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農業試驗所技術服務季刊．2020年12月．124期－

生物技術

利
用
無
特
定
病
原
組
培
薑
苗
建
構
健
康
種
薑
養
成
體
系
簡
介 

一、前言

薑 (Zingiber officinale) 為薑科 (Zingiberaceae) 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原產自東南

亞熱帶地區，應用部位為其地下根莖，自古即因其食用與藥用功能而廣泛應用於世

界各地。傳統醫學使用薑來治療關節炎、風濕、扭傷酸痛、喉嚨痛、噁心嘔吐、高血

壓、腸胃不適及發燒頭痛等症狀。現代藥理研究亦證實，生薑具有清熱活血、消腫、

止痛、止血、利尿解毒、緩解痠痛、健胃止吐、降血脂和降膽固醇等功能；同時具有

改善血液循環、降血醣、延緩衰老、護肝保胃的效果，以及抗菌、抗發炎、抗氧化及

抗癌等作用。

目前，產薑大國依序為印度、中國及奈及利亞，臺灣2014年的薑產量位居第九，

年產量約3萬公噸，主要產區在南投、臺東、宜蘭及苗栗；栽培品種主要為「廣東

薑」，少量為「竹薑」。依其生育階段或種植時間長短可將產品分為嫩薑、粉薑、老

薑 (俗稱薑母)，其中老薑可作為生薑栽培之種薑。70年代薑在臺灣的栽培面積約4,600

公頃，逐年降至目前僅約1,000公頃，究其原因除農村勞動力逐漸凋零之外，薑的連作

障礙未能克服是最主要原因。

二、生薑栽培的連作障礙與其克服策略

臺灣生薑栽培常出現連作障礙，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種薑或田區受到軟腐病菌 

(Pythium myriotylum)、青枯病菌 (Ralstonia solanacearum) 及根瘤線蟲 (Meloidogyne 

incognita) 感染為害，這些病原或是殘存於土壤，或是藉由種薑擴大傳播，其中根瘤

線蟲侵入造成之傷口更有利於各種病菌感染，導致連作薑田的病害發生率偏高，嚴重

影響生薑的產量與品質；此外，薑農為尋求優質無病原汙染的種薑更是傷透腦筋。目

前薑農須以7-10年未曾植薑之新地進行生薑栽培，如此使新地租金不斷上升，更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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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無特定病原組培薑苗
是不斷地超限利用山坡地，導致水土破

壞與農藥汙染等嚴重問題；而且薑農為

了控制病害而大量使用農藥，其結果更

是造成消費者對於生薑產品的農藥殘留

與食品安全產生疑慮，此一惡性循環多

年來並未獲得妥善的解決。

利用組織培養技術繁殖種苗具有倍

率高、週期短、可週年生產等優點，是

快速量產種苗的有效方法。傳統生薑栽

培是利用無性繁殖之根莖，各種病原也

因此隨著種薑而擴大傳播，然經由組培

系統生產之種苗，因藉由無菌培養而排

除真菌、細菌及線蟲之汙染，是傳統無

性繁殖種薑所不能及。透過以組培技術

生產之組培薑苗，經由良好栽培管理生

產無特定病原汙染之種薑，薑農若使用

不帶特定病原種薑進行栽種，即可杜絕

病原經由種薑傳播的問題，若再配合新

地栽種、農地消毒及適當病害管理，應

可有效克服生薑產業所面臨連作障礙的

問題。

農業試驗所歷經數年研究已完成組

培薑苗之量產體系，希望透過技術授權

方式，協助農企業量產無特定病原污染

之組培薑苗。茲將農業試驗所研發之無

特定病原組培薑苗量化繁殖技術，以及

利用此技術生產之薑苗在溫室與田區試

種之結果，撰文分享如下。

三、薑組織培養苗量化繁殖技
術

此技術利用薑的根莖作為材料進

行組培苗繁殖體系之建立，過程包括材

料前處理、培植體兩階段消毒、改善培

養基組成及調整培養流程等方式，用以

提高組培苗增殖與養成效率，茲將組培

薑苗量產方式簡述如

下。

(一) 薑無菌組織培養

苗之建立

以取自田間之根

莖為材料，先以清潔

劑洗去表面殘土，置

於室溫約28℃環境中

誘導芽體萌發，切取

新生芽體  (圖一A)，

剝去鞘葉後作為培植

體，以75% (v/v) 酒精

與0.6% (w/v) 次氯酸

鈉溶液進行兩階段消

毒處理，而後接種於

含有適量BA之初代
圖一、「廣東薑」組織培養繁殖之初代培養。(A) 根莖新生芽體、(B) 
無菌芽體及 (C) 無菌瓶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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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基，於接種12週後，每一培植體 可

形成2-3個無菌芽體 (圖一B)，而後將這

些無菌芽體接種於相同組成之新鮮培養

基，培養8週後獲得無菌瓶苗 (圖一C)。

(二) 薑組織培養苗之增殖與發根

將上述根莖培植體培養於含有適量

BA與NAA之增殖培養基8週後，每一培

植體可誘導高約1.8-2.6 cm帶有5-6個芽

體之組培苗，後續可依此方式持續進行

組培苗之量化繁殖 (圖二A)。為使出瓶

階段之組培苗具有較佳根系以利出瓶後

之成活率，將上述增殖所得組培苗培養

於含有適量NAA之發根培養基培養8週

後，每一培植體可形成高約6-8 cm具有

良好根系之瓶苗 (圖二B)。

(三) 薑組織培養苗之出瓶馴化

組培苗出瓶後需經過一段漸進馴化

過程，才能夠適應瓶外環境，此過程係

先將發根瓶苗移出瓶外 (圖三A)，洗去

根部殘留的培養基，種植於3吋塑膠軟

盆，內含已滅菌之混合介質 

(泥炭土：蛭石：珍珠石=2：

1：1，體積比) ，於28 ± 4℃

溫室馴化約1-2週後，成活率

可達95%以上 (圖三B)，組培

苗於溫室育苗約2個月後，以7

吋盆植於溫室 (圖三C)，或以

美植袋 (直徑24公分、高度24

公分) 於露天田區栽培 (圖三

D)，皆能順利生長。

四、利用組培薑苗建構
健康種薑養成之栽培體
系

由於組培薑苗對薑農而

言相當陌生，因此在推廣之

初，最常受到質疑是：「這麼

小的薑塊是能種出多少產量

啊？」。因此，研究團隊隨即

思考「應該將此小薑塊培養成

薑農所熟悉的種薑」，於是開

始進行組培薑苗的栽種試驗，

經過兩年於溫室與田間的試

圖二、薑組織培養苗之 (A) 增殖階段與 (B) 發根階段瓶苗。

圖三、薑組織培養苗之 (A) 出瓶苗、(B) 溫室馴化階段，以
及栽培於 (C) 溫室或 (D) 田區之植株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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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已能順利銜接組培薑苗至生薑栽培

所需種薑的過程，目前積極尋求有興趣

之組培或種苗業者進行技術移轉授權。

茲將本團隊於健康種薑養成的結果簡述

如下，以作為相關業者之參考應用。

(一)薑組織培養苗於農業試驗所溫室或田

間之種植情形

將馴化完成的組培薑苗於露天田區

栽種，結果顯示直接移植田間栽培的組

培薑苗成活率低約30%，且其產量與品

質尚未達商業價值，因此建議組培薑苗

不宜直接栽培於露天田區；替代方法係

將組培薑苗移植於盛裝有混合介質 (泥

炭土：田土=1：1，體積比)  之美植袋

中，栽培於具有防雨設施的溫室環境 (圖

四A、B)，植株能良好生長，且其根莖

的產量與品質皆正常 (圖四C、D)，因此

建議可應用此

一方式進行優

質的健康種薑

養成；後續利

用此些薑塊種

植於無病原汙

染的田區以大

量生產健康種

薑，提供薑農

作為生薑量產

栽培之用。

(二) 薑組織培

養苗之種薑養

成栽培情形

組培薑苗

移至溫室以美

植袋栽培1年後，平均每苗收獲約400 g

根莖 (300-700 g)，其中約50%可作為隔

年生薑栽培之種薑；考慮此法所得根莖

相較於薑農習用的種薑為小，若將其直

接應用於生薑生產，並不符經濟效益，

因此將第1年生產所得的根莖，種植於農

試所試驗田區，並配合適當的病蟲害管

理，經過1年的栽培後不僅可獲得無病原

汙染之健康種薑，而且根莖產量與品質

均可達到一般生薑栽培所需種薑的標準 

(圖五)。

(三) 薑組織培養苗以美植袋於松柏嶺地

區之試種情形

本技術生產的組培薑苗除在農試所

溫室與田區試種外，並於南投縣名間鄉

松柏嶺地區進行測試；將組培薑苗種植

於內含混合泥炭土與有機質肥料的美植

圖四、薑組織培養苗於農試所溫室栽培之植株生長情形。(A、B) 以美植袋栽
培之植株生長情形；經栽培1年後所採收之 (C) 植株及其 (D) 生薑根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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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 (直徑60公分、高度45公分) 中，經過

10個月的栽培後，每袋 (苗) 可收獲約600 

g根莖 (約400-1,200 g)，雖然根莖仍較

薑農習用的種薑為小，但此結果已讓研

究團隊與試種農民頗具信心 (圖六)。目

前，農業試驗所「優質組織培養薑苗繁

殖技術」已於108年4月公告，並且於108

年12月以非專屬授權方式移轉「順天堂

藥廠股份有限公司」，作為該公司於優

質生薑原物料生產之用。

五、結語

農業試驗所利用採自田間之「廣東

薑」與「竹薑」根莖為材料，已建立組

培薑苗大量繁殖方式。組織培養屬無菌

培養，過程中可去除真菌與細菌等病菌

的汙染，杜絕病菌經由種薑傳播的感病

途徑。組培薑苗出瓶經過約2個月的馴

化種植後，利用美植袋以無菌混合介質

栽培，再經過約10個月的溫室栽培後，

即可獲得無病菌污染的優質種薑，為了

讓無病菌汙染健康種薑的產量與品質

達到經濟效益，並符合薑農慣用之種薑

標準，因此仍須以慣行栽培方式在田間

種植1年後，生產符合經濟效益之優質

種薑以供農民生產之用。研究團隊希望

藉由本技術量產無病菌汙染優質組培

薑苗，結合袋植技術維持種薑不帶菌的

品質，再藉由田間種植量產符合經濟效

益之種薑以提供薑農種植，未來期望由

專業農戶負責生產優質健康種薑，建構

「一條龍生產」的生薑栽培生產模式。

薑農不需再為種薑帶菌之事而煩惱，再

依循臺灣良

好農業規範 

(Taiwan Good 

A g r i c u l t u r e 

P r a c t i c e；

TGAP)，生產

讓消費者安心

的生薑產品，

達到生產者安

心、消費者放

心的健康永續

生產模式，更

可有助於臺灣

生薑產業原

物料品質的提

昇。圖五、薑組織培養苗以美植袋栽植1年後所得根莖，於農試所田區栽培情形及
其採收之生薑根莖。(A、B) 於露天田區栽培之植株生長情形，以及經栽培1年
後所採收之 (C) 廣東薑與 (D) 竹薑之根莖。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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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薑組織培養苗於松柏嶺地區之試種栽培情形。(A) 組培薑苗以美植袋種植之情
形，(B) 經10個月的栽培後之地上部枯萎情形，(C) 每袋 (苗) 採收之根莖，最重可達 
(D、E) 約1.2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