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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槿 是 錦 葵 科 （ Malvaceae） 木 槿 屬

（Hibiscus）植物，又稱扶桑、燈籠花，原生種

分布於中國與印度等地，

而夏威夷因為進行多

年的雜交育種，

成為朱槿園藝

種原中心。朱

槿 是 馬 來 西

亞的國花，

也是夏威夷

的州花，享

有「熱帶花卉

皇 后 」 的 美

名。

在 臺 灣 ， 朱

槿是過去鄉野常見的

圍籬植物，主要的栽培種

有單瓣種朱槿、裂瓣朱槿及南美朱槿，因為極

其常見，又都是紅色花，一般人習以為常，並

不會多看一眼。現在經由園藝育種家的巧

手，朱槿花擺脫過去綠籬、紅花單調的樣

貌，新品種的朱槿花色繽紛、風情萬種，舉

凡紅、桃紅、粉紅、橙紅、橙、深黃、黃、

粉紫、紫、白、金色、雙色、多色等不一而

足，單瓣花的花朵碩大而平整，重瓣花則優

雅迷人，花瓣波浪變化，兩者都具有花朵數

多、枝條挺拔的特性，目前全世界有超過

10,000個朱槿品種。除了新品種的推出之

外，栽培技術的改進，也讓朱槿由庭園造景

花卉走入盆花市場，成為花坊間的新寵兒，

現在花店也能夠買到5吋的朱槿盆栽，就是新

品種與栽培技術的結合。

朱槿花繁殖容易，以扦插法就可以獲得

大量優良種苗，尤其以頂稍及未木質化的枝

條發根情形較佳。但是，某些特別的品種不

易發根，或後續植株生長不良，必須將其嫁

接到優良的枮木品種上才能繁殖，因此在品

種選擇與利用上要稍加注意。存活後的幼苗必

臺 東 夏 日 風 情 花 卉

朱槿花介紹及園藝利用
須移至排水良好、富含有機

質土壤中栽培，原則上

只要栽培在全日照

之處，新枝條就會

陸續開花，但若

要開花不間斷，

必須適量的修剪

老化枝條以促使

新側枝與花朵的

生長。

在臺灣，朱槿

幾乎全年綻放，極

適合做為景觀造園及盆

花利用，目前本場收集有朱

槿40餘品種，進行單幹整枝及品種嫁接研究，

探討朱槿的多樣化利用潛力及盆花新型式，並

致力於觀光休閒產業運用推廣，期盼藉由朱槿

花的栽培與推廣，營造臺東地區亮麗的夏日風

情。

鮮採的花朵美艷動人，極適合
觀光業者展示運用。

盛開美艷之朱槿花

朱槿新品種花色紛繽，花型多樣，深具燦爛熱情意象，
有「熱帶花卉皇后」美名。

保護環境及生態永續觀念，鮮少使用化學農藥，

亦缺乏生物防治技術等，嚴重影響產量。林場長

當下承諾將派員前往協助當地農民，提供甘藷蟻

象及水芋斜紋葉盜蟲等性費洛蒙防治資材及栽培

技術指導，設立防治示範點，

並於明年春作辦理小米新

品種-臺東8號栽培示

範觀摩會，以促進蘭

嶼農業栽培技術。

陳副場長亦向鄉長

建議蘭嶼鄉應開

發葛仙米

藻 (又 名

水 木 耳 或

情 人 的 眼

淚)，做為當

地特色產品。

 蘭嶼鄉屬於封

閉型島嶼，四周環海且無工業污染，農

業行為崇尚自然，封閉的傳統耕作技術

導致作物產量低。由於當地居民大都具

有永續經營的觀念，適合朝向改善耕作

技術並發展有機農業為主要目標。因

此，本場建議蘭嶼鄉公所先進行島內農

作物施用化學肥料及化學農藥使用情形

調查，並評估是否可朝向有機農業的目標發

展，創造蘭嶼農業特色，以提升蘭嶼農業的價

值。

為關懷離島農業發展，本場場長林學詩帶

領副場長陳信言、農業推廣課長蘇東生、作物

改良課長蘇炳鐸及雜糧研究室主持人陳振義等

一行5人，於6月16日前往蘭嶼鄉公所，受到鄉

長江多利、鄉公所秘書黃正德及農業課林光泉

課長等人熱烈歡迎。一行人在鄉公所與江鄉

長、黃秘書及林課長，對於現在蘭嶼農業發展

現況進行交換意見。隨後由林光泉課長帶領參

訪蘭嶼農業發展情況，並前往東清村與當地農

民見面，現場視察水芋、甘藷及小米栽培情形

與所面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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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關懷 農業 發 展蘭嶼

蘭嶼本島居民大多數為達悟族原住民及少數

公務人員與漢人，現有人口約3,400人。耕地面

積僅765公頃，其中水田有173公頃、旱田有

592公頃，每一農戶耕地規模很小，亦無完整的

農道或水利設施，主要栽培作物有芋、甘藷、小

米及落花生等。蘭嶼從事農業生產農民平均年齡

超過60歲，因地處偏遠，較少吸收外界資訊，故

其作物栽培方式仍遵循傳統方法種植，如小米田

以撒播方式種植，致使小米植株生長空間擁擠、

果穗小、產量低，並有品種與地方品系混雜情

形。除作物產量偏低外，病蟲害防治技術亦缺

乏。當地最大耕地永興農場栽種之水芋，葉片受

到斜紋夜盜蟲危害嚴重，飽受當地農民困擾，另

外，甘藷蟻象為害亦相當嚴重；因當地農民深具

林場長率副場長及本場一級主管實際勘察蘭嶼甘藷蟻象危害情形

蘭嶼農民摘取遭斜紋葉盜蟲危害之芋葉片並詢問防治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