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餘甘子安全生產邁向友善農耕發展

本(106)年1月5日農糧署前署長李蒼

郎至本場參觀場區餘甘子培育，並在呂

場長秀英、劉副研究員雲聰與張研究員

素貞等人陪同下拜訪油甘栽培農戶。

甫於去年6月退休的李前署長，在

呂場長多次推薦餘甘子產業的優勢及邀

請下，來到本場參觀該作物培育現況，

再轉往玉泉村參訪油甘運銷合作委託繁

殖苗木之張姓社員供穗園與苗木培育現

況，經張姓農民解說後對油甘優良苗木

體系之培育現況已有深入瞭解。

隨後轉往位於公館鄉鶴山村推行友

善農耕之油甘園參訪，謝姓園主夫婦在退

休後，如何選擇友善農耕潛力之作物，從

擬定栽培方案、植栽設計到園區規劃，

投入油甘栽種至今已4年。謝姓農友熱誠

的訴說本場提供的輔導與其精心規劃心

得，如數家珍般的分享經驗，讓來訪貴賓

內心產生「與有榮焉」的成就感。

另為呈現生態環境的生物多樣性，

現場亦解說可種植供中藥材複方的金銀

花作為圍籬，其全年開花、花香四溢，

散步其旁令人不忍離去。此外，優選雜

草種類、或栽種資源化作物、或引進忌

避性植物，均可使該果園地被植物豐

富，營造天敵昆蟲有利的生態環境，在

生物多樣化之下，素有「害蟲警察」之

稱的螳螂，及其它天敵如瓢蟲、食蟲虻

等捕食天敵自然進駐。

李前署長提及政府推動的綠肥大

豆應用及檳榔園改種特色作物政策，或

許可與本產業推動加以連結，應有加乘

之效。本場研發餘甘子的劉副研究員雲

聰切身表示：「餘甘子有助國人健康維

護，尤以老年社會來臨，它將成為人氣

最高的新興果樹產業。」呂場長自104
年上任以來，對此產業的支持與鼓勵，

更是不遺餘力，在參訪過程中提及105
年11月間農委會曹啟鴻前主任委員視

察本場業務時，對餘甘子留下深刻的印

象，更期望推動時，以採取友善農耕方

式生產油甘果實。

此行程安排呈現本場輔導油甘產

業所採行措施，皆能貼合歷年農業施政

目標，針對機能性產品之原料生產端的

訴求，以及建構TGAP標準化生產作業

規範之相互呼應下，近年來努力已略有

初效，假以時日餘甘子及其複方食品、

健康食品或美妝品，將成為維護民眾健

康最佳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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蕎麥為蓼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是

具有高機能成分之雜糧作物，全部植株

都可利用，其中又以子實富含芸香苷、

槲皮素、鉀、鎂、鐵等礦物元素，適合

開發保健食品。臺灣目前主要以臺中二

林、大雅為主要產地。

今年1月由本場張研究員素貞、賴

助理研究員瑞聲及王技佐志瑄，拜訪良

食生產合作社的張理事主席智傑，張理

事主席第一次試種有機蕎麥，未來打算

開拓西湖有機蕎麥，甚至是推出蕎麥加

工品。

蕎麥的田間投入相當低，因生長

期短病蟲害也少，惟不耐濕和結實期怕

風，對生產有不利影響，但透過適度改

變栽培手法，仍有克服方法。蕎麥是具

潛力之雜糧作物，因其生長特性適合目

前正推動的友善農業，藉由結合特色產

業發展，可望符合在地生產並提升食品

安全與農民收益。

  農糧署前署長李蒼郎(左一)至本場參觀餘

甘子培育

  賴助理研究員瑞聲與張理事主席智傑於

田間觀察蕎麥生長狀況

  拜訪餘甘子育苗(左圖)及友善栽培農戶(右圖)

  以金銀花為圍籬呈現生物多樣性

西湖有機雜糧-蕎麥的機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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