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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業 新 知 專 欄

文圖／葉文彬、張林仁、陳盟松、楊國彬

點一盞明燈，葡萄夜間電照學問大點一盞明燈，葡萄夜間電照學問大

▲電照使用白色或黃色燈泡都有效果 ▲生長勢偏弱之葡萄園區可採用棚
架上照明方式

▲電照具有促進新梢生長與提高著果之
效果，要適當疏果後期才能轉色良好

每年行車經過高速公路溪湖員林段，會發現兩側一棟棟的
溫室林立，在11~12月這段期間，陸續覆蓋透明塑膠布，到了12
月至翌年2月溫室晚上更是燈火通明，原來溫室裡面生產的就是
高品質的巨峰葡萄，而到了2~3月晚上，如果在彰化大村鄉、溪
湖鎮、埔心鄉、員林鎮、永靖鄉延伸到二林鎮等葡萄產區走一
走，也發現到處都幫葡萄點了一盞盞明燈。因為經過本場多年之
研究及栽培經驗累積與技術改良，臺灣葡萄產期調節已成為穩定
的栽培技術之一，於彰化地區葡萄生產利用夜間電照處理，可
促進新梢生長並有效提高著果，此項電照技術也往北傳遞到臺中
市新社區及苗栗縣卓蘭鎮。然而，究竟電照方式要如何進行？
幾時照？這盞明燈要點多久？其中包含技術就讓本場來揭曉。

實際上，電照技術早已被廣泛應用於園藝作物生產，而
應用於葡萄則是近10年才迅速發展。本場最早於南投縣竹山地
區、溪湖溫室栽培及大村鄉露天栽培葡萄進行夜間電照處理，
比較省電燈泡、水銀燈、日光燈之效益，發現電照處理具有促
進葡萄新梢生長及提高著果之效果，尤其是水銀燈於溫室內電
照葡萄效果更明顯，且使新梢徒長，反而需要多施用1~2次抑
制劑。在當時電照葡萄並未普遍，如何進行電照尚未清楚，然
因電照葡萄成效口耳相傳，陸續有農友也開始電照葡萄。使用
之燈泡多為發白光或黃光省電燈泡，瓦數由23W、55W到75W
都有農友使用。

為解開電照促進生育之栽培技術，本場於溪湖鎮溫室葡萄
及大村鄉露天葡萄進行多次試驗，研究出葡萄電照處理之生理
原理以及有效之電照栽培技術，解開農民
多年困惑。電照方式可將燈泡置於植株上
方往下照射或置於植株下方，因露天葡萄
採用一年二收，密植高氮肥，其總產量每
年每分地超過3,000公斤，往往導致樹勢
衰弱現象，而溫室栽培室延續原本露天栽
培，只是在四週搭建簡易PE塑膠布，雖是
一年一收，但產量也常達2,500公斤以上，
因此樹勢亦偏弱。就植物生理而言，葉片
為感應光的器官，因此電照應於1~2片葉展

開時開始才有效，而非催芽後電照。樹勢衰弱者採用燈泡置於
植株上方往下照射效果比較好，因為結果枝葉片可接收比較充
足且均勻的光，接近開花期再改為置於植株下方電照，所需電
照期較長(約40天)；若為栽培管理良好樹勢強健之園區，應延
後電照時機且採用植株下方電照，最遲可延到開花前才開始電
照，結果枝生長期間只要於寒流來襲偶而電照即可，所需電照
期短(約18~25天)。一般電照期間每夜只需6小時就足夠，可選擇
在下半夜(10~4時)電照，不需徹夜通宵都照明，掌握這點訣竅可
以幫農友省下不少電照成本喔。另外，黃光或白光省電燈泡何
者效果較佳，也困擾了很多農友。試驗發現以黃光或白光省電
燈泡均有效果，只要晚上點了這盞明燈，皆能促進葡萄生育。
再者，電照燈距依使用燈泡瓦數調整，23W可採用3公尺×3公
尺，55W以上則採用6~7公尺×5公尺，可有效的達到電照效益。

近年來，材料科學發展迅速，出現半導體科技產品LED
燈，具有發光效率高、壽命長、節省能源等優點，本場進行
LED燈與省電燈泡電照效果之比較。不論是LED燈或省電燈泡
均是「有照有保庇」，對葡萄結果枝生長或提高著果都有正面
效益。夜間電照於葡萄生產確實有促進生育之效益，然而，採
用電照會增加生產成本。因此需充分瞭解葡萄夜間電照之目
地，掌握電照葡萄點亮明燈的生育時期與時機，可有效率使用
並提高收益，並避免不必要之成本支出，農友口袋就會「麥可
麥可」，臉上充滿笑容。如果有葡萄電照技術之問題，想要進一
步了解或需要本場技術協助，歡迎隨時與本場果樹研究室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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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資材與生態綜合經營在有機農業之生物性資材與生態綜合經營在有機農業之

應用研討會 紀實應用研討會 紀實
文／蔡宜峰　圖／曾康綺

為健全國內有機農業產業發展，結合生物性資材與生態

綜合經營之最新研究成果，並經由研討過程激發出前瞻性思

維，以期提供有機產業界應用參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

區農業改良場與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金會於民國103年11月11
日假本場行政大樓大禮堂共同舉辦「生物性資材與生態綜合

經營在有機農業之應用研討會」。本次研討會共邀請10位國

內學者及專家進行專題演講與討論，本場林場長學詩博士、

涂勳博士擔任研討會主持人。計有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及所屬

試驗研究單位、學術研究團體、地方政府及有機農業相關協

會團體、專業農友及消費者等，共計150餘人熱情參與盛會。

本次研討會依序由中興大學曾德賜教授發表「本土性鏈黴

菌生物殺菌劑之開發」、藥毒所何明勳組長發表「天然植物保

護製劑的開發與應用」、本場生資研究室陳俊位博士發表「木

黴菌生物製劑開發與應用」、苗栗農改場黃勝泉課長發表「天

敵昆蟲在有機農業害蟲防治應用」、花蓮農改場楊大吉研究員

發表「有機農田生態工法之應用實例」、桃園農改場施伯明助

理研究員發表「桶柑園放牧飼養土雞綜合效益評估」、種苗場

黃玉梅研究員發表「有機種子處理技術研發」、本場埔里分場

蔡宜峰分場長發表「日本有機蔬果產銷發展調查研究」、本場

植保研究室劉興隆副研究員發表「日本有機農業病蟲防治技術

發展」、本場農經研究室楊宏瑛研究員發表「日本有機農業經

營與行銷發展」。

參與此次研討會的主講者與來賓於短短一天的研討會時

間進行熱烈的交流與互動，與會者仍多感到意猶未盡，莫不希

望藉由此次研討會更能拉近有機農業相關研究與產業實務間的

距離，期能促進臺灣地區有機農業相關產業更蓬勃健全發展。

▲生物性資材與生態綜合經營在有機農業
之應用研討會來賓合影

▲參與研討會貴賓之盛況▲生物性資材與生態綜合經營在有機農業 ▲參與研討會貴賓之盛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