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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新氣象，春暖花開日，正是年報編撰時。值此開春時節，當很多人還在嚮往金雞報喜的

同時，各位同仁已感受到撰寫年度工作報告的繁忙。對於全體同仁一年來在各自領域所做的試驗

研究和工作成果，表達由衷的敬意與謝意。

9 3年值得回憶的事情，首先是6月1 9日本場舉辦「與種苗有約」活動，展示香藥草、綠美化種

苗與相關之種苗培育技術及研究成果，並穿插「放風箏」、「森林迷宮」、「植物種苗辨識有獎徵

答」等餘興節目，以吸引民眾踴躍前來參觀。在活動場所以各種水果與樹苗佈置而成的台灣島圖

形，頗具特色，更廣受觀眾的讚賞；而後於 1 2月2 2 - 2 5日與新社鄉公所共同舉辦「發現紫色浪漫之

鄉—種苗科技成果展及系列活動」，本場以看板形式展示業務發展沿革以及近年來各項試驗研究成

果，而且在活動場所規劃一處花圃，用聖誕紅盆栽堆成塔狀，在其周圍佈置薰衣草、迷迭香、玫

瑰、蘭花、海芋等花卉，一片花團錦簇，與場區翠綠樹木構成一幅美麗的景色。許多參觀之民

眾，紛紛拍照留念，充分顯示業務宣導的成果。

除了種苗相關產業的試驗研究之外，本年更進一步提出植物培養用培養瓶之自動導正與整列

進料裝置中「圓錐型瓶塞導正裝置」、「電穿孔儀環狀電極」和「無性繁殖植物種苗親源條碼管理

方法」以及「精油萃取器之改良結構」等四項專利申請案，均已依相關規定辦理中。

為適應環境變遷，改進本場組織結構，促進業務發展，於六月間將內部組織重新劃分為種苗

經營課、品種改良課、繁殖技術課、生物技術課、技術服務室、農場及屏東種苗研究中心等七個

業務單位，各課室人員也依其專長重新調整，力求適才適用，以期提升業務績效。希望能夠以此

組織架構為基礎，奠立我國種苗產業的長遠發展方針。

為推廣種苗繁殖技術，每年邀集相關農民舉辦訓練班，除了提供學員膳食住宿，本年進一步

改善教學環境，將研習教室重新整修，改善視聽設備並增設嶄新的籃球場與健身器材，俾學員們

在受訓期間不僅能提升技術能力，更能鍛鍊體魄，從而增進研習成果。

為響應政府環保衛生政策，驅除病媒蚊，防止登革熱之傳染，對場區環境已積極改善， 9 3年

進一步將樹蔭下的雜草枯枝徹底清理，並於空曠地點補植台灣土肉桂樹，以求樹木多樣化，環境

綠美化，使場區環境衛生更加清爽宜人，增進試驗研究場所的人文氣氛。

為期台灣天南星科植物多樣化保育與永續利用，本場自 9 3年開始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簽約

合作，建立台灣天南星科種原保存圃，蒐集保存台灣的天南星科植物，以作為種原保育、園藝利

用等研究和教育展示之用，並評估以人工繁殖永續利用之可行性。至目前已蒐集保存台灣本地種

共14屬26種，及自國外引進者近20屬共200種。

為提升蔬菜嫁接苗之繁殖效率，本年購置育苗養生室一座，面積約5坪，庫體為隔熱強化P E樹

脂，具備分離式空調降溫系統、 C O2供應裝置、養液調製系統、電照系統及循環養液灌溉控制系

統，可控制溫溼度及光照條件，以利進行嫁接苗養成工作。

植物品種保護為政府既定政策，亦為本場重要業務項目之一，建立品種檢定技術及執行品種

檢定作業，是落實對育種者權利保護的具體作為，有益於促進新品種的育成，進而帶動農業之永

續發展。本場9 3年度已完成拖鞋蘭之品種性狀調查表及試驗檢定方法之制定，受理及執行完成 1 8

件新品種性狀檢定作業。

本場歷年來飼料玉米、高粱種子之供應業務，主要是配合政府國產雜糧收購政策，後來為因

應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必須調降境內補助，政府除提高休耕田補助並規定各縣市雜糧申報面

積「有出無進」。在此政策引導下，國內雜糧栽培面積逐年下降，因此，本場玉米、高粱種子之供

應量亦隨之遞減。反觀綠肥、牧草種子之供應，因農糧署水旱田調整計畫之推行，且 9 3年綠肥作

物栽培推廣計畫亦因增加農糧署經費補助，故整體綠肥、牧草種子供應量較 9 2年明顯增加

53.45%。

至於本年報所載之試驗研究成果，茲就具體重點摘述如次：

一、在生物技術及組織培養方面

轉基因木瓜種苗檢測技術之開發乃以具木瓜輪點病毒鞘蛋白木瓜為材料，目的在建立轉基因

木瓜種子種苗檢測及取樣技術。結果顯示，檢測目標基因 (木瓜輪點病毒外鞘蛋白基因，C P g e n e )

是利用木瓜輪點病毒外鞘蛋白基因的專一性引子 (primer) 進行聚合酵素鏈鎖反應 (PCR) 後，僅轉基

因木瓜具有約8 4 0 b p之電泳條帶，非基因轉殖植株樣品與空白試驗則無此條帶；文心蘭種苗品質改

進之研究，目的是針對文心蘭瓶苗變異或帶菌與否，建立偵測技術。本研究以文心蘭「南西」品

種人工接種病毒者在繼代培養之平均增殖倍率以接種由蝴蝶蘭萃取之 O R S V與C y M V複合感染者最

高。文心蘭組培苗變異株分子標誌之建立結果顯示，試驗之 1 0 0組UBC RAPD primer中有5 4組在

P C R反應具有條帶；芭菲爾拖鞋蘭原生種分子鑑定技術之開發，係以U B C逢機引子進行逢機增殖多

型性D N A及A F L P方法分析，建立芭菲爾拖鞋蘭6亞屬2 8個原生種及7個雜交種之R A P D多型性電泳

圖譜，並進行親源關係分析，以瞭解各亞屬間原生種遺傳關連性，同時建立可作為鑑定屬間原生

種差異性之分子標誌 (markers)；GA3種球浸漬處理對彩葉芋之開花影響試驗，乃選用彩葉芋廣葉型

4個品種及狹葉型3個品種，以不同濃度之G A3浸漬種球處理，進行摧花試驗。結果顯示，廣葉型及

狹葉型均以GA3濃度2000ppm處理者之效果最佳。

二、在種子（苗）繁殖技術及生產方面

小果番茄一代雜交採種技術研究，乃針對單為結果性強之小果番茄台南亞蔬11號親本為試驗材

料，以8類藥劑進行試驗，綜合試驗結果，噴灑藥劑於單為結果性強之小果番茄母本上，雜交單果

種子數可增加 2 6 - 5 0 %，經一系列性狀調查對藥劑使用安全評估後， A C 2可提高番茄雜交種子產

量，此藥劑處理技術可使小果番茄雜交採種量提高，有效降低採種成本；全雌性胡瓜雜交種採種

試驗，本年度以8個全雌性自交系進行花性穩定性、誘發雄花處理及其雜交組合 F1花性調查，結果

顯示此8個全雌性自交系於3月、6月及8月均為全雌性。同時其4 9個雜交組合F1植株大多為高雌或全

雌性，應可供為育種育成全雌性雜種之親本；番木瓜雜交一代採種技術之研究，在於探討木瓜遺

傳因子、果實採收熟度等對種子發芽能力之影響，結果顯示各木瓜品種之種子發芽率顯著不同，

而木瓜果實於綠熟期、轉黃期、及全部轉黃三種熟度採收之種子，其萌芽率均無顯著差異；生物

性有機肥料在蔬菜作物生產之開發與利用，乃針對蔬菜作物生產體系中的肥料與抗病問題進行探

討，將所培養製造之放線菌菌土以不同比例與介質 B混合，應用於溫室甘藍及番茄等苗期穴盤試

驗，結果顯示，於甘藍試驗中，以添加3 0 %菌土的發芽率最佳，應用於番茄亞蔬十號，以添加2 0 %

菌土的發芽效果最佳，而應用於番茄種苗七號，則以添加4 0 %的菌土，在植株根長、及地下部鮮重

有較佳的促進效果；原生觀賞樹種特性調查及繁殖技術之建立，本年度收集柿葉茶茱萸、唐杜

鵑、賽赤楠及蘭嶼肉豆蔻以供特性調查與種子 (苗) 繁殖技術之研究，得悉柿葉茶茱萸以種子繁殖

較符合經濟效益，唐杜鵑是多年生常綠灌木，為唯一能與西洋杜鵑相抗衡的本土原生樹種，而蘭

嶼肉豆蔻以鮮採即播的種子具有較高的萌芽活力。9 3年生產之種子 (苗) 計有：雜交玉米種子台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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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譜，並進行親源關係分析，以瞭解各亞屬間原生種遺傳關連性，同時建立可作為鑑定屬間原生

種差異性之分子標誌 (markers)；GA3種球浸漬處理對彩葉芋之開花影響試驗，乃選用彩葉芋廣葉型

4個品種及狹葉型3個品種，以不同濃度之G A3浸漬種球處理，進行摧花試驗。結果顯示，廣葉型及

狹葉型均以GA3濃度2000ppm處理者之效果最佳。

二、在種子（苗）繁殖技術及生產方面

小果番茄一代雜交採種技術研究，乃針對單為結果性強之小果番茄台南亞蔬11號親本為試驗材

料，以8類藥劑進行試驗，綜合試驗結果，噴灑藥劑於單為結果性強之小果番茄母本上，雜交單果

種子數可增加 2 6 - 5 0 %，經一系列性狀調查對藥劑使用安全評估後， A C 2可提高番茄雜交種子產

量，此藥劑處理技術可使小果番茄雜交採種量提高，有效降低採種成本；全雌性胡瓜雜交種採種

試驗，本年度以8個全雌性自交系進行花性穩定性、誘發雄花處理及其雜交組合 F1花性調查，結果

顯示此8個全雌性自交系於3月、6月及8月均為全雌性。同時其4 9個雜交組合F1植株大多為高雌或全

雌性，應可供為育種育成全雌性雜種之親本；番木瓜雜交一代採種技術之研究，在於探討木瓜遺

傳因子、果實採收熟度等對種子發芽能力之影響，結果顯示各木瓜品種之種子發芽率顯著不同，

而木瓜果實於綠熟期、轉黃期、及全部轉黃三種熟度採收之種子，其萌芽率均無顯著差異；生物

性有機肥料在蔬菜作物生產之開發與利用，乃針對蔬菜作物生產體系中的肥料與抗病問題進行探

討，將所培養製造之放線菌菌土以不同比例與介質 B混合，應用於溫室甘藍及番茄等苗期穴盤試

驗，結果顯示，於甘藍試驗中，以添加3 0 %菌土的發芽率最佳，應用於番茄亞蔬十號，以添加2 0 %

菌土的發芽效果最佳，而應用於番茄種苗七號，則以添加4 0 %的菌土，在植株根長、及地下部鮮重

有較佳的促進效果；原生觀賞樹種特性調查及繁殖技術之建立，本年度收集柿葉茶茱萸、唐杜

鵑、賽赤楠及蘭嶼肉豆蔻以供特性調查與種子 (苗) 繁殖技術之研究，得悉柿葉茶茱萸以種子繁殖

較符合經濟效益，唐杜鵑是多年生常綠灌木，為唯一能與西洋杜鵑相抗衡的本土原生樹種，而蘭

嶼肉豆蔻以鮮採即播的種子具有較高的萌芽活力。9 3年生產之種子 (苗) 計有：雜交玉米種子台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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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及台農3號合計3 2 4 , 6 5 0公斤、青皮豆種子1 5 , 5 2 0公斤、環境綠美化木本種苗1 5 , 8 7 3苗、花壇草花

15,715苗、彩色海芋組培苗128,280苗。

三、在種子（苗）品種改良方面

關於胡瓜品種改良，本年進行優良品種自交及雜交，以作為選育自交系之材料。另進行品系

接種抗病毒檢定，得到2個抗病品種。進行高雌性雜交後裔F2- F6世代選育，得到1 2個全雌性具單為

結果之F 6系統；馬鈴薯加工新品系選育，從 8 3年起以雜交種子播種，歷經 1 0年之繁殖、選拔、抗

病性檢定及區域栽培等試驗，終於育成優良品種，於 9 3年3月3 0日通過審查，命名為「種苗二

號」，商業名稱為「大吉」。此一馬鈴薯新品種具抗病、豐產、生育強健及栽培容易等特性，除可

提高薯農收益，亦有助於提升馬鈴薯加工業之國際競爭力；至於節瓜品種改良，係將收集到之 2 3

個種原種植田間，進行田間性狀調查及人工自交授粉，經試驗觀察， 2 3個種原中，4個種原仍有後

代分離情形，其餘1 9個種原各項園藝性狀大致已固定；番木瓜品種改良- -提高雜交一代兩性株比例

之選育，乃以全兩性株與泰國種等6個固定品系雜交，以選拔產生高比例兩性株後代的雜交組合，

目前已完成1 8個雜交組合授粉，並完成F1種子採收；南瓜品種改良，9 3年收集到11 8個南瓜品種，

由供試的品系當中，選出中國、西洋及美國南瓜約 8 0個值得繼續觀察及純化之材料，待來年繼續

進行自交純化，選優留種。

四、在種子（苗）病理研究方面

孤挺花、山藥、芋等之特定病原之病理性指標與檢查技術建立，乃利用酵素連結抗體免疫吸

附法—間接法 (indirect ELISA)、生物檢定法以及山藥、芋頭病毒R N A之抽取及反轉錄聚合連鎖反

應法，以檢查各試驗物品之血清反應與病毒反應情形；鐮孢病菌之抗病檢定技術的建立，試驗得

知絲瓜與番茄品種之抗感性檢定，未來應可以病菌之培養濾液來區分品種間的抗感性差異。而利

用培養濾液或Fusaric acid應可作為尖鐮孢菌抗病育種過程中的初步篩選工作；有機添加物與螢光菌

提升彩色海芋種球與開花品質之試驗，是利用介質添加螢光細菌或農業廢棄物堆肥等製成有機物

F B N - 5 A、T S L - 0 1種植彩色海芋，結果顯示可增加彩色海芋P P品種的種球重量4 8 - 8 0 %，增加B M品

種的花莖長度5 . 1 - 9 . 3公分；彩色海芋組培苗瓶內病原檢測及防治技術之建立，是以E L I S A法，每月

定期檢測本場所生產6種彩色海芋組培苗品種之增殖瓶，發現未受到 C M V、D s M V與Z a M V等三種

病毒之感染。其次，利用圓盤濾紙法進行培養基上的抗生素篩選試驗，測試 7種抗生素對1 7支彩色

海芋組培瓶內苗污染細菌的抑制效果，結果顯示：Tetracycline HCL的抑制效果最佳。

五、在種子（苗）品質鑑定及檢驗之研究方面

萵苣品種鑑定技術之建立，是以 R A P D及種皮SEM 鑑定萵苣品種，從遺傳相似性係數可知

「花葉生菜」明顯異於其他品種，而由「花葉生菜」之各項數據觀之，D N A分析與種子外表性狀似

可研發出某種相關性；92年各類種子檢查計119批次，1,526,245.53公斤，合格率為99.3%。

六、在種子（苗）調製倉儲與嫁接機械之研究方面

作物種子、種苗之調製倉儲技術研究，本年度為期改善高粱種子發芽率，利用風力篩選機與

比重分級機試驗，結果以比重分級機精選，種子合格率高，唯作業速度較慢，而風力篩選機則速

度快，但精密度稍低；櫻屬觀賞樹木花期調節冷藏之研究，是以矮性桃花期控制試驗調查，在所

設定之控制條件下，冷藏20天移出室外常溫下，結果比對照區提早半個月開花，且花期較整齊。

七、在種子（苗）計劃供應與推廣試作方面

本年雜交玉米種子推廣量為1 8 5 , 1 4 0公斤，種植面積7 , 4 0 5公頃；雜交高粱種子推廣量為6 4 , 4 2 9

公斤，種植面積4 , 2 9 5公頃。供應綠美化種苗木本類1 6 , 7 5 3株、草本類1 4 , 8 3 5株、番茄種子1 2 2 . 9 4公

斤、番茄穴盤苗6 5 , 4 0 0苗、甘藍穴盤苗1 0 , 2 0 0苗、彩色海芋組培苗11 8 , 2 8 0苗、馬鈴薯種薯1 , 2 0 0公

斤、綠肥及牧草種子9 6 1 , 1 7 4公斤。在綠肥作物品種搜集與試作方面，本年於台中縣大雅鄉舉辦油

菊示範栽培，對於美化景觀及供為綠肥之特性，皆較對照組向日葵及青皮豆為佳；在人工培植拖

鞋蘭登記及輸出管理方面，至 9 3年，經本場登記之拖鞋蘭人工培植場共有 3 0家，栽培面積1 2 , 2 2 0

坪。9 3年經登記核准輸出之人工培育品種共計5 8 , 8 3 3株，主要輸往美國、香港、加拿大、日本等1 7

個國家。

八、在教育訓練及資訊發展方面

9 3年本場辦理植物組織培養技術訓練班共為 3班，受訓學員8 6人。9 3年來場參觀團體計 3 1團

次，人數達1,724人，參觀本場園藝種苗自動化生產、植物組織培養、及花卉生產等項目。

本場9 3年的資訊發展仍以配合政府電子化、網路化為主要發展目標，推動行政業務資訊化暨

網際網路應用程式開發，並持續辦理本場相關軟、硬體和網路之擴充維護，及相關資訊教育訓練

工作。在應用程式開發方面，為簡化本場網站內容日常維護作業，使各單位業務資訊依權限控管

進行維護並即時上網公布更新，同時增進網站管理之便利性及前端使用者之互動性，完成「種苗

全球資訊網網站內容管理資訊系統」開發，於 9 3年1 2月份上線使用。另外配合本場執行人工培植

拖鞋蘭登記及輸出申請以及無病毒種苗檢驗窗口作業，也於 9 3年進行「人工培植拖鞋蘭登記及輸

出申請管理系統」和「無病毒種苗驗證管理系統」之版本規劃開發。

在未來的農業歷史上，9 3年必然令人印象深刻。這一年來，政策上規劃將農業試驗研究場所

改制為行政法人的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而且一直走在立法進度的前端。當「行政法人國家農

業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於 9 3年1 2月3 0日在立法院完成一讀時，同仁們的反應幾乎兩極化，有的

似乎離情依依地準備向舊制的「種苗場」說再見，有的則含情默默地準備向新制的「種苗場」作

期待和適應。雖然上述改制案未能在 9 3年完成立法，但就情勢研判，改制的列車似乎依然在前

進，總有一天會到達目的地。本場身為農業試驗研究機關一員，當然無法置身事外。就常理推

想，儘管機關體制大幅調整，但種苗產業對於整體農業的重要性應不致受到影響，因為不管時空

如何改變，只要有人類就不能沒有農業，只要有農業就不能不重視種苗產業，此乃天經地義的道

理，也是每一位種苗人必須秉持的信念。農委會李主任委員於9 3年6月2 9日蒞場視察時即已宣示：

「農業研究機關的存在應以幫助農業發展，提高農民收益為最終目標，機關法人化為必然之趨勢，

改制案對各位同仁的權益一定會受到保障，我們研擬的法人化策略在國外已行之有年，改制後對

研究人員的利益有更大且更廣的彈性空間，辛苦努力會有比較好的出路」。所以，我們不必對這次

的機關改制案而忐忑不安，相反的，我們更要積極進取，充實自己，研發創新，以迎接新時代的

到來，俾能共同創造台灣的優質農業，以造福斯土斯民，裨益當代農民與後代子孫。

本年報所載各項試驗研究及相關之工作事項，均為本場全體同仁團結合作，共同努力之具體

成果，對於各位的辛勞，再表謝意。也盼望大家以現有成果為基礎，繼續努力，往前邁進。

本年報於編輯付印過程，承辦人雖已盡心盡力，惟疏誤之處，恐所難免，倘蒙各方賢達賜予

指正，衷心銘感。

場長 蕭吉雄 謹識

九十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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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及台農3號合計3 2 4 , 6 5 0公斤、青皮豆種子1 5 , 5 2 0公斤、環境綠美化木本種苗1 5 , 8 7 3苗、花壇草花

15,715苗、彩色海芋組培苗128,280苗。

三、在種子（苗）品種改良方面

關於胡瓜品種改良，本年進行優良品種自交及雜交，以作為選育自交系之材料。另進行品系

接種抗病毒檢定，得到2個抗病品種。進行高雌性雜交後裔F2- F6世代選育，得到1 2個全雌性具單為

結果之F 6系統；馬鈴薯加工新品系選育，從 8 3年起以雜交種子播種，歷經 1 0年之繁殖、選拔、抗

病性檢定及區域栽培等試驗，終於育成優良品種，於 9 3年3月3 0日通過審查，命名為「種苗二

號」，商業名稱為「大吉」。此一馬鈴薯新品種具抗病、豐產、生育強健及栽培容易等特性，除可

提高薯農收益，亦有助於提升馬鈴薯加工業之國際競爭力；至於節瓜品種改良，係將收集到之 2 3

個種原種植田間，進行田間性狀調查及人工自交授粉，經試驗觀察， 2 3個種原中，4個種原仍有後

代分離情形，其餘1 9個種原各項園藝性狀大致已固定；番木瓜品種改良- -提高雜交一代兩性株比例

之選育，乃以全兩性株與泰國種等6個固定品系雜交，以選拔產生高比例兩性株後代的雜交組合，

目前已完成1 8個雜交組合授粉，並完成F1種子採收；南瓜品種改良，9 3年收集到11 8個南瓜品種，

由供試的品系當中，選出中國、西洋及美國南瓜約 8 0個值得繼續觀察及純化之材料，待來年繼續

進行自交純化，選優留種。

四、在種子（苗）病理研究方面

孤挺花、山藥、芋等之特定病原之病理性指標與檢查技術建立，乃利用酵素連結抗體免疫吸

附法—間接法 (indirect ELISA)、生物檢定法以及山藥、芋頭病毒R N A之抽取及反轉錄聚合連鎖反

應法，以檢查各試驗物品之血清反應與病毒反應情形；鐮孢病菌之抗病檢定技術的建立，試驗得

知絲瓜與番茄品種之抗感性檢定，未來應可以病菌之培養濾液來區分品種間的抗感性差異。而利

用培養濾液或Fusaric acid應可作為尖鐮孢菌抗病育種過程中的初步篩選工作；有機添加物與螢光菌

提升彩色海芋種球與開花品質之試驗，是利用介質添加螢光細菌或農業廢棄物堆肥等製成有機物

F B N - 5 A、T S L - 0 1種植彩色海芋，結果顯示可增加彩色海芋P P品種的種球重量4 8 - 8 0 %，增加B M品

種的花莖長度5 . 1 - 9 . 3公分；彩色海芋組培苗瓶內病原檢測及防治技術之建立，是以E L I S A法，每月

定期檢測本場所生產6種彩色海芋組培苗品種之增殖瓶，發現未受到 C M V、D s M V與Z a M V等三種

病毒之感染。其次，利用圓盤濾紙法進行培養基上的抗生素篩選試驗，測試 7種抗生素對1 7支彩色

海芋組培瓶內苗污染細菌的抑制效果，結果顯示：Tetracycline HCL的抑制效果最佳。

五、在種子（苗）品質鑑定及檢驗之研究方面

萵苣品種鑑定技術之建立，是以 R A P D及種皮SEM 鑑定萵苣品種，從遺傳相似性係數可知

「花葉生菜」明顯異於其他品種，而由「花葉生菜」之各項數據觀之，D N A分析與種子外表性狀似

可研發出某種相關性；92年各類種子檢查計119批次，1,526,245.53公斤，合格率為99.3%。

六、在種子（苗）調製倉儲與嫁接機械之研究方面

作物種子、種苗之調製倉儲技術研究，本年度為期改善高粱種子發芽率，利用風力篩選機與

比重分級機試驗，結果以比重分級機精選，種子合格率高，唯作業速度較慢，而風力篩選機則速

度快，但精密度稍低；櫻屬觀賞樹木花期調節冷藏之研究，是以矮性桃花期控制試驗調查，在所

設定之控制條件下，冷藏20天移出室外常溫下，結果比對照區提早半個月開花，且花期較整齊。

七、在種子（苗）計劃供應與推廣試作方面

本年雜交玉米種子推廣量為1 8 5 , 1 4 0公斤，種植面積7 , 4 0 5公頃；雜交高粱種子推廣量為6 4 , 4 2 9

公斤，種植面積4 , 2 9 5公頃。供應綠美化種苗木本類1 6 , 7 5 3株、草本類1 4 , 8 3 5株、番茄種子1 2 2 . 9 4公

斤、番茄穴盤苗6 5 , 4 0 0苗、甘藍穴盤苗1 0 , 2 0 0苗、彩色海芋組培苗11 8 , 2 8 0苗、馬鈴薯種薯1 , 2 0 0公

斤、綠肥及牧草種子9 6 1 , 1 7 4公斤。在綠肥作物品種搜集與試作方面，本年於台中縣大雅鄉舉辦油

菊示範栽培，對於美化景觀及供為綠肥之特性，皆較對照組向日葵及青皮豆為佳；在人工培植拖

鞋蘭登記及輸出管理方面，至 9 3年，經本場登記之拖鞋蘭人工培植場共有 3 0家，栽培面積1 2 , 2 2 0

坪。9 3年經登記核准輸出之人工培育品種共計5 8 , 8 3 3株，主要輸往美國、香港、加拿大、日本等1 7

個國家。

八、在教育訓練及資訊發展方面

9 3年本場辦理植物組織培養技術訓練班共為 3班，受訓學員8 6人。9 3年來場參觀團體計 3 1團

次，人數達1,724人，參觀本場園藝種苗自動化生產、植物組織培養、及花卉生產等項目。

本場9 3年的資訊發展仍以配合政府電子化、網路化為主要發展目標，推動行政業務資訊化暨

網際網路應用程式開發，並持續辦理本場相關軟、硬體和網路之擴充維護，及相關資訊教育訓練

工作。在應用程式開發方面，為簡化本場網站內容日常維護作業，使各單位業務資訊依權限控管

進行維護並即時上網公布更新，同時增進網站管理之便利性及前端使用者之互動性，完成「種苗

全球資訊網網站內容管理資訊系統」開發，於 9 3年1 2月份上線使用。另外配合本場執行人工培植

拖鞋蘭登記及輸出申請以及無病毒種苗檢驗窗口作業，也於 9 3年進行「人工培植拖鞋蘭登記及輸

出申請管理系統」和「無病毒種苗驗證管理系統」之版本規劃開發。

在未來的農業歷史上，9 3年必然令人印象深刻。這一年來，政策上規劃將農業試驗研究場所

改制為行政法人的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而且一直走在立法進度的前端。當「行政法人國家農

業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於 9 3年1 2月3 0日在立法院完成一讀時，同仁們的反應幾乎兩極化，有的

似乎離情依依地準備向舊制的「種苗場」說再見，有的則含情默默地準備向新制的「種苗場」作

期待和適應。雖然上述改制案未能在 9 3年完成立法，但就情勢研判，改制的列車似乎依然在前

進，總有一天會到達目的地。本場身為農業試驗研究機關一員，當然無法置身事外。就常理推

想，儘管機關體制大幅調整，但種苗產業對於整體農業的重要性應不致受到影響，因為不管時空

如何改變，只要有人類就不能沒有農業，只要有農業就不能不重視種苗產業，此乃天經地義的道

理，也是每一位種苗人必須秉持的信念。農委會李主任委員於9 3年6月2 9日蒞場視察時即已宣示：

「農業研究機關的存在應以幫助農業發展，提高農民收益為最終目標，機關法人化為必然之趨勢，

改制案對各位同仁的權益一定會受到保障，我們研擬的法人化策略在國外已行之有年，改制後對

研究人員的利益有更大且更廣的彈性空間，辛苦努力會有比較好的出路」。所以，我們不必對這次

的機關改制案而忐忑不安，相反的，我們更要積極進取，充實自己，研發創新，以迎接新時代的

到來，俾能共同創造台灣的優質農業，以造福斯土斯民，裨益當代農民與後代子孫。

本年報所載各項試驗研究及相關之工作事項，均為本場全體同仁團結合作，共同努力之具體

成果，對於各位的辛勞，再表謝意。也盼望大家以現有成果為基礎，繼續努力，往前邁進。

本年報於編輯付印過程，承辦人雖已盡心盡力，惟疏誤之處，恐所難免，倘蒙各方賢達賜予

指正，衷心銘感。

場長 蕭吉雄 謹識

九十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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