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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溫室生產在1980年起逐漸朝向

規模及產業化發展，根據荷蘭國家統計局

2012年統計，溫室中栽培作物以番茄1,691

公頃為大宗，其次為甜椒（1,313公頃）、盆

花(876公頃)。荷蘭設施番茄生產以高產量

為傲，大果番茄年產量可達80kg/m2，小果

番茄則有35kg/m2。在2012年更取代墨西哥

成為世界上番茄外銷第一大國。相較於荷

蘭，臺灣僅有蝴蝶蘭栽培溫室投入較多設

備且具有規模，設施番茄栽培面積約200公

文／圖 ■   許涵鈞、鍾瑞永

頃，以簡易溫網室為主，栽培期為每年的

九月至翌年四月間，單位面積產量約為6～

10kg/m2，但臺灣小果番茄品質極高，平均

糖度可達10～13oBrix，屢屢讓品嚐過的國外

訪客驚艷。

臺荷合作建構亞熱帶適應性溫室計畫

起源於2012年，計畫內容包含設施、生產

體系(模式)等相關技術之整合、人員交流及

訓練等，期望能夠發展適合亞熱帶地區之

生產溫室，並達到周年生產的目標。建構

亞熱帶適應性示範溫室為此合作計畫的核

心重點，此示範溫室除了適合於亞熱帶氣

候條件生產小果番茄，更符合臺灣地區小

果番茄溫室生產及建造成本，可以說是為

臺灣地區小果番茄生產量身訂作的溫室。

亞熱帶適應性示範溫室營運現況

荷方於101年7月完成溫室微氣候模

臺荷合作建構

亞熱帶適應性溫室營運現況

1  示範溫室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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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並提出示範溫室招標建議書，經過由

國內學者依台灣氣候現況提出修正後，由

臺灣廠商依照規劃進行建造，並於103年3

月完工，預計於103年12月4日正式舉辦開

幕儀式，同時辦理國際溫室園藝技術研討

會。

依照規劃設計，溫室採用具有散射功

能(Diffuse)塑膠布為披覆材料，具有85%透

光率及70%散射率，地面則以白色雜草抑制

蓆覆蓋，讓光線在溫室中均勻分布；為了達

到溫室內不高於35℃的目標，以側窗及開

窗率達地板面積50%的天窗配合350g/m2h

噴霧量，同時搭配30%外遮陰網，達到降溫

目的；在栽培體系上，採用介質離地懸吊式

栽培，以椰纖為栽培

介質，並以兩階段育

苗，即小苗先定植在

10公分見方的椰纖塊

上(Block)上，伺第一串

花序出現再移植到椰

纖袋(Slab)上栽培，為

了精準控制水分及養

分，採用養液滴灌，

並依據日照量進行灌

溉。

為了模擬出最佳

環控條件及驗證設備效能，於3月31日定植

小果番茄「玉女」及「臺南亞蔬6號」，同

時進行品質及產量分析(表1)；並記錄試驗

期間溫室內平均溫濕度(表2)。本次試驗主

要為驗證設備效能，番茄栽培密度為1.6株

/m2，單幹整枝，於5月22日第一次採收後

便除去第3～5串花序，以促進植株營養生

長，試驗進行至6月中旬，因為粉蝨危害嚴

重而結束試驗，試驗期間養液由本場自行

研發配方，依照光積值進行灌溉，每株於

光度累積達200umol/m2s即灌溉100mL，平

均每日灌溉次數為9～13次，每日平均溢流

量約於35～40%之間。溫室內環空由Priva-

Maximizer系統自動控制，設定白天溫度高

於27度時啟動降溫設備(如：噴霧、天窗及

側窗)，夜間溫度低於18度時啟動保溫設備

（如：天窗及側窗），本次試驗期間正值高

溫期，五月份平均日溫為28.75℃，最高溫

為33.7℃，在高溫條件下並不容易維持高品

2  栽培採兩階段育苗，以椰纖袋離地栽培，以養液滴
灌供水及供肥。圖為定植後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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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定植後兩個月進入果實轉色期，圖為臺南亞蔬6號果
實

5  六月份玉女植株外觀

3  溫室內利用天窗、側窗及噴霧達到降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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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參試小果番茄「玉女」及「臺南亞蔬6號」品質及產量調查*

採樣日期 品種 單果重(g) 糖度(。Brix) 酸度(%) 產量(kg)

5/22
玉女 10.7 9.1 0.37 4.2

臺南亞蔬6號 13.05 7 0.34 15.7

6/3
玉女 11.9 8.4 0.33 30.2

臺南亞蔬6號 14.7 6.3 0.35 81.3

6/12 玉女 16.6 7.5 0.28 48.3

*產量數據為兩參試品種各400株之調查資料

質果實，果實糖度隨著溫度升高而降低。

在設施微氣候上，試驗期間溫室內平均日

間溫度介於28～29.2之間，夜溫介於23.6～

25.8℃間，與溫室外氣溫十分接近，且達

到規劃目標未高於35℃，而溫室內平均日

間相對濕度介於68～84.8%，夜間濕度於

86.5～93.4%之間，由於5～6月份間白天溫

室內以噴霧進行降溫，日間濕度平均較外

界濕度高出5%左右，溫室內夜間濕度雖偏

高，但與外界濕度相近；高濕度栽培環境

容易引起病害及生理障礙發生，雖然配合

天窗及內循環風扇運轉，但並沒有明顯效

果，由於示範溫室並未規劃機械降溫或除

濕設備，正積極尋求解決方法。

表2、溫室內溫濕度資料(4/11～6/15,2014年)

期間 日夜
戶外溫度

(℃)
溫室溫度

(℃)
溫度差

(℃)
戶外濕度

(％)
溫室濕度

(％)
濕度差

(％)

4/11~4/30
日間 27.44 28.07 -0.62 66.99 67.94 -0.95 

夜間 22.92 23.57 -0.65 85.09 86.42 -1.33 

5/1~5/30
日間 28.75 28.84 -0.09 74.92 79.29 -4.38 

夜間 24.28 24.46 -0.18 90.53 91.58 -1.04 

6/1~6/15
日間 29.15 29.22 -0.07 79.56 84.79 -5.23 

夜間 25.72 25.88 -0.17 92.58 93.40 -0.81 

註:溫度差及濕度差為戶外減去溫室內所得差值

結語

目前溫室通風試驗與養液試驗均持續

進行中，同時也隨外界環境變化修正環控

決策，溫室部分設備也依據實際營運情形

逐步進行改善工程。

示範溫室為依據臺灣氣候條件及生產

成本所規劃之溫室，需配合正確的環控決

策才能發揮最佳效益。荷蘭與臺灣氣候條

件有差異，在溫室環控策略上荷蘭以加熱

加濕為主，臺灣則是需要降溫及除濕。期

望透過此示範溫室栽培經驗，建立臺灣地

區設施番茄周年栽培生產模式、養液灌溉

系統及介質栽培管理模式，將整套栽培系

統推廣至農民生產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