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菜豆種原的遺傳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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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豆 (Phaseolus vulgaris L.; common bean)，原生於墨西哥與南美洲的安地斯山脈，屬豆科，菜豆屬，草本一年生之自交

作物。經過數千年人類馴化與選拔，菜豆在植株型態、種子、花、葉片及豆莢性狀，

展現出多樣化的外表型，亦發展出不同用途。

菜豆依植株生長形態可分為矮性、半蔓性與蔓性。蔓性與半蔓性品種因豆莢成

熟時間較不一致，採收期較長，多為人工採收；矮性品種不需立柱支撐，但結莢後

易倒伏，常需高密度種植，然因其豆莢成熟期集中，適合機械採收。

菜豆種子外形繁多，依形狀大致可分腎臟形、球形與橢圓形，種皮顏色有黑色、

紫色、褐色與白色等，部分具斑紋、脈紋或種臍環色。種皮顏色與花瓣顏色有關聯，

通常種皮顏色呈黑色或紫色者，花瓣為紫紅色系；種皮顏色呈褐色或白色者，花瓣

為白色。花為完全花，有 10 個雄蕊，其中 9 個聯合成筒狀，具旗瓣 (banner)、翼

瓣 (wing) 與龍骨瓣 (keel) 的構造。葉片為三出羽狀複葉，頂小葉形有稜形、三角形

或圓形，側小葉常有葉基部歪斜的特性。

菜豆依食用方式可分為嫩莢用、嫩豆用與乾豆用 ( 完熟豆 )，嫩莢用又分為，

敏豆、粉豆與醜豆。敏豆俗稱四季豆，嫩莢為圓莢形；粉豆與醜豆屬於 Kentucky 
wonder

菜豆種原有豐富之遺傳多樣性，不同的園藝性狀可發展出不同的產業用途。藉

深入瞭解菜豆種原之特性，未來應有助於進行菜豆相關研究與產業運用。

 菜豆種原各種型態與顏色的花

 菜豆種子之形狀及顏色具多樣性

 嫩莢用可分為敏豆、粉豆及醜豆 ( 左至右 )

 菜豆植株生長型態可分為矮性、半蔓性及蔓性 ( 左至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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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教材應用於小型農機之科普教育

隨著從農人口減少、高齡化以及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小型農機成為農友重要的工作夥伴，近年其數量及種類迅速增加，在

推動農業機械化之際，農機適當的操作與保養，可確保操作人員的安全，亦可延長農機的使用年限，本場每年皆開設農機課程，

提供操作保養知能。農業機械操作、保養維護經驗的傳承，多以書面及口述方式教學，實體課程受時間及場域設備之限制，尤

其機械構造細節未必能清楚地呈現。

現今，數位化技術蓬勃發展，教學資源更具有彈性，對於初學者或非從農人員，隨時可藉由線

上教學資源，更容易理解機械結構上的細節，以動態呈現操作方式，則可加速學習。此外，線上學

習資源有利知識、技術的擴散並觸及更多族群，如一般民眾或學生，利用科普教育，瞭解農機在農

業生產扮演的角色與重要性，以縮短大眾與農業機械之間的距離，促進對該領域的興趣與提升科學

素養。

數位化教材能模擬不同的機械操作情境，提升學習者的應變能力及安全

意識，其視覺化與具像化內容，有助於學習者學習，可互動性教材則加深印

象與提升趣味性。農民學院網站提供農機保養維修的影音線上課程，農業部

資訊司與本場開發中耕機 3D 模型，針對機械整體與重點部件解構與重組，

用於 3D 模型製作與優化，學習者可操作畫面的縮放，了解中耕機各部件功

能及操作，課後測驗更具挑戰性，互動式教材提供多樣化且彈性的學習方式。

經邀請職業高等中學師生體驗學習，獲得極大迴響，紛紛表示希望能納入學

校教材。  中耕機數位化教材操作畫面

 中耕機掃描用於 3D 模
 型製作，進行數位化教
 材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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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分別是圓莢形與扁莢形，嫩莢特徵為豆仁突起，豆莢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