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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農業生產受氣候、環境影響極大。至今，設施栽培蔬菜

已普遍為農民所接受，並成為臺灣蔬菜產業中重要的一環，其中

尤以介質栽培模式明顯增加。

目前中部設施蔬菜栽培模式大致可分為養液土耕及養液介

質耕栽培，養液土耕為利用原設施內土壤進行栽培，搭配不同生

長階段所調配養液，以行施肥供水的養液管理，直接運送至根際

周圍。設施介質耕模式有袋耕、籃耕、耕植槽及微量介質耕等模

式：(1)袋耕：袋耕方式為將介質裝填在抗紫外線的塑膠材質的袋

子中，其容積從40公升至80公升都有農民使用。(2)籃耕：一般

以進口裝百合或唐菖蒲之塑膠籃為栽培槽為主，並於塑膠籃四周

及底部以銀黑色塑膠布或雜草抑制蓆舖設。(3)植槽耕：利用抑草

蓆、錏管及固定夾為材料，植槽台架立體化高度約為0.3公尺，寬

度為0.45公尺，植床內裝填介質。(4)微量介質耕：將介質裝填在

類似太空包的塑膠材質的袋子中，其容積1-2公升，並將其介質袋

排列於保麗龍箱內，每箱可排放4-6袋。

設施蔬菜產業已逐漸受農民所重視及投入，蔬菜生產朝向

設施養液土耕或介質耕方式，本文提供目前臺灣中部地區栽培現

況，期能作為未來規劃方針，達到適地又適合個人的栽培模式，

以開創未來投入設施蔬菜生產之願景。

▲評審委員進行高接梨質地及風味品評

▲經檢疫設施栽培1個月和6個月後國蘭帶介質外銷至
韓國死亡率可由33%分別降低至16%及3%

▲假球莖腐敗病是造成國蘭
　外銷後死亡之最主要的原因

▲工作人員以儀器測量高接梨果實糖度

▲蔬菜設施養液土耕栽培方式 ▲蔬菜設施離地袋植耕介質栽培-栽培彩色甜椒 ▲蔬菜設施離地塑膠藍耕介質栽培-栽培番茄

國蘭是臺灣外銷至韓國的重要

蘭花，年產值約新台幣3億元。近年

來韓國工資及相關栽培成本提高，因

此由臺灣業者進行國蘭植株栽培後以

帶介質方式海運至韓國，國蘭植株恢

復期較短、存活率較高，有助韓國業

者提高溫室週轉率、降低接力生產成

本，相關利潤亦可回饋臺灣業者分享。

為建立國蘭帶介質外銷韓國的最佳技術套組，本場自103年
起即陸續進行國蘭定植時根系修剪與消毒方法、篩選適合介質

種類、貯運品質關鍵方法等技術開發，對國蘭外銷品質提升有

顯著效果。105年首度與外銷業者合作嘗試於檢疫設施分別進行

1個月及6個月栽培後再出口，於韓國接力農場栽培1個月後進行

調查，結果顯示更換介質後立即出口之國蘭植株死亡率達33%，

於檢疫設施中進行

1個月和 6個月栽

培後植株死亡率可

分別降低至16%和

3 %，顯示本技術

套組能有效降低外

銷國蘭之損耗率及

提升品質，使臺灣

國蘭產業更具外銷

競爭力。

本場協助臺中市政府於8月15日辦理「105年度臺中市優

質高接梨果品評鑑」活動，本次評鑑共有60組果品參與競賽，

評審委員由農糧署中區分署、中興大學、嘉義大學及本場等

專家學者擔任，評分標準為外觀35%、質地及風味35%與糖度

30%。經過各項評分總合，評鑑結果第一名為黃政乾，第二名

為王子暉及陳建豐，第三名為謝龍雄、劉儀羚及黃春泉。

高接梨為技術獨步全球的農業生產模式，將梨產期提早

2-3個月上市，夏季炎熱酷暑中，吃上一口冰涼梨果，實在是

一種享受。高接梨透過評鑑、產銷履歷等認證方式，建立品牌

形象，確保為安全的優質農產品，提供消費大眾選擇依據，在

評比過程中，農友彼此觀摩交流，有助於增進栽培管理及採後

包裝技術，提升果品品質與減少損耗。

國蘭帶介質外銷技術之開發與應用
文圖/洪惠娟、黃瑞啟

105 年臺中市
優質高接梨果品評鑑紀實

文圖/徐錦木

中部地區設施蔬菜栽培模式之介紹
文圖/戴振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