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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油茶為臺灣重要的木本油料作物，目前國內油茶產業在栽培前端遭遇種植面積不

足、品種尚未完成選育、現有低產林改造增產問題及無栽培管理標準作業化流程等，

又相關國家級油茶良種繁殖基地、良種採穗圃、種質資源收集圃亦未建置等。本次至

中國大陸油茶栽培面積第二大省份的江西省參訪，該省種植油茶面積達 67 萬 2 千公

頃。江西省油茶品種經國家審定之優良品種已達 27 個，如‘贛石 84-8’、‘贛石 83-

1’、‘贛無 1 號’、‘贛無 2 號’、‘贛無 9 號’、‘贛無 24 號’、‘贛 68 號’

等，並要求林農新植油茶園需種植優良品種。在低產林改造增產部分利用標準作業化

流程，以及搭配良種高接換冠等方式，提高低產林產量。在油茶標準化作業流程中，

江西省制訂一系列栽培規範，如《油茶豐產林造林標準》、《油茶采穗圃營建技術規

範》、《油茶豐產林培育技術》、《油茶芽苗砧嫁接育苗技術規程》、《油茶有機栽培有害

生物防治技術規程》等，並由林科院等單位積極輔導，確保新植良種園產量及低產林

增產。建議臺灣油茶產業發展需加速品種選育工作，並同時積極輔導現有低產林農

戶，進行調整適當行株距、合理化施肥、整枝修剪、高接換冠等增產措施。 

 

關鍵字：油茶良種、江西省、種質資源、嫁接苗、低產林改造增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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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訪目的 

    鑒於油茶為國內重要油料作物，在推廣、種植乃至於制訂國家標準等未有相關標

準措施或流程，且國內尚無國家級油茶種苗繁育基地、良種採穗圃、油茶種質資源收

集圃等，因此以中國大規模生產、加工、銷售及園圃建置等模式當作借鏡，並藉由產

業面及學術端的研習，從中獲得推廣與經驗，建立國內油茶相關標準及促進產業發

展。 

 

 

 

二、 參訪行程表 

日期 行程或參訪主題 地點 

2016.9.24(六) 臺灣中國江西南昌 臺灣、江西省南昌市 

2016.9.25(日) 油茶良種繁殖基地 新余市 

2016.9.26(一) 山茶屬種質資源庫 南昌市 

2016.9.27(二) 油茶產區及收購情形 上饒市婺源 

2016.9.28(三) 新植油茶良種園 上饒市德興 

2016.9.29(四) 油茶銷售市場參訪 南昌市 

2016.9.30(五) 中國江西南昌臺灣 江西省南昌市、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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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紀要 

    江西省為中國油茶第二大產區，栽培面積達 67 萬 2 千公頃，僅次於湖南

省，為中國大陸發展油茶產業之核心發展區域(湖南、江西及廣西)，良種種苗

採穗圃 5 個，面積 75.6 公頃，可供苗 3900 萬株，適栽區有 100 個縣。本次參

訪江西省中北部幾個油茶產區，包括南昌市、上饒市及新余市，瞭解江西省

油茶發展現況，油茶傳統栽培及新植高產良種園情形及差異，低產油茶林改

造、良種苗木培育等，另外亦參觀了位於南昌市的江西省林業科學院山茶屬

種質資源庫。 

 

(一) 山茶屬種質資源庫 

1. 中國大陸在 1950 年代即開展油茶種質資源收集及保存，經歷過兩次大規

模的良種選育工作，第一次是從 1950 年開始清查了普通油茶、小果油

茶、攸縣油茶等可供食用的 30 多個主要品種，整理了普通油茶地方品種

160 多個，雖然數量龐大，但大多選育的優良地方品種豐產性並不高，畝

產油量僅 20～30 公斤。第二次世代以中國林科院組織的“六五”、“七

五”國家攻關計畫油茶良種選育和國家林業部油茶營養系選育與配套栽培

技術專案研究期間選育的良種為主。此期間選育的良種均為營養系，品種

純化，增產潛力高，是目前應用最廣的油茶良種，以湖南省林科院的‘湘

林’系列、江西省林科院的‘贛無’系列、贛州市林科所的‘贛油’系

列、中國林科院亞林中心的‘長林’系列為主，這四個油茶高產營養系系

列計 94 個油茶高產營養系（品種），其中畝產茶油 50 公斤的油茶高產營

養系 82 個，而其中有些優良品種（系）畝產茶油可以達到 70 多公斤。 

2. 中國大陸為油茶育種及進一步研究提供豐富和優良的種質資源，確保油茶

良種品質，按相關標準收集和保存油茶優良種質資源，中國大陸在湖南、

江西、廣西、浙江這四個油茶種植主產區各建設 1 個國家級油茶種質資

源庫。湖南省林科院從 2003 年開始，收集保存了 200 多個油茶優良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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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家系等，在品種選育部分以；江西省林科院收集保存優良營養系和地

方品種 100 多個；浙江省林木種苗站與中國林科院亞熱帶林業研究所合

作，在浙江金華東方紅林場建立了油茶種質資源庫，收集保存了 275 個

油茶營養系。貴州省黎平縣林木良種繁育中心收集保存了 75 個優良候選

樹的繁殖材料。 

3. 本次參訪江西省林科院山茶屬種質資源庫，主要包含山茶屬植物 4 個亞屬

22 個組中 15 個組的原種（含亞種、變種）87 個、山茶花品種 350 個、油

茶優良地方品種 42 個、油茶優良單株及其品系（營養系、家系）700 餘

號，佔地共 7 公頃。 

4. 目前江西省林科院等學術研究單位依舊持續進行有系統的油茶選育及育種

程序，不僅開發新品種，並且在南昌市林科院院內建立山茶屬種質資源

庫，保存山茶屬等物種遺傳資源，當中也包含油茶優良營養系及地方品系

共約 100 餘種。 

5. 江西省林科院選育‘贛無’系列良種大部分果型較普通油茶小，介於臺灣

大果油茶及小果油茶鮮果大小中間，且果皮顏色多為紅皮或紅橘皮(圖

1)，皮薄等特性，如‘贛無 1 號’單粒鮮果約 11.3 公克、紅皮。 

 

(二) 油茶良種繁殖及採穗園 

1. 良種新植園由當地油茶良種繁殖基地取得，需遵守國家林業局制訂之「油

茶種苗質量管理規定」及江西省政府制訂之「江西省油茶種苗質量管理辦

法」進行種苗繁殖，規定油茶造林戶必須使用省規範之油茶育苗單位所育

苗木，育苗單位及造林戶之間簽訂供苗協議，並由育苗單位開具油茶苗木

證明，確保油茶苗木的來源清楚、良種品種清楚、苗木質量合格等，確保

種植油茶良種及未來產量。 

2. 良種採穗圃多設立在油茶育苗單位內或周遭，藉以快速採穗，並進行嫁接

苗繁殖，而嫁接時間有 3 個時期，以 4-5 月為主，9-10 月及 12-1 月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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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地油茶繁殖基地生產之油茶嫁接苗平均售價為 2.3 元人民幣/株(二年

生)，2.7 元人民幣/株(三年生)，以不織布苗袋裝填(圖 2)。 

4. 中國大陸在良種油茶繁殖育苗，規定僅能採用嫁接苗(圖 3)，不可使用扦

插苗，確保苗木根系具主根系。 

 

(三) 油茶產區及收購販賣情況 

1. 上饒市婺源縣的海拔較高，油茶樹齡約在 30-40 年之間，多粗放管理(圖

4)，一年除草僅兩次，不做施肥整枝修剪等栽培管理，大小年情況較明

顯，農民多半認為有收成即有獲利，以野生山茶油的名稱販賣。 

2. 有部分低產油茶改造林，多以低產林高接改造技術改造，嫁接方式多為腹

接為主(圖 5)，雖成長良好，但多存在腹接上端木質枯死的問題。 

3. 油茶銷售有兩種型式，一種為地區性土榨坊，壓榨毛油，另一種為大型工

業化工廠生產之品牌茶油，為符合國家相關標準，在製程中加入脫色脫臭

等技術，確保油品均一。 

4. 茶油銷售在大型超市或油品專門販售店才可見到其蹤影，且放置在進口橄

欖油等高級食用油旁，售價與橄欖油相當(圖 6)，500ml 約 60-70 元人民

幣，一般較小型的通路較無陳列販售。 

 

(四) 油茶良種新植園 

1. 在江西省的淺山丘陵地帶，新植良種油茶較為普遍，省林科院研究人員亦

積極輔導新植園，本次參訪上饒市德興縣油茶農戶，單戶種植面積約 26

公頃，為大面積開墾方式種植，種植品種為‘贛無’系列推薦良種(圖

7)。 

2. 購買苗木時是由良種繁殖單位直接混合出貨給農戶，農戶並不知道(或不

需要)種植哪些品種。 

3. 該園種植時雖依據當地推薦種植行距(3 公尺)種植，但剩餘苗木亦隨意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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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於行間。該園種植 3 年，已掛果，但經林科院人員建議，種植前三年

需摘除掛果，以確保營養生長養分充足，但該園有保留一棵油茶掛果情

況(圖 8)。 

 

三、 參訪心得與建議 

(一) 參訪心得 

1. 江西省經國家林木審定之油茶良種已達 27 個，在省級林業科學單位有系

統的進行油茶選育及育種程序，尚有許多優良品種(系)持續研發，並建

立種質資源庫，保存優良品種(系)。 

2. 中國大陸油茶產業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由各省政府及林業科學單位共

同建立品種選育、種質資源保存、制訂栽培管理相關標準作業及良種苗

圃等，產業鏈完整，且加上人工便宜、腹地廣大等優勢，快速建立許多

良種油茶園，增加林農收入，為農村發展帶來幫助，惟中國大陸發展油

茶是以林業帶動，精緻化程度較低，臺灣在油茶栽培上較集約，且農民

技術程度相對較好，因此在油茶發展上較有優勢。 

3. 本次參訪推廣品種新植油茶園的栽培管理上，依照中國大陸政府制訂的

《油茶栽培技術規程》操作，確保林農以此種操作規範能達到經濟規模

產量。在低產林改造中，江西省制訂地方標準，如《油茶低效林改造技

術規程》，推廣林農操作，藉以提高油茶老園整體產量，如此新植園與老

油茶園栽培改進雙管齊下，讓江西省油茶栽培面積穩定中成長。 

(二) 建議 

1. 臺灣油茶產業發展需加速選育品種，尤其是生理特性為穩產型的，避免

油茶產量產生大小年的情況，減少農民在栽培管理上付出的成本與維持

收益，另外在選拔優良品種特性上，果實果皮顏色能夠選擇紅或紅橘色

系，可以提高採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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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制訂相關栽培標準作業流程，提供農民參考，並依據操作，有助於未

來栽培面積的擴大，另外在低產林增產更新技術及其標準作業流程，更

有其急迫性，目前臺灣栽培油茶園幾乎皆為實生苗園，遺傳變異大，甚

至單一油茶林內有部分油茶樹結果率相當低，若農民能依循低產林增產

更新技術及標準作業流程操作，有利於現有油茶園產能的提升。 

3. 在低產林增產部分建議使用切接方式嫁接換冠，避免採用腹接而有上部

木質化情況產生，癒合性亦較佳。 

4. 在一般民間育苗業者或供應油茶苗之廠商、產銷班或農戶，在販賣油茶

苗價格約 50~80 元/株(二年生)，甚至更高，此情況不利於油茶種植面積

的擴大，建議酌增種苗補助或以政府角色繁殖種苗供農民廣泛種植，藉

以增加油茶栽培面積。 

5. 東部地區因易遭受颱風危害，風勢較大，建議在油茶種苗選擇以扦插苗

為佳，不僅保有品種優良特性，亦可保持地下部主根深根性之優點，另

在種植上種植樹穴深挖鬆土，搭配基礎肥料種植，確保根系發展，提高

油茶營養及水分吸收，並可降低颱風造成油茶樹傾倒等傷害。 

6. 目前臺灣民眾對於油品安全意識及瞭解逐漸提高，有利於油茶相關產業

之發展，需加強消費者端對於油茶之認識，提高油茶油之需求，亦可增

加農民種植意願，另外配合現有之檳榔廢園轉作等政策補貼，轉作種植

油茶並降低檳榔面積，亦達到水土保持之功效。 

7. 油茶生產年限在 6、70 年，惟目前臺灣幾乎都是實生苗園，遺傳變易

大，加上栽培管理不佳情況下，易淪為低產林，必須經過改造達到增產

的目的，利用整體改善措施如墾復、清除雜灌雜草、施肥、整型修剪、

調整密度及高接換冠等，落實在低產林改造中，並建立農民正確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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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錄 

 

圖 1.江西省良種‘贛無’系列多為紅橘皮特性。 

 

 

圖 2.良種繁殖基地嫁接苗多採用不織布育苗袋方式，圖為三年生嫁接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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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良種繁殖需採用嫁接苗繁殖，嫁接情況良好，圖為三年生嫁接苗。 

 

 

圖 4.婺源縣高海拔粗放管理型態野生油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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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低產林高接腹接換冠成林後癒合情況，雖成長良好，但上部木質化呈現枯死狀

態。 

 

 

圖 6. 油茶油在較大型通路才有販賣，且多與進口橄欖油等高級食用油放置，售價亦與

橄欖油相當。 

 



10 

 

 

圖 7.‘贛無’系列油茶良種新植園，圖中包含平地及山坡種植方式。 

 

 

圖 8.‘贛無’系列油茶良種新植園三年初掛果情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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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臺灣，油茶榨油後剩下之油粕目前主要作為肥料使用、防治福壽螺，或磨粉後

用於洗滌，對於油茶副產物之多元化利用研究較少。為有效減少資源浪費，提升相關

產業，本計畫前往中國大陸進行相關研究參訪，探討油茶作為重點發展項目之一，實

際開發應用於產業之情形。中國大陸在油茶栽培及茶籽產量為世界第一，亦為最大出

口國，重點發展廠商多設置於油茶基地附近，以節省運輸成本，但受限於生產季節性

及產地附近較少設置大型加工場所，多由小型加工廠自行處理，故副產物的原料來源

及後續利用上仍有不足，雖然多元化利用之技術研究上已有不少相關研發成果，但真

正商品化應用主要仍為茶皂素之應用，包括在農用、清潔用品產業及作為混凝土之發

泡劑等。南京林業大學與福建農林大學在基礎研究方面工作投入甚多，而中國大陸林

科院林產化學工業研究所及福州大學特別著重實用性及與產業連結，落實產學研結合

與社會服務之功能。研發單位除將茶皂素之萃取或製劑等技術進行學術發表外，亦申

請多項專利，或進一步技術轉移予廠商，協助廠家進行設備建立及生產線安排。本次

另接洽福建在地重點農企業老知青公司並初步訪談洽詢茶皂素相關產品。建議政府在

推廣在地油茶時，基礎研究與產業應用並重，讓油茶產業未來的路走得更踏實。 

關鍵詞：中國大陸、油茶副產物、茶皂素、植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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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表 
 

日期 行程或參訪主題 主要拜訪者 地點 

2016.9.24 臺灣桃園中國江蘇南京  江蘇省南京市 

2016.9.25 
農產供銷市場參訪，油茶副產物相

關資料蒐集 
 江蘇省南京市 

2016.9.26-9.27 
油茶及林業副產物多元化利用研發 

南京福州  

蔣劍春所長、 

吳彩娥教授 

中國林科院林

產化學工業研

究所、南京林

業大學、福州

省 

2016.9.28-9.29 

學習茶皂素應用及植保領域研究交

流 
許文耀教授 福建農林大學 

茶皂素萃取及產業化情形 陳劍鋒教授 福州大學 

2016.9.30 
中國福建福州臺灣臺北，資料整

理及報告撰寫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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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研究目的 

   油茶（Camellia spp.）為臺灣與中國大陸特有的油料作物，與橄欖油、椰子油與

棕櫚油並列為世界四大食用油，在中國則與烏桕、油桐與核桃同為四大木本油料植

物，是重要的植物油來源之一(1)，栽培歷史長達2300餘年。油茶樹的種子為苦茶籽，

苦茶籽榨成的油品為苦茶油。近年來，由於食用油的食安問題受到高度重視，我國政

府致力於推廣種植油茶，除了生產優質安全的植物性食用油，也希望藉此活化休耕地

(2)。油茶籽經榨油之前，所去除的果殼、種殼及種仁榨油留下的茶粕，均屬於油茶副

產物。在副產物利用方面，油茶粕主要作為肥料、水田防治福壽螺，以及磨粉後用於

洗滌，然果殼、種殼則易淪為廢棄物，實造成資源上的浪費。在中國大陸，對於油茶

副產物的利用相當廣泛，尤以利用茶皂素開發出不同農用資材、清潔用品及化工原

料…等。故本計畫前往中國大陸進行相關研究參訪，探討其作為重點發展項目之一，

研究應用於產業之情形。藉由獲取油茶副產物多元化利用相關訊息，作為國內研發參

考，確保我國農業競爭力及糧食安全之永續性。 

 

二、油茶副產物簡介及我國相關研究概述 

    目前臺灣油茶種植面積約一千多公頃，以新北市、嘉義縣、南投縣及花蓮縣等縣

市為主要栽培地區，主要栽培種類為大果油茶 (C. oleifera Abel) 及短柱山茶 (C. 

brevistyla (Hayata) Coh.-Stuart)。大果油茶的種植面積約 795.17 公頃，小果油茶面積

約 233.23 公頃，小果油茶栽培有逐年增加的趨勢(2)。 

    果殼大多於油茶果實採收後乾燥，而種殼則利用剝殼機或手工去殼產生，以提高

榨油收率。果殼主成分為纖維素及木質素，其次為醣、黃酮及皂素，其餘為極少的

油、灰份及粗蛋白。在臺灣，對油茶副產物的相關利用研究較少，以種殼為例，林業

試驗所黃國雄組長曾利用不同溫度將種殼燒製成殼炭，而許富蘭博士研究發現茶殼炭

能移除水中重金屬。林業試驗所林裕仁副研究員則把種仁殼混合杏鮑菇太空包的廢料

製成燃料顆粒(3)。至於有關苦茶粕的利用，有針對福壽螺等作物病蟲害防治之試驗，

包括茶粕或其萃取物用以防治十字花科幼苗立枯病、油茶炭疽病、斜紋夜盜、白絹病

等害物，也有將茶粕萃取物混合其他資材探討對番石榴病害防效的報導(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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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過程 

一、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林產化學工業研究所－國家油茶科學中心加工重點實驗室 

    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林產化學工業研究所（簡稱林化所，圖一）成立於 1960年 7

月 2日，位於南京市鎖金五村 16號，為綜理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產品開發及工程設

計的國家級綜合性研究機構，專業從事木質和非木質生物質資源化學加工與利用。其

主要研究項目包括生物質能源、生物質化學品及新材料、植物萃取物、製程設備與調

控條件探討，以及傳統的松脂化學利用、活性炭材料、植物單寧、木工膠粘劑、油脂

化學利用等(7)。林化所內設置的國家油茶科學中心加工重點實驗室，成立於 2008年，

設有林產化工、森林資源環境與能源學科博士、碩士授予點和博士後流動站，主要研

究方向是以油茶為原料進行品質評價和控制技術研究、抗氧化製劑及環保化學改良新

產品研究、副產品綜合加工及其品管技術，活性物特徵圖譜、加工工藝和關鍵設備，

並開發功能性保健製劑、阻燃劑、生物飼料、生物農藥、油茶單寧和蛋白質改良材

料、油茶活性炭纖維，活性炭電極材料等產品。曾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2項，國家

發明專利 10多項(8)。 

    參訪首站拜會林化所蔣劍春所長，並進行油茶方面資訊交流(圖二)。中國大陸油

茶籽產量為世界第一，亦為最大出口國，全國油茶種植面積突破 400 萬公頃，產油量

達 30 多萬公噸，以江西、湖南等省份為主要生產基地，湖南省林科院及亞熱帶林業

研究所選育出多個高產品種，榨油率可達 40-60%，但在栽培上農民普遍管理粗放，較

少朝向精緻化管理，也面臨採摘缺工問題，產量仍不足以因應市場需求，再加上油茶

基地附近較少設置大型加工場所，多由小型加工廠自行處理，自行運輸成本太高，成

為限制副產物原料來源及後續利用等主因，雖然在油茶副產物多元化利用之技術研究

方面，該所已獲得相當多研發成果，但在現實中真正商品化者仍較為有限，相關產業

鏈有待持續加強建構，目前已真正落實在產業應用者主要為自茶粕萃取出的茶皂素。

茶皂素是一種性能良好的天然界面活性劑，在輕工、化工、農藥、養殖等領域應用廣

泛，可製造乳化劑、洗潔劑、農藥助劑、飼料添加劑、蟹蝦養殖保護劑、紡織助劑、

油田泡沫劑、採礦浮選劑以及加氣混凝土穩泡劑與混凝土外加劑—防凍劑等(9)。 

    本次參觀國家油茶科學中心加工重點實驗室，負責人為王成章博士，當日因他剛

好前往福建三民考察，由陳虹霞博士及陶冉博士(圖三)接待筆者，陳博士介紹國內苦

茶油(圖四)為高單價產品，經筆者本次隨機抽樣訪查多家超市，發現均未於架上販

售，陳博士表示大部分茶油得在有販售高單價商品或上網購買才能取得。部分公司會

以有機溶劑浸提法取油，然有機溶劑萃油的相關設備成本較高，操作安全性要求亦較

為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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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博士指出，福建茶粕成本大約每噸800-1000元人民幣，與臺灣相較較為便宜，

提完茶皂素的茶粕大約每噸尚可賣700-800元人民幣。因茶皂素為非單一化合物的混合

物，含多種不同五環三萜類，結構相近且成分複雜，各別化合物不好分離，故目前未

有單一標準品供產品定量，也成為產品規格化的問題之一。現雖已有單一化合物之分

離，然仍不足以供整體定量。大陸廠商生產的70-80%茶皂素與90%以上茶皂素(圖五)

價格差了約一倍以上，而50-60%含量的茶皂素應用於混凝土裡用的發泡劑，90%以上

可用於醫美化妝品等用途。另筆者請教陳博士有關茶皂素之定量方法時，陳博士認為

香草醛濃硫酸法為最普遍用於定量茶皂素之方法，可用於定量粗萃品，然可能因一併

檢測到其他類似化合物，而有濃度高估之情形，但在利用同樣方法去評估不同原料情

況下，仍可作為概略濃度參考的依據。若以水萃取茶粕中的茶皂素時，也會同時萃取

出黃酮類、單寧及醣類等物質，經筆者進一步詢問是否曾針對粗萃物及茶皂素抑菌活

性方面做過測試時，他們未曾比較過粗萃物與茶皂素活性何者較佳，故無法論斷，建

議可直接購買市售有標示純度報告的商品進行探討，並以香草醛濃硫酸法定量萃取物

中的茶皂素濃度。 

在該所現有開發基礎上，王成章博士等人持續協助扶植油茶相關農企業，包括工

廠設備設置及技術指導，也希望藉由綜合安排輪替其他油品(如：銀杏白果油)的萃

取，增加生產效能，油茶科學中心加工重點實驗室人員表示希望未來能有機會來臺了

解油茶產業及共商合作機會。 

 

二、江蘇省南京林業大學－吳彩娥教授研究室 

    吳彩娥教授為中國林學會森林食品科學技術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經濟林協會

森林食品專業委員會委員，也是南京林業大學(圖七)食品科學與工程室(圖八)主任，對

於農產品、林產品(包括油茶、銀杏、核桃、青錢柳等原料)進行深度加工及生物活性

物質的提取、分離、純化方面的研究工作(10)。 

    吳彩娥教授研究室曾與李婷婷、范龔健等老師(圖九)共同執行油茶籽粕中茶皂素

提取工藝研究(11)，萃取法為水醇法。本次拜訪原與教授溝通參訪實驗室並學習茶皂素

定量技術，然而後來教授表示該實驗室臨時因故進行搬遷，試驗裝製還未安裝完妥，

儀器設備仍打包存放在實驗室裏(圖十)，無法依原計畫進行實驗示範予筆者，改為邀

請李婷婷、范龔健、梁有旺老師共同於辦公室進行交流，並引導前往參觀舊大樓內尚

未搬家的實驗室相關設備及研究工作(圖十一)。在訪談過程中，瞭解到其研究項目係

因應大陸當時列為重點發展項目，全國科研計畫鼓勵投入相關發展並大力推廣，該計

畫研究材料主要是以工廠榨油後的油茶籽粕為原料，而計畫目的是以提取率和皂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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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性能、去油率及產品成型為考量進行探討。 

    吳教授指出，大陸林業加工相關研究較少，油茶樹因列為國家重點發展項目，故

茶皂素等副產物的研究發表相當多，但後續實際投入生產之情形，主要仍受限於國內

原料來源供應及經濟效益考量，故願意投資且較有規模者仍屬少數，此看法與林化所

專家對產業發展的想法類似。因筆者曾以不同批茶粕進行萃取後，發現針對同一目標

物之抑菌活性有所差異，經請教李婷婷老師表示茶粕內含有茶皂素及黃酮類等物質，

其中茶皂素為萃取物具抑菌活性之主要成分，其他黃酮類等物質亦可能有抗菌活性，

但量應不如茶皂素多；雖其試驗未曾比較過不同來源油茶粕對活性之影響，但認為在

測試同批原料的基礎上，仍可進行不同條件之評估。而該研究茶皂素定量所用之標準

品均為自行製備，純度亦係以香草醛濃硫酸法進行評估，做法為先將自備品與廠商提

供的90%茶皂素進行比較後，發現結果相近，故後續均以自行純化之茶皂素作為標準

品，未另行取得單一化合物標品進行各別定量，並以香草醛濃硫酸法評估整體含量。 

    梁有旺老師建議臺灣油茶產業仍應優先以選育良種增進產量為第一優先，才較有

機會延伸副產物等後續產業鏈；大陸近年來工資調整，採摘茶籽的成本增加，將影響

茶籽進口價，現部分榨油行在處理上仍有衛生安全疑慮，反觀臺灣在地生產的苦茶籽

處理時間較為迅速，也會影響到茶油品質，可考慮以此作出市場區隔，強化在地生產茶油

優勢。 

 

三、福州大學－陳劍鋒教授研究室 

    福建是全國油茶中心產區之一，適宜種植油茶的面積超過 133萬公頃，全省現有

油茶林約 22.8萬公頃，在地企業包括沈郎、老知青、天福、盛洲等知名品牌(12)。本次

拜訪重要學府之一－福州大學(圖十二)，據瞭解其辦學相當重視協助當地產業建立。

福大在油茶相關成果涵蓋茶籽綜合利用技術，開發了茶籽油、茶皂素、茶籽黃酮及茶

餅生物肥料系列等高附加價值產品，其中以生物科學與工程學院(圖十三)之陳劍鋒教

授研究團隊在油茶副產物開發成果豐碩，研發的茶皂素系列產品包括魚毒製劑、鼠用

不育劑、滅螺劑、清塘劑和清潔用品（除蟎、護膚、洗髮等）、緩釋生物農藥（殺滅地

下害蟲和果蔬害蟲）、混凝土外加劑及加氣混凝土穩泡劑(圖十四及圖十五，該研究室

現場提供展示之樣品)等。此外，茶餅在去除茶皂素和單寧後，與其他元素可複配成肥

料；茶殼則可加工製成糠醛、木糖醇和活性炭等化工原料(13)。但在本次訪談中得知農

友對於油茶果殼一般處理為直接燒掉，量大才會考慮另作他用。 

    陳劍鋒教授長期從事生物化工與食品化工、天然產物與中藥、農林水產品高值化

利用、污染環境生態治理工程、綠色精細化工材料等方面的研究，以第一發明人獲授

權的國家發明專利至少 37項以上(14)，其研究團隊所開發的油茶皂素緩釋、控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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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新技術，以年處理 10000噸油茶餅的能力而言，可年產 60%純度茶皂素 1000噸

或茶皂素生物農藥產品 1800噸，年新增銷售收入 4250萬人民幣，可提供約 45個就業

機會，也同時帶動原料生產基地收入，為 300農戶每戶/年增收 8000元人民幣，具有

良好的經濟效益。若以新建廠專案總投資 1238萬元人民幣，包括原料預處理、溶劑提

取、薄膜濃縮、樹脂柱分離、膜分離、噴霧乾燥、汙水處理、公用系統…等，可在生

物製藥、中藥和農藥企業現有的設備基礎上進行生產(15)。 

    該研究室接待筆者的研究人員為謝友坪助理研究員(圖十六)，謝研究員提到其目

前進行茶皂素的萃取溶劑改為以水萃取，希以最簡單的方法得到最多茶皂素，在溶劑

pH值、原料目數和溫度等萃取條件最適化下，以連續式提取的設備進行，較批次提取

效率更高；另經筆者詢問因原料來源及處理方式可能造成茶皂素萃取量的差異時，該

研究室亦已針對不同應用目的及純度需求，可利用對應技術進行調整，以要求成品達

成目標濃度以上，然技術細節則不便多加透露。經詢問該研究室研發技轉的茶皂素系

列產品時，茶皂素作為水產養殖的清塘劑所需用量少，成本低，研發技術簡單，具有

高效、低殘留、對人畜低毒、對環境較為友善等優點，與其他產品相較極具競爭力

(16)，另筆者經網路查詢亦可發現不少茶皂素產品主訴用於水產清塘，也有用於混凝土

發泡劑者。 

 

四、福建農林大學植物保護學院－應用生態研究所、生物農藥與化學生物學重點實驗

室 

    本次參訪福建農林大學植物保護學院(圖十八)，該學院包括植物病理及昆蟲相關

研究室，設置應用生態研究所、益蟲研究所、植物病毒研究所、教育部生物農藥與化

學生物學重點實驗室(圖十九、圖二十)、作物病蟲生物防治研究所及植物線蟲研究

室。其中，應用生態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包括農業資源與環境的可持續利用、農業生態

安全、農田生態系統健康管理等問題，運用理論生態學和實驗生態學的方法，開展生

物多樣性與害蟲生態控制等項目(17)，可作為臺灣執行生態農業相關研究的參考。 

    行前主要接洽的學者是許文耀教授，該教授現已退休，曾主持過「廣譜速效新型

Bt殺蟲劑的研製」、「香蕉枯萎病菌毒素及其在抗病突變體篩選中的應用」、「納米銀對

植物病原菌的抑制作用」、「福建水稻紋枯病菌對井崗黴素的抗性研究」、「荔枝采後病

害生物防治技術研究」、「水稻主要病害化學防治技術規範和新農藥的示範推廣」等專

案(18)，在茶皂素研究方面曾申請專利，該發明提供了一種可顯著增效的生物源農藥組

合物，其組合物主要為茶皂素與氨基寡糖素，可配製成水劑、可溶粉劑、可溶粒劑、

可溶片劑等，用於防治果樹、蔬菜、煙草等作物病害和採後病害(19)。經瞭解該組合物

在產業上尚未商品化實際應用，許教授表示原料來源係來自市面上販售之茶皂素產品

與氨基寡糖素，測試最適溫度等不同條件對其混合物的增效效果，發現將荔枝浸泡於

組合物稀釋液後拿出晾乾，可有效降低炭疽病等倉儲病害；但在果實採收前於田間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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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次的效果則不若浸藥明顯，推論係因田間施藥較未能對果實進行完整消毒，且容

易受到天氣因素影響藥效；另發現茶皂素可有效降低硬水對農藥溶解度的不良影響，

增加藥劑展著性，現已有茶皂素做為生物農藥或助劑等商品，推薦於白粉病、炭疽

病、青枯病等病害，在網路商店有陳列販售。茶皂素在固體型農藥(如可濕性粉劑)中

可當作濕潤劑和懸浮劑，並作為農藥增效劑與展著劑(20)。據本次訪談了解，農友在田

裡運用茶皂素之情形尚不普遍，主要原因為用藥習慣及藥劑性價比考量，故茶皂素在

田間害物管理尚有推廣空間，期待未來隨著農民對有機農法及生態環境之日趨重視，

能更廣為運用如茶皂素此類等較為環保的生物農藥。 

    除請教許文耀老師有關茶皂素應用於植物保護之情形外，為增進臺灣進行生態農

業及生物農藥相關研究，筆者亦參觀了應用生態研究所及生物農藥與化學生物學重點

實驗室(圖二十一)，並與肖順副教授、陳李林老師及蔡學清老師交流生物防治議題(圖

二十二、圖二十三)。肖順副教授在生物農藥與化學生物學重點實驗室進行植物線蟲病

害生物防治的研發，利用淡紫擬青黴菌防治根瘤線蟲病，蔡學清老師的研究主題則在

於植物內生細菌，而陳李林老師長期從事茶樹害蟲綜合治理和茶葉品質安全的教學和

研究課題，以生態學、生理學和分子生物學研究多樣化的農業生態系統中“作物–害蟲–

天敵”在時間、空間、營養等方面的相互關係(21)，現已有專利印楝—茶樹—圓葉決明

立體間套作控制茶園有害生物的方法，該方法主要為：4～6月在茶園茶行間間作圓葉

決明，7～10月在茶園茶行間、山頂、道路旁、水溝旁和四周種植印楝，提高土壤肥力

並恢復生物多樣性，協助控制茶園有害生物，明顯提高茶葉品質(22)，陳老師表示該栽

培模式已在武夷山部分茶園實施，可供臺灣有意長期營造生態多樣性的茶農參考。 

     

五、油茶副產物相關企業訪談 

    本次接洽預計參訪之單位包括油茶產業重點企業生產老知青公司，該公司在北

京、上海、福州、廈門、廣東等地廣泛設立銷售分公司，產品在家樂福等中大型連鎖

超商及中高檔社區全面鋪貨，並與中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上海公司

等大型國企、私人企業建立合作關係(23)。該公司專門從事山茶籽、山茶油加工及油茶

副產物(茶皂素、茶粕)的綜合利用，曾與福州大學與福建農科院等研究部門合作研

發，並榮獲2010年福建省科技進步三等獎及國家科技部科技創新獎(24)。該公司聯繫人

張先生起初雖承諾可讓筆者參觀茶皂素生產線，然而後來臨時表示因故未能接待參

訪，但在進一步洽談中亦得知其提取之高純度茶皂素可用作生物農藥、生物洗滌、混

凝土引氣劑等相關產品，而提取茶皂素後的茶粕可作為燃料或加工成有機肥，使整個

生產過程從原料到副產物得以全部轉化高附加價值產品，落實無廢棄物之目標。張先

生表示曾有臺灣廠商與其接洽瞭解茶皂素防效情形，由於其茶皂素生產純度可高達

95%，但如希應用在農業上，因考量高純度茶皂素價格每噸約要價8至10萬人民幣，應

用於田間防治病蟲害會有成本過高的問題，故推薦應用60%茶皂素產品於田間殺滅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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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螺及蝸牛等軟體動物較為可行。 

 

六、其他油茶副產物利用實例 

    本次參訪福建省，得知另一個特色優勢產業為食用菌種植，而該省尤溪縣的重要

產業包括油茶及食用菌，據報導由於其每年脫籽後的油茶果殼多達5000多噸，有些當

柴燒，有些當作廢料倒掉，該縣新陽鎮香菇種植農戶陳振財在國家食用菌品種改良中

心福建分中心專家指導下，就近購買當地油茶殼試種香菇，於2011年首次試種30多萬

袋，產值達100多萬元人民幣，與以往用木屑相較可增收20萬元人民幣(25)。近年來，

中國大陸在茶籽殼等油茶副產物應用於其他菇類(如秀針菇、滑菇及鮑魚菇)亦有專利

產出(26,27,28)，在研究報告方面，南昌大學食品科學與工程系亦曾針對茶籽殼和茶粕餅

栽培茶薪菇研究，比較了不同配比間茶薪菇菌絲生長狀況和茶薪菇產量，結果顯示茶

籽殼和茶籽餅可作為栽培茶薪菇的原料(29)。何氏等人也研究利用茶籽殼加入雜木屑及

輔料作為栽培基質，並用袋栽法和床栽法栽培茶樹菇，結果顯示經過簡單處理的茶籽

殼栽培茶樹菇，與傳統的棉籽殼和木屑栽培配方相比，有菌絲生長快、產量高、成本

低等優點(30)。此種利用當地農林廢棄物作為另一特色產業原料之運作模式，或可作為

國內食用菌等產業發展參考。 

 

研習心得 

1. 中國大陸在果殼、種殼、茶粕等相關利用研究甚多且面相多元，但由於原料供量

較少及近年人工成本提高，以及部分商品規格化不易等問題，影響廠商投資意願

及產業化受限。而臺灣自產及進口中國大陸茶籽榨油後所產生之副產物，如欲進

行深度加工，亦將面臨類似挑戰，應納入研發考量。 

2. 福建省茶粕約每噸 4千至 5千元臺幣(下同)，每噸粕可生產 100至 130公斤之

60%茶皂素，茶皂素每噸售價約 9萬元；臺灣茶粕每噸售價約 1萬 5千元，主要

作為肥料、防治螺類或清潔使用，未大量生產高純度茶皂素，雖有廠商販售相關

植物保護資材供家庭園藝操作，但對農民而言成本太高，故未來應再行思索研發

推廣目標，以產出合乎經濟效益之相關產品。 

3. 大陸近年來工資調整，採摘茶籽的人工成本增加，將影響茶籽進口價，另部分榨

油行在處理上有衛生安全疑慮；反觀臺灣油茶因在地生產，茶籽處理時間較迅

速，也影響到茶油品質，雖然目前與大陸相較成本仍較高，但可作出市場區隔，

強化在地生產茶油優勢。 

4. 在臺灣持續致力於推動安全農業及環保型產物開發現況下，研發油茶副產物有其

推廣優勢，但仍須綜合評估產地、廠商設備投資及市場需求等多種現實因素進行

產品開發，逐步輔導茶油生產等其他廠商產品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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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與結語 

1. 中國大陸在先前全國相關科研單位投入油茶副產物研究技術的努力下，現今已由

基礎研究調整為加強產業輔導階段，積極扶植廠商建置設備，並搭配其他油品生

產，協助整體產業鏈的建立，其中有些重點輔導廠商已從茶油做到高純度茶皂素

產品。以我國現況而言，榨油後之油粕主要做為肥料或磨粉用於居家清潔，附加

價值較低；建議臺灣學研機構在投入副產物延伸商品開發技術之同時，亦應瞭解

國內業者需求及做好市場評估，方可提高廠商投資信心，建立後續產業。 

2. 本次拜訪之專家均表示希望未來有機會可進一步合作研究，為促進國內油茶產業

發展，有關相關主題會議及研習，建請儘量鼓勵人員參加。 

3. 中國大陸生產茶皂素之技術，為避免使用有機溶劑造成設廠門檻較高，已調整為

水萃法，並透過其他工藝去雜及調整純度。在臺灣，為環保生態及安全性考量，

亦可朝此方向努力；另建議未來若輔導農企業生產油茶副產物相關產品，盡量設

廠於油茶生產基地附近，除有效降低原料運輸成本外，亦可減少碳足跡。 

4. 我國生產苦茶油之茶籽為本國及中國大陸進口，建議政府在鼓勵推廣種植油茶政

策下，優先以栽培技術提升及良種選育為基礎，提高茶籽單位面積產量及榨油效

率，方有較大機會進行副產物衍生產品之開發及產業擴展，真正有效提升副產物

附加價值。 

5. 整體而言，中國大陸對於油茶從栽培至油品生產，其副產物加工之技術與應用面

向力求全物綜合利用，達到生產過程無廢棄物，本次拜訪之研發單位均與在地重

點農企業關係密切，值得臺灣借鏡學習，讓油茶產業未來的路走得更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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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林產化學工業研究所外觀 

 

圖二、與林化所蔣劍春所長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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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與國家油茶科學中心加工重點實驗室陳虹霞博士(左)及陶冉(右)博士合影 

 

圖四、大陸國內生產之苦茶油，屬於高單價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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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不同純度之茶皂素樣品比較(左：75%，右：90%，純度較高顏色較淺) 

 

圖六、實驗室萃取相關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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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南京林業大學門口 

 

圖八、南京林業大學輕工科學與工程學院食品科學與工程系研究室新遷徙之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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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與茶皂素萃取研究人員合影：李婷婷老師(左一)、吳彩娥教授(左二)及范龔健老

師(右一)  

 

圖十、進行萃取時增效用之超聲波微波組合反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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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食品加工實驗室相關設備(最內部設備為超臨界萃取裝置) 

 

 

圖十二、筆者於福州大學門口前往參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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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生物科學與工程學院大樓外觀 

 

圖十四、陳劍鋒教授研究室之開發產品展示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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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利用茶皂素作為混凝土發泡劑之製備樣品 

 

圖十六、與生物科學與工程學院之謝友坪助理研究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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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福大實驗室一隅 

 

圖十八、福建農林大學植物保護學院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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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生物農藥與化學生物學重點實驗室 

 
圖二十、生物農藥與化學生物學重點實驗室內用於研製生物農藥之發酵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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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量產前測試菌株最適培養條件之少量液態搖瓶情形 

 

圖二十二、與許文耀教授等人於應用生態研究所會議室進行非農藥防治議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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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筆者與福建農林大學程曦博士(左一)、許文耀教授(中)、陳李林老師(右

一)、蔡學清老師(右二)等研究人員於應用生態研究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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