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觀本場臺灣野生稻保存的現況

  石川隆二教授分享作物基因多樣性

  「友善黑豆栽培技術暨小麥機械播種示範
觀摩會」情形

  徐助理研究員培修說明養蜂曆系統架構

  現場示範大豆收獲與小麥機械播種

  「資訊系統 QR Code」

臺灣野生稻保存與在環境教育上之應用

苗栗地區友善輪作推廣-稻豆麥輪作觀摩會

「養蜂曆及蜜粉源作物地圖」資訊系統說明會
─跟著專家養蜂長智慧！

臺灣野生稻族群在本場已保存15

年，最初種原於92年由國立中興大學農

藝系已故蔡國海教授提供，此材料經過

種子繁殖種植於黑色盆缽後，在每年4月

割樁施肥再生持續種原維持至今。11月

2日國立臺灣大學磯小屋志工由該校農藝

系彭雲明教授率隊一行30人等，至本場

蠶蜂教育園區參訪並體驗環境教育DIY

活動，進一步瞭解臺灣野生稻在本場保

存的現況。

適逢日本青森縣弘前市弘前大學

石川隆二教授來場，交流野生稻在環境

教育上應用的範疇，因而邀請他與磯小

屋志工分享野生稻基因多樣性的資訊。

目前臺灣的野生稻因原發現地如桃園八

德、苗栗竹南郡，經都市化後已無現地

生存族群，所有族群都是人為所保存，

最大種原庫則在農業試驗所國家作物種

原中心。

利用野生稻種原具多項抗逆境特性

導入栽培種，是最有價值的應用；另因

其喜生長在沼澤區，惟人類進駐其環境

後就逐漸滅跡，然而在東南亞許多國家

開發程度不大地方，尚有現地保存或自

然生存的族群，因此野生稻可以成為未

開發程度的指標。

本場為推動友善農業生產，於11月

15日假苑裡鎮舉辦「友善黑豆栽培技術

暨小麥機械播種示範觀摩會」，不僅推

廣苑裡地區大豆種植，也宣導將小麥改

以機械條播形式種植，現場與會人士共

計131人。

本次以水（稻）與旱（豆、麥）作

為輪作標的，示範田為黑豆臺南5號品

種，實行水旱田輪作加上黑豆初期生育

旺盛，田間雜草與病蟲害無大量發生，

現場黑豆產量上看250公斤/分地，同時

示範小麥機械播種，除了增加播種效

率、節省人工及減少種子用量，使栽培

成本下降外，還有其他外部效益，其中

主要為增加小麥田區管理方便，若田區

雜草發生或種子參雜其他麥類，田中管

理也不會造成損失，產量也不因條播而

減少。

鑒於養蜂產業因為飼養管理操作

模式繁瑣，目前國內仍缺乏有效方便的

生產紀錄工具，以往蜂農通常靠放置樹

枝、石塊、磚頭或畫線等方式，標註每

個蜂群的狀況，所有相關紀錄多半以紙

本留存，資料無法有效利用或統計。本

場為解決產業需求，幫助蜂農登錄各

項工作紀錄，開發互動式養蜂曆資訊

系統（網址：http://kiscrop.tari.gov.tw/

MDAIS/，或掃描QR code），並於11

月13日舉行說明會，共計131位蜂農參

加。

本系統可紀錄蜂群增減、蜂場搬

遷、蜂箱脾數、蜂勢、蜂王、粉蜜量、

病蟲害、餵飼蜂糧及產品生產等相關

資料，並可輸出報表以因應未來參加

驗證或產銷履歷使用。此外，本場亦

開發「蜜粉源作物地圖GIS資訊查詢系

統」，收集國內龍眼、荔枝、茶、柑

橘、桃、李、梅、柿及棗等地理資訊，

文、圖/張素貞

文/王志瑄　圖/賴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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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農可以輕鬆掌握全國蜜粉源分布大趨

勢，甚至可以選擇特定作物種類進行比

較，設定蜂群採集距離半徑；例如半徑5

公里，點選地圖任何位置，系統將圈選

方圓5公里內的區域，自動統計各種作物

的面積及分布比例。

經本說明會問卷調查，會前僅30%

蜂農有養蜂紀錄的習慣，會後則有91%

試用者願意開

始使用系統紀

錄，顯示本系統

相當實用及便

利，歡迎蜂農多

加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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