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穴盤育苗及自動化體系 

(一) 不同類型溫室氣候環境對甘藍穴盤苗生育之影響 

    設施栽培對於本省多風雨的氣候環境而言，有其必要性。各型溫室的興建也有明顯增

加趨勢，且探討溫室微氣候環境的相關研究亦逐漸為人重視。但對於溫室內氣候與作物生

長關係之探討則較少。本計畫目的即在探討不同種類溫室的氣候變化與甘藍穴盤種苗的生

育關係 。 

    試驗溫室選用常見精密環控溫室，玻璃溫室，塑膠布溫室及遮蔭網室並以露地栽培為

對照組。記錄每日溫、濕度變化，正午光度變化及室外日射量、日照時數等氣候資料。試

驗期間調查初秋甘藍種子發芽率、幼苗株高、葉數、乾鮮重、穴盤苗定植後成活率。 

    甘藍種子出土率介在 84.4%至 90%之間。以環控溫室、遮蔭網室較玻璃及塑膠布溫室

為高。平均出土時間，以室外栽培所需時間明顯高於設施栽培約需 2至 3天。各型溫室累

積溫度如下，環控溫室 477℃，塑膠布溫室 567℃，玻璃溫室 600℃，遮蔭網室 581℃及室

外 468℃。室外光度以 100%計算，環控溫室平均光度 72%，塑膠在溫室平均光度 74.3%，

玻璃溫室平均光度 80.9%，遮蔭網室平均 65.6%。定植一週後存活率除遮蔭網定 97.5%外，

其餘皆為 100%。每公頃產量 23.5 噸至 27.3 噸，以遮蔭網室最低，其餘均未有顯著差異。

(如表一)。不同生育日數之株高變化，以遮蔭網室 15 公分最高，環控溫室、塑膠布溫室

及玻璃溫室約 12.5 公分次之，室外栽培 11 公分最矮。由乾物重變化圖形可知室外栽培及

溫室約 0.17g／plant 次之，遮蔭網室 0.15g／plant 最低。(如圖 1)。若以株高／乾物重

表示作物生長情形，可知遮蔭網室徒長嚴重，而高溫的玻璃及塑膠布溫室生產之穴盤苗較

高大及生長良好，室外栽培甘藍苗植株較為矮壯。實際栽培發現遮蔭網室穴盤苗有較嚴重

蟲害發生，而玻璃溫室及室外栽培幾乎不發生，此是否受溫度、光度或濕度等因素影響，

值得進行一步探討。 

 



 

(二)高溫期甘藍及番椒自動化穴盤育苗之水分及養分管理模式之研究 

    由於台灣高溫期，因環境不適及天然災變，蔬菜供應時有匱乏，嚴重影響到社會生

計，為解決夏季蔬菜供應不足，透過作物生長分析找出管理數據，做為輸入電腦之控制反

應參數，建立高溫期自動化穴盤育苗之水分及養分管理模式，達到完全自動化生產矮壯種

苗。供夏季高溫期機械化栽培或一般農民種植之目的，以提高高溫期菜苗品質，穩定夏季

蔬菜及降低成本。 

    試驗材料，觀察甘藍初秋品種種子不同含水量及不同介質孔隙度與土壤水分潛勢對種

子在穴盤發芽之影響。另以甘藍初秋小苗於控制之土壤水分潛勢及不同介質孔隙度下生

長，調查其生長情形。 

    經試驗結果，甘藍種子由浸種時數的增加，種子含水量也隨之提高，種子浸種 3小

時，即進入吸水第二階段(SII)，含水己達 148%，種子發芽勢在浸種 1-3 小時逐漸提高。

以泥炭土混合真珠石調配，不同介質孔隙度對種子發芽率及出土率影響不大，其通氣性都

良好，能提供足夠的氧氣。土壤水分潛勢的高低對種子發芽率影響極為顯著，發芽率隨著

介質含水量的增加而提高，水分供應充足下，發芽率高達 98%，而水分潛勢至-0.6MPa

時，發芽率只有 25%。介質不同含水量對幼苗生長量之影響，顯示植株鮮重隨著介質含水

量的增加而提高，各處理間差異達顯著水準，以水分潛勢-0.1Mpa 下，播種 144 小時後，

鮮種超過 350 毫克。介質低孔隙度者，其含水量較大，對甘藍種子發芽率，子葉高度及第



 

 

(四)園藝種苗自動化生產體系之建立及示範 

    由於台灣經濟改變及園藝產品消費量大幅增加，為解決種苗需求量大增及品質提昇和

農村勞力迅速老化及嚴重缺乏的問題，引進歐美先進的園藝種苗自動化生產體系，配合台

灣的氣候環境條件，加以研究改良，以建立適合台灣本土的種苗自動化生產體系。 

    於自動環控溫室中增建溫室自走式噴灌系統七組，每組系統噴灑範圍函蓋 35 公尺

長，2.8 公尺寬之植床三行，每行由三支獨立之噴水桿及個別開關控制灑水，每支噴水桿

具備六個噴頭，可依種苗大小及形態的需求更換噴頭，以調節出水量、水霧顆粒大小及噴

水函蓋之角度，並由自走速度、前進或後退、噴水或關水之設定來控制給水量，噴灑十分

均勻，可消除灑水死角及重疊區，能大幅提高灑水之效率，並在噴灌系統前端管路上加裝

定比稀釋器，節省灑水施肥及噴灌介質菌劑之人工。延伸第一號植床自動輸送車之作業區

至第三號溫室，在第二期第三號溫室的第一號通道增置 1組 45 公尺長自動植床搬運車軌

道 動力及電子控制線路等機械組件及其他植床合組件 並擴增控制系統 程式 將手



道、動力及電子控制線路等機械組件及其他植床合組件，並擴增控制系統 PLC 程式，將手

動系統提升為植床自動輸入系統，以提高植床搬運效率，節省人工及降低人力負荷。建立

溫室生產工作曆，依大宗蔬菜及觀賞花木等作物習性、季節、氣候，病蟲害寄主關聯性，

育苗栽培週期，產銷市場需求及溫室機組運轉成本訂定本體系第一期溫室生產工作曆。己

生產種苗 135 萬株，包括甘藍 50 萬苗、洋蔥籽球 40 萬個、甜椒 30 萬苗、蔓綠絨 6萬

株、火鶴花 6萬株、彩葉芋 1萬 5千株、觀賞鳳梨 1萬苗及竹蕉 5千株等種苗生產。 

    建造小苗自動假植系統，包括 FX-40 型穴盤介質填充機，PC-1 抓取式小苗假植機及輸

送帶系統，具備 4種假植程式能將小苗自動假植到 4種不同大小穴盤及花盆中，前後並與

介質上盆機、盆栽排列機連線作業，由輸送帶送到植床工作區送入溫室，僅二至三人即可

全程操作，較傳統假植方式常需五至十餘人工以上，可解決勞力缺乏及老化的問題，且工

作效率為人工的數十倍以上。建立第一期種苗集貨貯運系統，設計建造穴盤苗置架台車 40

輛，其組合容易，輕巧牢固且機動性強之穴盤置架台車可將育苗管理、貨物貯運等工作串

聯順暢，提高作業運輸之效率。配合置架台車及種苗包裝容器之設計，建造 15 噸貯運卡

車一輛，可裝載穴盤苗 7萬(含穴盤)~15 萬(不含穴盤)株。具備空調加濕系統及升降尾

門，可將種苗損耗降至最低以確保品質及易於搬運。自動化作業機組及溫室開放供學校廠

家及農業訓練班學員研習，於 82 年 11 月舉辦為期一週之種苗自動化生產訓練班，教授各

項種苗自動化生產技術及供學員研習實地操作訓練。提供各農學院校學生 200 多人，3家

育苗業者農企業等，十多個地方農會及基層農民 700 多人研習及參觀本體系，進行推廣教

育工作。 

    設置下游衛星育苗中心一處，選擇彰化縣員林水稻育苗中心為合作對象，由本場制定

各項生產設施之規範，輔導各項種苗生產設施之建造及育苗技術，發揮垂直分工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