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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糧種子新品系生產環境建構及

研發 -大豆有機種子生產
Establishment of organic seed production 

and supplying system for grain crops.- 
soybean organic seed production

陳學文 1

 
1 種苗改良繁殖場屏東種苗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一、	前言

我國有機農業自 93年起發展至今，栽
培面積呈現穩定的成長，根據農委會 110
年統計資料顯示 (表一 )，雖然有機雜糧 (含
特作 )面積為 2,386.09公頃，僅約占整體

有機栽培面積的 20%，究其原因除受國外
進口競爭之外，亦與我國有機雜糧生產體

系之關鍵技術尚未完備有關。在推行有機

農業政策發展方面，雖已施行  有機農業

促進法  ，但在有機種子 (苗 )生產技術研

表一、110年有機栽培農戶數及種植面積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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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發上仍有不足，以致還無法全面要求有機

農業栽培者使用有機種子 (苗 )。因此，如
能針對如大豆、小麥等國內主要進口雜糧

作物並建構其有機種子籌供體系，未來除

可作為國內雜糧有機與慣行生產產業市場

區隔外，更有助於加速推動我國有機產業

鏈發展及提升與國際有機市場接軌作業。

大豆，俗稱為黃豆，原產於中國東北

或華北，屬一年生之豆科植物，全球主要

生產前三大國家分別為美國、巴西及阿根

廷，其總產量佔全球總產量的八成以上。

在國內部分，大豆為臺灣重要雜糧作物之

一，根據 110年農業統計年報資料顯示 (表
二 )，栽培總面積為 3,378公頃，產量計

表二、110年農業統計年報 (大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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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4公噸；主要產區為屏東縣、臺南市、
花蓮縣、桃園市及嘉義縣，合計栽培面積

及產量占近全國 80﹪，主要栽培品種有台
南 3號、5號、花蓮 1號、高雄 9號、高
雄選 10號及高雄 12號等，這些我國研發
之品種，其營養價值普遍都高於進口大豆。

此外，大豆亦為臺灣目前大宗進口雜糧作

物之一，110年度進口量計達 259.06萬公
噸 (表三 )。

二、	材料與方法

為建立我國有機大豆之關鍵生產技

術，本場於 110年計畫中選以恆春黑豆、
美濃黑豆、台南 3號、4號、5號、10號、
高雄 8號、9號、選 10號及高雄 11號等
10個商業大豆品種為供試品種 (系 )，進行
有機大豆種子生產模式試驗 (對照組為慣
行栽培 )，供試品種 (系 )於春、秋作以有

表三、100至 110年大豆進口變化

機栽培方式進行管理。行距 60公分，株距
10公分。每小區種植 4行、行長 2公尺，
4重複，採用完全逢機區集設計。有機肥
用量以 N：P2O5：K2O=4.9：2：1：1.9含
量之有機質肥料，每公頃施 1,000~1,300公
斤；以有機質肥料施用總量二分之一作為

基肥，於播種前 10天施用並掩埋入土中。
另二分之一於播種後 20天施用並進行中耕
培土。栽培期間不施用化學肥料及農藥，

並以經過農糧署公告之有機農業商品化資

材如苦楝精、窄域油、枯草桿菌及木黴素

等製劑進行栽培管理。調查項目包括：生

育日數、株高、始莢高度、分枝數、主莖

節數、單株莢數及百粒重等。

三、	結果

大豆為自交作物，種子生產較為單純，

有機栽培中易發生蚜蟲及粉蝨危害，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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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大豆有機栽培田間生育表現

易發生白粉病，以苦楝精或窄域油雖不如

化學農藥能快速防治，建議可以每周 1次
施用，大量發生時於每周施用 2次，可降
低危害情形，但若提高施用濃度，容易使

葉片產生藥害。待植株葉片開始黃化，豆

莢由綠轉褐，輕拍豆莢有聲響時即可進行

採收作業，經太陽曝曬乾燥後再以大豆脫

粒機進行豆莢剝除，其調查結果說明如下：

(一 ) 春作於 110年 2月 26日播種，約 45
天後陸續進入花期。秋作於 110年 9
月 22日播種，10月 22日起各處理
陸續進入花期，秋作與春作花期表現

皆以恆春黑豆與台南 4號大豆花期較
慢，推判因大豆為短日作物，該 2品
種，應屬光敏感型，本期作試驗結果

亦發現，一般而言黑豆比黃豆晚開

花。另文獻指出 (連大慶台南區農業
專訊第 12期：2~5頁 (1995年 6月 )
黑豆原為溫帶作物，在適當短日照下

才能正常開花結莢以至成熟，目前臺

灣在來種黑豆包括恆春黑豆、屏東黑

豆、青仁黑豆雖經多年栽培，在春作

仍對環境相當敏感，秋作黑豆生育天

數則與黃豆接近 (表四 )。
(二 ) 綜觀二期作調查結果，有機栽培模式

下生育天數比慣行栽培處理稍多。

(三 ) 病害以白粉病及煤煙病為主，蟲害部
分主要以蚜蟲及銀葉粉蝨危害，並與

蚜蟲及其產生之煤煙為害較為普遍

(圖 1)。
(四 ) 根據 110年氣象資料顯示，麟洛地區

主要降雨季節在 5至 10月上旬，單
日降雨量從 35mm至 310mm，每月
下雨天數多達 16天以上，受天候異
常，易導致春作成熟期受水患影響而

有歉收之風險，更造成秋作耕作需延

後種植 (表五 )。

1、花期 1 2、花期 2 3、結莢期 4、充實期

5、蚜蟲危害 6、煤煙病 7、瓢蟲 1 8、瓢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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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栽培品種性狀調查表

表五、110年麟洛地區氣象資料

品種
種子外觀
表現

生育日數
(天 )

株高
(公分 )

始莢高度
(公分 )

分枝數
(支 ) 主莖節數

單株莢數
(節 )

百粒重
(克 )

慣行 有機 慣行 有機 慣行 有機 慣行 有機 慣行 有機 慣行 有機 慣行 有機

恆春黑豆 黃仁黑豆 (紫花 ) 98 104 87.7 97.1 11.9 11.1 11.5 12.5 16.6 15.6 166.5 185.2 7.9 9.4

美濃黑豆 青仁黑豆 (紫花 ) 89 111 66.2 87.1 15.6 12.3 4.4 3.6 13 13.2 76 88.5 16.3 15.8

台南 3號 青仁黑豆 (紫花 ) 85 111 64.7 77.3 14.5 13.2 7.6 4.7 12 12.1 86.6 78 15.8 16.9

台南 4號 黃豆 (種皮黃綠色 ) 107 105 85.3 107.2 10.8 8.3 6.8 6.9 26 17.2 146.7 185.6 8.2 9.9

台南 5號 黃仁黑豆 (紫花 ) 97 107 54.7 70.7 13.9 15.8 6.6 4.5 9.5 11.3 50.6 44.4 28.9 28.4

台南 10號 (紫花 ) 95 106 54 70.0 12.4 15 3.2 3.7 12.7 15.8 31.3 52.5 23 25.5

高雄 8號 黃豆 (白花 ) 85 110 50.7 67.2 14.5 14.8 6.4 4.2 8.5 10.1 40.3 49.1 37.6 40.8

高雄 9號 (白花 ) 112 113 42 46.5 13.4 8.6 5.7 3.5 9.1 7.5 34.9 17.7 43.7 39.6

高雄選 10號 黃豆 (紫花 ) 96 102 53.3 83.7 14.3 14 6.7 4.5 15.2 14.1 92 67.5 18 18.3

高雄 11號 (紫花 ) 89 110 53.1 58.9 8.1 12.2 4.9 3.1 28.2 8 28.2 23.8 34.8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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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產業未來概況與展望

在後疫情時代與國際緊張情勢的帶動

下，農委會提出多項優惠措施鼓勵農民生

產國產大豆，除積極篩選適合有機栽培之

商業品種外，也藉由基礎試驗研究，建立

有機質肥料及配合生物綜合防治方法種植

有機大豆之技術，推廣農友採用，並配合

農委會政策，增加農民收益外，提供給國

人安全、品質佳、低碳足跡且非基因改造

之國產大豆，於 111年 1月 17日成立「臺
灣大豆產業策略聯盟」，農委會提示與措

施如下：

(一 ) 在全球受疫情及俄烏戰爭影響下，貨
運航運屢屢受阻，進口大豆漲價又傳

出斷貨，此時是國產大豆崛起好時

機，目前國產大豆食用市場占有率不

足 2%，聯盟成立後，期擴大豆栽種
面積，計畫於 5年內擴大栽種面積增
加至 1萬公頃以上，估計可使國產大
豆食用市場占有率 10%之目標。

(二 ) 我國大豆一年進口量約 258萬公噸，
主要是作為飼料用，目前初步鎖定國

內食用部分約為 23萬到 25萬公噸，
作為擴展國產大豆規模的目標，當國

內栽種大豆面積增加至 1萬公頃以
上，產量約可占民眾食用量的 1/10，
對消費者食安也更有保障。農委會同

時為鼓勵農民栽種，其獎勵措施如

下：

1. 在大區輪作內種植大豆，節水獎勵、
綠色環境給付每公頃共新台幣 8.7萬

到 9萬元不等，在大區輪作以外種植
大豆則是 6萬元。

2. 若申請執行產銷履歷每公頃再多補助
1.5萬元，若是有機則多補助 3萬元。

3. 大豆專區還會加碼補助相關冷鏈設
備、自動化、機械化，農委會補助一

半；並協助聯盟推廣國產大豆的行銷

費用。

五、	結語

本場肩負我國種子籌供之責，致力於

種子與種苗科技研發，且為執行國家農業

政策推動大豆有機栽培，遂積極研究作物

有機生產模式，其中對我國進口大宗黃 (黃
豆 )、小 (小麥 )、玉 (玉米 )中的大豆進行
許多試驗研究，再加上因大豆具有保健的

功效，近年來由於國人對於養生保健日趨

重視，因此種植有機大豆不失為一良好選

擇，如能篩選出適合有機栽培品種，運用

有機質肥料和符合有機規範之防治資材，

建構出適合大豆生長的生態環境，生產出

安全、品質佳且非基因改造國產有機大豆，

除可使種原供應穩定，提升國內消費市場

需求外，同時強化國產大豆生產、深化品

質及供應鏈穩定。國產大豆更因地產地消，

不只食物里程短、低碳足跡，加上品質新

鮮、具產銷履歷驗證外，還保有在地生產

之獨特風味與香氣，未來全球進入淨零碳

排及碳足跡議題時，使得國產大豆更具其

競爭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