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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試所賴研究員明信進行案例分享

  本場呂場長秀英主持水稻生產專家系統發展
策略工作坊並說明發展重點

 臺灣藜成熟時之轉色

苗 栗 地 區 紅 藜 友 善 栽 培 技 術 概 述

紅藜又稱赤藜，於民國97年正名為

臺灣藜(Chenopodium formosanum)，
為傳統原住民的糧食作物之一。近年受

美國、日本、丹麥及加拿大等國大力研

究藜麥(C. quinoa)之影響，使臺灣特有

原生種的紅藜-臺灣藜也成為新興糧食作

物。臺灣藜為藜科一年生草本雙子葉植

物，葉單葉互生呈灰綠色至淺紅色，而

幼葉和芯均為紅色，最高可長至2.8公
尺。

臺灣藜對乾旱或貧瘠土地的適應力

相當廣且抗逆境性強，對自然條件要求

不高，最適於壤土、砂質壤土、粘壤土

等結構良好，有機質含量高、質地鬆軟

之土壤。臺灣藜雖耐旱，但若有適量水

分可增加產量，其中於營養生長

期及抽穗開花期對水分需求較

高，而至穗轉色期及種子成熟期

則需水較少。臺灣藜蟲害少，其

生長期間的病蟲危害，並不足以

影響其產量。

以種子播種繁殖，於春、秋

兩作播種，播種量每公頃15公斤

至25公斤。可採撒播或條播方式

播種，但撒播植株生長較不整齊；若採

用條播，建議先以育苗盤育苗後，待苗

高10公分，以行株距50 × 30公分定植

於本田，使植株生長較為整齊。惟苗栗

地區每年10月上旬開始出現東北季風，

此時植株高大易有倒伏，秋作尚須考量

颱風侵襲風險。

臺灣藜移植後一個月，可使用小型

中耕除草機進行中耕除草，除有效防除

雜草外，更能疏鬆土壤。植株長至60公
分後進入快速營養生長期，即可有效抑

制雜草的危害。成熟期轉色時間約於播

種後60天至70天開始，而播種後90天至

100天即可成熟。成熟時可採用兩行式水

稻捆紮機割取藜穗，捆紮後的藜穗可方

便運至曬穀場曬乾。一般曝曬後先除去

夾雜物再行乾燥後，使用小米脫殼機進

行脫殼作業，脫殼後採真空包裝方式販

售或保存。

臺灣藜含有豐富蛋白質與人體必須

氨基酸及多種礦物質等優點，有著「穀

類紅寶石」的稱號。臺灣藜病蟲害少，

且易管理是具潛力之雜糧作物，惟尚未

全套機械化，人工比例較其他雜糧高。

因其生長特性適合目前正推動的友善農

業，藉由結合地方特色產業發展，可望

符合在地生產並提升食品安全與農民效

益。

文、圖/王志瑄

政府推動智慧農業4 .0計畫，是以

數位服務及智慧生產為技術主軸，來達

成建構國內安全、效率及低風險之農業

生產願景。為推進智慧農業4.0水稻領航

產業建置水稻生產專家系統，本場於本

(107)年1月29日由呂場長秀英主持，邀

集國立臺灣大學農藝系劉教授力瑜、蔡

助理教授育彰、國立中興大學農藝系

陳教授宗禮、郭教授寶錚、國立嘉義

大學農藝系黃教授文理、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農園生產系林副教授汶鑫、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賴研究員

明信、呂副研究員椿棠等水稻研究與

生長模式開發的專家們，舉開「水稻

生產專家系統發展策略工作坊」。

經過與會專家充分的意見分享與

交流，確立以滿足產業需求之水稻生

產專家系統的發展目標，並研擬具體的

執行策略。未來智慧農業4.0的水稻生產

專家系統將涵蓋水分管理、飛蝨監測診

斷、(氮)肥培管理及植體健康診斷管理等

各項子系統，並結合試驗改良場所與大

專院校相關專家形成跨領域執行團隊，

依照規劃期程逐步完成。期望透過此次

建置的水稻生產專家系統，能提供產業

更快速更全面的數位化管理輔助工具，

確保水稻生產能更有效率及降低風險，

進而提升其品質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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