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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農業技術 
科  目：植物保護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鐘 
 
一、敘述植物病原真菌與類真菌的各類型休眠存活構造與非農藥防治方法。（20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參考真菌講義及農藥講義即可得分   

【擬答】： 
菌核是由菌絲體特化而成的堅硬構造，為低溫、缺水等逆境時，真菌在土壤中形成的休眠構造

。厚膜孢子是某些真菌具有厚壁且細胞質濃縮的休眠孢子，在乾季等對真菌生長不利的環境下

這些真菌會形成抗性很強的厚垣孢子，以在惡劣的環境下生存，等到環境好轉時再萌發長出菌

絲。 
現今我國經常使用的非農藥防治策略，包括健康種苗、抗病育種、誘導性抗病、拮抗微生物、

非農藥殺菌物質與營養液、抗蒸散劑、土壤添加物、栽培管理如網室栽培、套袋、地面覆蓋等

、物理防治法如太陽能滅菌、土壤蒸汽消毒等。 
 
二、論述農作物中殘留農藥的影響因子。（20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參考農藥講義即可得分 

【擬答】： 
農藥的結構：概括將農藥分為親脂性、親水性，親脂性多為接觸性農藥，在植株中移行性小，

易附著於作物表面或累積於蠟質。系統性農藥則多為親水性，可滲透入植物組織並移行至各部

位。 
農藥的劑型：不同劑型的農藥添加有不同比例與成分之添加物，添加物影響藥劑施用至作物之

附著率與持久性。不同劑型農藥之代謝速率與主要代謝物成分也會有所不同。 
施藥時期與方式:作物一般於苗期或生長期對農藥之吸收速度較快，但後期多會降解消退。在

採收期施藥則易有較高之殘留。 
作物之種類與生長型態：作物之生長時期、食用部位、品種等之差異皆會影響農藥殘留情形，

作物生長期因生長迅速，酵素活性亦較為旺盛而有助於農藥的代謝。作物表面是否光滑、絨毛

、凹凸不平、含有蠟質等都可能造成農藥殘留差異，同一作物之不同部位之著藥量亦有不同而

有殘留量之差異。 
環境因子：環境因子包含光、溫度、濕度等皆影響作物生長並造成農藥殘留之差異，不同藥劑

對光、水分之感受性不同而有光分解、水解程度之不同。如於溫室中種植，一般農藥殘留消退

略慢於露天栽培者。套袋作物雖然後期不易接觸到農藥，但施藥後如間隔 2~3 天後再行套袋

，殘留量可明顯低於施藥後立即套袋者。 
 
三、敘述植物濾過性病原的種類及其引起農作物生病的病徵。（20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參考病毒講義即可得分 

【擬答】： 
植物病毒(plant virus)為一種介於生物與非生物間的分子體，主要由核酸分子（DNA 或 RNA）

，外覆被蛋白質成分之外鞘組成的分子構造。分子微小（nm），需以電子顯微鏡下才能分辨

出型態。病毒依種類而有不同的外表形態，包括長絲狀、桿狀、球形、雙球形、槍彈形。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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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繁殖需仰賴寄主細胞所提供之酵素系統才能完成，無法單獨存在地繁衍後代，因此大部分

的病毒必須在活的寄主體中才能生存。病毒的存在，可以改變寄主細胞的正常生合成機能，消

耗寄主的能量，轉而作為大量複製本身的顆粒體累積於寄主細胞內。導致寄主生理機能失調而

產生病態。 
植物病毒病害幾乎均屬於系統性感染病害，造成全株出現系統性病徵。出現病徵主要為嵌紋，

於葉片或果實上夾雜著淺綠色、黃色及正常綠色相嵌，或花瓣上夾雜白色與正常花色。依變色

程度及形式之不同，可分為斑駁嵌紋、脈綠嵌紋、漣葉嵌紋、皺縮葉嵌紋、綠泡凸起嵌紋等不

同嵌紋型態。 
 

 

 
四、敘述 Sclerotium rolfsii 與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lycopersici 兩種植物病原菌感染番茄植株

後的病徵、病害環（disease cycle）及防治方法。（20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參考真菌講義即可得分 

【擬答】： 
番茄感染白絹病病徵為幼苗期至成熟期皆可受害，地上部如莖基部腐爛，或全株萎凋為常見病

徵。感染初期，蕃茄植株葉片呈現萎凋，無明顯黃化，僅最老業發生萎凋及黃化，病徵漸次嚴

重，導致全株萎凋枯死，此時莖基部外圍組織褐化腐爛，濕度高時，常可見到白色粗菌絲向四

方延伸，菌絲後其產生淡褐色菌核於表面。在果實及莖部皆可產生淡褐病斑，軟化，並有一深

色邊緣圍繞患部。傳播途徑為藉灌溉水或農具污染而傳播病源，種苗期幼苗受害後移植過程亦

造成本病的傳播，造成本田發病，田間以菌核為主要的殘存構造來越冬。防治方法為避免土

壤過於潮濕，應注意田間排水工作、輪作、利用太陽能行土壤消毒、若為酸性土壤應在

種植前，施用生石灰或苦土石灰，每 10 公畝地用量為 150~200 公斤，以改良土壤的酸鹼度、

藥劑防治 
番茄感染萎凋病病徵為最初葉脈透明化，葉片偏上生長，葉片由下位葉逐漸向上黃化及萎凋，

隨後葉柄下垂，葉片枯死，最後整株枯萎死亡。初期病徵往往只出現於植株的一側；剖開植株

莖部縱橫切面，可見植株之維管束明顯褐化。若幼苗期受感染，植株可迅速枯萎死亡；至於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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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植株被感染時，可延遲至結果期才發病。 
感病株葉片由下往上黃化，並自葉柄分界呈一黃一綠現象，然後全葉變黃萎凋，縱切或橫切莖

部，可見維管束呈棕色，而髓部仍健全。傳播途徑為種子帶菌率高，經由種子及幼苗作長距離

傳播；近距離可經由流水及風雨攜帶之病菌土傳播。防治方法：栽種抗病品種、調整土壤

pH 值為 6～7、避免田區連作，廢耕田區應實施深耕，增加土壤的通氣、藥劑防治。 
 
五、論述農作物生育過程，若缺乏磷、鈣、鐵或鋅等營養元素時，植株會出現那些症狀？（20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了解作物養分缺乏時的症狀即可得分 

【擬答】： 
缺磷時，生長勢差，葉色藍綠甚至發紫，下部葉片有時產生紫銅色或紫褐斑點，莖短而細。 
缺鈣時，心葉扭曲，葉尖下鉤，葉緣捲曲，葉心形狀不規則，有褐色斑塊。最後頂芽死亡，根

系稀弱，造成許多果實的花蒂腐爛。 
缺鐵時，新葉白化，但主脈仍綠，有時脈間葉肉有褐斑，後葉片可能枯死或落葉。 
缺鋅時，葉片脈間褪綠，後枯死變紫色，葉片少而小，節間短而莖叢生，結果減少，葉片逐漸

由莖下部向上依次脫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