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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品農業航向國際的模範農民 - 羅弘奇

日本果樹省工機具介紹 研習日本葡萄栽培現況

文/陳世芳

　　44 歲的羅弘奇班長為后里區第二代花農，談起花卉產業眼中充

滿專注與自信，二十多年來陸續投入百合與伯利恆之星切花與球根

繁殖、盆栽百合生產等，陸續擴大生產規模至 10.94 公頃，市佔率達

50%。參訪荷蘭與國外花卉市場後，體認到「品種、品牌、品質」

三品農業是花卉事業經營的根本理念，因此自國外引進上百種切花

文圖/張金元、葉文彬

　　臺灣與日本同樣面臨農業缺工及高齡化問題，為使果

樹栽培管理更為省時省力，特參訪日本相關輔助機具使用

現況。在葡萄整枝套袋作業上，農研機構研發腕上作業輔

助器具，利用機械結構支撐手臂，可降低整枝修剪時手臂

的上舉施力；無子葡萄栽培過程中，以花穗整型器剪除基

部花序，取代傳統手摘方式，可縮短作業時間；葡萄因氣

候變遷高溫影響，導致花冠蓋乾枯而不易脫落，影響著果

並引發病害，研發及應用花冠蓋去除器，降低病害發生率，

防止灰黴病二次感染。

　　另外，日本果農多備有乘坐式鼓風噴藥車、割草機，

因採用車輛作業，可省工及提高效率，並減低與藥液接觸

的時間；為使作業環境友善，避免溝渠或地形落差，在田

區內形成障礙，採行草生栽培及無溝渠田區平整化設計施

作，使人員及農機具在果園內方便作業，縮短栽培管理的

時間。在此缺工及高齡化之際，透過輔助器具、乘坐式農

機具及友善作業環境的應用，可達省力省時的目的。

文圖/葉文彬、張金元

　　近年來，日本葡萄生產同樣面臨暖化及從農生產者高

齡化之問題，目前已逐漸改變生產模式、育成適作品種並

研發省工的管理方法。

　　全球暖化已經對紅色或紫黑色葡萄轉色造成影響，

因此進行如何提高日照之栽培管理試驗，包含套袋、地

面鋪設銀色反光布，以期促進葡萄轉色。另外，選育無轉色

問題之綠色品種，農研機構選育之 Shine Muscat( 陽光麝香葡萄 )，已成為

目前日本國內市場的主要品種。在栽培方面使用嫁接苗，以 H 型方式整

枝，採用寬行株距栽植之模式，樹冠相當寬廣且通風透光良好，產量約

1,600kg/0.1ha。具種子之品種採用 GA 及 Flumet 處理生產無子葡萄，每果

穗落實疏果，達成每穗留 30-35 果粒，穗重為 400-450g 之目標。採收後配

合特別研發的包裝袋，減少包裝工作及保持果粉的完整，可販售較高之價

格。此外透過園地草生栽培及無溝渠障礙整地，便利乘坐式噴藥車及割草

機於園內操作使用，縮短園地管理時間，達到省工栽培的目的，提高收益。

現行日本葡萄栽培的種種措施，值得國內生產者學習參考。

新品種進行試種，選出多項適合本土栽培的品種，提升花卉產業供

應鏈的品種價值，同時建立「綵宏」花卉品牌，透過積極與貿易商

合作開拓日本、東南亞及澳洲市場，增加國內百合及伯利恆之星切

花的國際知名度。為強化生產技術，與產官學單位合作，研發可調

節百合花產期之藍、白、綠不同顏色遮陰網、百合球根處理技術、

伯利恆之星球根剖球繁殖技術、伯利恆之星球根發根技術、降低球

根冷藏腐爛與提升抽花率之冷藏技術，取得成為業界標準之百合花

網支撐桿專利，研發與推廣種球採收及分級機，及利用造霧系統投

灑藥劑等技術，節省人工與降低生產成本。產銷組織貢獻上，擔任

臺北花卉產銷公司董事、臺中市墩南合作農場理事及后里區花卉產

銷班第 18 班長，以專業熱情協助花農解決百合及花卉產銷問題，帶

動百合產業價值升級，提高百合市場消費量。榮獲農委會 2017 年全

國模範農民，肯定其對產業的貢獻，身為中臺灣花農的典範，獲獎

後也自我期許能繼續立足於后里，持續將臺灣優質的花卉行銷至世

界各地。▲ 羅弘奇班長致力於花卉產業的
發展 ( 圖 / 羅弘奇 )

▲ 羅弘奇先生 (左 4)接受后里區農會頒獎表揚 (圖 /林學詩 )

▲ 花穗整型器

▲ 花冠蓋去除器

▲  Shine Muscat(陽光麝香葡萄)為主要栽培之綠色品種，生產者落實疏果作
業，每穗為 30-35 果粒

▲ 腕上作業輔助器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