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業推廣課 傅智麟 分機 430

第 45 屆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姜金龍課長

267
發行人／郭坤峯

總編輯／姜金龍

主編／李宗樺 　賴信忠

發行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地址／32745桃園市新屋區後庄里7鄰東福路2段139號

電話／（03）4768216　傳真／（03）47668477

設計印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領航弱勢族群創業暨就業發展協會

電話／（02）23093138

工本費／NT$20元　　　2500份

本期封面：長壽花/陳昱菱攝影 中華民國一一○年十月十五日（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創刊）

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號

1

農業卓越新典範

本場農業推廣課姜金龍課長榮獲國際同濟會臺灣總會

110 年第 45 屆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並於 9月 28 日赴

總統府獲蔡英文總統接見並表揚。

姜課長為農藝學博士，具有作物育種及生產栽培管理

專業背景，並擁有農業經營品牌與行銷之跨域專長，在本

場任職 33 年間帶領仙草、甘藷及山藥研發團隊，育成 6

個品種，成為相關作物新興市場之基石，為北部地區雜糧

及特作產業開出新局。

姜課長率仙草開發團隊，長達 10 年品種選育，育成

2個仙草品種 -桃園 1號、桃園 2號，奠定新竹縣關西鎮

仙草產業發展之基礎，更帶動桃園市楊梅區仙草六級產業

的發展，使仙草化身為北部地區具經濟價值之新興特色產

業。此外，在甘藷選育及產業貢獻殊偉，率領甘藷育種團

隊育成 3個品種，推動北部甘藷產業，其中甘藷桃園 1號

之推廣成果更於 84 年榮獲前臺灣省政府農林廳研究發展

二等獎殊榮 ;而葉用甘藷桃園 2號因口感佳，深受市場喜

愛，迄今仍是農民持續選種之品種 ;另育成具有高胡蘿蔔

素含量的甘藷桃園 3 號，為北部地區甘藷產業帶來新契

機。

在產業資訊服務方面，姜課長帶領本場團隊自 103 年

5月開辦「LINE 作物病蟲害諮詢診斷服務」，即時解決農

民病蟲害問題，此創新服務方式，榮獲 106 年農委會第 1

屆政府服務獎專案規劃類特優獎之殊榮，並進一步朝向智

慧化諮詢邁進。在農業推廣課服務 10 餘年，姜課長從原

本作物栽培育種技術專家身分，跨域結合生產管理及品牌

行銷之專業，帶領本場農業推廣團隊開發「好菜在我家」

及「有機蔬菜生產資訊 E化平台」服務農友及消費者，促

進有機蔬菜產銷資訊流通及縮短產銷之間的距離。

姜課長在作物品種選育、栽培生產管理、品牌建立、

行銷及產業佈局等領域，對產業卓越之貢獻各界有目共

睹，如今獲此殊榮，實至名歸。

▲本場農業推廣課姜金龍課長 (右後 1) 當選第 45 屆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並獲
蔡英文總統接見表揚合影。

(接下頁)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0 年 9 月 11 日第 8801 號新聞稿刊登

農業保險新里程碑 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舉行揭牌典禮

農業要聞新知

依據農業保險法成立的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於

11 日舉行揭牌典禮，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吉仲主任委

員主持，陳主委期許農險基金有效執行危險分散機制，穩

定農業保險運作功能，並肩負勘損人員訓練、教育推廣宣

導及資料庫建置等法定任務，作為農民、產險業者及政府

機關樞紐，擴大農業保險涵蓋範圍，穩定農民收入。

陳主委表示，臺灣農作物樣多量少、天災發生頻率高

且損失幅度大，不易符合保險大數法則，為農業保險永續

發展，規劃成立農險基金分擔保險人之危險，可在理賠較

少年度將保費滾存，以因應大災年資金需求。在農業保險

法立法進程中，感謝朝野立委一致支持，並促請行政部

門逐年編列保險基金至 100 億元，宣示推動農業保險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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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於 110 年 8 月 24 至 25 日以視訊方式辦理「110

年食農教育宣導人員基礎培訓課程初階班」，相關食農

教育研習活動已邁入第 5 年，期待透過對飲食及農業關

懷，讓國人能認識從產地到餐桌、從生產端到消費端等

相關知識，並培養國人正確的飲食習慣，今年因為 COVD-

19 疫情關係，也開啟了辦理遠距教學的新里程碑。

課程規劃主要依據臺灣師範大學林如萍教授所研提

的食農教育三面六向架構，進行相關學習內容規劃，包

括食農教育政策說明、農業與環境、農業生產與安全、

飲食與健康、飲食消費與生活型態、飲食生活與文化，

希望藉此能提高食農教育推廣人力的知能，建立食農教

育推動的專業支持體系。此外，本場為了解決校園、社

區在推動食農教育時所面臨的問題，透過觀察不同農作

物在光照、土壤濕度、溫度及病蟲害等狀況下，如何運

用科技解決栽培管理上的各種問題，特別安排了 3 堂課

程，希望協助老師在推動食農教育時能更加順利。

本次培訓課程兩天全程參與共 111 位學員，對象包

括農友、農會推廣人員 (家政班員 )、學校教師、農業相

關團體及推動食農教育團體等。第 1 天課程，由苗栗區

農業改良場古金台助理研究員說明「食農教育政策」，

介紹食農教育的內涵與推廣架構，以及政策方向、法規

草案發展現況；本場傅智麟副研究員講述「飲食與健康」

內容，說明衛生福利部的六大類均衡飲食的科學觀，並

與學員探討飲食與疾病的關聯性；本場吳信郁副研究員

則以「農業生產與安全」為題，介紹臺灣在地農業生產

與特色，不同耕作方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並講解農藥

安全使用注意事項；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林勇信副研究員

講述「農業與環境」內容，強調農業生產與環境的重要

性，以及農業與資源永續、社會責任與倫理、全球糧食

等重要議題。

第2天課程，由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張志維技佐以「飲

食消費與生活型態」內容，宣導消費行為、食品衛生與

安全的重要性，教導學員認識加工食品的製作與選購方

法，以及地產地消、綠色消費等重要課題；本場戴介三

助理研究員藉由「飲食生活與文化」主題，強調飲食的

重要性、愉悅的進食、分享與感恩及進餐禮儀，並針對

在地飲食文化的特色，引導學員培養對土地文化的認同

及歸屬感。

下午則由本場吳安娜副研究員分享「都市農耕適栽

作物資訊應用」依照場域日照量不同，篩選適合種植的

作物，以提高校園作物存活率，讓學生更有信心來進行

農耕體驗；楊雅淨副研究員分享「遠距澆水管理模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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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要聞

( 接下頁 )

( 承上頁 )

▲因為COVD-19疫情關係無法群聚，但透過遠距教學還是能拉近彼此的距離。

心。

陳主委說明，因應極端氣候加劇，為協助農民分散營

農風險，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農業保險，目前已開辦 25

種品項、38 張保單，保單類型分為商業型保單及政策型

保單；政策型保單將由農險基金承擔 100% 風險，至於商

業型保單則為 80%，相較目前產險公司全數自行承擔，能

有效分散及均化風險、提高與再保險人之議價能力，有利

農業保險業務之穩健經營。

陳主委特別強調，農業保險覆蓋率由 106 年度擴大推

動時 5.8%，至 109 年提升為 9.6%，在本年 5 月推動豬隻

死亡保險強制投保措施後，目前已達 23.3%，為持續增加

保險涵蓋範圍，對於種植面積最廣的水稻，除現行商業型

水稻保險外，正在規劃自 111 年 1期作開始推出政策型水

稻收入保險，分成基本保險及加強保險 2種，基本保險全

面納保且保費由農委會全額補助，損失超過 2成即可獲得

理賠每公頃 1萬 8千元，至於加強保險農委會將補助 1/2

保費，減輕農民負擔。另為簡化農民投保作業，已由農業

保險基金建置投保資訊系統，協助農會加速投保作業進

行。

農險基金揭牌，象徵農業保險邁入新的里程碑，將承

擔起新時代重任，精進農委會「三保一金」農民福利措施，

除了提供對「人」的保障，也經由農業保險延續到農民所

耕作、養殖的「產物」，降低營農風險、保障農民收入，

進而提高農業經營的韌度，促進農業永續發展。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號 3267

每年 7、8月間正值高接梨盛產期，9、10 月時序漸入秋，

梨樹葉片會逐漸感受低溫短日照進入落葉休眠期，為落葉性果

樹的專屬特色。落葉果樹在採收後果園管理尤為重要，採收後

管理攸關到翌年的植株營養條件、產量與品質，為影響梨生產

的成敗重要關鍵期。當梨樹在果實發育期間，葉片的光合作用

產物主要供給果實生長發育所需，當果實採收後至落葉前，葉

片的光合產物，則為樹體最主要碳與氮源蓄積來源，此時如何

維持健康的葉幕狀態及提升葉片的效能，為採收後管理的首要

工作。

梨樹採收後提早落葉的原因有 1.夏秋季高溫乾旱，葉片病

蟲害發生嚴重；2.施肥不當造成樹體營養失衡，樹勢衰弱；3.低

海拔栽培環境，夏季高溫導致生長逆境；4. 水分管理不良，造

成根系發育不良；5.颱風侵襲造成葉片破損及落葉；6.藥害造

成葉片受損落葉。因此，高接梨採收後果園管理重點可歸納如

下 :1. 恢復樹勢及防止早期落葉，利用採收後施用禮肥及葉面

施肥進行恢復樹勢，並持續進行田間管理防止發生早期落葉。

2.提高葉片光合作用的效率，有利於製造養分移向枝幹及根部

聚集貯藏，充實枝條及花芽之花器發育。3.去除競爭枝條，但

要避免不必要截剪，造成刺激芽體萌發，可採疏剪或縮減方式，

調整樹勢生長。4.待秋冬季落葉後，及早施用腐熟有機質肥料

及基肥，進行土壤改良，加強果園清園工作。

近年來受氣候變遷影響，高接梨果實

常有生理障礙情形發生，如梨蜜症及果實

木栓化，建議農友可於果實採收後先逐步

做好果園管理基本作業，並可利用本場所

提供的土壤檢測服務，做為梨園土壤改良

及合理化施肥之參考依據，配合果園草生

栽培及水分管理，建立梨樹根系良好生育

環境，均有利於因應栽培環境逆境及降低

梨果生理障礙發生。

本場服務區域除了在臺灣本島之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

桃園市、新竹縣及新竹市，尚包括離島之金門縣與連江縣。今

年度為滿足金門縣農友之期待，並配合友善環境農業資材推廣

計畫之規劃，於 110 年 9 月 16 日 ( 星期四 ) 假金門縣政府多

媒體簡報室辦理「110 年蔬菜友善環境栽培暨合理化施肥講習

會」，因疫情因素，本次講習會係採線上與農民蒞場聽課的方

式進行。

本次講習會課程分成四個部分，首先由本場作物環境課生

物機電研究室黃柏昇助理研究員講授「小型農機安全操作介

紹」，提醒農民操作小型農業機具例如：手持式割草機、中耕

機、耕耘機等正確使用方法、操作農機應採取安全防護措施及

機械使用時應注意事項，並宣導農機保險。第 2堂課由本場作

物改良課蔬菜及採後處理研究室劉廣泉副研究員講授「蔬菜友

善栽培管理技術」，農民可藉由適時適作選擇栽種之葉菜品種、

栽培環境的選擇與營造、育苗移植及輪作、間作或混作栽培、

水分管理及雜草管理等栽培管理技術，達到生產高品質蔬菜之

目的。第 3堂課由本場作物環境課土壤保育研究室湯雪溶助理

研究員講授「友善環境資材使用方式及蔬菜合理化施肥技術」，

課程中除了介紹目前農糧署公告友善環境資材的種類及使用方

法，也教授農民應先進行土壤採樣分析，瞭解農田土壤肥力狀

況後，再根據檢測報告選擇適合之土壤改良或肥料資材使用，

以達到合理化施肥。另，宣導農糧署因應今年度氣候異常，乾

旱、霪雨、寒流、高溫、豪雨等天災不斷，8 月上旬更因西南

氣流豪雨影響，致使農業災情嚴重。為協助復耕，增進農田地

力，將有機質肥料每公頃補助農民購肥噸數由原先 6噸提高為

15 公噸，最高補助由原 1萬 2,000 元提高至 3萬元，以減輕農

友負擔之訊息。第4堂課係「蔬菜友善栽培病蟲害防治技術」，

由本場作物環境課植物防疫研究室姚瑞禎助理研究員講解蔬菜

常見之病蟲害，發生原因及如何預防，發生時該如何合理使用

藥劑或是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防治等。

肥料過度施用會導致土壤劣化及農田土壤生產力下降，藉

由作物合理化施肥技術及搭配不同之友善環境資材，可以維持

土壤良好的化學

性、生物性及物

理性，也可以減

少農業藥劑使用

之機會，達到安

全農業的目標。

 　新埔工作站 羅國偉 電話 03-58949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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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接梨採收後果園如何管理，為明年作好準備

110 年辦理金門縣蔬菜友善環境栽培暨合理化施肥講習會紀實

▲採收後施用禮肥進行恢復
樹勢，持續進行田間管理
防止發生早期落葉。

▲講習會開始前由金門縣政府
農林科鄭向廷科長致詞。

▲金門縣農友當日參與情況。

▲維持健康的葉幕狀態及提
升葉片光合作用效能，為
採收後管理重點。

用」將 24 種作物水分管理分成低溼、中溼、高溼及乾溼

循環，運用物聯網技術，整合土壤溼度感測與監控裝置、

雲端控制平台，依據植物需求精準澆水；洪巍晉助理研

究員分享「LINE 病蟲害診斷服務」利用 LINE 群組解決學

校在實作上所遭遇的病蟲害問題，達到即時和零距離的

服務。

此外，本次課程我們也建立 LINE 群組，除了提供課

程中相關的資訊如影片連結及參考文獻外，藉由農業界、

教育界及實務領域的相互學習，讓成員在平台上彼此之

間集思廣益，提升對於食農教育的觀念及實務操作的能

力，在推動食農教育時能攜手同行不孤單。

( 承上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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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別 病蟲害種類 時期

柑橘類

貯藏病害
(綠黴病、褐色蒂腐病 )

全月

東方果實蠅 全月

葉蟎 全月

草苺
斜紋夜蛾 全月

葉蟎 全月

十字花科蔬菜

十字花科根瘤病 全月

菌核病 全月

斜紋夜蛾 全月

小菜蛾 全月

猿葉蟲 /黃條葉蚤 全月

萵苣
菌核病 全月

斑潛蠅類 全月

青蔥 甜菜夜蛾 全月

番茄

銀葉粉蝨 全月

番茄夜蛾 /甜菜夜蛾 全月

番茄斑潛蠅 全月

山藥 斜紋夜蛾 全月

聖誕紅 銀葉粉蝨 全月

萵苣 路易氏始葉蟎 全月

聖誕紅
銀葉粉蝨 全月

路易氏始葉蟎 全月

作物環境課   吳信郁 莊國鴻 310、311

110 年１1月主要作物病蟲害預測

植物病蟲害小學堂 病蟲害預測

台北分場 李婷婷 02-2680-1841 分機 111

 蘇力菌

防治資訊

資料來源：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植物保護手冊》

http://public.tactri.gov.tw/www/htdocs/ppmtable/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作物病蟲害與肥培管理技術資

料》 https://goo.gl/KOWSvF

從病死的蛾類幼蟲體內，科學家分離出了一種細

菌，將其命名為蘇力菌 (Bacillus thuningiensis, Bt)。
蘇力菌為一種革蘭氏陽性菌，在營養缺乏或環境不良

時，會於細胞內產生內生孢子 (endopore)，以及帶有

內毒素 (δ-endotoxins, delta endotoxins)的殺蟲結晶毒蛋

白 (insecticidal crystal protein, ICP）。此結晶毒蛋白，

必須經過昆蟲腸道中高鹼性的消化液和蛋白質分解酶的

作用，才能使得結晶毒蛋白帶有的內毒素活化，進而與

昆蟲腸道細胞表面的蛋白作用，經過一連串的水解反應

後，使得毒素插入害蟲腸道細胞質膜，並形成孔道，造

成滲透壓衝擊，漲破腸細胞而導致害蟲死亡。

於是科學家利用此特性，將蘇力菌運用於植物保護

上。以臺灣為例，目前登記為生物農藥的蘇力菌產品，

主要可用於防治鱗翅目害蟲如小菜蛾、玉米螟、紋白蝶

及夜蛾等蝶蛾類幼蟲。除了可以防除害蟲之外，蘇力菌

對目標害蟲外的生物無害，是相對安全、無殘毒而且環

保的製劑。

然而，蘇力菌在施用有幾點須注意：首先，蘇力菌

需要相對化學農藥更長時間才能夠看到效果，是由於具

殺蟲作用的毒素必須被幼蟲吃下，並進入中腸被活化後

才有作用，並非一接觸即死亡。此外，在陽光照射下，

紫外線將導致蘇力菌失去活性，故建議於下午傍晚時施

用，且於害蟲繼續發生時持續使用 (蘇力菌可能在連續

日曬3、4天後即失效)。在施用時，亦可添加展著劑 (介

面活性劑)，使得蘇力菌能夠在葉片上更無死角的附著，

害蟲更容易取食到，進而提升殺蟲效果。

▲繪圖 / 李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