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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花除了觀賞外，也可以拿來食用喔。來自田尾的陳小姐帶著食用玫瑰，到本場打樣中心試做產

品，將玫瑰花乾燥粉碎後，發揮創意製成一顆顆的玫瑰粉圓，不但 Q 彈有嚼勁，且多了玫瑰花淡淡的香

味。除搭配糖水製成涼飲，亦可與奶茶或紅茶一起飲用，感受舌尖上的玫瑰風味。

玫瑰粉圓及玫瑰粉圓飲製作：

一、材料：樹薯粉 100 公克、砂糖 40 公克、滾水 65 公克及適量玫瑰花乾燥粉。

二、製作流程：糖水煮滾→滾水加粉拌勻成團→適量加水或加粉調整麵團黏度→將麵團切成小塊搓成圓

形→粉圓成型。

三、煮粉圓：準備一鍋水煮滾→加入粉圓煮 10 分鐘後關火→燜 15 分鐘→撈起後加入砂糖→搭配茶類就

成了玫瑰粉圓飲。

本場打樣中心目前可進行乾燥、粉碎及焙炒等初級加工項目，延伸出千變萬化的後端產品，等著您

來發揮創意，開發自己滿意的產品吧！

一起來製作玫瑰粉圓

 玫瑰花乾燥過程

 乾燥玫瑰花及玫瑰粉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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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蘭為臺灣農產貿易重要的花卉之一，行銷世界 63 國，其

外銷產值屢創佳績，110 年外銷 1 萬 4,020 公噸，出口值將近 45 億

元。蝴蝶蘭於溫室栽培，常見栽培介質有水苔與樹皮，而蘭苗生長

過程中須定期更換至較大的盆器，須將蘭苗自舊盆中取出，更換並

包裹一層新的水苔，再將蘭苗裝進新盆中。傳統人工裝盆需以雙手

將植株根部包覆水苔後，塞入塑膠盆內，以拇指擠壓水苔達到密實

效果，長時間的裝盆作業，容易造成手指、手腕及手肘等處疼痛。

本場設計研製植物裝盆機，可輔助蝴蝶蘭產業採用機械化裝

盆，適用於 2.5 吋蘭苗換盆裝填至 3.5 吋盆，使用方式由人工將水

苔平鋪在裝盆機上的包覆部上，並擺放蝴蝶蘭苗後，由機械進行包

覆與擠壓作業，裝填完成後由人員取料，透過機械輔助裝盆之作業

效率每盆約 40 秒，與傳統人工裝盆具相同效率。

蝴蝶蘭用之植物裝盆機，係採用輔具型式研發而成，可因應

各家苗場作業需求，調整水苔裝填緊實度；機具設計方面，模擬由

手掌與手指之雙手握掌包覆姿勢，採用橢圓形夾持環，可將水苔環

狀包覆於蝴蝶蘭苗上，達到蘭苗全圈均勻包覆水苔之特色。透過機

械協助蘭苗裝盆，可紓緩人員辛勞與降低職業傷害的發生，本技術

成果已獲得新型專利「植物裝盆機」( 證號 M624081)，可逕洽詢

本場農機研究室張金元助研員，電話 04-8524204。

作物生產省工機具介紹 - 
蝴蝶蘭用植物裝盆機

 機械輔助裝盆完成之蝴蝶
蘭苗

 獲得新型專利 MM624081 之蝴蝶蘭用
植物裝盆機

 人工擠壓塞填蝴蝶蘭苗，容易造成手
指、手腕、手肘等處疼痛之職業傷害

 蝴蝶蘭苗環狀包覆水苔之機構特色設計專利

臺灣常見藍莓種植種類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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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莓 (Vaccinium spp.)富含抗氧化物質，有超級水果 (antioxidant 
super fruit) 之美稱，屬杜鵑花科 (Ericaceae ) 越橘屬 (Vaccinium) 青
液果亞屬 (Cyanococcus )之多年生木本植物，多為溫帶落葉性灌木。

越橘屬中有數種原生於美國東南方溫暖氣候區具常綠特性的種類，

近百年來經過人為馴化與育種選拔，種植面積遽增，主要產區由北

美擴展至歐洲、澳洲、紐西蘭、智利及中國，是目前熱門的新興小

果類作物。

藍莓依商業栽植分為五大類，分別為兔眼藍莓、北方高叢藍

莓、南方高叢藍莓、半高叢藍莓及矮叢藍莓；各類藍莓中又以南方

高叢與兔眼藍莓之低溫需求較低，多數品種可於臺灣高溫潮濕的環

境下生長良好並正常開花結實，在臺灣 11 月起常有零星開花，3-4
月為盛花期，4-5 月中果實開始成熟，產期至 7 月底結束。以下介

紹目前臺灣常見藍莓種類，以供農友種植參考：

一、南方高叢藍莓：由北方高叢與美國南部原生種V. darrowii .
Camp.、V. ashei  Reade 及V. tenellum Aiton 雜交而來，為種間

雜交品種，品種間葉片、果實差異性大，需冷性較低，多數品

種可適應臺灣平地溫暖環境。常見市售品種「暖地小藍莓」推

測為此類實生苗後代。

二、兔眼藍莓：名稱由來為果實成熟前顏色偏紅，像兔子的眼睛一

樣，由原生於北美洲東南部之V. ashei  Reade 改良，其原生地

為陽光充足之開闊沼澤地，環境適應性良好，樹形高大可達4.5
公尺，根部抗病性較佳。多數平地栽培之兔眼藍莓植株於冬季

不會完全落葉。

國內進口藍莓量逐年升高，110 年進口量已達 400 公噸，顯見

消費需求性高，近年臺灣各地逐漸有零星種植，本場轄內南投縣與

臺中市種植面積日趨擴展，期透過育種與栽培技術改進，建立臺灣

藍莓產業栽培模式並推廣。

 南方高叢藍莓果實 未成熟之兔眼藍莓果實  暖地小藍莓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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