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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水旱田輪作好處多多

水旱田輪作可有效消除病蟲害與雜草之滋生，長期持

續淹水，可對土傳性病原或雜草造成不良作用；此外，由於

輪作制度改變寄主植物，使寄生性強之單一寄主病原菌及 

遷移能力小的病蟲死亡。

為了解草莓水旱田輪

作對土壤的影響，本場於

大湖進行2年草莓田水旱

輪作試驗。103年試驗顯

示，在輪作後水稻區與旱

作區最大的不同有三點，

第一、水稻區土壤酸鹼度

明顯下降（7.4降為6.4），

與本場其他水稻、水芋等作物田間試驗結果一致，可能因淹水導

致酸鹼度下降，種植草莓後，即可恢復；第二、水稻區土壤電導

度0.084 ds m-1低於旱作區的0.101 ds m-1，代表旱作區土壤鹽分

較易累積；第三、水稻區土壤有機質含量4.86%，高於旱作區的

4.18%，代表輪作水田較有利於有機質的保存。輪作前後除了交

換性鈣略有下降、鐵含量略有提高外，其餘土壤性質並沒有明顯

變化。104年試驗資料亦有類似表現，而雜草抑制效果表現以水

稻區較佳。

綜合2年試驗資料顯示，水稻區在輪作後土壤電導度比旱作

區低，草莓農戶常面臨的土壤鹽基累積（電導度過高）問題，可

經由水旱田輪作克服，而且輪作水稻對維持土壤有機質含量較有

幫助，可避免旱作連作所引起之土壤劣化及生產力降低之現象。
本場草莓水旱輪作試驗田

家蠶種原 培育技術 產業困境 產業優勢

泰國

  僅3-4種家蠶種原並自

行保種

  萞麻蠶培育及絲綢出口

  慣行桑葉飼育

  病蟲害鏡檢檢測

勞力老齡化，年輕農民轉型其它

行業。

  皇室主導產業，養蠶收取蠶繭發展絲綢紡織及工藝品

賺取收益。

  葉桑轉作果桑栽培及加工，朝向多元應用發展。

印度

  培育適合熱帶乾旱地區

種原並自行保種

  萞麻蠶等野蠶培育及絲

綢產業

  慣行桑葉飼育

  病蟲害鏡檢檢測

缺乏病蟲害檢測新穎技術更新及

絲綢產量與品質不如預期，影響

產業收益。

  中國大陸絲綢產出下降，刺激印度生產產能。

  國家級研究成果豐碩，全球絲綢需求逐年增加，促進

養蠶業蓬勃發展。

  促進農村婦女就業機會，增加收入，遠離貧窮。

其它

亞非

國家

多數仰賴進口
  慣行桑葉飼育

  病蟲害鏡檢檢測

人才培育及病蟲害檢測新穎技術

不足，機械設備缺乏，影響絲綢

生產及貿易困頓。

氣候及土壤條件適合、勞力充裕，有潛力發展養蠶及絲

綢產業，增加農村就業機會，提升家庭收入及國家整體

經濟。

臺灣 136個家蠶種原自行保種

生技專用品種培育

及病蟲害快速篩檢

技術

  栽桑養蠶人才嚴重斷層。

  生技產業桑、蠶、絲原物料取

得不易。

  蠶種保育及培育技術，保留多樣性選擇種原庫。

  病蟲害分子檢測技術，確保健康種原。

  家蠶生產高價外源蛋白平台，產業加值。

從泰國及印度蠶(桑)業現況 看我國蠶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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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DO舉辦養蠶及絲綢產業國際研討會，各國與會代表合影

蠶業發展在中華文化已有數千年歷史，過去臺灣於70年代推動農村建設計畫，蠶業曾風光一時，然因國際市場因素，又於

80年代逐漸沒落。為求蠶業轉型及永續發展，本場藉由國際交流合作計畫，積極參與各項蠶業交流活動，今（105）年更透過參

與亞非農村發展組織（AARDO）舉辦之養蠶業與絲綢國際研討會，瞭解各國蠶業現況及未來發展方向，以供我國產業轉型之參

考。本文先就泰國及印度蠶業現況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整理歸納如下表：

中國大陸為最大蠶絲生產國，隨著工業發展，養蠶業紛紛轉型高

經濟收益之產業，造就其它具養蠶及絲綢產業發展潛力的國家有機會

出頭。

臺灣蠶業雖因早期蠶繭出口受阻而沒落，然我國擁有百年養蠶技

術及多樣化蠶種生產保育能力；加上近年來積極朝家蠶生物科技研發

並有良好成果，增加養蠶附加價值，並建立家蠶病蟲害檢測技術，提

升健康家蠶飼養流程與環境，逐漸轉型成高科技產業。臺灣蠶業轉型

經驗已獲國際蠶絲委員會（ISC）重視，更期望我國能加入該國際組

織，在AARDO會員國中能扮演協助他國之角色，促進其他會員國養蠶

及絲綢生產能力，提升國家整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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