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菜

栽

培

手

冊

有

機

W
i

l
d

 
V

e
g

e
t

a
b

l
e

s

1

P03   ｜  前言

P04   ｜  栽培技術

P07   ｜  整地

P08   ｜  育苗及繁殖

P13   ｜  播種移植及栽培密度

P14   ｜  肥培管理

P15   ｜  灌排水

P17   ｜  病蟲害防治

P18   ｜  收穫

目錄 C o n t e n t s

龍 
葵



野菜

栽

培

手

冊

有

機

W
i

l
d

 
V

e
g

e
t

a
b

l
e

s

學名：Solanum nigrum Linn.

科名：茄科 (Solanaceae) 茄屬 (Solanum)

別名：sanglav hudu（布農族）

            metri（卑南族）

            tatokem（阿美族）

            sameci（排灣族）

            amici（魯凱族）

            umti（雅美族）

            烏甜仔菜、烏鬼仔菜

分布：台灣中低海拔常見，喜好生長於陰涼處。

龍葵
t a t o k 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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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葵

｜前言｜

龍葵對台灣人而言是ㄧ種再熟悉不過的鄉村野菜。幼嫩葉

子及紫黑色漿果皆可食用，尤其是紫黑色的漿果是隨手可以

取得的零食，不僅可食，紫黑色的顏料還是用來捉弄同伴的

整人玩具。龍葵是許多在鄉村地長大的人，孩童時期共同的

最佳回憶。雖然現在許多地區都已經隨著經濟轉變成為都會

型的生活型態，但是消費者可以有機會在標榜專營野菜或鄉

村料理的餐廳吃到龍葵所烹煮的菜湯。雖然在餐廳相當的普

及常見，但要在傳統市場中尋覓它的蹤跡卻也不是那麼的容

易。而龍葵對於阿美族人而言他的地位不僅是滿足口慾的野

菜，更是帶著對家鄉思念的歸屬。對許多旅外工作、讀書的

族人而言，是ㄧ種足以代表家鄉空氣、土地芬芳的思念之味。

每當在外地吃到龍葵的料理，便點燃了回家探望父母的起身

動念。而再離家鄉遙遠的異鄉，吃龍葵所作的料

理，也成了一解鄉愁的最佳良方，每次回家的子

女都會跟母親討嘴一定要吃到母親所烹煮的龍葵，

有了龍葵出現餐桌前，對歸來的遊子而言，在身

心靈上才算是完全的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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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技術｜

龍葵風味微苦後甘甜，老少咸宜，是台灣鄉間十分普遍常

見的食用野菜。而也由於台灣都市發展快速，地面柏油、水

泥化嚴重，都會地區除了公園外，綠地空間很少，也讓都會

地區的居民比較少有接觸到龍葵的機會。現在生活在都會地

區的居民對於龍葵的印象，多半是來自曾經居住過鄉間的記

憶。雖然龍葵在花東地區俯拾即是，但對於都會地區的民眾

而言卻是十分的陌生，因此在野菜的推廣上，可以利用龍葵

四季生長的特性，在不同季節作為推廣之用，以增加消費者

對阿美族野菜的接觸的機會。

龍葵四季皆宜栽培及採收，由於台灣夏季缺乏葉菜類，

龍葵適合做為夏季野菜的重要栽培作物類之一。種植宜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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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照充足及排水良好的農

田，土質以富含有機質的

砂質壤土或粘質壤土以及

輪作休耕農田均可，也由

於植株低矮耐風耐水的特

性，栽培十分的容易，最

主要工作在於收穫的採收

與採收後的保存。栽培可

以 採 用 宿 根 方 式 全 年 栽

培，但宿根栽培雖然可以

減少栽培工序，但也會隨著栽培時間增加，品質與產量也會

隨著降低。建議栽培者可將老化植株作為採種之用，而栽培

的新苗則以採收葉片販售之用。

4

龍葵莖上枝條開花通常一次開起三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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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

栽培前整地先施用有機質含量高的肥料

做為基礎肥。將田地上的雜草除去後翻犁土

壤整平土面後再進行開溝作畦。畦面寬度可

依栽培地區及收穫方式習慣調整，畦面寬約

1-2 m 均可，畦高約 15-20cm。開溝作出高

畦可以利用淹水灌溉的方式提供植物所需水

分，可以減少灑水灌溉的人工。但在作畦的

時候應該注意畦面的平整度，盡量維持畦面

的平整度，減少深凹積水現象產生。在栽培

前一周可以先預先耕犁，將地面上的雜草翻

犁埋土腐熟，翻犁後一週內再次翻犁，抑制

雜草種子發芽以及幼苗生長，在栽培前 1~2

天在進行地面整平以及開溝作畦的作業，經

過這樣的翻犁整地，能干擾及破壞雜草的繁

殖，有助於田間的生長抑制以及雜草持續的

孳生。

6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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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及繁殖｜

龍葵果實為圓球形漿果。成熟時呈現紫黑色，直徑約 0.7 

cm。種子隱藏於漿果中，種子細小直徑約 0.15~0.2cm。要

採收種子時必須先收集紫黑色的成熟的漿果，再集中在細目

的網紗袋中或篩網上用指尖壓破漿果將種子擠壓出，再利用

流動水搓揉清洗去除多餘果肉及果皮，經過反覆的清洗利用

篩網過濾下種子。再將種子集中攤開放置陰涼處晾乾減少水

分含量，要做為種源的種子在晾乾完成後，必須加以註記採

收時間，在放入冰箱冷藏冰存備用。龍葵的種子在冷藏的低

溫環境妥善保存下，種子在 2 年內都仍具有發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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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採種 

2. 採種 

3. 採種 

4. 種子收集保存

5. 利用培養土稀釋種子

6. 龍葵漿果過熟後容易掉落，所以如果要收集種子必須在漿果成熟就

    立刻採收

7. 移植後小苗

8. 苗盆移植田間 

1 2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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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密度影響到雜草的生長，栽培前務必做好雜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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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播種移植及栽培密度｜

由 於 龍 葵 種 子 細 小 直 徑 約

0.15~0.2cm，如果直接撒播種子於田間，

容易造成密度過高，植株分佈不均勻影響

日後的栽培管理。生長過於密集的幼苗容

易徒長，或受擠壓之下，生長受到阻礙影

響未來生長。因此在播種前種子預先與培

養土以 200( 培養土 ) 比 1( 種子 ) 比例混

合後撒播於培苗盆上。種子播種後約 3-5

天發芽出苗，若撒播後部份密度過高的植

株，則可以先行間拔不良幼苗或移至其他

空間栽培。發芽後在苗盆期間約栽培 3~4

週，隨後即可移植入田間進行移植栽培作

業。植株間距以每株間距 30cm 為主。度

夏季光合作用強烈因此在栽培密度上夏季

可高於秋冬季節。

1 2

田間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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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培管理｜

龍葵栽培期約三個月，栽培時

間過長的植株會呈現生長遲緩、葉

片老化現象。發現植株老化後應再

次整地重新栽培。栽培期間可於採

收 後 進 行 追 肥， 追 肥 次 數 約 2~3

次。建議以使用高有機質肥及高氮

肥為主，亦可使用有機液肥促進植

株營養吸收，若使用有機液肥時必

須注意採收前 2 週停止使用，避免

業面殘留肥料影響風味。移植後一周的小苗 

原住民部落習慣將野菜與其它作
物一起栽種，增加土地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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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灌排水｜

龍葵喜好水份

充 足 環 境， 栽 培

期 間 應 注 意 土 壤

水 分， 定 期 灌 溉

並 注 意 排 水 維 持

良 好 土 壤 水 分。

栽培時必須注意土壤性質，若栽培在保水力較差，欠缺有機

質的砂質壤土地區，必須適時補充水分，尤其在夏季蒸散作

用強烈的季節更須留意水分的灌溉，栽培在夏季的龍葵容易

缺水萎凋，夏季所栽培龍葵的苦味稍強，有可能是因為季節

溫度或水分不足所造成的影響，夏季必須做好土壤水分的管

理，或覆蓋稻草減少水分散失，減少萎凋的情況產生。

1 4

開溝作畦方便排水及栽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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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病蟲害防治｜

龍葵雖然是野菜，但在集中高密度栽培的環

境，仍必須注意病蟲害的發生。春夏季容易受到

蚜蟲危害，可以利用糖醋液誘殺蚜蟲。使用酒、

水、糖、醋等四種材料以 1：2：3：4 使用。在晨

昏蚜蟲最活躍的時間噴灑植株，也可以使用黃色

板進行誘殺。冬季栽培期間注意紋白蝶、斜紋夜

盜蛾的發生。若紋白蝶數量過多可應用蘇力菌進

行防治。平時可以使用菸葉水等忌避劑防止蟲害

過於密集。而栽培密度過高通風不良的栽培環境

中容易引起銹病以及疫病發生。若發現病害情況

嚴重時，可使用波爾多液或石灰硫磺合劑進行防

治，但務必在使用前預先告知有機驗證單位。

1 6

黃條葉蚤是經常大量出現危害作物

1. 紋白蝶在秋冬季節容易大量發生，微害十字花
    科特別嚴重，栽培十字花科的作物時必須加以
    留意
2. 蛾類是栽培作物過程中最多的害蟲，栽培過程
    必須留意蛾類的發生，如過危害數量過多時必
    須加以防治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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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

雖然龍葵一年四季都可以栽培，但夏天日照強烈葉片較為

濃綠，所栽培的龍葵苦味較秋冬季強烈，部份消費者對於苦

味食物比較排斥，必須提醒消費者龍葵的特性，而日照過於

強烈的植株纖維口感容易粗糙，採收時盡量以枝條末梢的頂

端嫩葉為主，避免同一枝條採收太多片葉片，採收時以嫩莖

部位為主，預留部分成熟的莖部販售可以增加水份含量，減

少萎凋。販售時再提醒消費者採摘鮮嫩烹飪食用。採收後注

意水份喪失，採收後應盡快販售或進行低溫預冷處理減少萎

凋情況產生影，影響產品劣化問題。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全年度皆可採收與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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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後三周就可以進行採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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