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新品種及進口種子試作 

(一) 雜交高粱新品種採種試驗 

    為穩定雜交高粱種子之生產量，本年度就高粱新品種台南六號進行親本花期配合性調

查、高粱生育期去葉處理對花期影響等試驗。 

一、雜交高粱新品種台南六號進行親本花期配合性調查 

    台南六號親本 96R 及 ED.W.M.A 於不同地區(新社、六腳、麟洛)及不同播種期，調查

其花期配合性，結果始花期母本較父本提早 0.9~4.9 天。如表一、二。于 82 年秋作在新

社本場播種部份，其母本之始花期僅較父本早 1~1.6 天，花期配合良好。六腳地區 9月

1~20 日播種，其母本較父本始花期早 2.1~3.5 天，其授粉情形尚佳，而麟洛地區於 9月中

旬及 10 月上旬播種部份，其母本較父本早 4.2~4.9 天，致使稔實不佳，因此台南六號於

秋作在屏東地區採種時，父本必須較母本提早 5天，方可使父母本花期配合，確保種子生

產量。于 83 年春作以新社 3月 19 日及六腳 3月 3日播種部份，其父母本花期差異較大

外，餘各期之花期配合性可稱良好，唯因授粉期連續陰雨，致稔實率低落，且於種子充實

期逢高溫多濕使種子罹穗腐病更形嚴重，所以于春作進行高粱採種較不適合。對於新品種

台南六號父母本花期配合之穩定性，仍需進一步評估。 

二、高粱去葉處理對花期之影響 

    于 82 年秋作 7月 30 日及 83 年春作 3月 19 日，於本場以台南六號、台中五號父母本

為供試材料。進行去葉處理，其處理分別為(A)播種後 30 天，去除植株展開葉。(B)播種

後 30 天，去除植株一半展開葉。(C)播種後 40 天，去除植株展葉。(D)播種後 40 天，去

除植株一半展開葉。(CK)未處理植株為對照。處理對於植株性狀之影響，經統計分析結果

(如表三、四)，得二期作之去葉處理對於植株抽穗期、始花期、株高及穗長，均有顯著差

異，唯秋作對於抽穗期及始花期，品種及去葉處理存有交感效應。秋作播種後 30 天之去

葉處理對於 ED.W.M.A 及 2R 之始花期較對照有延遲 1.6~2.4 天，面對 96R 及 80A 無影響

(表五)。於春作播種後 30 天之去葉處理 A，對 96R、ED.W.M.A、80A 之始花期較對照有延

遲 1.1~2.7 天效果(表六)。高粱去葉處理于二期作各品系花期影響效應，除了 ED.W.M.A

春、秋作均有延遲始花期效果外，餘影響效應不一致。而對於各品系植株之株高及穗長均

有降低現象。高粱於生育期間進行去葉處理，對於不同品系之花期影響效應不一，是否可

應用於採種圃種子生產，仍需試驗以評估之。 



 
 

 
 



 

 
 

 



 

(二)進口綠肥種子栽培試作 



 
 

 
 



 

 

(三)嘉義地區一般豆類綠肥新品種試作 

    一般豆類綠肥在果莢達青熟期時掩埋效果最好，此時植株養分累積達最高點而莖葉尚

未老化，鮮草量豐富且柔嫩多汁易掩埋腐爛，又為避免影響後作生育，最遲應於後作播種

前 2~3 週翻犁，因此，在考慮選擇最適用之豆類綠肥品種時，應就品種本身栽培季節成熟

性早晚及田區利用情形作考量，換言之，若田區休閒時期較長，則較選擇較晚熟的品種，

以免早熟品種較早翻犁致後作播種前田區什草滋生或過晚翻犁植株老化肥效降低，若田區

休閒時期較短則選擇早熟品種，以求後作播種前(2~3 週)植株生育恰達最適掩埋期。 

    本試作所供試之六項品種中，初期生長最快者為虎尾青皮豆、高雄選 10 號，其次為

AG2120、AGS313，最慢為琉球夏大豆、綠豆 V1160(表一)。春作成熟性以高雄選 10 號最早

熟，依次為 AGS313、虎尾青皮豆、琉球夏大豆、AG2120 綠豆 V1160。 

    嘉義地區為台灣農業重鎮，目前精耕面積仍多而休耕面積少，一年 2作甚至 3作，休

閒時期旱田以春季為主而水田以夏季為主，一般休閒時間短，因此，嘉義地區春作豆類綠

肥栽培仍以早熟品種為主，例如本試作中之高雄選 10 號、AG313、虎尾青皮豆等即為好的

選擇，惟若考慮台灣將來加入關貿總協，台灣農業產業勢必面臨重大考驗，可預期精耕面

積會減少而休耕面積會增加，休閒時間亦會延長，屆時，綠肥栽培品種的選擇亦應有所調

整，以一般豆類綠肥而言，晚熟品種應為較好的選擇。  

 



 

(四)雜交梨砧木試驗

由省農業試驗所雜交而由本場選育之 4029 新品系雜交梨，因其植株強健豐產且果實

 

 



少有分離情形，擬繼續純化後培育自交系，作為雜交之親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