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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葡萄栽培面積雖僅 2,600 餘公頃，產值卻高達新臺幣 59 億，

為中部地區重要經濟果樹。經臺中場多年研究與技術改良，農友栽

培經驗累積，在彰化地區利用塑膠布溫室並配合夜間電照技術處理，

可在 3-5 月進行

巨峰葡萄經濟生

產，其產期較一

般 露 天 栽 培 7-8
月生產之夏果葡

萄可提早 2-3 個

月採收，使臺灣

成為北半球最早

生產巨峰葡萄之

產區。

　　目前溫室葡

萄集中於彰化縣

北半球最早的 巨峰葡萄 生產在臺灣

溪湖鎮、大村鄉及埔心鄉，面積達 350 公頃，利用溫室生產之巨峰

葡萄，產期自 3 月上旬開始，集中在 4-5 月，由於此時期葡萄生產不

受颱風影響，日夜溫差大，其單粒果重可達 12 公克以上、果皮呈紫

黑色且具有濃厚之果粉、果肉糖酸比例適中有香氣，品質佳產量穩

定，除供應內銷市場外，

亦可外銷日本、新加坡及

馬來西亞等海外市場。此

外，溫室葡萄由於有塑膠

布的隔離保護，病蟲害相

對比較少，又農友防護技

術提升並重視食安問題，

用心生產優質安全之果

品，因此，消費者要品嚐

新鮮可口的葡萄要把握先

機。

馬來西亞花卉產業及消費市場資訊
文/蔡宛育、許晴情

　　馬來西亞花卉生

產區主要位於金馬崙

高原地區，年均溫約

20℃，全年溫度介於

18-25℃，氣候涼爽，

是當地重要的農業生

產區。其主要生產花

卉為菊花、非洲菊及

玫瑰等，據當地花卉

委員會委員估計 2016 年生產總量將近 5 億枝，其中主要出口國家為泰國、

新加坡、日本、臺灣及澳洲。由於氣候條件佳，花卉可周年生產不間斷，

加上交通系統完善且成本低，外銷至周邊國家如泰國、新加坡可藉由公路

運輸完成；空運方面，其交通運輸及機場冷鏈設備完善，以 May flower 外
銷澳洲菊花為例，上午 9 時出貨至吉隆坡機場，於下午 3 時空運前往，當

晚即運抵澳洲，運輸效率高。

　　馬來西亞國內鮮花使用需求以華人主，馬來人較無鮮花消費習慣，節日

祭祀時多選用人造花。在鄰近城市例如怡保，鮮花零售實體店鋪極少，多

零星位於量販型賣場Aeon中，

規劃區塊、陳列簡約，花材多

以菊花為主。而首都吉隆坡花

卉零售實體花店亦不多。多角

經營的富麗鮮花貿易公司，結

合切花花卉進口商、鮮花零售

批發商及咖啡店角色於一身，

其客戶包括酒店、特別活動專

業人士和少數零售花店，也開

設插花課程等。最受當地消費

者歡迎的花卉為玫瑰、洋桔梗、

繡球花，最喜歡的顏色為紅色、

白色及粉色。依據業者表示，

玫瑰、洋桔梗及特殊花材 ( 市
場少見花材 ) 尚具有市場潛力，

因此可加強此類花卉的生產栽

培資訊，提升臺灣花卉外銷競

爭力。

▲ 金馬崙菊花栽培情形

▲ 吉隆坡當地花卉零售實體花店

▲ 金馬崙切花外銷運送情形

▲ 溫室葡萄果粒大，果粉完整，品質良好，春季 3-5 月
為嚐鮮好時機

▲ 溫室葡萄利用PE塑膠布保護，結合夜間電照
促進枝梢生長及提高著果

 

友善耕作有新招
農作豐收沒煩惱

文圖/藍玄錦

　　近年來生態意

識的抬頭，國人對

於友善環境的觀念

也日益加深，加上

對於食安問題的重

視，多數農友亦逐

漸傾向不施用化學

藥劑及化學肥料之

友善耕作模式進行

農作生產，以往有

機栽培管理模式往往因病蟲害防治不易造成產量不及慣行栽

培，此外，市售的有機防治資材雖然品項繁多，但多無專一性，

實際應用於田間栽培時，往往受限於環境因子、使用方式及人

為因素，造成效果不明顯，導致農友卻步，成為友善耕作推動

之阻力。

　　功能性微生物製劑為本場近來新開發之研發成果，可做

為有機資材，研究發現多種微生物菌株具有病蟲害防治效果及

分解生物性資材的能力。多種特用作物則具有特殊的香氣成分

或代謝物質，可用以趨避昆蟲，如檸檬香茅、艾草、苦艾、肉

桂與辣椒等。本場利用兩者之特性，將已發展純熟的功能性微

生物製劑技術結合具特殊氣味作物之乾燥粉末、純露等共同發

酵後，產製具抑制病蟲害能力的新型功能性微生物製劑，經田

間栽培試驗結果，顯示可有效降低害蟲密度並提升作物產量與

品質。未來，期望藉由功能性微生物製劑與香辛類作物複合配

方，開發新資材，提升功能性微生物製劑做為有機資材之功

效，降低友善耕作門檻，有助於農友加入友善耕作之意願。

▲ 利用功能性微生物製劑與香辛類作物複合配方進行栽種之甘藍處理
組 ( 右圖 ) 及未處理組

▲ 利用功能性微生物製劑與香辛類作物複合配
方進行栽種之青蔥處理組(右)與未處理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