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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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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時間：2 小時 

邱哲老師 
一、試說明作物實施少耕、免耕技術（不整地栽培）有何優缺點？與目前淨零排放政策有何關係？

（25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星) 

《解題關鍵》：了解有機友善栽培＋總複習時事政策即可得分 

【擬答】： 
免耕由三個環節組成：地面覆蓋殘茬、秸稈、砂石或其他覆蓋物。前作收穫後直接播種，

以採用聯合作業的免耕播種機開溝播種、施肥、施藥、覆土、鎮壓等作業一次完成最好。

套用廣譜化學除草劑於播種前後進行土壤處理，以消除草害。 
少耕是指在常規耕作基礎上儘量減少土壤耕作次數或在全田間隔耕作、減少耕作面積的一類

耕作方法，它是介於常規耕作與免耕之間的中間類型的耕作方式。凡是以局部探松代替全面

深耕，以耙茬、旋耕代替翻耕，在季節間、年份同輪耕，間隔帶狀耕種，減少中耕次數或免

中耕等，均屬少耕範疇。 
少耕、免耕法也有其地域性和不利因素，一般在乾早的風沙地區效果較好，低洼的黏土地上

效果不好。殘茬覆蓋之後，土壤溫度偏低，對寒溫帶和溫帶地區的春播作物出苗和冬作物的

苗期生長不利。覆蓋殘茬在分解過程中，常產生帶有苯環的有毒物質，抑制微生物的活性，

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作物的生育。同時，免耕法病蟲害較多，多年生雜草不易根除。 
有機碳是土壤肥沃度及農業基礎，台灣農地面積共 79 萬公頃，佔國土面積 20%，但是土壤

氮含量偏低加上高溫多濕氣候影響，土壤微生物淋洗旺盛，有機碳容易短時間分解流失，高

密度集約農耕形態使土壤快速劣化，可能會降低碳匯數量。 

二、請以水稻稻熱病為例，說明其好發之環境條件與防治方法。（25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星) 

《解題關鍵》：了解水稻講義即可得分 

【擬答】： 
稻熱病菌在田間以無性世代存在，常以菌絲殘存在病組織中，罹病稻穀及稻草都是第一次

感染源。遇到適合本菌生長的高濕環境，殘存的菌絲細胞活化長出新菌絲。新菌絲上形成

分生孢子，成熟孢子彈離分生孢子梗，散佈在空氣中，藉著氣流迅速傳播。有關稻熱病菌

的菌絲生長及產孢的溫度，世界各地的研究報告有很大差異，除地域性差異外，菌株間也

有所不同。溫度 8(9)~37℃範圍內，稻熱病菌的菌絲均可生長，最適菌絲生長之溫度為 28
℃。本菌之產孢溫度範圍為 10(15)~35℃，最適溫度為 28℃。雖然 28℃最適合產孢，但經

過 9 天後產孢量下降。相對的，本菌在 16、20 及 24℃環境下，產孢量有增加的趨勢，這

種趨勢可延續 15 天之久。稻熱病菌分生孢子發芽時，需要水膜及幾近飽和的相對濕度。溫

度 20~32℃及高濕度環境下，分生孢子掉落在稻體後 3 小時，孢子發芽率高達 80﹪以上。

分生孢子發芽產生發芽管，發芽管先端形成附著器(appressorium)，形成附著器之溫度範圍

為 12~36℃之間，而以 16~24℃最適合。附著器會緊密附著於表皮，再產生侵入釘穿入組

織中，溫度 20~28℃範圍內，最適宜稻熱病菌的侵入，部分孢子從掉落稻體到完成侵入只

需 6 小時。稻熱病菌侵入組織後，以菌絲體在稻組織中生長蔓延，菌絲吸取稻組織的養分

繁殖。經 2~3 日的時間，菌絲體開始形成分生孢子梗，並由稻表皮組織伸出，分生孢子梗

生長 4 小時後，開始產生分生孢子，孢子經 50~90 分鐘成熟，成熟孢子脫離孢子梗為田間

第二次感染源。利用人工接種，發現稻熱病菌孢子從感染稻組織到再形成分生孢子，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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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約 4~5 日。稻熱病菌感染水稻的週期短，病斑上的孢子多，病菌的散佈很快，所以容

易成為流行病。 
不同時期栽種的水稻，因為生長期間氣候不同，稻株對稻熱病的抗病力就會不同，低溫、

日照不足或氣溫高低不定，會降低水稻的抗病力，例如生長於 20℃之水稻比生長於 24～30
℃者感病。另一方面，水溫較氣溫高時，稻株較感病。栽培管理方式不同也是影響稻熱病

發生的主要原因，氮肥過多稻株比較感病，前期作種植蔬菜或菸草，殘留肥料多，水稻較

感病，鉀肥多較抗病。乾旱後遇雨促使稻株大量吸收氮肥，使稻葉呈現濃綠，對稻熱病較

感病。水稻密植，稻株間的微氣候屬於高濕，尤其露期較長，也比較容易發生稻熱病。綜

合氣象因子對稻熱病菌及水稻之影響。稻熱病菌感染水稻及產孢，需要有水膜及幾近飽和

之相對濕度，所以小雨或重露有利發病。山區因霧氣重、濕度高，比開闊地區易發生稻熱

病。最適病菌生長及產孢的溫度為 28℃，16~24℃可加長產孢期間，低溫及溫度高低不定，

會降低稻株抗病力，所以本省梅雨期早來易發生葉稻熱病。水稻分蘗盛期後，稻株對葉稻

熱病抗性增加，梅雨期晚來時，稻株對葉稻熱病已有抗病力，則較易發生穗稻熱病。 
作物病害防治的基本原則是預防重於治療，稻熱病的防治也是預防重於治療。預防工作，首

先要選種抗病品種，並做好栽培管理，容易發生稻熱病的山區，防治時機應較早，每年發病

期之前可選用粒劑保護。藥劑防治要注意病勢進展，當被害率達 5％而且大多是灰綠色的感

病型新病斑，就要趕快防治。相對的，稻熱病斑數少且為深褐色，氣候又已轉為比較乾燥，

則不必防治。 

三、請說明鉀對作物生長之主要作用為何？作物在缺鉀情況下，對生長有何影響？（25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星) 

《解題關鍵》：了解作物元素理論即可得分 

【擬答】： 
元素鉀為植物生長的必需元素，且為三要素之一，大部分高產的作物其於鉀的吸收量大於其

他巨量元素。但在某些作物，鉀的吸收量與氮相當，或略少於氮。鉀對植物 60 多種酵素的活

化、氣孔開閉活動、光合作用、醣類運輸、水及養份運輸、蛋白質合成、澱粉合成、作物品

質等均有極顯著的關係。 
鉀以離子態存在於植物體中，在土壤中依擴散方式移動到達植物根部，且被植物主動吸收。

所有陽離子中，鉀是唯一能逆電化學梯度傳輸的元素。鉀在環境濃度低時(<0.5 mM)是主動吸

收，當環境濃度高時，則會抑制其吸收，而控制鉀吸收速率的因子為細胞的膨壓。鉀在植物

體中動性大，因此缺乏症狀由老葉開始顯現。一開始降低植物生長速率，之後才顯現出黃化

與壞疽現象。大部份的植物缺鉀症狀首先發生於葉緣與葉尖，但少部分植物在葉片呈現不規

則的壞疽斑點。豆科作物對缺鉀較為敏感，因此與其他雜草相較，缺乏鉀元素可更快造成豆

科作物生長不良。缺鉀使作物對不良氣候更敏感且更易遭受病害。 

四、控制作物周圍環境的溫度，或提高作物對低溫之抗性，為作物生產中非常重要之措施。請敘述

環境溫度可由那些方法調節，以避免作物遭受寒害？（25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星) 

《解題關鍵》：了解作物逆境即可得分 

【擬答】： 
低溫會影響作物每一階段，從種子、抽芽、生長到開花、孕育，如果有所損傷，都會影響後來

的產量，因此作物防寒保暖工作非常重要。 
蔬菜與瓜果類部分 
菜中最大宗的十字花科，如甘藍、大白菜及蘿蔔等，在低溫期容易出現抽苔現象。抽苔現象

是指花芽分化後，從菜心中開始長出花莖結構的過程，在一般情況下植物會依其生命週期開

花、結果，但遇到惡劣的氣候環境，植物就會提早抽苔，準備孕育下一代好讓生命可以延續

下去。對我們所造成的影響是，產量不佳、貨源短缺。瓜果類的苦瓜、絲瓜及胡瓜等在低溫

時，會有落花、落果、裂果，或是葉片黃化及新梢畸形的問題，這都會使得產量和品質降低。

對較不耐寒蔬菜與瓜果類作物，農民們會設置防風牆、防風罩、塑膠布或用稻草、不織布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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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並採畦溝灌溉方式，達到保溫防寒效果；如果有未採收瓜果，則是以套袋套住，避免寒

害。 
果樹部分 
果樹方面，結果期的蓮霧、棗子、草莓和開花期的芒果、荔枝，容易發生落果落花、著果不

良的情形，結果後的品質也會不佳。對嫁接後的高接梨，會使得癒合組織不形成或形成不良，

使得接穗無法成活。已經結成的果實，則會導致裂果，因此如果成熟度足夠，農民們通常會

提早採收。在果樹的防寒工作，農民會加強包裹樹幹、果實套袋和表土覆蓋等防寒設施。冷

氣團過境時，在果園噴水、噴灌可避免葉面結霜造成落葉，並可以防止土壤溫度劇降傷害樹

根。增施鉀肥，則可以增加作物耐寒力。而已受害的果樹，則應該修剪受寒害影響的枝條與

葉片，進行疏花、疏果工作，減輕損失。 
水稻 
在台灣，水稻受寒害影響有兩個時期，一為中南部地區一期水稻的生育初期，由於冬季平均

溫度較高，一期作水稻播種比較早，而強烈冷氣團入侵多在一、二月間，秧苗容易遭受寒害。

另一時期為北部地區二期水稻的抽穗期，如果水稻插秧較晚，會在九月下旬或十月上旬開始

抽穗，遇到冷氣團，會導致花粉母細胞畸形分裂，結實率降低或充實不良。台灣北部地區冬

季氣溫雖然比較低，但因為東北季風盛行，天空的雲量較多，地面輻射冷卻較弱，二期水稻

遭受寒害的機率反而比較少，因此，水稻的寒害多發生於中南部一期作生育初期。農民在水

稻防寒工作上，會覆蓋透明塑膠布或不織布保溫，並在晴天無風時適時翻開塑膠布降溫與通

風。傍晚時灌水，使田間深水保持流動，藉由田水的高熱容量及釋溫防止葉片受到寒害或霜

害；至翌日氣溫上升時，再排除田間積水，恢復一般管理，並酌量增施磷肥，增強對低溫的

抵抗性。最重要的是，應慎選合適品種與栽植期，隨時注意氣象預報，採行適當的防護措施。 
花卉部分 
在設施栽培的花卉上，農民會將全部設施覆蓋、密封，加強保溫措施；露天栽培的花卉，會

在迎風面架設防風設施，避免寒流直接侵襲，畦溝間灌水，畦面土壤則用防草蓆、塑膠布或

稻草等覆蓋，可緩和土壤降溫及夜間散熱速度，保持溫度。另外，農民也會搭建簡易臨時防

寒設施，或在夜間覆蓋黑色塑膠布在作物上，達到保暖防寒效果。在田間噴灌、噴水，能減

少地面幅射熱散失，如果有加溫設備，可在密式設施內施用，避免發生嚴重寒害。 
茶樹部分 
寒害對茶樹影響會使得初期成熟葉片邊緣褐變，葉片變成紫褐色、嫩葉出現凍害斑點，如果

寒害持續發生，會導致茶芽枯焦破損，嚴重則茶樹落葉、枝條枯枝，影響品質與產量。因此

當寒流來襲前，農民會及時在樹冠上覆蓋 PE 塑膠布、遮陰網等覆蓋物或撒上薄層稻草，地

面敷蓋有機資材，保護茶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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