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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種植香茹的農民，從那時候開始，我們就著

手建立香茹 TGAP 生產規範，根據栽培情況
提出適合的改善栽培法，幫助香茹生產零農

藥。」其中包括建立雜草防治技術，以及探討

香茹草貯藏條件等，以確保香茹栽種品質。

除了建立香茹  TGAP 與改善栽培模式以
外，施純堅更在「香茹萃取物對改善代謝症候

群機能性產品開發及產業鏈之建構」計畫的支

持下，透過澎湖科技大學和衛生福利部國家中

醫藥研究所合作，進行香茹改善人體血糖血脂

的功效驗證。而近期相關的本土研究更證實，

香茹萃取物可以抑制肝癌、肺腺癌、乳癌細胞

的生長，促進癌細胞凋亡，同時對於化療時所

產生的後遺症如：疼痛狀況有緩解作用。

看好香茹在未來健康養生的無窮潛力，讓

貧瘠荒地也能種出黃金，施純堅積極和業者原

茶工坊、澎湖科技大學邱采新老師展開研究，

「我們在二○一六年和原茶工坊合作研發兩款

茶粉與茶包商品上市，後續更和邱老師一起開

發機能飲品配方，經由動物實驗，預計在二○

一九年通過保健食品上市標準，未來可望透過

技轉創造高產值。」

高雄區農改場 旗南分場

降血糖血脂，為毛豆次級品找春天

富含蛋白質、脂肪及碳水化合物營養、口

感鮮嫩甜美的毛豆，不需要太多的加工、水煮

後調味即可食用，是國人餐桌上的開胃菜、營

養豐富的零食，近年來更是外銷日本的主力。

圖說：1.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澎湖分場施純堅分場長
　　　2. 香茹穴盤育苗情形 (高雄農改場澎湖分場提供)
　　　3. 香茹田間植株生長情形 (高雄農改場澎湖分場提供)

專．題．報．導

透過產學研協力、點綠成金，透過機能性作物為農業帶來新商機！機能性產品是

行政院推動「臺灣生物經濟產業發展方案」中農業六大重點產業之一，藉由農業科

技研發，朝向國民營養健康、食品安全及農業永續發展等方向努力；同時發展出安

全天然無毒產品，提升品牌型農業和環保永續的創新量能。

隨著高齡化趨勢浪潮影響，根據國發會預估，我國人口從二○二二年起負成長、

二○二六年進入超高齡社會，估計老年人口比率將達 20.63％，在此趨勢下，國人對
於醫療保健與健康養生的關注度也隨之提高。

為此，農委會以「機能性產品開發」與「產業化支援體系」為主軸，鼓勵學研醫

跨界合作開發各種對抗文明病、延緩老化、調節生理機能的食物及保健產品，同時

鏈結區域產業發展以促成在地商品化。南區的香茹與毛豆，正是擁有在地特色的最

佳機能性作物代表，本文將帶領探索前述作物的綠金新商機。

產．業．優．化

◎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李宜映．林媛玉｜高雄區農改場澎湖分場／施純堅 
高雄區農改場旗南分場／周國隆

「安全機能性產品產業價值鏈之優化整合與加值推動」成果系列

打開南部特色作物
綠金新商機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澎湖分場

健康嚴選、在地限定，荒地裡的黃金

耐旱、耐風、耐鹽，在澎湖貧瘠荒地逆勢

成長出一片綠意的是素來有「澎湖青草茶」稱

號的香茹，從阿嬤那一代就流傳下來的重要作

物，曬乾後煮成茶飲，不但是旅人造訪澎湖時

必品嚐的在地限定，更是澎湖人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味清涼。

現階段澎湖的香茹栽培面積最大達 30 公
頃，在湖西鄉有 2 個香茹產銷班，在屏東地區
也有 2 分地的種植面積。「早年的研究報告中
顯示，香茹有幫助人體抗氧化、抗癌、預防肝

發炎、高血糖或高血脂的效果。」高雄區農業

改良場澎湖分場施純堅分場長表示。

然而，二○一三年時，澎湖生產的香茹一度

被檢出農藥殘留超標，也因此當時禁止相關產

品上市，引發喧然大波。施純堅說：「為了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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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改良的優質品種、令人安心的田間安

全管理，讓臺灣毛豆即使成本較高也依然深具

外銷競爭力，並且深獲日本消費者歡心。國產

毛豆主要生產區在高雄、屏東地區，近 5 年平
均外銷 34,917 公噸，每年創造近 7 千 500 萬
美元營收，而二○一九年更創新高，外銷貿易

額達 8055 萬美元 (約新臺幣 23.6 億元)。
亮眼成績的背後，是農業改良場與農民攜

手合作的成果。原來負責品種選育的高雄區農

業改良場旗南分場周國隆分場長，每 2、3 年
就會培育出新品種，並且和農民進行全面性換

種，嚴格把關品種純度。再加上臺灣毛豆產業

組成智農聯盟，專職負責毛豆的生產管理、掌

握用藥情況與訂定最低外銷金額，才讓產業穩

定起飛。

然而，在嚴格把關的背後卻潛藏隱憂，原

來外銷的毛豆中僅有 60％ 的毛豆達到外銷標
準，有 30％ 的毛豆因外觀不佳所以只取用豆
仁，其餘的只能充作牛隻飼料。「正因為次級

品的比例高，所以我

們希望開發更多機能性的

產品，讓次級品也能夠有新的利用價值，減少

農民採收損耗率。」周國隆如是說，而「大豆

機能性產品之研發與功效驗證運用」計畫也於

焉展開。

觀察日本市場對於食用豆類健康食品的接

受度高，因此周國隆挑選了 6 種豆類進行低溫
研磨粉末試驗，發現茶豆中的香姬、高雄 11 
號，擁有高異黃酮或高多酚含量，因此和臺北

醫學大學合作展開進一步的功效驗證，最後發

現高雄 11 號毛豆對於血糖血脂有明顯的改善
情況。同時，高雄改良場也和永昇冷凍食品公

司投入大豆機能性產品試製、開發出粉狀、錠

狀或膠囊的產品，以及量產製程優化。

滿足國人對食品安全與健康養生的追求，

透過機能產品研發，農改場期許為農民優化栽

種管理過程、解決次級品問題，同時為產品商

業化、健全產業發展與活絡商機再添助力。

圖說：4.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旗南分場周國隆分場長
　　　5. 高雄 11 號與香姬茶豆田間栽培情形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旗南分場提供)
　　　6. 顆顆飽滿的高雄 11 號冷凍毛豆莢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旗南分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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