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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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生產概論 

考試時間：2 小時 

邱哲老師 

一、請詳述臺灣目前智慧農業之發展現況。其中水稻該如何進行智慧生產與管理以因應水資源短缺

問題。（25分） 

★★★(最難 5顆★) 

了解節水水稻栽培之意義就能得分 

【擬答】： 

雖然臺灣水稻栽種已全面機械化與專業分工，但是栽培過程中的水分管理(灌溉作業)，還是

得倚靠人力進行，其中巡田工作更多達 60%的人力，再加上田間栽培環境監控，以及灌溉水

資源利用管理不足，只好大多採取漫灌的方式，近來又面對氣候變遷帶來水資源缺乏壓力，

使得水田灌溉作業為人口老化的農村帶來很大負擔。「智慧水田監控管理系統」，透過一支

手機，農民可隨時隨地進行田間水位監測，經由手機 APP 簡單的介面及 4G，遠端遙控水閘

門、抽水機，不但在家就可以巡田水，並可遠端控制水閘門進行灌溉管理，有效節省巡田人

力 60%以上，並且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省時、省力又省水。 

智慧化水分管理透過智能感測器如田間微氣象站、水位計、遠端電子水表及土壤電導度計等

多項智能設施裝置之導入，即時傳輸田間各項參數至資料庫，藉由手機遠端監測田間環境及

水位狀況，進一步控制灌水電磁閥開關，輔助水稻灌溉排水之田間管理，並搭配使用乾濕交

替的灌溉模式，較慣行栽培節省 10-30%的用水量，且乾溼交替並不影響株高、葉齡及產量等

重要性狀，而進一步整合田間環境資料與植株生理性狀結果顯示，環境中之積溫或輻射量與

植株生理性狀中之株高、葉齡、植冠、葉面積具高度正相關，可供做為水稻生產過程精準管

理之用，將有效節省水資源，並使稻作產業朝智慧化生產管理邁進。 

 

二、請詳述臺灣原生種雜糧作物臺灣藜之生長特性及栽培管理方式。（25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關鍵》：了解台灣藜栽培就能得分 

【擬答】： 

臺灣藜為一年生草本雙子葉植物，幼苗與小葉灰藋，別名小藜、狗尿菜極為相似；但子葉較

大，葉單葉互生，葉形變化較大，同一株上有菱形，卵狀和卵狀三角形，葉片為灰綠色、深

紫色或淺紅色，而幼葉和芯均為紅色，粗鋸齒緣主脈紫色，葉柄帶紫色。網狀葉脈，莖粗多

分枝，為有稜的圓柱狀，有紫紅色或綠色溝紋，實髓，但莖枝質地硬而脆，易折斷。一般為

兩性花，少數是單性雌花，多數花簇互生於花枝上，成聚繖花序或大圓錐花序，下垂無限花

序，花枝腋生或頂生，雄蕊 5 枚，子房上位，1 室，扁圓形，無花瓣。花期較長。胞果完全

包於花被內或頂端稍外露。種子扁圓形，籽粒分為棕、白和粉紅三種不同類型。臺灣藜常見

於原住民族部落，被當作是小米、玉米伴生的作物，最高可長至 2.8 公尺，對乾旱或貧瘠土

地的適應力相當強，生長期短，3-6 個月便進入成熟期。臺灣藜易栽種，蘊含豐富營養與糖

類，成為部落重要的糧食作物，包括熱量補給、小米酒釀酒原料都少不了它。此外，臺灣藜

成熟開花結果的鮮豔外觀，亦常成為原住民參加豐年祭等重要慶典時不可或缺的裝飾配件。 

台灣藜的生活史可分為營養生長期與生殖生長期兩階段，由種子發芽到孕穗前稱為營養生長

期；由孕穗、開花、結實、果穗轉色、籽實（帶有外殼的種子）成熟掉落，這段期間稱為生

殖生長期。栽植季節以 10 月上旬至 3 月上旬較佳，應避開豪雨不斷的雨季（6~9 月）。春秋

兩季栽植紅藜約 100 天即可採收，冬季栽植需時約 120 日。栽植距離以 20~25 cm 較佳，可

藉直播法或以苗床育苗再行移植均可。果穗轉色後約 2 週種實初轉黑色時即應採收，晒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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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後收藏在 4℃冷藏室較能保鮮，此條件下種實可乾儲 4 年仍有 95%以上的發芽率。為降低

植株高度可在植株 30cm 時予以摘心，高度減小但種實產量不減。 

 

三、請說明水稻直播栽培方法之分類及水稻直播優缺點。（25 分） 

★★★(最難 5顆★) 

了解水稻栽培就能得分 

【擬答】： 

水稻直播栽培雖僅是將稻種直接播種在稻田上的栽培法，但在播種時，依整地的有無，播種

的方式，田間的狀態又可細分為不同種類，每一種直播栽培均有其不同的栽培方式，概述如

下： 

依整地的有無： 

水稻直播栽培依照播種時，田間有無整地，可分為整地直播與不整地直播兩種，整地直播

較符合一般農民栽培習性，不整地直播可以節省整地作業的費用，在田間多年生雜草不多

的地區倒不失為良好的方法，唯此種方法種子裸露，易受鳥、鼠等為害及不良環境之影響，

管理較為不易。目前中南部有些農民第二期作水稻栽培採用前期作收穫時掉落田間的稻種

加以培育，也是不整地栽培的一種方式。 

依田間的狀態： 

水稻直播栽培依播種時稻田的乾濕狀態，分為濕田直播與旱田直播兩種，濕田直播就是在

田間湛水或秧田狀態(田面土壤呈糊狀)下播種，直播後初期在秧田狀態下生長，至秧苗生

長至本葉五葉時，改為一般稻田管理，目前水稻直播栽培大多採用此種方式。旱田直播係

在旱田狀態下整地播種，初期管理和一般旱作相同，但至秧苗五葉時，始改為一般水田方

式管理，此種直播方式，適宜於大型機械化或於水稻插秧時期常發生缺水情形的稻田採用。 

依播種的方式： 

水稻直播栽培依播種方式可分為條播、點播、撒播等三種，條播行距 27 公分，種子分散成

一直線，種子與種子間隔均勻，可確保單位穗數，且通風良好，可減低病蟲害發生及倒伏。

點播行距 27 公分×15 公分，每叢種子集中，稻稈較細，穗較小。目前的直播機可以進行條

播與點播作業，此兩種方式因有較大的行距，進行施肥、噴藥等田間作業均很方便。撒播

係將稻種均勻撒於田間，因無行株距的限制，田間管理作業及病蟲害防治均較不方便，且

撒播技術不佳時，常有播種不均勻的現象，種子多的地方甚且導致倒伏。唯此種現象，可

以於田間開設若干作業溝，便利田間作業；減少稻種用量，避免倒伏；使用背負式動力粒

狀肥料噴撒機進行撒播等措施加以改進，現今使用撒播栽培方式的農民有逐漸增加之趨勢

。 

水稻直播栽培的優劣點 

水稻直播栽培與傳統的移植栽培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利用直播栽培可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 

產量確保米質增加農民的收益，但由於直播栽培生育初期無法集中精密管理且需要改變農民

的栽 培習性。綜合而言，直播栽培具有下列各項優劣點： 

直播栽培的優點 

直播栽培可以降低生產成本：直播栽培因為將稻種直接播種於稻田上，省去育苗及插秧

等工作，因此，可以降低生產成本 24~26%，若兩期作均採用直播栽培時，約可降低生

產成本 30~45% 。 

提高產量：採用直播栽培是否可以提高產量，略有爭議，但若以農林廳 50 年代示範時的

水稻的產量構成要素來分析時，由於直播栽培可以增加單位面積的穗數，雖然每穗粒數

略為減少，但因稔實率的提高得以彌補，而千粒重則兩者無顯著差異，由此不難想像直

播栽培得以提高產量的原因。 

確保米質：水稻直播栽培自播種後即有較大的生長空間，故自第二節位起即可產生分蘗， 

而由過去的試驗研究得知，低節位分蘗不但每穗粒較多，米質也較均一，此項推論在最

近各改良場有關直播稻的米質試驗中也獲得證實。 

直播栽培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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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初期無法集中精密管理：直播栽培將稻種播於廣大的本田中，第一期作寒流來襲、

低溫時，保溫困難，只得利用灌概水溫進行保溫工作。第二期作常遇豪雨、陣雨，地勢

低 窪、排水不良地區，秧苗生育柔弱，甚至死亡。 

直播栽培在本田生育期較長，不適合裡作地區推廣：水稻直播栽培若與移植栽培相比較，

第一期作約晚 15~20 天，第二期作約晚 7~10 天，因此佔用了本田較久的時間，裡作地

區複作 指數較高，常於收穫後，趕種另一作物，無法進行直播栽培。 

 

 

 

四、請詳述作物生長發育過程中，作物的遺傳特性與自然環境因子之交互關係如何影響作物生長。

（25分） 

★★★★★(最難 5顆★) 

需詳知作物生長發育知意義方能得分 

【擬答】： 

栽培作物的主要目的為提供高產、高品質的農產品以滿足人類需求，為了確保栽培的作物生長

健康，展現其應有的產量與品質，除了選用優良品種外，必須提供最適宜作物生長的環境。影

響作物生長的環境因子包括氣象因子及土壤因子，土壤因子的整合性管理目標為營造最適宜作

物根系生長的物理性、化學性及生物性環境，讓作物根系的生長充分表現其潛在能力。人為可

以操控土壤環境的管理技術主要為水分及無機養分的管理，作物根系吸收水分及無機養分才可

以正常地供應支持地上部生長所需，若水分及無機養份供應不足，作物本身會產生形態發育調

整的適應性反應，導致生長的改變，影響產量與品質。氣象因子的栽培管理目標為營造最適宜

作物地上部生長發育環境，在水分及無機養份供應無虞的情況下，地上部莖、葉、花的生長發

育主要受氣象因子中溫度、光線及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影響，其中以溫度及光線的調控較容易。

溫度決定生物化學的反應速率，光線的強弱則直接影響作物光合作用速率，兩者決定作物的生

長發育速率以及最終的生產力。對開花植物而言，溫度及光線是決定花芽分化的重要氣象因子，

調節控制栽培環境的溫度及光線，不但可以提供莖葉生長的適宜環境，也可以有效地調整開花。

在自然環境中，作物可能面臨各種類型的生長逆境，如同根部的反應，莖葉的生長也會針對逆

境產生型態發育的調整，導致生長發育改變影響產量與品質。利用植物對逆境會產生生理、 生

化變化的原理作為基礎，可以發展一些監測方法以檢定植物的健康狀態。作物的整合性管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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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作物的生長發育為中心，配合提供最適宜的生長環境，再加上運用栽培技術進行有效管理，

最後才可以生產出符合消費者需求的健康、高品質農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