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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南投縣埔里鎮與國姓鄉交界的大坪頂，雖是臺 21 線上的小

聚落，但是百香果產量佔全臺近 7 成，為一百香果專業生產區。近

五年來，百香果果園內出現許多年輕人的身影，也出現許多自有品

牌，為百香果產業注入創新活力，其中蔡永鴻及蔡舒莉兄妹選擇回

到故鄉，創立自家「熱情果」品牌登上銷售高峰。

　　民國 82 年父親

蔡村裕設立百香果汁

工廠，開始收購在地

鮮果，販售百香果鮮

果、原汁及濃縮果汁

等產品。然而 100 年

塑化劑風暴，擾亂原

先暢旺的通路，卻也

帶來百香果加工產品

創新的契機。從小接

多彩多姿的 番茄家族
文圖/林煜恒

　　番茄 (Solanum lycopersicum L.)為多用途之重要茄果類蔬菜，其依果實成熟後之顏色，可區分為紅、橙、黃、

綠、白、粉紅、紫、咖啡及黑色等不同色系之品種。果實顏色不僅區別了品種間的差異，更與其營養價值相關。

相關研究指出，常見之全紅番茄，果實成熟過程中會合成大量茄紅素 (lycopene)；橙及黃色番茄合成 β- 胡蘿

蔔素 (β-carotene)；紫及黑色番茄合成花青素 (anthocyanin)；綠色番茄則因果實成熟過程中，類胡蘿蔔素生合

成機制被阻斷，因此成熟果實中之色素為葉綠素。臨床營養學研究顯示，番茄果實含有的茄紅素、花青素及葉

綠素皆為對人體健康有益之抗氧化物質，可有效去除體內自由基，增強免疫力，降低各類疾病發生機率；而β-
胡蘿蔔素為人體中合成維生素 A 重要的前驅物質。近年來國內已有許多番茄栽培業者引進彩色番茄品種進行

商業生產，不僅為國內番茄產業增添了色彩，更使消費者有機會品嚐到各式不同滋味的彩色番茄品種。

百香「熱情果」薪傳 青農返鄉創未來—蔡永鴻與蔡舒莉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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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賴小娟

　　為凝聚新

進同仁向心力

及強化各單位

溝通與協調能

力，本場 5 月

19 日於劍門

生態花果園，

舉 辦「2017
新進人員共識

營」，15 名平日各自忙於研究與推廣工作的新進夥伴，透過互動

式學習凝聚情感，彼此交流與成長。

　　活動由劍門農場賴仲由先生以經營者角色，分享農場經營的

創意與改變，透過互動式學習及體驗，激發同仁創意思維。並由

本場郭建志助理研究員以本身從事液化澱粉芽孢桿菌的研究發想

及技術移轉經驗，分享研究工作如同將種子栽培到果實一般，需

要長時間的專注與投入，調適心態與調配工作，不斷省思與精進，

時時刻刻面對各種酸甜苦辣的歷程。最後，林學詩場長勉勵新進

同仁「人在公門好修行」，秉持熱誠的工作態度，積極服務人群，

業務上要多聽、多看、多想，設身處地為服務對象解決問題，落

實農業政策，提升服務品質與工作效率。本次活動在歡樂氣氛中

學習，開啟全新的驗體與分享，在與會成員意猶未盡的熱絡參與

中劃下了圓滿的句點。

家政推廣人員專業訓練紀實 ~

 從認識國產穀類與蔬果的營養
到如何吃出健康

文/張惠真

　　為提高家政推廣人員專業知識，本場於 5 月 4 日辦理臺中區 106 年

度家政推廣人員訓練，帶領家政人員學習認識國產穀類、蔬果的營養，

以及如何吃出健康等系列課程。首堂課程由陳裕星副研究員講授「國產

機能性食材功能及應用」，說明全穀食物的保健功效，以及本場在榖類

保健食品研發與健康食品案例介紹；陳葦玲副研究員以「越吃越健康 ~
談蔬果中的抗氧化物質與植化素」為題，由營養與相應基因間關係的研

究，說明蔬果中的抗氧化物及植化素對人類健康的影響，並教導怎麼吃

蔬果才營養。張惠真研究員說明臺灣版「得舒飲食」5 原則，這是針對

一項經科學及臨床試驗証實能有效降低血壓的飲食治療方法，並示範

國產雜糧與蔬果在得舒飲食應用與品嘗。本次活動家政人員參與踴躍，

轄區農會家政督導、指導

員及家政班幹部共 116 人

參加，在愉快的學習後希

望能將所學推廣至農村家

政班，善用國產雜糧與蔬

果於日常飲食中，達到國

產在地飲食及吃得健康的

目的。

▲ 本場新進同仁與林學詩場長(右6)參與共識營活動，激
發創意思維與交流(圖/賴仲由)

「2017 新進人員共識營」～創意與改變

觸百香果的蔡家兄妹，自創「熱

情果」品牌，因消費者食安意識

抬頭，堅持以手工方式挖取百香

果汁，避免果皮及果蒂雜質影響

果汁風味，且著手研發百香果汁

加工產品工作，與代工廠商合作，

推出果凍及冰棒等多樣化產品。

然新產品開發後，銷售情形並不

如理想，蔡家兄妹開始朝異業結

盟的方式努力，與旅行社合作經營觀光果園，讓消費者了解百香果

果園的運作；不僅如此，以穩定的品質，將產品打入超商通路，也

順應趨勢於網站開創自有通路，走出當年塑化劑危機。

　　經過蔡家兄妹的研發製作與創新行銷手法，讓消費者能品嚐富

含百香果風味的產品，新世代年輕農民不僅由創新找到新出路，也

擴大百香果產業，讓百香果身價更上層樓。

▲ 哥哥蔡永鴻從小幫忙百香果田間工作，經驗豐富

▲ 張惠真研究員介紹國產雜糧與當季蔬果在日常飲食之
應用(圖/黃麗美)

▲ 打響產品名聲後，淡季雖然有處理不完
的訂單及業務，妹妹蔡舒莉仍甘之如飴

▲ 各式色彩繽紛及型態的番茄果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