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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育種新技術，梨乙烯量低較耐儲應用育種新技術，梨乙烯量低較耐儲

梨是臺灣重要的果樹作物，生產面積達6,500公頃，中部為

主要生產區域，其中臺中市約佔三分之二，本場為育成優良品

種以提供國內產業界栽培利用，相當注重的育種目標為降低需

冷性及提升儲架壽命，而梨的儲架壽命主要與乙烯的合成量有

關。乙烯為植物賀爾蒙的一種，其作用為促進果實成熟與葉片

老化等生理機制，因此果實後熟的過程中乙烯合成量會逐漸增

加，換句話說，降低果實乙烯合成量即可延長儲架壽命。

梨產業界面臨的挑戰是果實成熟期集中，因此需要冷

藏儲存並分批出貨以維持供需平衡，因此若能育成低乙烯合

成量的梨品種，將有助於提升儲架壽命與商品價值。本場近

年來相當重視發展生物技術，並將生物技術應用於輔助選拔

重要的作物性狀，本場研究人員從國外的文獻中找到適合的

DNA分子標誌，可針對梨果實乙烯合成途徑中的ACC合成酵

素基因進行檢測，雜交後代的植株尚未開花結果的幼年期階

段就可以採其葉片檢測基因型，判斷哪些單株是乙烯合成量

較低的優良單株，對增進梨育種之效率相當有幫助。

傳統育種法與分子標誌輔助育種法的角色，猶如技藝精

湛的麵包師傅身邊多了一台新型的烤箱，它的功能不是取代傳

統，而是提供更精準快速的工具，讓育種者的效能如虎添翼。

近年來分子標誌輔助育種法在臺灣發展迅速，本場不僅將此技

術應用於水稻的抗病育種，也同時應用在果樹的選育，果樹育

種時程動輒15至20年，應用新技術可節省勞力、土地、資材等

育種成本，分子育種技術的應用，不僅是育種家的好幫手，研

發的品種也將成為與所有農民朋友共享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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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於102年5月21日與臺中市后里區農會共同辦理「彩

色海芋栽培技術改進」座談會，會議報告三項研究成果，一是

彩色海芋設施栽培與露地栽培之生育情形比較，二為彩色海芋

切花之細菌性軟腐病防治技術，最後則是介紹木黴菌及生物性

堆肥在彩色海芋栽培上之應用。針對產業問題，本場於栽培技

術及病害防治方面進行試驗研究，並透過試驗研究成果交流分

享，希望對農民有實質的幫助。

此次座談會，由本場邀集中部地區海芋主要栽培產地之農民

與會，會議由張場長致盛與后里區農會王代理總幹事鈺州共同主

持，除后里區、外埔區、神岡區、潭子區等地農民參加外，亦邀

請農糧署郭璦榛技士、農糧署中區分署羅啟隆先生蒞臨指導。

另邀請種苗改良繁殖場劉明宗課長、商榮實業公司石茂盈先生

與會，提供更多寶貴意見。

本次座談會讓與會農友對本場彩色海芋栽培技術之成果有

更深入的了解，也邀請產業、官方與農民三方與會進行交流，

會中討論氣氛熱烈，將學術研究的成果與產業實務的經驗結

合，並針對農民提出的問題與困難盡力協助輔導。

本場對於區域性產業發展相當重視，針對主要產業亦組

成研究輔導團隊進行輔導協助，除盡力協助解決農民栽培時遭

遇的問題，以提高農民收益，更希望提高國內彩色海芋生產效

能，促進未來彩色海芋永續經營、穩定發展之目標。

▲張場長致盛主持與會者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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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1日與臺中市后里區農會共同辦理「彩

彩色海芋栽培技術改進教育宣導

暨技術講習座談會紀實暨技術講習座談會紀實

▲農民熱烈提問

▲田間實際了解輔導海芋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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