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種子(苗)生產研究採種 

(一) 十字花科蔬菜種原繁殖 

充實蔬菜作物種原，為蔬菜育種工作及產業長期發展之基石，近年來由於雜交一代品種

的積極推廣，農民無法自行留種，使得許多具有優良變異之地方品系及固定品種漸遭淘汰而

流失。新品種係未來農業之源動力，加上「植物種苗法」己完成立法，保障新育成之品種，

育種工作之研發必受重視，充實種原庫及開放利用，提供育種資源對新品種之研發有極重要

的貢獻。本計畫除收集十字花科蔬菜作物，具有不同遺傳變異且有淘汰流失之虞的地方品系、

固定品種及野生種外，目前主要工作優先更新繁殖弱勢種子；並進行生育、性狀調查。逐年

進行現有種原之繁殖更新，以確保種子儲存活力及安全儲量，並配合國家種原庫計畫，長期

保存於國家種原庫內，供應育種及資源保存之需。目前本場收集之十字花科蔬菜種原，計有

芥菜、芥藍、蘿蔔、甘藍、油菜、球莖甘藍、不結球白菜、結球白菜、花椰菜等菜種原共約

七百餘品種(系)。八十四年度共繁殖十字花科蔬菜種四十五品種。計大油菜十九品種、不結

球白菜十五品種、結球白菜十一品種。 

 

 



 
 

(二)番茄"台中亞蔬四號"及"花蓮亞蔬五號"雜交種子生產 

84-2 番茄種植季節於 84 年 9 月起分二梯次播種二品種，父本早播母本 15 天，果實於 85

年元月份起陸續成熟收穫，結果如表： 

 

(三)辣椒基因型雄不稔育種及採種研究 

計畫分六年完成，本年為第三年，依進度為 BC2 F2 之株行間選拔，由上代各單株收穫之

種子，至少 50 株之數，各別以單株行種植，每株行 20 株，待開花後調查雄不稔株，如全為

可稔株則整行去除，如同時出現為可稔 3 與不稔 1 之分離株行，則行人工之行間雜交，並收

穫雄不稔株之果實。待剖取種子後以各株等量之種子混合，供下一代行輪迴選拔法育種，次

代雄不稔及雄可稔株出現之比率為 50：50。 

(四)番茄抗青枯病品種(系)抗病調查 

鑑於本場試驗田土壤對青枯病原的特殊密度，亞洲蔬菜中心由心界各國從青枯病 抗病育

種者提供之品種(系)，與本場合作檢定抗病程度，試驗工作由亞洲蔬菜中心以穴盤育苗再移

植本場，於 84 年 10 月 16 日收穫開始時調查健康株數，試驗期間為本省盛夏，溫度高最適宜

青枯病發病季節，其結果如下： 



 
 

(五)玉米、高粱作物採種之天然害影響調查 

依據本省氣候之特性就雜糧種子主要生產地區，在生產期中所遭受天然災害-風、雨、旱、

寒各種災害之受損情形做科學化的調查研究，並詳實記錄供作預防參考，藉之降低或避免受



到天然災害之損失，以穩定雜糧種子之供應推廣。調查結果顯示：  

1. 83年秋戶及 84年春作玉米採種生育期間分別受到五次颱風、豪雨之天然災害： 
(1)弗雷特颱風：強風豪雨(198.5mm)，於播種後第三天來襲，導致田區淹沒及災害(雨)後枯
死現象，其枯死率(包括種子腐爛，不發芽及發芽後枯死)達 85.6%，必須廢耕重播。 

(2)葛拉斯颱風：強風豪雨(216mm)，生育初期來襲，造成植株倒折、枯死，產量損失率 22.3%。 
(3)席斯颱風：強風大雨(76.3mm)，於開花、幼穗分化期來襲，因先刮強風後下雨(雨勢不大)，
導致植株倒伏，斷折及葉片普遍破裂，產量損失 33.7%。 

(4)荻安娜颱風：豪雨(330mm)，生育後期田區全面淹沒 36小時，由於接近成熟採收期間，
少部份種穗有發霉現象，雨後植株提早枯死，以致子實不甚飽滿，影響種子品質(發芽率)
及產量。 

(5)豪雨災害：於秋作(83.9.5~9.6)採種之幼苗期連續下雷陣雨(166.3mm)二天，田區幾乎全面
淹沒，計產量損失率 27.5%。(表 1) 

2. 83年秋作及 84年春作高粱採種期間共遭受六次天然災害： 
(1)弗雷特颱風：強風豪雨(201mm)，幼苗期，產量損失 25.3%。 
(2)葛拉斯颱風：強風豪雨(227mm)，生育初期(播種後 20天)，產量損失 19.6%。 
(3)席斯颱風：刮強風，雨勢不大(67.2mm)，幼穗分化期，產量損失 10.1%。 
(4)荻安娜颱風：豪雨(318.5mm)，成熟採收期，少部份種穗發霉，子實不飽滿，採收工作困，
影響種子品質及產量。 

(5)豪雨災害：秋作播種之幼苗期連續豪雨二天，田區全面淹沒，發芽率極低(9.7%)，必須
廢耕重播。 

(6)旱害：83.11.20~12.19連續一個月久旱不雨(5.7mm)，灌溉水源缺乏地區之植株生長矮小、
缺株、葉部萎捲、穗短小、病蟲害猖獗及子實飽滿度亦差，經調查結果產量損失率 38.5%。
(表 2.) 

3. 綜觀上述調查結果得下列結論： 
(1)玉米、高粱採種如於播種後隨即遭颱風豪雨之侵襲，致災(雨)後大量枯死(包括種子腐
爛、不發芽及發芽後枯死)須廢耕重播者，每公頃損失 26,000元。 

(2)無論是玉米或高粱採種，幼苗生育期如遭淹沒對植株枯死率及產量的影響隨時間增加而
增高，因此其受害率亦因而增加。此外，高粱採種之父母本花期配合至為重要，如遭浸

水多天，往往影響到以後的開花授粉不一致，使授粉結實率減低，此亦為影響產量原因

之一。 
(3)雨季前應做好排水設施，保持流暢，以利排水，生育期間如遇颱風豪雨及連續下雨時，
應注意田間之排水，以期減少受害程度，並隨時注意氣象預報，颱風豪雨來臨前不要播

種。 
(4)生育期間如遇颱風來臨之前宜再行培土一次，以防倒伏，颱風過境後，斜倒之植株應即
扶正，使其恢復生長，減少損失，雨後應行淺耕一次，促進根系發育，以減輕雨害植株

枯死之損失。又雨後應行噴藥一次，預防病蟲害發生及蔓延。 
(5)春作採種後期容易遭受梅雨為害，栽培時應避開梅雨季節收穫，宜整春作高粱、玉米採
種之播種期，使收穫時間提早在 5月上旬或延後至 6月中旬。為避免雨害之影響，高畦
播種是有必要的，尤以秋作本省颱風雨季採種時特別重要。 

(6)生育期間適時、適量灌溉很重要。灌溉水源缺乏或無灌溉設施之地區，不宜作採種圃。 



 
 

 

 

(六)新興果樹品種保存及栽培試驗 

本場現有果園面積約 2.68 公頃，其中母樹園為 1.14 公頃，另由蓄水池改闢的果樹面積

1.54 公頃，目前園內分別保有雜交梨、楊梅、桃等品種之母樹，茲就工作項目分述如下： 

1.果樹品種保存情形： 

(1)台農種苗二號梨(原種苗 4029)計保存有 84株。 
(2)4024雜交梨保存有 8株。 
(3)楊梅品種：計有農委會引種瑞光、烏梅等 9品種 28株。 



(4)低海拔桃：台農甜蜜桃 14株及 TAI-70.28株。 
2.果樹試驗部份： 

(1)實施 4029 雜交梨的區域試驗。在新社鄉海拔 500公尺地區試作，生育結果良好，87 年
開始結果，產期在七月，果皮綠色，成熟轉黃色、果實碩大，平均可達 450 公克，果心
小、果肉雪白不褐化，肉質脆多汁、糖度在 12-13Brix，風味極佳。其低溫需求介於橫山
梨及新世紀梨之間，如果管理不當，果皮易生銹斑。果實後熟而有儲存性久佳之缺點，

在中部海拔 500公尺以上地區栽培較適合，海拔越高成熟期越晚。 
(2)通過 4029雜交梨命名資料審查，並命名為台農種苗二號，又名蜜雪梨。 
(3)進行新闢果園 1.54 公頃栽植什交梨有 198 株，地質改良及草生栽培可行性之探討。84
年四月及六月果園分別栽植多年花生及奧斯丁草，經冬季乾旱生長不良，春天雜草生長

快速，整區被雜草覆蓋，雖然可以人工控制、但所花費工資不貲、因此恢復自然草生栽

培。 

(七)台灣熱帶原生植物之栽培利用 

本年度計收集之尖尾鳳、白水木、淡綠葉衛矛、蘭嶼柿、鐵色、毛苦蔘、車桑子、七里

香、繖陽、檄樹、紅柴、草海桐、蘭嶼樹杞、柿葉茶茱萸、象牙樹等 15 熱帶原生植物，植於

盆中，並置於 75%，90%遮陰及全日照環境中，評估盆栽利用之可行性。 

其中數種較具開發潛力者簡述如下： 

1.淡綠葉衛矛 

常綠灌木，果實為腋生下垂蒴果，熟時果皮為淡朱紅色，裂成三木質瓣，內含 2~3 粒深

紅色種子，十分優美奇特，栽植於庭園及盆栽，於 90%遮陰下仍生長良好，可正常開花，定

植後一年半至二年可開花，幼年期不長，惟其著果率不高，擬進一步評估置於室內之適應性。 

2.白水木： 

常綠小喬木，葉呈淡綠色具銀白柔毛叢集於枝梢、葉及形皆甚優美，果實呈青綠色形狀

如珠串頗具觀賞價值，全日照及 75%遮陰下均可開花結果，但下位葉易落葉，擬加強水份及

養份管理。 

3.柿葉茶茱萸： 

常綠小喬木，葉厚革質，闊卵形，長 8~10 公分，寬 5~7 公分、葉柄長 1.5~2 公分呈黃色，

與枝條及葉片顏色不同，葉片及全株株形適宜觀賞，其在 75%遮陰盆栽生長良好，擬進一步

觀察室內之適應性。 

4.毛苦蔘： 

常綠灌木，枝幹密披毛絨，葉形為羽狀複葉、革質，呈白粉綠 。果實為珠串般莢果十分

特殊，花、果、葉全株均宜觀賞。其盆栽於 75%、90%遮盆及全日照均生長良好。 

(八)熱帶觀賞花木種原收集、保存、繁殖與利用 

薑科屬熱帶花卉，對本省而言尚屬新興花卉，目前本省栽培面積僅約 20 公頃左右，且多

分佈在高屏地區，生長適應性良好，高屏地區常年溫度高(25℃以上)，水源充足，花期可終

年不斷，其優良的切花特性，強壯的生長習性，頗值發展。惟本省目前品種少，種原取得不

易，市場極易飽和，致使薑科花卉無法迅速發展成龐大產業。 

本分場目前收集之薑科花卉有紅薑、粉紅薑、斑葉月桃、鬱金(藥用及觀賞用共五種)、



球薑(斑葉球薑、小球薑、彩球薑等)、閉鞘薑(紅唇閉鞘薑、小橙閉鞘薑等)、香蒲薑、彩色

蠂薑(白色、黃色、橙紅色)、竹節薑、鳳梨薑(腊薑)、火炬薑(紅色、粉紅色)等共計 21 種，

設立種原繁殖圃，加以保存，並觀察調查記錄其栽培適應性與相關園藝特性，以供生產、栽

培繁殖與利用。 

高屏地區氣候高溫多溼，全年日照充足，原產熱帶地區之棕梠科植物，屏東地區為主要

產地。本試驗收集棕梠科品種共計黃椰子海棗及棕竹類等計 27 品種。以 10 吋盆盆栽置於露

地及 50%遮陰網室內調查植株生長情形。評估其供葉材、盆栽、庭園苗木利用性， 供環境綠

美化及庭園栽植設計(單植、叢植、列植)上參考。相關調查資料，植株生長速度，需光率，

利用性等詳如列表說明。 

棕梠科植物除適合本地氣候風土種植外，在栽培上容易，除蟲害有介瞉蟲發生為害植株

莖葉部外，容易管理，省工，極具發展之觀賞花木。其繁殖方法除用種子外，有些品種尚可

以分株法繁殖。 

 

 



 

(九)綠肥種原搜集、觀察及利用 

在有機農業政策性推動下，台灣綠肥栽培面積逐年增加，大栽培方式亦日趨多元化，從

水旱田休耕(閒)地到果園、坡地，從一期作到冬裡作，皆可看到綠肥栽培，因此，為使綠肥

栽培適地適時種植以充分發揮肥效，綠肥種類必需多元化，綠肥種原搜集則十分重要，尤其

台灣夏季綠肥種類少而夏季休閒面積卻日益增加，因此，夏季綠肥之種原搜集更為當務之急；

本計畫之目的即在搜集不同綠肥種原並予以觀察、繁殖以作為綠肥推廣及相關試驗研究之參

考。 

84 年計蒐集三葉草 12 個品系、手菁 6個品系、太陽麻 2個品系等計 20 個綠肥種原，其

中三葉草 12 個品系於春作播種並進行品系間耐熱性篩選，觀察結果以埃及三葉草



Archibald、Lupers 及 Kyambro 最好，其中又以 Lupers 表現最佳，有潛力成為夏季綠肥的種

類。 

 

(十)紅燕麥對香附子之影響研究 

香附子(Cyperus spp.)為本省常見的多年生莎草科什草，具高繁殖力，若於田間與作物

共同生長，與作物相互競爭水分、養分、空間、陽光，並成為病蟲害之中間寄主，使作物的

生長與產量造成極大的損失；紅燕麥(Avena byzantina L.)於本省可做為冬季裡作之綠肥及

牧草作物，又野燕麥之殘質含阿魏酸(ferulic acid)及香豆酸(counmaric acid)，可以抑制

草本植物之發芽(Schumacher et al.1982)，故擬採紅燕麥之可能具有之毒他作用(Alleopathy)

進行香附子之防除，並增加土壤中之有機質。經蒐集紅燕麥根部泌慮物進行其對香附子塊莖

發芽之影響試驗與紅燕麥殘質對香附子塊莖生產之影響試驗。結果顯示紅燕麥泌慮物對香附

子塊莖之發芽無影響(如圖 1)而紅燕麥殘質有促進香附子塊莖生長之現象(圖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