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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農業技術 

科  目：作物學 

考試時間：2 小時 

邱哲老師 

一、請述下列名詞之意涵，並舉例說明之：(每小題 4 分，共 20 分) 

有性生殖 

無性繁殖 

修剪 

嫁接 

整枝(含誘引拉枝)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了解作物繁殖基本知識即可輕鬆得分 

【擬答】： 

被子植物的有性生殖過程中，花藥產生的花粉粒經授粉作用被送至雌蕊的柱頭，並萌發形成

花粉管；而在子房內的胚珠則可產生卵細胞。花粉管在雌蕊中向胚珠伸長，將管內的精細胞

送至胚珠內，與卵細胞進行受精作用，產生的受精卵留在胚珠中發育成胚，整個胚珠發育成

種子。將來種子在適當的環境下萌發，即可長成新的植物體。 

以植物的營養器官當繁殖體，不經受精作用，而是經形態再生作用，技術上是利用扦插、嫁

接、壓條、分球及分株等，經由器官發生得到新的獨立個體，此法應用於果樹或多年生宿根

性植物。 

樹木修剪之目的主要是為達成美學上、環境上與生態上的效益，維持或調整改善樹型，促進

樹勢均衡，維護樹體健康，促進或調節開花、結果，更新老株使之復壯，改善透光條件，提

高樹木抗逆能力。 

嫁接是一種園藝繁殖技術，將二個不同的植物體相互接合，使其合生成一個個體而繼續生長。

組合植物的上部稱為接穗，而下部稱為砧木。這一種無性繁殖的技術在園藝作物的栽培時很

常用到。 

果樹在適當的整枝下，花、果芽的分化與發育，以及果樹能夠承載花果芽生長與發育之能力

最高。以果樹分枝與主幹的角度而言，在 45 至 75 度間分枝的重量承載強度最高，同時花

芽分化與結實能力也最佳，誘引拉枝是將強勢直立的徒長枝拉下彎曲，使其脫離直立方向，

謂之拉枝。可抑制枝條繼續徒長，控制養分的流通，促使花芽形成之效果。 

 

二、作物嫁接有那些方法？請詳述之。(20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了解作物嫁接方式基本知識即可輕鬆得分 

【擬答】： 

嫁接是一種園藝繁殖技術，將二個不同的植物體相互接合，使其合生成一個個體而繼續生長。

組合植物的上部稱為接穗，而下部稱為砧木。這一種無性繁殖的技術在園藝作物的栽培時很

常用到。 

方法有下列各項： 

靠接法：靠接又名誘接，它的特點是砧木和接穗在嫁接的過程中各有自己的根系，均不脫

離本體，只有在確定接穗在砧木上成活後才各自斷開。 

劈接法：劈接法能使砧木與接穗夾合牢固，成活機會增多；但劈接的切傷面較大，必須特

別注意包嚴傷口，以免影響成活。切接法與劈接法的操作方法基本相同，其區別主要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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劈接接穗的兩個削麵等長；劈接砧木的切口從斷面中央劈入，而切接法如果接穗比砧木細，

則砧木要從一側切開。 

切接法：切接法應用較為廣泛，插入時操作要輕，務必使砧木和接穗兩個切削麵的形成層

密切結合。尤其應注意將砧木與接穗的切削麵上綠色皮層與白色木質部之間的一條界線相

互對劑，使形成層自然吻合，這是成活的關鍵。如接穗比砧木細，則應將插穗插在砧木的

一側，至少有一側的形成層能密切結合，插穗插入後，即將砧木切開的部分包被在接穗外

面，用塑料薄膜帶綁紮固定，同時封閉砧木切口和接穗頂端，防止水分蒸發。綁紮時應小

心，勿使接合處有絲毫移動，防止形成層離位，影響嫁接成活。 

腹接法：腹接法比切接法植株更容易成活，優點更多，腹接對砧木要求不嚴格，一般不能

用作切接的砧木均可作為腹接的砧木；操作簡便，工作效率成活率都比較高；同時，腹接

法的嫁接部位低，容易培土，有利成活。 

芽接法：通常用「Ｔ」字形盾芽嵌接法，即接穗芽切成盾形，而砧木要切成 T 字形把接穗

嵌進去。 

皮接法：近年來皮接嫁接法應用也很廣泛，比如此法適用於桂花、香樟等園林觀賞樹種。

皮接法適宜在樹木生長季節樹液流動時期進行，這時便於砧木能削離樹皮。 

 

三、植物的光合作用分為那兩類？影響光合作用的外界因素有那些？(20 分) 
 

(最難 5 顆★) 

 

【擬答】： 

photosynthesis），透過化學反應進而製造出糖類。許多

植物、藻類及部分細菌在這個過程中會將水分解以產生能量，並釋放氧氣作為廢料，其稱為

「產氧光合作用（oxygenic photosynthesis）」，而有些細菌則會利用水以外的分子來行使無氧

光合作用（anoxygenic photosynthesis）。Anoxygenic photosynthesis 是指不以水為電子供體，

而不產生氧氣的光合作用。其光反應與碳反應均與產氧光合作用有所不同。常見的替代水作

為光反應電子供體的物質是硫化氫，其產物是糖類和硫單質（取代了氧氣），綠硫細菌、紫

硫細菌等光合細菌採用這一種方式進行光合作用。 

影響光合作用的因素從外部來看，光照、二氧化碳、溫度、礦質元素和水分等都是影響光合

作用的因素。在植物內部，影響光合作用的因素主要有葉綠素含量以及不同的生育期。 

影響光合作用的外部因素 

光照。光合作用是將太陽的光能轉化為化學能的過程，所以光合速率隨著光照強庋的增

減而增減。 

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光合作用的原料，對光合速率影響很大。其主要是通過氣孔進入

葉片，加強通風或設法增施二氧化碳能顯著提高作物的光合速率。 

溫度。光合過程中的碳反應是由酶所催化的化學反應，而溫度直接影響酶的活性，因此，

溫度對光合作用的影響也很大。 

礦質元素。礦質元素直接或間接影響光合作用，如氮、鎂、鐵、錳等是葉綠素等生物合

成所必需的礦質元素。 

水分。水分也是光合作用原料之一，因此水分缺乏主要是間接地影響光合速率下降。 

影響光合作用的內部因素 

葉綠素含量。一般情況下，葉綠素含量越多，光合作用越強。例如最幼嫩的葉片和衰老

的葉片光合速率低。 

不同生育期。株作物不同生育期的光合速率不盡相同，一般都以營養生長期為最強，到

生長末期就下降。 
 

四、請說明東方美人茶(膨風茶)成因、特色、產業困境與發展遠景。(20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需了解茶基本製程及特色即可輕鬆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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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東方美人茶又稱白毫烏龍茶、碰（膨）風茶、五色茶、香檳烏龍、蜒仔茶等多種別名，因幼

嫩茶芽受到小綠葉蟬刺吸（著蜒）且經重萎凋、重拌，使茶葉沖泡時產生獨有特殊之香、熟

果味。茶外觀白綠黃紅褐相間，猶如花朵，高級更帶白毫，而茶湯水色呈橙紅色，具天然的

蜜香或熟果味，滋味圓柔醇厚。 

東方美人茶製程方式 

茶菁原料 

製造東方美人茶之茶菁原料多以選用心芽肥大、白毫多、葉質柔軟且遭小綠葉蟬刺吸過之

「一心二葉」為主，更有採用一心一葉之茶菁製造。 

日光萎凋 

萎凋過程可使茶葉重量、體積、硬度降低，促進化學反應產生特殊香氣及滋味。東方美人

茶為重萎凋之茶類，故於日光萎凋時相對其餘部分發酵茶，東方美人茶之日光萎凋時間需

較長，使其萎凋程度較重。 

室內萎凋與攪拌 

東方美人茶為重攪拌之茶類，初期藉由翻動使茶菁水分重新分配，達到減低茶梗水分的目

的，且攪拌力道需輕，避免茶菁受傷。後續藉由攪拌使茶葉細胞摩擦破損，增加多元酚氧

化酶及兒茶素作用，進而控制茶葉發酵的程度，若此步驟操作良好，茶菁則會呈紅褐色，

並散發熟果香。 

炒菁 

炒菁為以高溫破壞茶葉中之酵素活性，並促使茶葉水分消散、葉片軟化，利於後續揉捻成

形，並去除茶葉不良的菁味及穩定茶菁色澤及香氣。 

靜置回潤 

又稱「炒後燜」，此為東方美人茶特有步驟，茶葉炒菁出鍋後，以濕布覆蓋，靜置回潤約 10-30

分鐘，可使茶葉水分重新分布，避免揉捻時產生碎葉且易於成形，並增加蜜香及熟果味，

使葉色轉紅。 

揉捻 

使茶葉捲曲形成條狀，並破壞茶葉的細胞組織，使茶葉的汁液流出附著於表面，增加沖泡

時的風味。不過東方美人茶較不重條索緊結程度，以揉捻度平均、白毫之有無及芽葉完好

為主 

乾燥 

以熱風去除茶葉中的水分，使其含水量降至 5%以下，延長保存期限，並可停止發酵作用

及其他生化反應，使品質固定。 

台灣北部為東方美人茶的故鄉，近代工業發達農業人口往都市移動，農村勞力日漸凋零，農

地大量開發茶園耕地急速減少，使得產製東方美人茶成本較高，而產家為減少病蟲害使產品

賣相佳，以科學用藥讓農產品增產，進而減少產品特色。台灣地小人稠，工業發達，飲茶文

化盛行，未來必執行制定東方美人茶的「製造規範」及「產銷履歷」，嚴定國內外茶葉區隔

，統合全台美人特色茶，以東方美人茶文化創意行銷，以增品牌效益及國際能見度。 

 

五、嗜好作物咖啡、可可、茶逐漸受到現代人的喜好與重視，請以個人觀點就氣候變遷、農工技術

等，描繪未來這些產業在臺灣發展的重點與方向。(20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須了解氣候變遷危害及咖啡、可可、茶作物知識方可得分 

【擬答】： 

臺灣雖然握有技術優勢，卻仍面臨著農用土地面積太小、生產勞力成本高及農場經營管理不

易的窘況，而氣候變遷的干擾則是最難解的課題，「低溫、高溫和乾旱」這三個極端氣候現

象，一直輪流在各農區出現，造成整個產業不穩定，除了衍生產量品質和安排人力困擾，還

嚴重影響到末端的行銷策略。 

未來可以依賴 AI 智慧及省工機械進行農場管理，建立「微氣象感測裝置」，專門用來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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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茶園的土壤溫濕度、導電度、空氣溫濕度、風向、風速、雨量、氣壓及照度等數據；建

置「茶園自動滴灌系統」，會利用感測裝置透過網路傳至電腦的資訊，評估對不同茶樹品種

的土壤肥力、茶樹生長、葉片養分及茶菁質量等，建立灌溉及施肥的決策系統；利用「無人

噴藥機」，短時間即可完成作業，解決傳統農藥噴灑需有至少 2 人，同時牽著長長管子，耗

時費力的作業程序，除了省時、省工、省錢，還能避免農藥交叉污染及殘留的食安風險。此

外，無人機也能進行「多光譜技術的應用」，藉由無人機（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搭載多光譜或可見光相機，能快速蒐集農園照片、植生指標，分析樹種生長光譜、樹種病蟲

危害等徵狀，同時建立影像應用資料庫。 

台灣農業產業面臨國際貿易自由化及消費者對食品衛生安全要求日趨嚴格等種種挑戰，惟有

建立國產咖啡、可可、茶衛生安全生產體系，充分的提供消費者各項農品產銷過程資訊，建

立「台灣名產」優質安全的品牌形象，產生市場區隔，創造農品附加價值，方可提升台灣農

產業之國際競力。因此，咖啡、可可、茶產銷履歷制度的建構與推動，是建立國產咖啡、可

可、茶衛生安全供應體系的不二法門，更是奠定台灣咖啡、可可、茶產業永續發展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