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
洲茶樹精油是全球最大宗的精油之一，由於擁有

良好的殺菌效果，衍生的保養品、家衛產品及其

他商品琳瑯滿目、不勝枚舉。澳洲茶樹本身擁有的高經

濟價值，以及無需砍樹也能帶來經濟價值的永續效益，

成為工研院無毒苗木的首選，田間試種、技術移轉和商

品開發等工作也正緊鑼密鼓進行中。由於茶樹的經濟年

齡可達 25年，而且種植後第二年即可開始採收，以一

萬株澳洲茶樹每年可產出 1.2噸精油計，可望帶來長期、

穩定且豐厚的收益。

工研院南分院綠能生態系統中心資源材料專案研究

員沈金輝博士表示：「農業是唯一不會外移的產業，希

望透過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在地連結，傳遞和植物相處、

和生命連接的幸福感，來打造生態鏈的形象，澳洲茶樹

就是我們寄予厚望的指標。」

 
臺灣近年來因成功開發竹炭產品，讓原已沒落的竹

產業再度振興，曾任工研院經理的陳文祈博士是幕後

功臣，他以這項寶貴經驗為基礎，再加上六年前在國

際研討會巧遇中研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退休研究

員黃麗春博士的機緣，促成了中研院將澳洲茶樹、沉

香與牛樟等 40餘種高價值無毒植物體胚技術移轉給工

研院。

為了振興農業的經濟價值，工研院選定高經濟價值的澳洲茶樹，以科技的環境篩選、培育出無毒苗木，

這種苗木生產成本降低但價值提升，萃取的茶樹精油品質高而且更穩定。
撰文／李幸宜　攝影／邱如仁

農業是唯一不會外移的產業，工研院南分院綠能生態系統中心資源

材料專案研究員沈金輝博士希望善用可愛的土地和人，並結合生物

技術，造福更多農民。

陳文祈博士表示：「我的理念是追求永續，希望完全

不要砍樹，但又能創造經濟效益。」所以，當初雙方合

作時，就希望找出臺灣適宜或固有的林業，並將林業有

關的特用作物轉換為經濟作物，也就是從不能砍的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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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找出經濟價值，善用葉子和枝節這些對樹體本身無妨

害的部分。

工研院選定南分院組織健康生物技術苗核心實驗室，

學習無毒苗木技術，深研萃取和活化技術，在長達兩年

的草創期裡，更陸續派人到中研院和臺灣大學取經。經

過附加價值評估，適合臺灣、已經馴化，而且可平地造

林的澳洲茶樹成為優先推廣的項目之一。

陳文祈博士以本身推廣竹炭產業的經驗強調，一定要

產官學研共同合作才有可能成功。中研院的專長在學術

研究，工研院則很擅長產品行銷和品牌建立，也能找到

合適的業者承接，雙方的合作可說是雙贏。

 
位於南分院的健康生物技術苗核心實驗室的生產流

程，是以中研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移轉的植物組織

為基礎，運用中研院的體胚誘導技術，以及工研院的微

體繁殖技術、瓶苗發根分化和特殊培養基技術，再加上

育苗馴化和環境馴化技術，而建立科技化農業的特色生

物技術苗木。

外觀和一般樹苗無異的無毒苗木是由體胚細胞培養

而成，篩選出無病菌、無病毒、無基因缺陷的品種優良

植物體胚，在潔淨無菌的環境中培養成細胞、發根、長

葉，再移植到培養箱，要長成可以移植到馴化溫室種植

的苗木約需二、三個月。

沈金輝博士以金花石蒜為例說明，臺灣於 1990年代

可年產 40萬株，但現在僅剩萬餘株，對照科技的進步，

產量大幅衰退顯然有違常理。問題就出在球莖要價不

菲，農民進行分蘗後，售出帶花球莖並留下新球莖繼續

栽種，一旦植株染病，反而讓病原株在農田擴散，導致

產量愈種愈少。

如果要維持產量，就不能用病原株繼續種植，而要改

用無毒種苗，它是利用植物的全能性，猶如樹葉掉了後

會再長出相同的新葉子一樣，透過微體繁殖技術來誘導

植物細胞分化成完整的個體，也如同幹細胞經適宜的培

養可分生出不同的細胞。由於屬於無性繁殖，基因不會

發生變異，可達到保種的效果。再者，微體繁殖技術所

操作之植物細胞多屬頂端分生細胞，是病毒不易存在之

處，所以可排除生產過程被微生物污染的可能性，確保

只留下無毒化的種苗。

不可諱言的，農田裡具有複雜的病原菌生態，當某一

病原菌濃度高時，常是因為長期種植相同植物所導致。

因此休耕或輪耕二、三年後，微生物相就會進行替換，

但臺灣小農平均種植面積約四、五分地，選擇實在有

限。

因此，沈金輝博士建議混種木本植物，可帶來持續且

多樣化的收入來源，俗稱為芬多精的植物二次代謝物與

揮發性氣體也會更多元，單一微生物很難變強勢，例如：

可適應澳洲茶樹的微生物不一定能適應紅杉，如此一來

就能使環境和生態系統趨於平衡，再加上微體繁殖技術

培植的母株就像是全副武裝且擁有高抵抗力，就能解決

愈種產量愈少的問題。

工研院研發的澳洲茶樹新品系所含的桉葉素過敏原是全球最低，且

抗菌成份松油烯四醇最高，適合敏感性皮膚或嬰幼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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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天然活性成分有些會導致過敏反應，像是柑橘

精油的光過敏，也有人對花生過敏，但工研院研發的澳

洲茶樹新品系所含的桉葉素過敏原是全球最低，且抗菌

成分松油烯四醇最高，因此最適合於敏感性皮膚或嬰幼

兒使用。

原產於西澳的澳洲茶樹對環境的耐受性強，而且在臺

灣已經馴化。但可以生長並不等於豐收，尤其很多珍貴

的植物不易結果，這就凸顯了微體繁殖技術的優勢，可

以保留原有品種的好特性，但若採行有性繁殖形式如種

子，就有變異的可能。

工研院的作法就是以微體繁殖技術的無性繁殖形式，

保留過敏原最低的品種，目前工研院本身已種植二、

三百棵澳洲茶樹，因為品種良好，不用施肥也沒有病蟲

害的困擾，無需額外費神照顧。無毒苗木除了避免病原

株的問題，最顯而易見的好處在工業萃取階段能免除降

低過敏原的程序，簡化原本繁瑣的純化步驟，生產成本

降低但價值更提升。

工研院南分院綠能生態系統中心簡全基博士指出，除

了在無毒苗木下功夫，工研院也整合相關專業，強化精

油萃取設備，發展出多重壓差萃取技術，市場平均萃取

率是 0.4%至 1%，但工研院可提升到 2%至 2.5%之多，

更重要的是，萃取的精油品質高且穩定，無需經過純化

就可符合 ISO 4730和歐洲藥典 EP8.0這兩大國際標準。

微體繁殖技術也能用於克服其他問題，例如：沉香和

牛樟的培植種點在椴木，但沉香的種子儲藏不易，使其

試管育種可以保持植物好的性狀，以及把好的性狀再做改變，透過不斷的試驗，把好的品種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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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受時間的限制，如果採用微體繁殖技術，一年 365

天都可以生產沉香種苗。

 
澳洲茶樹推廣的關鍵在業務模式，而業務模式成功

的關鍵就在切入點。沈金輝博士說：「近年來，臺灣頻

頻出現食用安全的問題，但使用安全的問題也很值得關

心，像是洗澡、刷牙使用的清潔用品都避不開使用安

全，若有問題就是日復一日的連續累積，因此臺灣不應

該再使用人工化學品的商品，而是該改用天然化合物如

植物性抗菌成分等。」

因此，在研發策略上，工研院最看重的是提升價值，

其次才是降低成本，選擇澳洲茶樹做為推廣無毒苗木的

先鋒，就是澳洲茶樹的過敏原最低，市場普及度很高，

再加上澳洲茶樹二年內即可生長至二公尺，全年都可進

行採收，精油加工過程僅需萃取程序，相對簡單。

事實上，國外的化粧品及保養品常可見到和農業合作

行銷或以農田意象為行銷訴求的例子，臺灣在化粧品代

工也擁有全球數一數二的實力，工研院希望能找到好的

合作對象，並以理念相近的原則來篩選。目前已和原本

種植鳳梨也兼種百合和玫瑰，位於屏東的農場進行推廣

試種，在總面積 50公頃的農田裡撥出二公頃來試種澳

洲茶樹，商品的規畫將以個人清潔用品為主。

沈金輝博士認為，臺灣的化粧品、保養品和家衛市

場應用商機可觀。值得一提的是，澳洲的農田面積廣

大且結合機械化採收，所以澳洲茶樹的栽植方式是當

草在種，樹木通常不會長得很高；相較之下，臺灣的

小農通常只有幾分或幾甲地，為了創造更大的經濟效

益，必須把它當樹來種，這也衍生了另一個好處，因

為它樹型飽滿可兼具生產及景觀，可透過平地造林帶

來觀光效益。

簡全基博士進一步說明，工研院推動臺灣竹炭產業的

成功經驗是很好的典範，也希望以此為借鏡，在澳洲茶

樹的推廣發展出六級化產業。舉例來說，農民不易承接

無毒苗木技術，因而計劃授權企業來承接培育，農民則

專心於契作種植，對品質和產業都更有保障；此外，還

能利用第三級通路，來帶動第一級的農民和第二級的加

工，從需求面來推動供給面。（編按：六級化產業是指

透過產品加工（二級產業）及專業代理行銷服務（三級

產業）來提升農產品價值。）

 
除了澳洲茶樹，工研院其他品項的種苗也會依循相

同模式推廣，希望帶給臺灣農民高經濟價值的收入，同

時降低作業面勞心勞力的程度。沈金輝博士指出，植物

的好特色不見得能永遠保存，試管育種可以保持植物好

的性狀，以及把好的性狀再做改變，透過不斷的試驗，

把好的品種留下來。更重要的是，品種要和市場緊密結

合，所以工研院實驗室裡的所有品種都是選擇市場需求

量大者進行培育及改善。

沈金輝博士表示：「臺灣土地有限，一定要善用可

愛的土地和人。用帶不走的農業結合生物技術，造福

更多農民，為土地帶來幸福感，不是盲目追求降低成

本，而是更看重價值提升，以帶來更大的社會效益，

這樣的研發理念不會動搖，也希望能感染更多人來共

同投入。」

工研院南分院綠能生態系統中心簡全基博士指出，工研院萃取的精

油品質高且穩定，無需經過純化即符合 ISO 4730和歐洲藥典 EP8.0

兩大國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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