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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為推動有機農業之先驅國之一，台灣的耕作環境與制度與日本相似，本

研習於 10/19-11/3 前往沖繩以及九州熊本、福岡及東京等地，分別前往農研機構

之九州沖繩農業研究中心並赴九州大學及九州東海大學阿蘇分部分別拜訪上野高

敏及片野學教授，並拜訪沖繩及九州之有機栽培農場七處等。於拜訪有機農田後

有一共通之處，農民對於土壤的保育觀念相當強，皆認為唯有建構土壤的微生物

多樣性與平衡方能讓植物健康，並對外來逆境包含病蟲害可以有抵抗力，另外維

護農田的作物多樣性可以有利於維持其他生物的多樣性，使天敵可以立足並對害

蟲發生產生抑制作用。前往各個農場可體驗到土壤相當鬆軟透氣，且各個農場皆

能有效利用農場廢棄物製作堆肥並回歸土壤，液態發酵微生物肥亦是農民常用的

資材，除補充營養外亦讓土壤微生物相符合作物需求。此外目前兩所大學持續進

行田間生物多樣性研究，欲進一步建立科學數據說服消費者與生產者，並認為建

構擁有生物多樣性的農田方能永續經營。經討論後上野教授及片野學教授亦提出

可與台灣在農田生物多樣性研究及推動方面進一步合作。綜合本次研習結果，日

本農田環境與台灣相當，唯其農民在土壤保育觀念與維護生物多樣性的做法值得

台灣借鏡，未來亦可在有機農田生物多樣性研究與推動方面進一步合作，建立科

學數據說服消費者與生產者，使有機農業能永續發展。 

 

關鍵詞: 日本、生物多樣性、有機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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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行程表 

日 期 地點 行程摘要 

10/19 (三) 台北-琉球沖繩 路程 

10/20 (四) 沖繩 參訪九州沖繩地區農業研究中心—沖繩分部 

10/21 (五) 沖繩 參訪 MOA 大宜味農場 

10/22 (六) 沖繩 參訪沖繩地區有機農場 

10/23 (日) 琉球沖繩-九州

熊本 

路程 

10/24 (一) 熊本 參訪九州沖繩地區農業研究中心—九州總部 

10/25 (二) 福岡 參訪九州大學農學研究院 

10/26 (三) 阿蘇 參訪九州東海大學應用植物科 

10/27 (四) 阿蘇 參訪南阿蘇地區有機農場 

10/28 (五) 阿蘇、熊本 參訪有機農場、有機流通中心及使用有機農產品

之餐廳 

10/29 (六) 熊本 參訪有機商店 

10/30 (日) 熊本 參訪有機商店 

10/31 (一) 九州熊本-東京 路程 

11/1 (二) 東京 參訪 2011 日本有機農業展 

(有機農産物マッチングパビリオン 2011) 

11/2 (三) 東京 參訪大田市場及有機超市、商店 

11/3 (四) 東京-台北 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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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言 

第一節 研究目的 

生物多樣性為近年來各國關注的焦點，因為人類對於地球環境的過度開發導

致生物棲息地迅速減少，直接或間接導致物種的滅絕以致於生物多樣性的減少，

也使生態平衡瀕臨瓦解。維護生物多樣性可由棲息地的保護來達成，減少不必要

的開發及干擾可使自然平衡。但是為了維持人類的糧食生產，勢必得開發農地來

生產糧食，農地的生態有別於自然的生態，其生物多樣性常處於急遽變動及多樣

性不足，但為了使生物多樣性增加，可利用人為的方式來建構，如使栽種的作物

多樣化、農田種植綠籬、不使用化學農藥及肥料維護土壤的生物多樣性等等。在

2010 年 8 月於台北舉辦的台日有機食品科學發展與應用商機研討會上，來自日本

九州東海大學阿蘇分部的片野學教授特別舉例提出一處位於日本九州的水稻農

田，十五年前開始不使用化學農業及肥料的情形下，並未遭受任何重大的病蟲害

侵襲，鄰近的一般慣行農田則是危害嚴重，因此提出了生物多樣性的概念，也促

成了此次的參訪。生物多樣性農法即是在維護農田生物多樣性的前提下所做的生

產方式，特別強調生物多樣性的維持可以有利於農田的生態平衡此種概念，由物

種間的食物鏈食物網關係來使作物避免遭受病蟲害等侵襲，減少人為的投入，亦

如同於自然農法及有機農業的精神一般。 

 

第二節 生物多樣性與環境建構研究簡介 

欲成功建立良好的有機環境，人為操控主要可先從土壤和植物兩方面著手。

土壤的物理、化學和生物性質處於 佳狀態時，便可有效讓植物產生對病蟲害的

抵禦能力；而植物多樣化可增加生物多樣性，反過來也能夠促進健全土壤中的微

生物相，土壤與植物兩者之間的加成效果造就出健康的農業生態系統(healthy 

agroecosystem) (Altieri and Nicholls, 2003)。 

(一)土壤環境與病蟲防治 

使用天然有機肥料可以增加植物本身的抗性，而降低害蟲的族群密度。藉由

施用天然有機肥料、輪作、栽種護土植物，可保持土壤健康的肥力，進而增強生

長於其中的植物抵抗力(Culliney and Pimentel, 1986; Altieri and Nicholls, 

2003; Mohler and Johnson, 2009)。學者認為使用非有機肥料可將氮肥含量控制

在正常範圍，能減少病蟲害發生機率，而過量施用化學合成肥料容易使植物體內

營養不均衡，降低對害蟲的抗性。土壤營養的成分，直接影響植物生長的偏好

(preference)、抗生(antibiosis)、和耐受性(tolerance)，從植物生長過程中也

能觀察到植物生長速率、成熟速度、植株大小、及表皮厚度的不同，這些條件都

是植食昆蟲是否能成功立足於該植物上的重要因素。除了土壤肥力之外，土壤微

生物的多樣性對於作物的生長是否有正面的影響亦是另一個課題，土壤中的微生

物種類及數量不可計數，已證實對於作物有益的微生物包含菌根菌、根瘤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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黴菌、枯草桿菌、固氮菌、溶磷菌等等，對於病害防治及植株生長分別有所助益。 

(二)植物多樣化與病蟲害防治 

許多學者反對大面積單一化作物的栽培方式，因容易引發大規模的病蟲害，

欲有效綜合管理田區內的害蟲，需仰賴害蟲、天敵生物、週邊其他植物害蟲、甚

至是雜草上的害蟲之交互作用制衡來達成，因此植栽的多樣化更顯得重要，植栽

多樣化可分為三部分：植物種類、空間上的排列、同時段內不同植物混栽，目前

於田間利用上如間作、草生栽培、與護土植物或其他利於有益昆蟲棲息之非經濟

植物交替種植，皆可增加天敵及有益微生物的種類，使整個農業環境具有豐富的

生物相(Andow, 1991; Khan, 1997; Bengtsson, 2005)，透過各物種之間相互競

爭或捕食所達到的平衡，可減少一部份人為外加進去欲控制病蟲害所耗費的心思。 

國外學者提出利用 ‘Push-pull strategies’ (推-拉策略)來控制害蟲密度

(Cook et al., 2007)，意即在田區內同時栽種「忌避植物」與「陷阱植物」(trap 

cropping)以降低害蟲族群密度(Hokkanen, 1991)。田區內部種植忌避植物，將害

蟲往外圍驅趕，另一方面則運用陷阱植物將害蟲引出，忌避植物與陷阱植物兩者

之間一般藉由透過害蟲的視覺和化學氣味感受性來達到此種一拉一推的效果，改

變害蟲和天敵族群的分佈及豐度以減少對農作物的危害(Foster and Harris. 

1997)。建立好土壤和植株的管理體系，可以省去未來對病蟲害防治的成本，但必

要時仍需綜合其他方式如天敵的釋放、費洛蒙的運用或天然殺蟲物質的施用等

(Zehnder et al., 2007)。 

相對於一般慣行農業，有機環境的建構是一種對自然生態友善的操作手法，

大部分研究顯示都傾向認為有機環境可提高生物多樣性(Bengtsson et al., 

2005)，換句話說由生物相的組成和結構便可判斷一個有機環境是否成功建立，生

物種類的增加即意味著有效提高天敵和有益微生物防治病蟲害的機會。 

Stiling 和 Cornelissen (2005)的研究中指出害蟲若處於含有生物防治因子

(包含寄生性和捕食性天敵，以及微生物)的環境中，與對照組相比可降低 130%的

害蟲豐度，以及增加害蟲被寄生數量達 139%，因此穩固好這些生物防治因子勢在

必行，栽種綠籬植物即為增加自然界中生物防治因子的 佳的方式。 

丹麥研究顯示多年生的柳樹田籬的確可以在冬天時作為天敵的培養所，並在春夏

時讓天敵擴散至 200 公尺遠的田間(Langer, 2001)。而 Marino 和 Douglas (1996)

研究調查也顯示，於栽植多種類灌木樹籬的玉米田區內，危害玉米的夜盜蟲

(Pseudaletia unipuncta)被天敵寄生的機會較高（相較於樹籬種類少的玉米田）。 

 

第二章 參訪焦點人物研究面面觀 

第一節 九州有機農業之靈魂人物～東海大學阿蘇分部應用植物科學科之片野學

教授 

初次與片野學教授會面是在 2010 年於台北的「台日有機食品科學發展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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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機研討會」上，會議中他針對日本有機農業發展現況、戰略及今後課題作ㄧ演

講，提及日本有機農業發展可分為 4個時期，於 1970 年代前的創立期，代表人物

有 3位，分別為倡導無肥料自然農法的岡田茂吉(1882-1955)、無之農法(自然農

法)的福岡正信(1913-2009)以及成立日本有機農業研究會的ㄧ樂照雄

(1906-1994)。1980 年代後主推無農藥及無化肥栽培，並以自然生態理念來培育土

壤，達成農田永續利用的耕作方法。1989 年農林水產省成立有機農業對策室，因

此於 1990 年代政府正式關心有機農業發展。至 2006 年有機農業推進法實施後，

政府與地方政府則陸續施行有機農業推進計畫，至 2008 年後正式有政府預算來支

應有機農業的推動。其對於目前日本有機農業的發展腳步無法大部向前有所憂

心，並且肯定台灣有機農業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及民間的踴躍參與，讓台灣的

有機農業蓬勃發展，以其在日本有機農業的堆動角色，對照到台灣的推動動力及

活力，其在研討會的會談言語間透露著些許羨慕之情。 

 

九州東海大學阿蘇分部入口風景宜人 

校園內的有機水稻試驗田 

 

片野學教授主要任教於九州的東海大學之阿蘇分部，研究重點放在水稻的育

種、有機栽培、肥培試驗、栽培密度等等，並且大力推廣有機栽培及有機食育觀

念，期望藉由改變農民耕作習慣以及教育消費者須注重食材的選擇，由此兩方面

來推廣有機農業的理念。在學校的有機水稻田內，保留了日本國內將近三十個水

稻品系，有供食用的，亦有供做為製作清酒的特別品種。由於十月底已近水稻收

割的後期，試驗田內除少數持續調查品系比較產量試驗外，大都收割並存放於簡

易溫室內倒掛陰乾並儲藏。不過在試驗內尚可看到利用前期作的稻草桿或可容易

取得的蘆葦做為鋪蓋，以抑制水稻田的雜草，在腐熟後亦可作為水稻的養分來源，

可見其取之於自然用之於自然的用心。另外的試驗則是類似於國內所做的不同行

株距對於水稻田水稻產量的影響，此試驗結果顯示寬行株距有利於水稻的生長，

且減少病蟲害的發生。農田除可看到肥沃的土壤外，亦可見大量的蜻蜓盤旋附近，

可見其生態之健全。 

除了在大學開課及教導研究生外，教授對於農民的輔導亦不遺餘力，且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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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做起，辦公室一角則是飲食烹飪的地點，食材選擇為當地的有機蔬果，並免費

提供與學生來一起享用。身兼環境保全型農業技術研究會會長、MOA 自然農法國際

研究開發中心理事、九州有機農業推進聯絡協議會會長…等多重身分的他，以其

對於有機水稻田的多方面觀察及研究，推展其生態平衡運用於有機農田的理念，

其中心思想則是保護好農田環境使生物多樣性增加，使農田生態達到平衡，作物

則可以生長良好。 

除了研究推廣之外，教授對於有機食育的觀念推展亦是不遺餘力，藉由參加

不同的研討會及專題演講，將有機食材的好處教育予消費者，除了對於環境的友

善之外，有機食材的使用與食用有助於減少身體負擔。有鑒於ㄧ般消費者對於蔬

食料理的陌生，教授更是身體力行，幾乎餐餐掌廚，運用其對於有機食材的烹飪

技術，做到讓食物色香味俱全非常有吸引力。 

 

片野學教授（圖左） 片野學教授親自掌廚的午餐 

 

第二節 有機農田多樣性研究與消費者教育之連結～九州大學農學研究院上野高

敏教授 

上野高敏教授主要服務於九州福岡縣之九州大學農學研究院，主要研究生物

防治之相關技術，因此對於生物防治及害蟲防除方面研究有獨到見解，近年來提

出在農業生態系裡使用指標性生物來作為生物多樣性的指標，此此標可應用於保

持或管理生物多樣性、傳播生態友善(eco-friendly)農業概念以及改變大眾或農

民對於生物多樣性的觀念。生物多樣性為何如此重要？上野教授特別指出現行的

傳統農業耕作制度由於人為投入的關係亦可稱作是半自然的環境，但此環境其實

某種程度也接受到自然生態平衡的生態系統服務，舉凡於農田內有益生物(天敵等)

所提供的生物防治等功能皆是屬於生態系統服務。但要如何將農業與生物多樣性

互相連結？其實可由有益生物的觀點來連結。由於農民大都會關注在農田裡病蟲

害的發生，以及如何避免發生及如何防治，若可藉由有益生物多樣性的調查，凸

顯有機農田內與使用化學農藥農田內可幫助害蟲防治的有益生物多樣性及數量的

差異性，找出科學證據證明ㄧ般有使用化學藥劑的農田的天敵會為使用藥劑而減

 7



少，來說服農民減少用藥甚至於施行有機農業耕作方式來保護農田生物的多樣性。 

以日前在水稻田進行的生物多樣性調查及相關報告結果顯示，在無使用任何化

學防治的水稻田裡可調查到 2495 種動物以及 2146 種植物，以及其他物種 829 種，

其中昆蟲及蜘蛛占了動物物種的 75.7%，其多樣性之高可想而知。其中亦有相當多

樣的天敵物種。然而如果使用過農藥，則其物種種類迅速減少，若長期使用農藥，

則以往常見的物種甚至滅絕，天敵的數量隨著使用農藥的頻率增加而減少，由其

於水稻收割時期可明顯看出有機田內天敵的數量明顯高於使用ㄧ次化學藥劑者，

使用過三次藥劑的農田幾乎看不到天敵存在。雖經過一段時間可漸漸恢復多樣

化，但已無法回復到先前水準。然而如何說服農友來保護此多樣性，唯有提出對

於農民耕作時有利的條件才有可能接受，因此上野教授特別調查有機水稻田的天

敵種類，並藉由指標性生物來顯示水稻田生態環境健康與否。 

 

生物防除研究室ㄧ偶 

 

與上野教授藉由簡報檔討論生物多樣

性議題 

 

經過長時間調查 終提出以水稻田內常見的寄生蜂(Itoplectis naranyae)及

數量做為水稻田生物多樣性的指標，由於此類寄生蜂為ㄧ常見的寄生蜂，並且是

水稻田鱗翅目害蟲重要的天敵，且容易調查以及觀察。因此可藉由農田調查資料

來說服農友來從事環境保護型的有機農業。對於消費者則是提出從事有機耕作來

維護農田的多樣性，除了可得到安全的農產品之外，亦可以盡到維護生態環境的

一份心力，藉由消費者的力量來影響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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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田與ㄧ般農田使用不同次數化學藥劑後之天敵數量變化示意圖(摘自

上野教授簡報) 

 

 

 

 

害蟲被寄生蜂寄生率與作物上害蟲危害率示意圖(摘自上野教授簡報) 

 

第三節  生物防治的尖兵～清水 徹之天敵繁殖中心 

生物防治為有機農業裡害蟲管理辦演重要的角色，台灣於近二十年來亦進行

相當多種類生物防治天敵昆蟲的相關研究，舉凡基徵草蛉、小黑花椿象、黃斑粗

喙椿象、赤眼卵寄生蜂、釉小蜂、錨紋瓢蟲及捕植蟎等天敵皆有所研究，但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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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市場需求尚未足以支應形成產業，因此生物防治天敵的產業似乎尚未成形。

日本在生物防治產業化的腳步似乎可供作國內參考。藉由九州沖繩農業研究中心

系滿駐在的市瀨克也博士引見，拜訪沖繩縣系滿市之工業區內之清水徹先生，該

人員為琉球產經株式會社開發部開發課課長，負責繁殖並管理可供作生物防治的

天敵，該部門主要負責天敵研究施設。主要生產防治斑潛蠅的寄生蜂-華釉小蜂

(Neochrysocharis Formosa (Westwood))(膜翅目，釉小蜂科)以及專門用於害蟲薊馬

防治的捕食性蓟馬-細腰兇薊馬(Franklinothrips vespiformis (Crawford)) (纓

翅目，錐尾亞目，紋薊馬科)。 

 

專門生產天敵的設施 細小如螞蟻般的細腰兇薊馬 

(圖上的小黑點) 

 

該公司目前的天敵主力產品雖只此兩種天敵供應設施蔬菜之害蟲防治之用，

但於其飼養中心內尚且見到其他種類天敵陸續研究中，並且以外米綴蛾的卵為食

物來飼養天敵，未來可能進一步推出應用。值得ㄧ提的是該兩種天敵的保存寄送

迅速以及方便農友的使用，如每一單位的華釉小蜂之成品為 10 公分長的指型塑膠

管，內附華釉小蜂成蟲 25 隻，可使用種植作物約 75 坪的溫室大小，用以防治斑

潛蠅類害蟲。每一單位的細腰兇薊馬成品，則是存放於 15 公分長的瓶子內，內有

250 隻的葪馬成蟲，亦可使用於約 75 坪大小的溫室內，防治蓟馬類害蟲。農民可

請各地區的農協代為訂購，一至二天即可收到天敵，收到後只要將瓶口打開，平

口朝上放置於設施內，天敵即可自瓶內自行移動散佈於溫室內搜尋害蟲以達到生

物防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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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徹先生(左)及後方之繁殖天敵之貨

櫃 

外米綴蛾成蟲及蛹 

 

 

第三章 融合自然生態的非常有機巡禮 

第一節 亞熱帶之有機農業～MOA 大宜味農場 

 

MOA 大宜味農場之有機大豆 MOA 大宜味農場之有機水稻田 

 

大宜味農場位於琉球沖繩本島的北方，為 MOA 農場 接近亞熱帶氣候台灣緯

度的農場，該農場實際占地約五公頃，種植包含有機水稻、雜糧、蔬菜及果樹等，

採用自然農法。藉由九州沖繩農業研究中心系滿駐在的市瀨克也博士引見，拜訪

此農場，藤井茂先生為農場主人之一，同時為自然農法普及員，除了管理農場之

外亦肩負有教育生產者及消費者的任務。農場內除了生產之外，同時每年會依據

季節推出有機農場巡禮相關活動，包含解說教育及體驗，親身感受採集烹飪的樂

趣，農場周圍亦設有環山步道可供健行。問及病蟲害或者土壤肥培管理是否有何

注意事項，藤井茂先生表示對於病蟲害的防制皆未採用任何防治資材，只要保護

好土壤及生態環境，老天爺自然會幫忙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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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A 大宜味農場籐井 茂先生(左)以及九

州沖繩農業研究中心市瀨 克也博士

(右) 

農場景色自然怡人 

 

第二節 琉球有機農業之先驅～宮城繁雄之網室甜椒及蕃茄 

琉球地區雖不是日本有機農業的蓬勃發展區域，但宮城先生相當自豪的表示

他從三十年前即開始不用化學農藥及肥料的耕作方式，隨著時間及相關技術的演

進，從露天栽培的技術一直到溫網室栽培技術都難不倒他，一走進其溫室內，映

入眼簾的是生長良好的作物，但 特別的是在走進溫網室後，感覺到土壤的彈性，

厚厚的一層有機質舖滿了土表，同時可清楚的看到前一期作物的殘體，宮城先生

表示這就是作物長得漂亮的秘訣所在。為了保護土壤讓土壤有機質增加，也讓土

壤微生物能夠蓬勃發展，他將前一期作的植物殘體回歸到土壤，並且採用輪作的

方式，不同種類作物在不同時間不同溫網室內輪流種植，同時解決了連作可能造

成的植物營養需求不平衡及病蟲害問題。 

 

 

種植於富含有機物的土壤上有 羅勒與番茄間作在溫室內生長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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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花胡瓜生長良好 

 

第三節 南阿蘇的快樂農家～高島和子氏的開心農場 

阿蘇位於九州的中間位置，南阿蘇則位於阿蘇市的南邊，農場位於南阿蘇主

要道路旁，距離東海大學阿蘇分部僅有十多分鐘車程。農場放眼所及看到種植著

多樣化的作物，舉凡青蔥、芋、大豆、翼豆、玉米、高粱、薏苡、小米、絲瓜、

甘藷、蕎麥、刀豆、芝麻….等等，零零總總加起來超過二十種，雖然面積不及ㄧ

公頃，可謂高度的作物多樣化。隨後主人到來，笑容可掬的她很容易讓旁人感染

到快樂的氣息，猶如在開心農場內的快樂農民。隨即進入農田內一一介紹所種植

的作物，並隨手採起生薑、甘藷…等已可採收之作物分享。 

 

農場內種植超過 20 種的作物 開心農場裡的快樂農民 

 

特別的是主人特別拿出一個塑膠袋，似乎有什麼法寶，隨即拿出似乎已經

腐熟的有機質，說是從附近原始森林下收集的腐植質，並且開始灑佈於作物附近

土壤上當成有機質肥料，特別指出使用此有機質可以讓土壤的好的微生物增加，

讓作物可以更容易吸收養分，吸收好作物自然健康。心想此與研究人員的研究結

果似乎有著某整程度的契合。也因為此地區的環境有著大片的森林，可說是有取

之不竭用之不盡的腐植質。在農場內可感受到土壤的彈性與通透性。隨手即可拔

起作物，稍微搖晃即可將土壤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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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森林裡收集來的有機質 生長良好的玉米 

 

隨後至農家家裡訪視，ㄧ進入院子內即可看到一小片區域正在陽光下曝曬的

新鮮稻穀，此為前幾天自田裡收割回來的稻穀，稻穀曝曬後自行碾製自行以自有

的品牌販售，農場內的二十幾種作物亦是自行販售或者分享予親朋好友，即可自

給自足。進入農家內可感受藝術氣息濃厚，原來是主人的女兒擁有一身好本事，

從事藝術陶藝的女兒除了製陶燒陶外，亦經營著陶藝教室，運用來自本地木材燒

窯出本地的陶製品。 

農家內臥虎藏龍~製陶藝術家 自家院子內日光曝曬的稻穀 

 

第四節 自給自足的多樣化農場～梅木正ㄧ的山居歲月 

行經富饒的阿蘇平原，越過阿蘇火山的環狀山脈，經過 高點大觀峰，回頭

看到山下大片井然有序的水稻田，雖已收割但壯闊的景色依舊。隨後來到南小國

町，此地區為重要的觀光旅遊地區，著名的黑川溫泉即位於此區。在森林裡的道

路一路前進，隨著道路愈來愈窄，於轉彎路旁即看到一個 JAS 有機驗證通過的標

示牌，此地區為梅木先生農場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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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內景致宜人 手作工作坊內 

 

進入農場內發現尚未收割的水稻田，分別有著兩種不同的色彩，隨即進入非

常有特色的小木屋咖啡廳內，此木屋猶如農民展示成果的舞台ㄧ般，屋內除了吧

台及餐桌椅外，尚有其手做的加工果醬、辣醬、乾燥的香草植物、乾燥的辛香料

產品，亦有自家生產碾製的日光曝曬米…地產地銷的施行不外乎就是如此。進入

木屋後方有一片的藍莓果樹園區，亦是被大片森林環繞著，亦有幾棟的簡易塑膠

溫室，由於此地區已在山腰處，溫度較平地低，香草植物、辣椒、番茄等作物種

植其中才能生長良好。對於農作物的管理，梅木先生表示此地區由於溫度低，病

蟲害較少，又由於處於森林中，森林裡富含養分的土壤及有機質會順著地形而滑

落他的農田，因此也無須特別的施用肥料，土壤皆能保持相當肥沃的程度。唯一

需要的是低溫讓作物生長較慢的問題。 

 

 

自家生產的藍莓 

 

自家加工的產品(果醬、辣醬、乾燥的香

草植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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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觀賞及食用的辛香料圈 農場內種植的藍莓樹 

 

第五節 不可思議的有機稻田～富田親由的有機堅持 

自從片野學教授在台北的演講提及有機水稻田不可思議的抵抗害蟲危害，心

中其實有些許的震撼，鄰近的兩個田區竟然會因為有機與慣行栽培的差別，病蟲

害發生有如此天壤之別的差異。雖然在學理上已有研究證明維持生物多樣性可讓

農田天敵增加，間接使害蟲發生減少，但還沒看到差異如此大的比較，而且僅是

相鄰的兩塊田區。親自走一趟富田先生的田區，猶如在台灣的水稻田ㄧ般，與鄰

近的田交界處僅僅是田埂的寬度，唯一特別的是此區域的田埂皆會種植紅花石

蒜，聽片野學教授及上野教授提及，種植在田埂上可以避免土龍(鼴鼠)破壞田埂

而造成水稻田無法儲水。 

富田先生提及自從 15 年前開始不使用化學農藥及化學肥料之栽培開始，他的

農田病蟲害發生皆很輕微，乍聽之下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但在富田先生的親自說

明以及片野學教授的驗證下確實如此。尤其是兩年前，在菊池地區的水稻田普遍

遭受水稻飛蝨的侵襲下，富田先生的有機水稻田屹立不搖，隨著隔壁一般慣行水

稻田的水稻逐漸枯萎之際更顯得有機農田在此地區的突兀。如同九州大學上野教

授所做的調查及結論一般，有機水稻田的天敵數量及種類相當多，舉凡蜘蛛、瓢

蟲、草蛉及蜻蜓等皆是水稻害蟲的天敵，可有效抑制害蟲的發生。此外由於布施

用化學速效性的氮肥，以及採用寬行間距的種植方式亦間接避免害蟲的孳生。在

已收割完之有機稻田內走動，隨處皆可看到青蛙活動其中，可見此農田生態的健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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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傳可防治地鼠為害田埂的紅花石蒜 生長良好的有機水稻 

農田裡隨處可見的青蛙 與片野學教授及富田先生討論 

 

 

第六節 森林懷抱裡的農場～原田幸二氏的森林有機農場 

位於阿蘇南部的上益城郡的山都町是一個群山環抱的區域，所有的農田皆是

利用森林裡的平坦區域開發而成，並且梯田處處，景觀呈現多樣化。擁有 30 年有

機耕作經驗的原田先生，共擁有 14 公頃的森林及耕地，的農場耕地皆散佈於一大

片森林之中，旁邊的林相大部分為混雜的原始森林，隨手挖起土壤，沙質壤土狀

況相當好，可謂是在森林擁抱裡的有機農場。他提及光在這個小小的山都町就有

超過 100 位有機農戶，透過他的有機通路供應全國超過一萬名以上的會員有機蔬

果。此地區有著發展有機的絕佳天然條件，植物成長所需的三個要素乾淨空氣、

水源、土壤，此地區全具備。森林分為兩種型態，ㄧ為原始森林，另一為人造林，

要至農場沿路經過山間道路兩旁，植物呈現高度多樣化，蟲鳴鳥叫，也因此讓原

田先生能在不使用任何化學藥劑情況下，能生產高品質的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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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座落在森林裡的有機農場 生長情況相當好的萵苣 

 

初次踏進農場，即可感受到土壤的鬆軟，原田先生指出三十年前即開始不使

用化學肥料及農藥，除使用少量的有機液肥之外，並未使用其他資材，在森林裡

的農場可說是完全採用自然的方式，隨手即可輕易拔起萵苣、胡蘿蔔等。農場種

植的甜椒及辣椒的田區，可看到在田畦旁種植萬壽菊，據原田先生表示是為了防

治地下部線蟲。根據前人研究以及本場在番石榴根瘤線蟲的防治成效內亦已證

明，種植萬壽菊、孔雀草或天人菊可以忌避甚至直接對根瘤線蟲等地下部植物寄

生性線蟲造成致死效果。 

 

田間種植萬壽菊作為線蟲的忌避植物 隨手拔起品質相當好的有機胡蘿蔔 

 

第七節 身懷絕技的婆婆～和田子氏的手作加工物 

有機農產品除了以新鮮的型態販售流通外，尚可以簡易加工成加工品，ㄧ方

面易於保存，另一方面也可為農作物創造更多樣化不同的產值，和田婆婆即是將

此方面發揮到極致，舉例來說，蘿蔔除了可採收地下部販售外，亦可作成醃蘿蔔，

除此之外，婆婆更是將本被廢棄不要的蘿蔔葉，經簡單薄鹽醃製調味後，即成唯

一道非常清爽可口的小菜。 

ㄧ到和田婆婆的家門口，即看到已被剖半的新鮮蔬菜放至門口販售的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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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家中坐下即在桌上看到已經放置六七碟的手作物，有紫蘇葉染色的水煮蛋、

蒟蒻加工品、醃製蘿蔔葉、乾納豆及多樣的蔬菜醃製品，隨即開始品嚐起來，每

樣都清爽可口，可謂是 天然的食物。已經高齡八十歲的和田婆婆陸續又拿出許

多的看家本領，絲毫看不出如此有活力的她已經如此大的年紀，他的父母更是高

齡百歲，雖沒親眼瞧見，心想在如此好的環境以及如此天然的食物下人人應該都

很健康。 

 

放至家門口販售的新鮮蔬菜 滿桌的手作加工品 

利用稻稈鋪蓋田間防治雜草 自行在田邊所製作堆肥 

 

隨後到位於附近的有機農田內探訪，在農田旁即有一處堆積成小山的自製堆

肥，據婆婆說是用植物殘渣、森林裡的有機質以及多樣的農業廢棄物所堆製成的，

農場內的作物即是靠這些有機堆肥提供補充的養分。農田內可見其利用稻草桿鋪

放於田間來防雜草，取之於自然用之於自然，將自然界產生的有機物質回歸到土

壤裡，達到物質循環的目的，也生產出人類所需要的食物，此正是身懷絕技的婆

婆的生活哲學。 

 

第八節 有機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連結～熊本有機的流通命脈 

為於熊本縣益城郡的「熊本有機之會」為熊本地區重要的有機農產品、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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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品之生產即配送基地，其主要客戶遍佈熊本地區，每天配送點超過 600 處，

舉凡消費者、餐廳、機關、學校等等皆為其客戶。協會除了配送的部門外，尚有

在市區內三家直營銷售店，直接銷售，並定期舉辦活動讓消費者直接至農場體驗，

並由專人解說整個有機農作物的生產流程，讓消費者親身體驗在無汙染的優良環

境下加上無農藥無化肥的栽培模式下所生產出的高品質農產品。並且由專家對於

食材的烹飪技術以及教育消費者有機食育的概念。藉由活動拉近消費者與生產者

的距離，加強消費者對於生產者的信任。 

有機流通公司ㄧ偶 等待出貨的洋蔥 

 

此外此協會會針對各個配合農戶施以土壤檢測服務以及加強栽培管理的技術

等，讓整體供應的品質以及產量能更穩定。值得ㄧ提的是對於消費者的教育部分，

協會定期出版「健康通信」，報導農業相關訊息、環境教育、有機食育以及該協會

的生產訊息，有利於消費者掌握近期或未來短期間內可以購買取得的農產品，並

藉由教育消費者消費有機農產品可有利於保護生態環境維護生物多樣性的前提

下，促進消費者消費意願，創造生產者及消費者雙贏的局面。 

 

接到訂單後現場碾製白米 當日即有多達 20 種蔬菜需配送至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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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熱愛土地與生命的 Thia～森川雅史的有機原味餐廳 

除了在熊本的有機食材餐廳本店外，在日本各地擁有 13 家分店的森川雅史先

生，由其開餐廳的理念及可感受到他對於土地的熱愛以及對於消費者食的健康的

堅持，身為整個有機餐廳事業負責人的他，希望藉由提供有機食材來促進有機農

業的發展，因其深信唯有採用維護自然生態平衡的有機農業方能保護土壤，讓農

業永續生存與發展。 

 
由餐廳外大片落地窗向內之全觀 

提供消費者食的安全亦是他所堅持的理念，除了餐廳提供消費者豐盛且安全

的食物外，亦會辦理有機食育的教育，片野學教授即是重要的講座教授。將消費

者與生產者藉由各種不同機會的連結，除了創造餐廳的業績外，讓生產者有機農

產品無銷售問題，讓消費者獲得更好的消費資訊以及安全且兼顧生態環境保護的

有機農產品，創造三贏的局面。 

 

有機生產的蘿蔔泥 

 

本日提供餐廳有機蔬果食材

的主要農場及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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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心得與建議 

於拜訪有機農田後有一共通之處，農民對於土壤的保育觀念相當強，皆認為

唯有建構土壤的微生物多樣性與平衡方能讓植物健康，並對外來逆境包含病蟲害

可以有抵抗力，另外維護農田的作物多樣性可以有利於維持其他生物的多樣性，

使天敵可以立足並對害蟲發生產生抑制作用。前往各個農場可體驗到土壤相當鬆

軟透氣，且各個農場皆能有效利用農場廢棄物製作堆肥並回歸土壤，液態發酵微

生物肥亦是農民常用的資材，除補充營養外亦讓土壤微生物相符合作物需求。此

外目前兩所大學持續進行田間生物多樣性研究，欲進一步建立科學數據說服消費

者與生產者，並認為建構擁有生物多樣性的農田方能永續經營。 

經討論後上野教授及片野學教授亦提出可與台灣在農田生物多樣性研究及推

動方面進一步合作。綜合本次研習結果，日本農田環境與台灣相當，唯其農民在

土壤保育觀念與維護生物多樣性的做法值得台灣借鏡，未來亦可在有機農田生物

多樣性研究與推動方面進一步合作，建立科學數據說服消費者與生產者，使有機

農業能永續發展。 

 

 

農田常見植物上天敵數量相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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