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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農業行政 

科  目：農業概論 

維哲老師解題 

 

一、請舉例說明農業生產自動化應用在農作、漁產及畜產經營情形，並比較農業生產自動化發展

於農、漁、畜產經營應用之異同。(25分) 

《考題難易》：★★★★★(最高 5顆星) 

《解題關鍵》： 最新的農業政策 

【擬答】： 

農作 

種苗生產 
應用生物技術、自動化設備、溫室及植物環控栽培設施、網室從事種苗

繁殖生產，且相關設施或設備總投資金額，不含土地購置費 

作物栽培 
應用生物技術、自動化設備、溫室及植物環控栽培設施、網室從事作物

或菇蕈栽培，且相關設施 

農作試驗研究 

從事植物遺傳資源收集保存與利用、育種、生物技術、種苗繁殖、植物

營養、植物生理、栽培管理、自動化栽培、設施栽培、有機栽培、土壤

肥料、病蟲害防治、採後處理、資源再利用、作物生態環境、污染防

治、檢測檢驗等之試驗研究 

農產品產、製、

儲、銷經營 
從事農糧產品（含蠶、蜂產品）之加工、集貨、運銷，並與生產相鏈結 

畜牧 

種畜禽生產 應用生物技術從事種畜禽或畜禽種原之飼養、培育、改良或繁殖 

畜禽飼養 應用自動化設備或環境控制設施從事畜禽飼養 

畜產試驗研究 
從事畜禽育種、遺傳、生理、營養、飼料作物、畜禽產品利用、污染防

治、資源再利用及生物技術等之試驗研究 

水產 

水產種苗生產 
從事種魚或水產種苗之培育、改良或繁殖者，並配置養殖槽（池）、污

染防制設施及循環水設施 

循環水養殖 

應用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養殖水產生物，並同時具備下列條件者： 

應具室內建築設施並設置養殖槽（池）、池水循環過濾設施、增氧設

備、水源儲存設備、污水處理設施、電力供應設備、水質監控與自動

投餌控制系統等基本設施。 

養殖槽（池）與室內養殖建築 

養殖水體應經循環再利用 

水產養殖試驗研

究 

從事水產生物繁殖、生物技術、節能、節水、育種、遺傳、飼料營養、

生理、自動化、水產物生物安全管理、循環水、污染防治之試驗研究，  

水產品產、製、

儲、銷經營 
從事水產養殖及養殖水產品加工（凍儲、活魚儲運等）整合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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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說明臺灣栽培面積最大的水果類作物，在夏季(約五月至九月上旬)的主要栽培管理作業要

項及病蟲草害防治要點。(25分) 

《考題難易》：★★(最高 5顆星) 

《解題關鍵》：a2,p28 台灣三大水果的認知 

【擬答】： 

香蕉： 

為芭蕉科單子葉大型草本植物。看到的莖其實是假莖；原產於亞洲南部，性喜溫暖而濕潤

之氣候：目前以高、屏、南投地區為主。 

品種有： 

仙人蕉：為台灣最多的品種，由北蕉變異而來。  

北蕉：是台灣最重要的栽培品種，分佈面積最廣；對黃葉病不具抗病性。  

矮腳蕉：利用吸芽繁殖。 

寶島蕉(新北蕉)：從北蕉之組織培養後代植株中選育獲得，為兼具抗黃葉病和豐產兩種

優良特性；水銹是一種蟲害，禍首是花薊馬，以寶島蕉較嚴重。 

北蕉及寶島蕉為台灣目前兩個主要經濟栽培品種，栽培種多為 3倍體。 

繁殖： 

過去均以吸芽繁殖。 

近年來為預防黃葉病的發生採用組織培養苗。 

優良吸芽應具備條件為：  

塊莖短大充實 

幼葉遲展 

先端成筍形者 

產期調節：以調整種植期，以 2～5月種植最能減少颱風危害。  

促進果實發育： 

施肥 

遺留適當把數。通常一片健葉可留一果把，但冬蕉生長期長，葉片 壽命短，不宜留太多

果把。 

香蕉雌花展開後，果房末端花苞繼續展開無用的中性花與雄花，消耗養分，應及時切除，

在末端果把的果指略向上彎時摘除最佳。 

套袋：捨棄傳統藍色塑膠套袋，改用褐色紙套袋，可有效預防兩段著色的發生，促進香

蕉轉黃均勻。 

防止植株倒伏：要立支柱。 

採收成熟度： 

內銷要 8分半到 9分。 

外銷夏蕉要 7分熟，冬蕉 8分半熟。 

催熟：使用電石或線香。 

 

三、請敘述農產品劣變之因素，並說明農產品加工的物理、化學及微生物技術方法。(25分) 

《考題難易》：★★(最高 5顆星) 

《解題關鍵》：背誦  a2 p95-p100 

【擬答】： 

農產品劣變之因素 

物理變化 

蒸散：由於蒸散作用使水分減少，造成重量變輕質地變軟，甚至型態崩壞。 

高溫：在高溫之下，使農產品之失水速度快，呼吸作用強烈，化學變化加速，及微生物易

於繁殖等。故食品之貯藏以低溫為佳。 

強光：在強光下食品之腐敗極為快速，故貯藏時以黑暗或弱光的環境為佳。 

化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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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作用：食品與空氣接觸會產生氧化作用，易受氧化的成分包括油脂、色素、維生素 C

及單寧等。 

自消化： 

澱粉水解為醣，再經有機酸變成二氧化碳和水。 

烹調用的畜肉於低溫下經過自消化可改善肉的風味稱為「熟成」。 

生物因素 

病菌的腐敗：食品貯藏在 15℃以下即可抑制細菌的活動。 

呼吸作用：農產品採收後仍繼續進行呼吸作用，降低其呼吸作用才能延長其保存期限。 

 

農產品加工的物理、化學及微生物技術方法 

物理操作： 

指利用機械性操作，農產原料只發生型態改變，本身性質沒有改變的方法。主要的操作。如

選別、洗滌、剝皮、壓扁、壓榨、分離、乾燥、蒸發、蒸餾、結晶、粉碎、混合、溶解、靜

置、澄清、搓揉、攪拌、冷卻與冷藏。 

液體與固體相混時，使其分離而分別收集，有壓榨分離法、過濾法、離心法、篩分法，屬

於相無變化的分離操作。乾燥、蒸發、蒸餾，則屬於相有發生變化的分離操作。 

蒸餾：兩種液體混合時，所採行的一種分離方式。先使沸點低的液體蒸發成氣體，逸出後

收集該氣體再使之冷凝為液體稱為蒸餾。 

結晶：例如製糖、製鹽。 

紅茶製造時揉捻的主要目的在促進酵素作用。 

化學操作方法： 

指產生化學變化使本身性狀發生改變的方法。主要的操作。如浸潰、發芽、糊化、糖化、蒸

煮、製麴、發酵、沉澱、凝固、烘炒、燻烤、漂白等。 

糊化：澱粉加水混合均勻後加熱至 60～70℃左右即成半透明糊狀，此時澱粉粒吸水膨脹而

破裂，柔軟並富粘著力。澱粉糖化需經此步驟。 

糖化：在糊化的澱粉液中加酵素，並保持在 50～60℃之溫度，則澱粉水解成為麥芽糖或葡

萄糖。 

凝固：利用加熱煮沸或添加藥品使蛋白質、醣類固化的方法，例如豆腐是加入石膏或苦汁(

氯化鎂MgCl)為凝固劑。 

焙炒：置原料於鍋中，以直接火力加熱並翻攪稱為炒炙，其目的有： 

減少水分，使蛋白質凝固，如花生油製作時原料的焙炒。 

炒熟使原料易被酵素分解或易於破碎，如醬油製造時小麥的焙炒。  

發生化學變化，產生芳香味及色澤，如咖啡豆的焙炒。 

使澱粉糊化，如糊精製作時澱粉的焙炒。 

乾燥，如製茶。 

微生物的操作方法 

指利用微生物(細菌、酵母菌或做菌)將原料分解，改變農產原料性狀產生新產品的方法，例

如葡萄酒發酵、豆腐受毛黴菌作用形成豆腐乳。 

製麴：蒸熟米或豆加麴菌接種，可製得「米麴」或「豆麴」。例如製造醬油或味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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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因天然條件限制，水資源不易蓄存利用，請依農業用水特性，說明水資源用於灌溉的問

題及農民可用的節水技術。(25分) 

《考題難易》：★★★★(最高 5顆星) 

《解題關鍵》： 篇思考型題目需整合觀念於灌溉之方法和節水 a1’171,109’110’111’ 

【擬答】： 

灌溉 

漫灌法：引水入田使之漫流至全園，如稻田灌溉 

溝灌法：作畦栽培之田間，水沿畦溝流動者，如菜園灌溉。 

噴灑灌溉法：在不平的地區，利用噴灑器噴水灌溉者，在坡地果園常用。 

滴灌法：盆栽植物利用八爪滴頭，將水由小水管直接灌入盆內者。用水量最節省，且可避免

雜草蔓延，但設備成本頗高，過高經濟價值之作物。 

地下灌溉法：在地下埋設灌溉管線，使水分經由地下直接灌到作物根部者，常用於庭園、運

動場、高爾夫球場。 

 

農民可用的節水技術： 

農藝方法：就是利用農業耕作方法，加強土壤抗蝕條件，增加水分滲入土壤，為作物蓄水。

實施上大多僅是將必須的作業在方式上作一調整，除蓄水保土、保肥外，且有省工經營與作

物生產之收穫等多方面的效益，可分為下列幾種： 等高耕作、 密植、 橫條間栽、 輪

作、 間作、 殘株利用、 敷蓋、 綠肥、 覆蓋作物、 排水溝植草。 

等高耕作：耕犁、作畦、栽培，改按等高方向實施，可以截留雨水、減低逕流流速，為作

物蓄水，水土流失就能大量減少，耕作也省時省力，是坡地耕作最基本的重要方法。 

密植：鳳梨、茶、以及若干果樹，增加單位面積的種植株數，也就增加了覆蓋率，沖蝕即

可降低。 

橫條間栽：是將較易沖蝕的行栽作物，和密生的護土作物，相間行寬帶狀的栽培方式，行

栽作物被移動的土壤，可截淤到密生作物帶上，是大面積緩坡農場需生產草類時才採用，

是美國的主要方法之一，並不適用於臺灣。 

輪作：保土輪作制度，是按當地降雨的分布而設計，主要在使雨季有較好的地面覆蓋，抑

制沖蝕。 

間作：在主作物行間選擇適當的作物間作，也是調節地面覆蓋的方法，一般並可增加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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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株利用：作物收穫後的剩餘部份，多被遺棄火焚，是相當大的浪費或損失，應該盡量利

用作為敷蓋，或淺敷土中。不但可以防止沖蝕，也是維持並增進土壤生產力的好辦法。 

敷蓋：利用作物殘株或其他材料敷蓋地面，是效果顯著的方法，水土流失可大幅降低。 

綠肥：大多是豆科，可以固定吸收空中的氮，供作肥料，也是有機質的來源；栽培期間也

可覆蓋地面。 

覆蓋作物：又稱草生栽培，是用來被覆地面的作物，適當的種類，水土流失可以抑低到非

常微量，並有多方面的效益。在果園種植，更可節省中耕除草工。 

排水溝植草：坡地排水溝，因為流速大，每多用砌磚石或混凝土構築，若用草類作溝面的

被護襯料，沖蝕不致發生，是最經濟的排水方法。 

工程方法：係指以機具與人工構造物改變地形或抑制土砂運動，並有效阻滯水流，涵蓄水資

源之各種工法。此項工法種類繁多，功效各異，凡用於農牧地，防止土壤流失，減少沖蝕，

儲蓄水分，保育肥力，促進農作物增產之工法，皆可稱為農地水土保持工法，如下列 7 種工

法皆屬之。1.平台階段、2.寬壟階段、3.山邊溝、4.石牆法、5.截洩溝、6.排水溝、7.跌水。 

平台階段：我國原稱梯田，是在坡面上沿等高方向所築成的帶狀階段，將坡面變成階梯狀

平地。用作水田外，世界各地多用在陡坡地耕作。 

寬壟階段：橫跨坡面、每隔適當距離所培築的寬底土埂和淺溝。當農藝方法在坡面上實施，

逕流匯積將要造成沖蝕時，階段就可將逕流截阻而安全排除，也是緩坡大農場的重要方法，

為美國所普遍應用，台灣的適用範圍有限。 

山邊溝：和寬壟階段的效用相同，可適用較陡坡度及小田區，是台灣重要的基本方法。 

防砂壩：為攔蓄河道泥砂輸送、穩定河床及兩岸崩塌、防止侵蝕所構築 5 公尺以上之橫向

構造物(5公尺以下謂潛壩)。 

石牆法：在多石的土地上，因耕作需要清除的石塊，砌在平台階段的位置上，也可由土的

淤高而形成平台階段。 

截洩溝：沿近似等高方向、橫跨在被保護的土地或保護物的上方，用來攔截逕流，導至安

全處排除的溝渠。 

排水溝：是排除逕流的溝渠，坡地上流速大，必須植草、磚石等砌襯作保護，或用預先鑄

造的混凝土製品裝設。 

跌水：溝渠坡度陡，水流流速過速，就會發生溝底沖蝕，在適當地點建造垂直落差，此種

構造物稱跌水，可以減緩流速，安定渠道。 

植生方法：利用植生覆蓋地面、減少土地暴露、保護土壤、儲蓄水分、涵養水源，以達到水

土保持目的之方法，稱為水土保持植生方法。其實施方法可分為下列五種。 草帶法、 噴

植法、 植生帶法、 植草苗法、 打樁編柵法。 

草帶法：在坡面上帶狀種植強莖密生草類，使移動的土壤截於帶上。 

噴植法：種子混合肥料、粘著劑、加水充分攪拌後，利用強力壓縮機，噴植於坡面的方法。 

植生帶法：以纖維、稻草、棉織等材料粘附草種及肥料舖植於坡面，以保護邊坡之方法。 

植草苗法：種植草苗覆蓋邊坡之方法。 

打樁編柵法：使用萌芽或不萌芽之竹、木樁或其他材料製造之樁，依適當距離打入土中，

並以竹片或其他材料編柵之方法。 

生態工法：其廣義的內涵是「為達到永續利用的目的，對周邊環境保存、維護、復舊、改良，

所施作的工事，包括生物與非生物材料的應用」。狹義的內涵則為「取當地之可應用資材，

在儘可能不破壞當地生態及環境景觀的原則下，對一般邊坡以及河溪，包括崩塌地等特殊地

形，所做之整治工程與措施」。其主要精神在於：「對生態系統之深切認知、落實生物多樣

性保育及永續發展、生態與安全並重、減輕對自然環境造成傷害。」在應用上，根據不同區

域、不同目的及不同使用材料，由大尺度至小尺度，有三類不同規模的應用觀念，而具有的

共通點是結合天然及人工資材。來創造健康的生態及景觀結構，它是有生命的動態結構而非

硬的工程構體。常見的方法有下列四種： 復育， 修復， 改善， 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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