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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分署林美華副分署長(左)、
    本場郭坤峯場長(右)陪同農友張
    來和(中)開心收穫甘藷。

▲本場楊采文助理研究員解說甘藷插植、中耕、施藥、去藤收穫作業，
    機械化來幫忙省時又省力。

▲農友張來和(右)與本場郭坤峯場
    長(左)、邱銀珍副研究員(中)討論
    農機相關問題。

機械化省工栽培一條龍，北部甘藷正式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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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建構與應用安全永續之農業生產技術，落實節能減
廢目標，型塑農糧生產體系循環再利用之生產環境，導入
綠色農糧產業供應體系，營造減量、減廢、永續經營之新
農業；同時為輔導國產雜糧發展、提升糧食自給率及田間
栽培管理能力，本場於109年8月14日及8月19日分別於
新竹縣竹東鎮及桃園市大園區舉辦「甘藷機械化規格生產
整合技術觀摩會」，蒞場與會來賓共約200人，顯示農友
對甘藷栽培過程中如何提高機械化程度興趣甚高。

        依據農業統計年報顯示，民國108年臺灣農業就業人
口有55.9萬人，其中年齡65歲以上為17.5%，與民國85年
7.6%相比增加了近10%的高齡農業人口，農業人口老化
，農業人力來源以自家工為主，臨時工與長僱員工為輔，
僅在作物產期高峰時，才以較高薪資僱工補充所需勞動力
。甘藷生產成本中以人工費用比例最大，高達總成本的
53.6%，分布在種苗種植、理蔓、除草及去藤收穫等作
業，若能導入機械，將能大幅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

        甘藷為臺灣重要雜糧之一，每年約有1萬公頃的生產
面積，約70%的生產量為供應鮮食市場及加工使用，其餘
30%的格外品(病蟲害藷、嚴重裂藷、畸形藷、破損藷)僅
能作為飼料或廢棄無法使用。近年來氣候變化天氣不穩定
，造成甘藷裂藷及病蟲害藷比率增加，106年桃園地區秋
作甘藷裂藷率達50~70%，耗損達2,000~2,800公噸。本
觀摩會呈現的成果是透過田區規劃、利用甘藷插植機進
行種苗定植，效率約2人時/0.1公頃，約為全人工的3倍
速度；並依據土壤性質及肥力報告，施用苦土石灰調整
土壤酸鹼值及調整施肥量，無降雨超過2星期時予以適量
灌溉，減少裂藷情形發生；未來導入植保機噴施藥劑作病
蟲害防治，更能達到減藥省時的效果。以上各方面技術加
以整合後，生產適合機械採收作業之規格藷型，搭配去藤
收穫一貫作業機，降低收穫機械損傷格外品及人工成本，
單位面積內生產台農66號規格品80%以上，將機械損傷格
外品降至10%以下，達到減少廢棄物、農藥減量及提高機
械化程度，以解決農業人力不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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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資源為農業生產的關鍵要素，供應國人糧食消費需
求，並成為支持產業轉型與經濟發展的堅實基礎，更具有
多元且重要的生態與生活機能。然而，就氣候變遷對水環
境之衝擊與調適進行之相關研究顯示，未來臺灣將有澇旱
頻率增加及降雨量豐枯差異愈趨明顯趨勢，導致一期稻作
時常面臨供水不穩定風險，農委會綜合考量維持糧食安全
、糧價穩定與農民收益等，分別於108年及109年辦理「
108年水資源競用區一期水稻轉旱作試辦措施」、「109
年水資源競用區耕作制度轉型方案」，透過政策引導農民
及早因應氣候變遷調整耕作模式，於水資源競用區（石門
水庫、寶山水庫上坪堰、明德水庫、鯉魚潭水庫下游及曾
文-烏山頭水庫等5水庫灌區）建立每年輪值之灌溉系統及
順序，108及109年規劃辦理面積分別為6,321及11,536公
頃。北部(桃園及新竹)面積即占92.3%(5,833公頃)及65.1%
(7,505公頃)，因此，考量農產業之永續發展，水稻轉作耐
旱之雜糧有其必要性。

        薏苡及高粱為農委會對地綠色給付計畫獎勵之轉(契)
作作物之一，栽培機械化程度高，具有省工、節水及易栽
培等特性，本場與水資源競用區耕作制度轉型方案推行區
域-新竹縣新豐鄉之雜糧產銷班第1班合作，進行薏苡及高
粱機械化栽培測試並進行示範，以作為未來農民水稻轉作
雜糧之參考。

▲觀摩會進行薏苡採收及水田移植示範，讓與會農友瞭解機械化栽培
    操作情形。

▲本場郭坤峯場長(左1)、農糧署
    北區分署新竹辦事處許宏德主
    任(居中)與青年農民劉政佑先
    生(右1)討論產業輔導政策、雜
    糧行銷通路等議題。

▲新豐鄉雜糧產銷班第1班班長劉
    政雨先生分享高粱栽培管理心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