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高產值栽培管理模式

科技助傳產轉型　
溫室草莓供不應求
物聯網科技的應用，促成傳產朝向智能化發展。工研院扮演開路先鋒的角色，善用台灣的工業化基礎，

輔導原本經營傳統產業的廠商轉型建置先進溫室，結合高科技發展出新一代的高值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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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農藥殘留檢驗標準、食用更安全，一推出就大受

好評，曾創下剛採收完 100公斤草莓，即在一天內銷

售一空紀錄。

其中，工研院正是「光之莓」的幕後推手。工研院中

分院主任黃添富表示：「將溫寒帶作物移往熱帶區域種

植，在物以稀為貴的心理下，將能創造最大的產值，而

要克服天候因素就必須靠溫室。過往主要的溫室技術都

來自溫寒帶國家如荷蘭，但台灣地處亞熱帶及熱帶，氣

候不同，要解決的問題也不一樣。」

克服高溫及高溼度挑戰

溫室如同房子，具備抵抗氣候、保護作物的功能。由

於作物成長的最適溫度是攝氏 15度至 20度，因而溫寒

帶國家的溫室所面臨的挑戰是冬天，當氣溫低於攝氏零

度或是下雪時，採取密閉式作法來保持室溫，還能藉此

隔離蟲害。

相反地，台灣溫室的挑戰在夏天，氣溫通常在攝氏

30度至 40度之間，再加上密閉溫室受到陽光直射，室

溫可能攀升至攝氏 50度到 60度，唯一的降溫手段是靠

冷氣，隨之而來的就是驚人的電費，更棘手的是台灣的

高溼度環境，往往是病蟲害肆虐的溫床。

傳統的溫室監控系統需要電線布設與供電保護等設

施，不僅占用空間、架設不便，建置成本也很高。工研

嬌
艷欲滴的草莓是深受大眾喜愛的水果，透過工研

院輔導開發的溫室生長監控與栽培系統，不僅將

可種植及採收的期間延長為晚秋至早春，每次採收產量

可提升三倍之多，種植區域更從原本廣為人知的苗栗大

湖，往南延伸至南投草屯和雲林虎尾。

在工研院協助下，溫室草莓更以「光之莓」品牌進

軍日系頂級超市，並搶攻年節宅配送禮市場，因標榜

在工研院協助下，溫室草莓以「光之莓」品牌進軍日系頂級超市，

並搶攻年節宅配送禮市場，造成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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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作物種類以累積經驗

目前，屬於溫寒帶果實的草莓在台灣種植時，冬天有

白粉症的問題，夏天則有炭疽病的挑戰，尤其在溫室的

密閉環境裡，一旦染病會擴散的很快，再加上草莓必須

在攝氏 16度的低溫才會開花，因此工研院決定採取輪

耕作法，夏季改種蕃茄。

以草莓經驗為基礎，透過其他專案計畫進行大規模栽

種規劃的溫寒帶作物還包括藥用作物金花石蒜，擁有抗

癌成分而在日本大受歡迎的白舞菇也已在中分院試種，

接下來正在研究量產的作物將是果樹類的藍莓。

除了設施硬體，栽培管理也不可或缺，這正是工研

院的技術優勢。以草莓為例，在不同溫度會有不同光反

應，而且氣溫從早到晚都不同，各地的栽培條件也不盡

相同，既有的理論基礎在實務環境持續修正，進步速度

就能加快。

黃添富表示：「以熱帶地區的溫室栽培及管理技術而

言，台灣目前的競爭對手只有以色列，但受限於當地環

境，以色列缺乏克服高溼度的相關經驗。因此，以溫室

為硬體，加以栽培管理為軟體，我們從頭建立起整套系

統，未來就能以絕對優勢將這套技術銷往東南亞及其他

地區的熱帶國家，實現南向的目標。」  

院開發的溫室生長監控與栽培系統採

用無線感測傳輸，可整合太陽能板進

行電源供電，可簡化設施複雜度及降

低成本，同時還能連結各種感測器，

蒐集植物生長與環境資訊，配合植物

生理所需條件，從遠端就能進行智能

化監控與決策。

另一項關鍵技術則是溫室最適化光

源系統，以 LED取代傳統光源並運用

其易於調控光質的特性，可提供作物

在不同天候環境下的最適化光照條件，

具有光照均勻、遮陰、儲電、節能等

效益，節省溫室光源系統電力達 30％

以上。

跨域合作的試金石

黃添富說：「我們的目標是建立跨域合作的產業化環境，

發展可快速回收的營運模式，所以要結合大數據並將分析

結果回饋至栽培管理，進而打造出標準作業程序。」

由於溫室設施的投資高，作物的選擇就很重要。葉菜

類作物種植期短、價格便宜、技術門檻低；相較之下，

果實類作物的種植期至少需要三個月，而且冬天和夏天

面臨不同問題如授粉、病蟲害，顯然更迫切需要以溫室

技術來改善。

草莓成為雀屏中選的第一項作物。透過工研院的技

術，草莓的採收期可以提早於晚秋或延後於早春開始採

收，以增加經濟價值，再加上以立體植栽取代一般的平

面種植，草莓產量可增加三倍。目前在苗栗大湖、南投

草屯和雲林虎尾三處，皆已使用工研院的溫室技術，正

在興建中的種植地點還包括桃園大溪、南投魚池等地，

總種植面積達一公頃。

黃添富指出，台中以北的栽種地可確保獲利，台中以

南的栽種地則是對熱帶種植的挑戰，也是建立南向優勢

的場域。相較於積極將作物推往東南亞國家的日本，台

灣擁有的亞熱帶經驗顯然更具優勢，若能成功以亞熱帶

設施種植及馴化溫寒帶作物，就能為台灣未來的南向銷

售建立獨特地位。

工研院輔導原本經營傳統產業的廠商轉型建置先進溫室，結合高科技發展出新一代的高

值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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