
的效果。

最後林學詩場長表示，僅一場觀摩會是無法
將整套觀念與作法詳細說明清楚的，農友日後若
有任何關於果樹有機栽培的問題，歡迎來電或親
自到本場，本場的研究同仁必定會竭盡所能為農
友提供技術諮詢並協助解決相關問題，期勉大家
為有機農業的推展共盡一分心力。

農友於有機鳳梨釋迦果園觀摩情形

技 術 示 範 觀 摩 會

推展有機農業，本場舉辦

鳳梨釋迦有機栽培 

「長崎早生」枇杷開花率高且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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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 月 15 日 鳳梨釋迦有機栽培技術示範觀摩會 卑南鄉吳金洺農友果園

1 月 16 日 樹豆新品種 - 臺東 1、2、3 號栽培示範觀摩會 本場豐里試驗地

1 月 17 日 番荔枝安全用藥講習暨與民有約座談會 鹿野地區農會推廣股會議室

1 月 21 日 番荔枝安全用藥講習暨與民有約座談會 臺東地區農會推廣股 2 樓

1 月 23 日
水稻育苗健康管理 - 應用非農藥資材 ( 三合一 ) 防治秧苗
立枯病成果觀摩會

臺東縣池上鄉蔡金發農友綠化場 

1 月 24 日 臺灣藜有機栽培示範觀摩會 太麻里鄉香蘭部落

1 月 27 日 一月份學術研討會 本場農機研究室二樓會議室

2 月 10 日 102 年度地區績優農民暨農會幹部表揚  本場稻作研究室旁停車棚

文 /圖 吳菁菁

早期臺東縣的農業以初級生產為主，農村婦
女往往是缺乏勞動力時的重要人力資源，但隨著
作物品種改良與栽培方式的改進，讓田間栽培管
理更為省工，同時農村婦女在時間利用上較為餘
裕，此外，近年來因為社會形態的轉變，以及政
府積極協助農村婦女利用農閒之餘創造額外收入
來源，進而使得農村婦女開始思索，如何能透過
結合地方產業、自然素材及傳統文化等不同在地
元素，創作出獨具地方特色的手工藝品，製作出
有別於商業量產的文創藝品，展現農村巧藝的創
意特色，帶動在地休閒農業體驗活動之發展，也
增加了地區農村副業收入，創造農村新商機。

家政班班員為了創作出屬於臺東的手工藝特
色，其中臺東地區農會家政班就把焦點放在地方
最具經濟栽培規模的果樹作物 - 釋迦（番荔枝）
上，由於臺東是釋迦的主要產地，儼然成為地區
重要農產品牌代表。釋迦在生產過程中，果農會
進行疏果作業，把品質與果形不佳的幼果剪除，
班員就利用這些素材，加上巧妙運用果品外觀的
不規則起伏及彩繪，變成可愛又實用的生活用品
及趣味擺飾等，不僅實用美觀且能作為居家裝飾，
更凸顯出代表臺東的獨特創意。近來除了釋迦以
外，臺東各地區農會家政班也受到這股手作風潮
的吸引，紛紛投入創作的行列，所利用的農村自
然素材更為廣泛，包括了許多在農村生活中垂手
可得的植物種子、果實及纖維等類型的素材，透
過巧思的創作及融入農業副產物加值的概念，結

合臺東在地的農業素材創作出許多令人驚艷的作
品，也吸引了許多遊客的目光，更在多次全國性
的競賽中獲得佳績，相當值得稱許及讚賞。

本場為了要延續這股農村自然素材之手作風
潮，鼓勵民眾動手創作，也在去 (102) 年 10 月
份出版了「農業素材手工加值創意專輯」，介紹
臺東區內諸多具有特色手工創作藝品，挑選較容
易操作、具在地代表性及富教育推廣價值的部分
項目，將作品製作步驟以詳實趣味及圖文並茂的
方式呈現，提供有興趣的民眾按圖索驥參考運
用，歡迎有興趣的讀者可至本場網站 (http://www.
ttdares.gov.tw) 內出版刊物介紹 / 技術專刊內瀏
覽，或逕至國家書局及五南文化廣場選購。

釋迦乾果變成可愛又實用
的趣味擺飾

利用柚子隔膜製作胸
花，創意十足。

帶動文創巧藝風潮
D I Y

農 村 巧藝

更多相關活動刊登至本場網頁 http://www.ttdares.gov.tw

農委會於 1 月 17 日
公開表揚年度農業主題館
績優網站，本場金針主題
館在眾多主題館網站中獲
得評選委員青睞，榮獲優
等殊榮，並於農委會擴大
主管會報中由林學詩場長
代表接受陳保基主任委員
頒獎鼓勵。

本場近年來為配合農委會執行「發展農業知
識管理應用計畫」，完成建置釋迦、保健植物、
金針、洛神葵、小米等五個主題館，去 (102) 年
舉辦 101 年度農業主題館建置評選，其中本場
金針主題館於本次遴選中獲得評選委員極高的評
價，此次獲獎也是對本場同仁們長期以來致力於
農業知識數位化傳播的肯定，更將是未來繼續推
動主題館網站優質經營的助力。

本場金針主題館
獲農委會評定為優等網站

文 /圖 楊鴻志

林學詩場長代表本場接
受陳保基主任委員頒發
農業主題館優等獎

賀！

活 動看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