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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全球暖化，臺灣過去 110 年

(1910-2020年 )的平地年平均氣溫上升約

攝氏 1.6℃，近年來極端氣候事件的發生頻

傳，高溫、極端的降雨與強烈的熱帶氣旋

比例增加，這樣的情境意謂著農民賴以參

考的「節氣」與「經驗」將無法再提供全

然可信的訊息。這些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挑

戰，將影響整體農產品的生產鏈甚劇。其

中，最上游的「種苗」產業除了產品本身

的生產會受影響外，因為牽涉到下游作物

的生產曆規劃，衍生的問題更為複雜，當

種苗無法順利供給，可能無法趕上適種季

節；又若下游作物因環境因素無法種植時，

則種苗即便可以生產亦無通路可去，隨著

時間的延長，最終失去其商品價值。加上

種苗的品質會影響後續作物的栽培過程，

不良的種苗品質會提高管理成本、導致作

物產量及品質的下降，因此，如何在氣候

變遷的情形下，維持種苗的生產周期、品

質等調適，是整個產業亟需思考與預備的。

故本研究以國內的「蔬菜育苗」產業為研

究對象，透過訪視、問卷等方式，探討氣

候變遷對其之影響並分享育苗場的寶貴調

適經驗。

二、主要氣候因子之影響與調適

以下根據溫度、水份影響之危害，大

致可區分為三種類型，包含過高、過低之

溫度所造成之危害（高溫、寒流）、水份

供給產生的問題（連續降雨、乾旱）及每

年造成農業重大損失的「颱風」，針對這

些危害所造成的影響，以及採行或建議的

調適策略整理如下：

(一 )「溫度」影響之危害：

「溫度」相關的危害是對蔬菜育苗業

影響較顯著的危害類型，除了高低溫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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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植株生育上的停滯外，常因伴隨高濕

度，造成嚴重的病蟲害，導致產量損耗及

品質下降。高溫的危害方面，除了高溫直

接造成幼苗生長停滯、肥料利用效率差以

外，伴隨高溫易發生黑腐病、炭疽病、細

菌性斑點病等病害，需進行藥劑施用等措

施。因此業者會透過循環扇加強室內對流

及外遮蔭等方式來降溫，若是沒有風害之

虞的區域，也有部分生產者會選擇興建高

度 4-5公尺以上的溫室，以提高室內通風

程度。依據訪談的結果，普遍表示降溫設

備需要負擔夏季用電的高成本，因此並不

納入業者的因應措施選項。低溫的危害方

面，則會導致苗株生長遲滯，尤其是瓜類、

茄子、空心菜等，皆屬易受低溫影響而有

折損或導致交貨時間延後的種類，而包心

白菜則會因為提早春化抽苔導致苗株無法

販售。另外，低溫伴隨高濕也會帶來早疫

病、晚疫病等嚴重病害，生產者一般會採

用覆蓋塑膠布、迎風面遮風等方式來防寒，

但不適宜全面封閉，反而造成內部濕度上

升，並適時執行預防性噴藥，視當時好發

的病害進行調整。

(二 )「水份」影響之危害

在「水份」類的危害方面，連續降雨

如梅雨季等時節，因蔬菜育苗多採穴盤育

苗，穴盤置於床架上栽培，較不會遇到淹

水的問題。在乾旱方面，110年上半年度，

全臺曾經歷缺水嚴峻的乾旱窘境，育苗業

者以自備水井、地下水灌溉的方式多可以

克服缺水的問題，反倒是下游栽培作物的

農民因嚴重乾旱無法栽種，導致產生「棄

單」的問題，此「間接」危害成為這波乾

旱災情下蔬菜育苗業較特殊的衍生問題之

一。因此有業者選擇自行負擔運輸成本，

將種苗供應至無缺水問題的東部地區，減

少這波乾旱帶來的損失；也有業者反應，

期盼能提升蔬菜供苗的「數量透明度」，

提供全臺重要蔬菜種類的栽培的狀況，轉

以評估用苗的數量、需求量，讓業者得以

更加彈性調整產銷計畫，或增進同業合作，

互相媒介，減少銷售與生產壓力。

此外，屏東地區，往年連續降雨約在

4-5月，適逢南部休耕期，影響較小，但近

年降雨時間延至 7-8月，因此時已進入育

苗主要時期，影響較大。而不論南北，連

續降雨情形下，溫室濕度累積，易導致嚴

重的病害發生，光照不足更會造成苗株徒

長，一旦雨後陽光增強，苗株極易曬傷、

失去商品價值，目前可因應的方式包含透

過循環扇增加空氣流通，並停止供肥減少

徒長的情形。

(三 )颱風

近年因氣候變遷之故，颱風的強度增

強，造成的危害程度亦提昇，對業者而言，

主要損耗除了產品本身，「設施受損」修

復往往造成更大的金錢損失。因設施栽培

的推廣，蔬菜育苗業者採行「設施栽培」

的比例很高，依據本計畫 109年度調查結

果顯示，僅有 9％的受訪者是完全沒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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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設施（露天）進行育苗，其餘 91％至少

有使用簡易溫網室進行栽培，甚至有 31％

的受訪者有使用精密環控溫室進行栽培。

因為使用設施栽培的緣故，在訪談中也有

育苗業者反應當防風捲揚全部蓋起來後，

導致溫室內的濕度增加，會造成病蟲害的

機率提昇，必須配合預防性噴藥及颱風過

後的持續病蟲害防治來減少產品損耗與品

質的維持。此外，亦可開啟負壓風扇，提

高溫室承受強風的能力。整體而言，普遍

反應使用強固型等結構強度較佳的溫室，

可以減少受災害影響的程度。

三、結論

綜上所述，氣候變遷導致連續降雨、

連續乾旱等時間推移和難以預測，使農民

很難單純依賴以往栽培經驗來安排栽培

曆，需要的可能是一套「短期氣象災害」

預警系統，可針對近期氣象變化提出育苗

所需要的關鍵氣候因子，提前預警如「連

續降雨」、「連續乾旱期」、「颱風」、「熱

浪」、「寒流」等災害，甚至通知可能發

生的「持續天數」與「強度」，將可以協

助農民適時調整生產量與品項；除了生產

端可以參考的預警調適系統外，產業界也

反應能有可參照的「定型化契約」，協助

種苗銷售端因應天候問題導致的「棄單」

問題，且合適的銷售契約，也能保障買、

賣雙方的權益，維持市場的秩序。

此外，調查結果顯示，不論何種形態

的氣候變遷壓力，幾乎都會有「病蟲害加

劇」的問題，若能藉由「病蟲害通報系統」

等行動程式，配合氣候的變化，以最簡便

的方式提供好發病害、建議防治方式等資

訊，亦能協助業者因應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逐年嚴重之病蟲害問題。 

除了軟體上的需求外，對於現行育苗

業者而言，強固型的溫室及環境控制的設

備，對於適應外在的天候變化也有其重要

的角色，依據本計畫 109年的調查結果顯

示，目前尚未使用強固型溫室進行栽培的

育苗業者約佔 10％，而使用溫室栽培的業

者當中，約40％具備自動化控制環控設備，

因此仍有強化與進步的空間，未來也可以

考量結合「自動化環控」與「氣候預警」

等系統，導入應用於溫室育苗栽培。此外，

亦有育苗業者表達期盼因應「連續陰雨」

的相對問題，能透過「植物燈補光」的相

關設備與技術支援來協助改善。 

人力的因應方面，因各項危害易造成

產期不定，業者更加無法長期維持固定雇

工數量，目前所利用的資源包含自動化設

備（自動化灑水可節省 7成人力）、大專

農業科系產學合作（農業背景的學生較容

易訓練），配合區域相關農業產業雇工或

農業師傅（非採茶期、非採果期，同一批

雇工可協助育苗作業），另外業者也積極

想申請農業外勞。而隨著嫁接苗的需求逐

年升高，加上嫁接所需的技術門檻較高，

因此也有高峰期不易請到嫁接工的問題，

但考量嫁接機器成本過高、良率不如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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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蔬菜育苗產業風險認知圖

故嫁接機尚無法完全取代人力

除了上述的直接性影響外，產業界也

希望就全球市場加以考量與布局，例如，

從新加坡等離臺灣較近的國家開始，開創

新的目標市場，配合不同區域的氣候變遷

影響，發揮臺灣優勢作物種類，補充其他

國家區域性的種苗需求，便可達到擴大整

個育苗產業，減少臺灣內部的產銷失衡問

題。激烈天候變化，看似對農業是相當大

的衝擊，然而臺灣農業的韌性與研發能量，

恰巧在這樣的情境下發揮地盡致淋漓，期

待透過這個危機，使育苗界的產、官、學

機構能共同緊密合作，更進一步補強產業

弱點，找到成長的契機與方向，克服氣候

變遷帶來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