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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些業在確↑轉爹登陸
健康與安全的農產品，是現代人

最關‘咱勺焦點之一。j省費者與生產者
糸且織起來，言1書生產需要之農產品，
可育毛成為未來的一禾重新趨勢0

近ξ器饗纂蠶櫂籌蠶‘L
學肥料、合成農蔡，奮施單一種作物栽培，企

紫化大面積經營等手段來提高農業生產量。這

種耕作方法，在台然生態倧育意識抬頭之今曰

，受到批評，因為ω化學肥料與農蔡之製造係

完全依賴地下蘊截之石化能源，一旦這種不可

再生能源用罄，農紫生產量是否可再提高或維

持目前之高產水準;@大量化學肥料與農蔡之

施用，可能污染地下水質，破瓊台然生態之平

衡;@生產之農產品之風味及營養價值比較低

，並可能殘留對人畜健康不良影晌之化學物質

;@忽視有機廢素物之循環利用，影晌環境衛

生，且導致土壤品質衰退，生產投入成本增高

0◎大面積企紫化經營，破壞地景，遏於追求

利洭爭農村之純樸氠息及田園之樂不再。

另一方面，近年來由於工商紫發達，社會

繁榮，豐衣足食，開發國家之國民生活水準顯

著提高，大眾消費型態改變，對於食物之要求

，已由量的追求而轉為質之提昇，其中，健康

與安全的農產品，成為最受關注之焦點。這個

時候，一種異於現代農紫耕作法，稱之為“有

機農紫”的，因應而生，並已為歐美日等現代

化國家之部分農民接納，實際採用，參加農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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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或大部分免除使用合成的化學物質如肥料、

農蔡、生長調節劑及禽畜飼料填加物之生產系
統”0為達到其最大程度之實施性，有機農業

係依賴作物輪作栽培，副產殘體，動物排泄物

，苙科作物，綠肥，農場外有機廢素物，機械

栽培，礦石，生物或非農蔡之病虫防治方法，
以維持土瓖生產力與耕作性，供給植物養分，
控制病虫及雜草0由此，可見有機農紫並非返

古的農紫耕作法，而是需要運用瓷訊管理高度

生物科技及台然瓷源背景，兼顧生態環境保育

，生產沒有不良化學物質殘留之農產品的農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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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現代資訊的有機農業

台灣尚在試階段

按美國農部之定義，有機農拲

24

由於台灣地區之地理及紫生產環境與歐

美先進國家迥異，土瓖貧瘠而病虫害發生車高

，因此，有機農法之可行性如何，有待探究。

行政院農紫委員會遂於民國77年7月起在高雄

縣旗山鐘及嘉義縣鹿萃鄉，今喲)年增加彰化縣

大村鄉，透遏當地區農紫改良場設置觀察圃，

以現冇農法作為對照0有機農紫耕作法則完全

不使用化學肥料與農蔡，係以綠肥、苙科作物

、腐熟堆庇肥、磷礦石粉，供應作物需要養分

，接種根瘤菌、菌根菌及溶磷菌等微生物肥料

，增加生物固氨及利用土壤養分效率，病虫害

控制方面，採用土瓖改良與輪{乍，減少土壤衍

生病害之發生，噴洒微生物菌齊1如蘇利菌、寄

生蜂卵片、性費洛蒙等防治虫害，至於雜莘方種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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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份優作泩長

形，產量調查

有機區較對照區

減產20%。

心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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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則採用敷蓋及人工除莘方法防除之，其他

栽培管理則與現行農法相同。

二年之研究結果發現，有機農業耕作法之
玉米、廿藍、籮蔔、毛豆、水稻等都可獲得收

穫，但產量較現行耕作法減低約20%，作物營

養彳、足為主要原因，病虫害及雜草之發生亦比

較嚴重，生產成本較現行農耕區高出10至24倍

，主要化費於購賈有機質肥料及工資;然而，

土f 之特性，如酸鹼度、有機質令量、土壤結

構、及有效性養分令量等都有改善，而農產品

完全免除農蔡殘留之顧慮，都是有機農法之最

大特色。

由於有機農紫是注重活用與係育台然生態

，而台然環境之轉變往往是緩慢的、漸進的，

故其反應如何，需較長的時間來評估，因此有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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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豆(栦乍)生長情

形，產有機區較對

照區減產2%。

甜玉米(春作)生長情形，

產調查有機區較對照區

減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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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農業之可行性研究將進行5年以上，才有定
彥太。

J

明顯地，有機農紫耕作法之產量較低，研

究單位將從品種改良及栽培技術上去改進;另

一方面生產成本高岵支其產品將會比現行農法

生產者為高，像在歐美曰等國家，有機農法產

品約增30%，但由於產品安全，且對土壤與環

境倧育都有好處，消費者也都樂於購買並極力

之促請農民採用有農法，有些消費者與生產

者台動組織合作小體或研究會，計畫生產需

要之農產品，以日本為例，全國就有300多個

研究會，而60%以上之國會議員都為會員。

台灣地區已進入開發國家行列，有機農紫

耕作法亦為社會繁幣及生活品質提昇之表徵，

相信不久之將來，受社會之重視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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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年叢書技術服務

鄉間小路

本社出版之豐年叢書，多數為應用技術，

購閱後如有實際問題，觀坦來信詢問。

來信請寄:台北市29號信箱讀者服務部。

書籍如發現缺頁或裝釘不完整者唁青寄回調換

需要書籍目錄者，來信即寄。

79 年 10

這β 豐牟衽
台北市溫州街14號Φ2)3628148

垂B購吋發0005930-0豐年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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