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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大專/社會組  科學文章格式 

文章題目：蛤？鳳梨也能製衣？解開臺灣鳳梨纖維的永續之謎 

摘要：本文闡述鳳梨葉如何從農業廢棄物，走進臺灣紡織業，成為發展永續經營的解方之

㇐，並說明個中取纖的科學／科技流程 

文章內容：（限 500 字~1,500 字） 

  「不是喔，纖維是來自鳳梨葉，不是鳳梨上面尖尖的冠芽！」優織隆（UKL）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執行副總裁謝煥麒笑著糾正道。 

 

  

 

 

 

 

 

 

 

 

 

圖㇐、UKL 執行副總謝煥麒解釋如何從鳳梨葉取纖（作者攝） 

 

從廢棄物到優質紗線：何謂鳳梨葉纖維 

  ㇐聽到鳳梨葉取纖，也就是鳳梨纖維（Pineapple Leaves Fiber, PALF）的最初源頭，許

多人第㇐個反應是：「蛤？鳳梨也有纖維？纖維還能製衣？」誤以為鳳梨尾部上方的「冠

芽」能夠抽取纖維（圖二，參考資料 1）。但事實上，所謂「鳳梨葉」指的是生⾧在土裡的

葉片，葉片表面光滑、背面有銀灰色毛囊或細粉，葉片邊緣有的有刺、有的無刺、有的僅於

基部與尖端有少許的刺，端視品種而定（圖三，參考資料 1）。 

  根據農業部「農業統計年報」最新數據顯示（參考資料 2），臺灣鳳梨產量以 2013 年

迄 2023 年為例，平均每年約有 44 萬餘公噸的產值，是所有果樹作物之冠。其中，農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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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剩餘資訊平臺」統計，廢棄的鳳梨葉每年高達約 87 萬餘公噸（參考資料 3），是農

民認為毫無利用價值、還耗時費力處理的垃圾。 

 

 

 

 

 

圖二、鳳梨由下往上生⾧，因此鳳梨尾部是紅色圈選之處（參考資料 1） 

 

 

 

 

 

 

 

圖三、鳳梨「冠芽」經常被消費者誤認為「鳳梨葉」（參考資料 1） 

  然而，在「鳳梨葉纖維產銷合作聯盟」的積極推動下，原本形同「廢物」的鳳梨葉，㇐

躍成為標榜天然、強調在地化的優質紗線，從而進入紡織產業，最終製成時尚衣著、襪子

乃至鞋類等。關於這段從無到有的過程，謝煥麒指出，早於 2019 年，綠冠農場創辦人之㇐

的巴錦懋，從自家栽種的有機鳳梨中，抽取四公斤纖維給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紡拓會），當時人稱郭董的同正興業董事⾧郭銘松正苦思紡織轉型之道，兩者在紡拓會

的引介下㇐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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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合作產業：鳳梨葉纖維的永續之道 

    有關鳳梨葉取纖的過程，早期臺灣大多透過半自動機器將葉片打碎、把纖維取出，不

僅鳳梨纖維的潔淨度低，也往往殘留葉綠素，換言之，高強度破壞取得的纖維往往顯得粗

糙且雜質含量高，無法有效提供給紡織業運用（參考資料 4）。而此㇐現象，同樣存在於臺

灣早年進口鳳梨纖維主要來源的東南亞地區。以菲律賓為例，謝煥麒指出，當地取用鳳梨

纖維的過程係採滾輪式壓板，拉出纖維半成品原料後，面臨無法即時清潔加工的困擾，自

然也就難以被普及採用。 

  對此，在農業部農糧暑推動「鳳梨葉取纖㇐貫化機械操作及推廣計畫」的前提下，臺

灣坊間業者投入研發，採取先乾刮、後加濕、再清潔的自動化過程（圖四，參考資料 4），

目前取纖機臺已發展至第三代，每小時可處理 150 公斤以上的鳳梨葉，㇐年可處理 800 噸

鳳梨葉。但仍有許多不足之處，例如：部分程序仰賴人工搬運、清潔等。此外，取纖技術也

有待提升，例如：鳳梨葉成分約有 5%是纖維，但目前的取纖率僅有 1%，等同「每 100 公

斤的鳳梨葉，只能產出 1 公斤的鳳梨纖維」（參考資料 5），遠不符市場需求，也是「鳳梨

葉纖維產銷合作聯盟」亟思改善之處。 

 

    

 

 

  

 

 

 

圖四、鳳梨葉取纖流程之㇐（參考資料 4） 

  事實上，鳳梨纖維要進入紡織業，不僅是取纖這麼簡單的過程，包括後續的紡紗、織

造布料、壓合等，每個環節都有其必須克服的技術。因此，這是㇐個跨領域的合作產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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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前端的農業耕作與採集：鳳梨葉是否符合產銷履歷；後端的製程與科技研發：取纖涉及

的生物材質考量，不同環境所產生的纖維觸感不同（圖五）。以東南亞和臺灣的鳳梨葉纖

維作比較，謝煥麒表示，臺灣的纖維比較細緻，進入紡織產線也可以製做比較細緻的織品。 

  揆諸鳳梨纖維之所以走進紡織產業，主要來自近年氣候變遷的前提下，國際訂單開始

要求合作廠商必須提供永續經營的證明。故而「土生土⾧」的鳳梨葉，因為其含水量低於

香蕉假莖，故而取纖量較高、運送成本較低，於是被臺灣紡織業視為解決碳稅、碳權議題

的解決方案之㇐（參考資料 6）。 

 

 

 

 

 

 

 

 

 

 

 

 

圖五、臺灣鳳梨葉纖維質地柔軟而細緻（作者攝） 

  最後，最令人好奇的是：臺灣鳳梨葉纖維究竟取自什麼品種的鳳梨？答案是：臺農 17

號鳳梨，也就是俗稱的「金鑽鳳梨」。主要原因在於它的市佔率高達九成，無需擔心鳳梨葉

的產量，自然也就無需煩惱研發取纖技術過程中，可能「斷炊」的風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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