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高考三級) 

共 1 頁 第 1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農業技術 
科  目：作物生產概論 

邱哲老師 

一、請詳述下列名詞意涵：（每小題 5 分，共 25 分） 
遙感探測 
有害生物綜合防治 
植冠結構 
基因多樣性 
食農教育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需掌握專有名詞之意義即可得分  

【擬答】： 
一般而言，能量由感測器自身發出的遙測方法稱為「主動式遙測」，例如：雷逹波、雷射遙測

等。如果能量並非由感測器自己發出，感測器僅接收物體表面散發的能量，則稱為「被動式遙

測」，例如：可見光、紅外光遙測等。遙感探測所使用的載具主要有：人造衛星：運行於地

球軌道上，位置高，影像涵蓋面較廣，可快速收集大範圍的地表資訊；週期性環繞地球，可重

複拍攝同一地區不同時間的影像，便於針對同一地區進行長期的觀測和分析。飛機：從空中

進行探測，比衛星更為靈活機動，拍攝的範圍比衛星小，影像解析度高於衛星。屬於任務性拍

攝工作，可補充衛星的不足，卻無法重複長時間的觀測。無人飛行載具：利用無人小飛機進

行遙控拍攝。航高低，因此能提供極高解析度之遙測資料；最大的優點是經濟，機動力強，可

提供最即時的影像，較寬鬆天氣條件即可操作，且不需有跑道。拍攝涵蓋面較小，常因為飛機

姿態控制不易，導致影像幾何校正困難。 
指在有害生物的防治上，不單單只使用一種方法，而是結合各種不同的策略加以調配運用，來

控制有害生物的族群量低於不致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閥值。有害生物綜合防治的目的是維持物

種的多樣化，唯有維持多種不同的作物品系，才不致因為一次有害生物的災害，就造成全部作

物的失敗而導致經濟上重大的損失。同時使用有害生物綜合防治可以達到減少傳統上大量使用

殺蟲、鼠劑或除草劑等化學藥劑的習慣，而能在農業經營系統中平衡作物生產及有害生物防治

，達到生態環境的永續性利用。 
不同於一般植物生態系泰半由多種植物群落混雜而成，具有經濟規模的農作物栽培田間，大多

數均為單一植被，亦即由單一作物甚至單一品種(系)所形成的植冠(canopy)覆蓋。此種栽培方

式乃人類農藝操作經驗累積得來，因為單一作物田區之栽植、管理與收穫流程較為單純、容易

，在利用農業機械作業下並可因此增進操作效率、降低生產成本及減少非必要人力與資材支出

。雖然可能增加遭致大面積病、蟲草害發生與流行的機會(率)，不如混作或間作的低風險，惟

在經濟考量前提下，仍然是現行農耕制度的主流。植冠的覆蓋與結構反映了該作物族群的發展

歷程，以及和環境之間的交感結果。許多環境因子皆可影響作物植株的生長、發育，造就出特

定的植被，也因此改變了獨特的植冠覆蓋程度與結構內容，諸如溫度(熱能)、光照(光能)、水

分(濕度)、風(風速與風向)及土壤、營養元素等都是吾人所熟知的環境因子。另一方面，生物

性因子亦會帶來深遠影響，透過對自然資源的競爭，產生病害、蟲害，抑或直接、間接取之為

食物，均將影響植被的發展。 
基因多樣性（genetic diversity）為同種個體間因為其生活環境的不同，經歷長時間的天擇、突

變所產生的結果。如果遺傳多樣性越高，則族群中可提供環境天擇的基因愈多，其族群對於環

境適應能力就愈強，有利於族群的生存及演化。例如百合有不同的花色，這就是同種個體間性

狀的差異，而性狀所表現的差異就是由基因的差異所引起的。 
食農教育是一種強調「親手做」的體驗教育，學習者經由親自參與農產品從生產、處理，至烹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高考三級) 

共 2 頁 第 2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調之完整過程，發展出簡單的耕食技能。在此過程中，亦培養學習者了解食物來源、增進食物

選擇能力，並促進健康飲食習慣的養成。另外，透過農耕的勞動體驗，可培養學習者對食物、

生產者和環境的尊重與感恩，並激發其生命韌性和堅毅性格。從個人角度而言，食農教育期望

能幫助學習者認識食物的原始樣貌，並思考人類與食物的關係。另外，也希望學習者具備簡單

的農事技能及飲食烹調能力，以建立良好飲食習慣，避免飲食風險。從社區層面而言，食農教

育希望推動在地食物的觀念，以發展地方農業及相關產業，並維護在地飲食文化。從大自然及

生態環境而言，則強調人類的飲食型態對大自然的衝擊，並提倡環境友善的農業經營及消費方

式，使人類與大自然共同永續生存。而長期的食農教育之推動，更可以經由城鄉資源的交流，

以及建立「地產地消」的農業食物網絡，最終達到幾個政策上目的：一、促進國人健康；二、

提高飲食安全和糧食自給率；三、提升農民福祉及鄉村發展；四、鼓勵永續性農業生產和消費

方式。 

二、請詳述植物組織培養定義及利用植物組織培養技術應用於種苗量產之優點？（25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需掌握組培之意義及了解優缺點即可得分 

【擬答】： 
培養至容器內，並由容器內培養基，提供植物生長所需營養成分於人工控制溫度及光線環境中

，生長發育或分化再生而培育成獨立完整小苗的方法稱之為組織培養法。 
組織培養應用： 
無性系的快速繁殖：蘭花、甘蔗和名貴品種的無性繁殖； 
培育無病毒種苗：馬鈴薯、香蕉、蘋果、甘蔗、葡萄、桉樹、毛白楊、草莓、甜瓜、花卉； 
新品種的選育：花培和單倍體育種；離體胚培養和雜種植株獲得；體細胞誘變和突變

體選；細胞融合和雜種植株的獲得。 

三、請詳述作畦之目的，並比較畦作與平作之利弊？（25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需掌握作畦之意義即可得分 

【擬答】： 
通常在耕犛、耕耙後，依作物的種類、栽培目的、土壤性質，將土面做成以利栽培的形狀。其

目的為使作物根部發育良好、灌溉排水良好、土壤易於風化、增加作物吸收肥料的能力。 
畦作的利弊： 
灌排水方便。畦土物理性質良好，可收自然深度效果。所需勞力較多。 
平作的利弊： 
土地能充分利用，節省勞力。排水不良，土壤不易乾燥。適於農機具作業。 

四、請詳述影響作物根系生長的因素及土壤乾旱時作物根系對養分吸收減弱的原因？（25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需掌握逆境之成因與相對應之植物生理學反應即可得分 

【擬答】： 
若要了解根系對養分的吸收，首先需要知道根尖的結構。根尖從頂端依次分為根冠，分生區，

伸長區，成熟區。對於根系來說，無論主根還是側根都具有根尖，根尖是根系生命活動最為活

躍的部分，扮演著吸收養分的重要角色。通常，根尖成熟區根毛的壽命只有 1-2 周，根毛死亡

之後，伸長區就會產生新的根毛來補充，所以根毛區一直在向前推移，也改變了根系在土壤中

吸收養分的位置。根毛的形成大大增加了根系吸收養分的面積，但是根毛易受土壤濕度影響，

在乾旱的土壤里幾乎不能發育。 
根系質流取決於根系吸水和植物的蒸騰作用，此過程植物體內形成不斷將水分向上拉的「拉力

」，導致土壤溶液與根表面形成壓力差，該壓力促使土壤養分隨水分向根表遷移。若干旱使氣

孔關閉造成蒸散作用減弱，進而影響養分吸收。 
根系不斷從土壤中吸收養分，導致根區土壤的養分濃度降低，離根區較遠土壤的養分濃度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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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有助養分向低濃度區域擴散，進而到達根表，也就是不論質流還是擴散，若要完成養分

向根表的遷移，必須有水作為媒介。也就是說，肥料只有溶解在水裡面才能到達根表被吸收，

否則養分就變成了無效養分，無法被根系吸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