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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摘要: 

參加由世界蔬菜中心(AVRDC-The World Vegetable Center)主辦，SATNET Asia計

畫及泰國 Kasetsart 大學協辦之第三十三屆國際蔬菜訓練課程第一單元(從種子到採

收)(33rd International Vegetable Training Course, Module 1: Vegetables: from 

Seed to Harvest)，此次出國研習計畫係由 102年度派赴世界蔬菜中心進行短期研究之 6

名研究人員中遴選 1名參加農委會科技處國際農業科技合作出國研習計畫，赴泰國參加國

際蔬菜訓練班；自 103 年 9月 15日至 103年 10月 10日，共為期 26 天之訓練課程，共有

台灣、韓國、香港、印尼、緬甸、寮國、柬埔寨、孟加拉、斯里蘭卡、奈及利亞、布吉納

法索、史瓦濟蘭、吐瓦魯等 13個國家、29名學員參加此次課程。 

 本次課程內容著重在符合良好農業規範(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GAP)下的

種子及種苗整合性病蟲害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並提供包括種子生

產(種原保存及種原庫管理介紹、蔬菜種子更新及高品質保存、建立及維持社區種子銀行、

種子種苗生產實務、參訪種子公司)、種子檢查(真菌、細菌、病毒、線蟲等種傳病害介紹

及實務訓練)、種子及種苗管理(水分管理、土肥管理、整合性病害管理、參訪示範溫室、

參訪符合全球 GAP 之田區、田間整合性病害管理實務)及蔬菜育種(葫蘆科、茄科)等課程，

並包含一部分農民田間學校(Farmer Field School, FFS)課程。此訓練透過一系列的課程

包括學習、互動討論、實務訓練、實地參訪等多元學習模式，將符合 GAP規範的種子及種

苗 IPM進行詳盡的介紹與訓練，並於課程最後兩天由各國參與學員發表發展行動計畫

(Development Action Plan, DAP)以期瞭解各國之發展目標及藉由此次訓練後所研擬之發

展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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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壹、訓練目的 

 本次係依農委會 102年度派赴世界蔬菜中心進行短期研究之 6名研究人員中遴選 1

名奉派參加農委會科技處國際農業科技合作出國研習計畫，赴泰國參加地 33屆國際蔬菜

訓練班，依個人植物病毒專長與興趣選擇參加第一單元:從種子到採收(From Seed to 

Harvest)。主要研習目的是針對種子種苗病害健康檢查及田間種苗病害管理學習，其他如

種子管理(種原庫管理)、水分管理、土壤管理、瓜類及茄科育種、農民田間學院等課程則

可補足自身背景知識外，也可了解世界蔬菜中心在全球化的概念下推行其種原、育種、生

產及推廣等工作在泰國運作情形，並藉由此次研習機會認識世界各國研究人員或推廣人員

了解其研究進行重點及方法。 

貳、訓練過程 

一、出國期間:中華民國 103年 9月 15 日至 10月 11日，為期 27天 

二、出席研習人員: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植物病理組 助理研究員 周建銘 

三、行程安排: 

日期 課程內容及行程 

9/15(一) 桃園-曼谷-Kasetsart大學，課程及環境介紹 

9/16(二) Development action plan 簡介，Farmer field school 簡介 

9/17(三) 嫁接課程及實作，種苗管理介紹及參訪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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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四) 種子健康檢查、管理及實作(真菌) 

9/19(五) 種子健康檢查、管理及實作(細菌、病毒、線蟲) 

9/20(六) 泰國曼谷大皇宮文化參訪 

9/22(一) 土壤及水分管理 

9/23(二) 參與農民田間學院(Farmer field school)，灌溉系統管理 

9/23(三) 種原及種原庫管理:植物遺傳資源保存，原生地(in situ)保存，種子

更新及高品質保存 

9/24(四) 種原及種原庫管理:種子更新及高品質保存，種原庫管理，建立及維持

社區種子銀行(Community seed banks) 

9/25(五) 種原及種原庫管理:建立及維持社區種子銀行，參訪 East West Seed 

International 

9/29(一) 良好農業操作規範(GAP)簡介，參訪 GAP農田 

9/30(二) 參加農民田間學院，土肥管理及蚯蚓堆肥應用 

10/1(三) 病蟲害綜合管理 

10/2(四) 田間試驗設計及資料分析 

10/3(五) 蔬菜真菌病害管理 



6 

 

10/6(一) 瓜類育種，茄科蔬菜育種 

10/7(二) 參加田間農民學院，病蟲害綜合管理參訪 

10/8(三) 蔬菜病毒病害管理 

10/9(四) DAP 準備 

10/10(五) DAP 發表 

10/11(六) Kasetsart University-曼谷-桃園 

 

 

 

 

 

 

 

 

 

 

 

 

 

 



7 

 

參、課程內容概述 

此研習訓練課程包含理論及實務課程穿插，可讓研習人員在學習到知識後立即應用

至實務面操作，課程內容涵蓋符合良好農業規範(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GAP)下

的種子及種苗整合性病蟲害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種子生產過程中

所需注意的種苗種子生產、保存、管理及健康檢查等理論及實務課程，以及如何將農業技

術推展至一般農民供其運用等實務課程。為期近一個月的課程，可大致區分為一、種子種

苗管理及種子病害健康檢查，二、土壤及水分管理，三、種源庫及種子銀行管理，四、良

好農業操作規範及病蟲害整合管理，五、行動發展計畫(Development action plan)、農

民田間學院(Farmer field school)及其他 

一、種子種苗管理及種子病害健康檢查 

 課程內容包括種子的選擇及準備、種苗的培養土選擇、穴盤的選擇、種苗管理、種

苗嫁接、種苗移植、種子病害健康檢查 

 (一)種子的選擇及準備:分析選擇育成品種(Improved varieties)或是當地品種

(Local varieties)及選擇 OP或是雜交種的優缺點。並說明優良的種子應具有高發芽率

(High viability)及高活性(High vigor)特性。若不是從可信賴的種子公司購賣種子，應

先消毒、化學藥劑處理或進行出芽測試(Pre-germinating)，課程中說明不同種子披衣的

形式，以及常見的種子消毒方法:溫湯浸種(45C，20分鐘)以去除細菌、次氯酸鈉處理

(0.5%v/v，3分鐘)進行消毒、70C烘乾 3日以去除病毒。 

 (二)培養土的選擇:說明壤土及泥炭土的差異，以及以色列及 Dr. Thongket所開發

的 coco peat(使用廢棄的椰殼纖維在洗滌去鹽後，經篩選適當大小混合珍珠石，再以蒸

氣消毒後可使用)用以取代泥炭土。 



8 

 

 (三)穴盤的選擇、種苗管理:説明選擇合適的穴盤大小及孔數會影響到種苗生長情

況，正確的填土、種種子及適當的時機給水、肥料還有充足的陽光才能有良好的發芽及種

苗生長。 

 (四)種苗嫁接:針對像鐮胞菌萎凋病、細菌性萎凋病等土壤傳播病害除了利用土壤

消毒或種植抗病品種外，使用抗病根砧是可行且簡便的方法，且種苗嫁接至根砧上亦可抗

高鹽、耐土溫及增加養份吸收等特性。 

 (五)種苗移植:說明不同作物合適的移植時機，例如瓜類作物約 2-3週，並挑選

"Ready" 的種苗進行移植，移植前兩小時需多量澆水有利移植。 

 (六)種子病害健康檢查:課程先闡述何謂四大植物病原及其分類，並依序說明真菌、

細菌、病毒、線蟲的種傳病害，真菌種傳病害例如:大豆露菌病、小麥麥角病、辣椒炭疽

病等，可使用之檢測方法 a.Dry seed examination b. Blotter method c. agar method 

d. seed symptom& Growing-on test e. embryo extract method。細菌種傳病害例如:在

豆類上由 Pseudomonas savastanoi pv. phaseolicola、Pseudomonas syringae pv 

phaseolicola 及 Xanthomonas axonopodis pv. phaseoli 引起之病害、十字花科黑腐病，

可使用之檢測方法 a.Extraction b.Purification c.Pathogenicity test 

d.Biochemical test e.Serological test。重要的病毒種傳病害如:Bean common mosaic 

virus、Barley stripe mosaic virus、Cucumber mosaic virus、Soybean mosaic virus

等，課程中介紹可使用之檢測方法主要為 a.Biological  test(接種測試及病徵觀察) 

b.Serological test(ELISA 及免疫電子顯微鏡觀察)。線蟲種傳病害如莖線蟲

Ditylenchus dipsaci、小麥腫癭線蟲 Anguina tritici、水稻白尖病 Aphelenchoides besse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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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可用之檢測方法包括 a.Baermann funnel technique b.Petridish extraction technique 

c.Cobb’s sieving and decanting technique。 

 *實作課程: 

 (一)參訪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omplex:介紹自動灑水系統、水耕栽培(養液

栽培)、介質栽培等栽培模式在其示範網室內運作情形。 

(二)抗病根砧嫁接實作  

簡易操作步驟(以茄子為根砧，蕃茄為接穗為例)如下:取 14-16天的番茄苗作接穗-

->挑選相同莖大小(直徑約 1.6~1.8mm)的接穗與根砧-->以 30度或水平方式切取含兩子葉

之茄子根砧-->同樣以 30度或水平方式切取兩子葉或第一片本葉上之番茄接穗-->將番茄

接穗插入橡皮管約一半位置-->將根砧插入另一半-->確認根砧與接穗有完全接觸-->將嫁

接苗放入簡易嫁接溫室約 6-7天(低光照、高濕度) 

(三)種子病害健康檢查實作 

真菌種傳病害檢查:目視檢查大豆種子病害為露菌病或 SMV引起(Dry seed 

examination)、將種子規律放置於濾紙上觀察(Blotter method)、將種子規律放置於培養

基上觀察(agar method)  

細菌種傳病害檢查:過敏性反應測試 

病毒種傳病害檢查:接種測試及病徵觀察 

 

二、土壤及水分管理 

 (一)土壤管理:課程說明土壤特性、土壤品質管理及土壤生產與肥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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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特性:物理特性包括質地、結構、濕度、通氣度及密度。化學特性包括植物養

分濃度、酸鹼值、鹽度、CEC值等。生化特性包括微生物豐富度、微生物族群量等；課程

中並說明若植物樣份缺乏時造成的現象，若氮磷鉀鎂缺乏時易在老葉造成病徵、若鐵錳鋅

硼鉬缺乏時易在新葉造成病徵，以番茄為例，若缺氮則矮化、下位葉褪綠或黃化；若缺磷

則下位葉及莖變紅或紫，不開花結果；缺鉀則下位葉捲曲斑駁、葉緣褐化及枝條虛弱根系

不佳；缺鈣則葉尖焦枯、不正常的深綠色葉片及枝條虛弱、尻府病發生；若缺磷則新葉黃

化但葉脈仍為綠色；若缺鋅則新葉黃化斑駁、易萎凋；若缺硼則葉子捲曲、心腐等。 

 (二)水份管理:說明植物水分需求的計算公式為水份需求(mm/日)=蒸散作用(Eto)x

植物常數(Kc)；說明灌溉頻率的依據及不同灌溉方式的效率，a.Flood irrigation : 35% 

- 50% 

、b.Good flood irrigation : 60%.、c.Furrow irrigation : 55% - 60%、d.Surge 

irrigation in furrows : 80% - 85%.、e.Under-tree basin irrigation in orchards : 

75%-80%。說明滴灌方式的優點包括: 避免水資源流失、避免 deep percolation、減少土壤表面

水分蒸散、平均分配水源於田區、不受風吹影響、低耗能、可提供養液栽培管理佳及減少人力成

本。缺點則包括初期有資金需求、需要維修保養、靠近植物的地方鹽分會累積等；並簡介

Netafim Typhoon®滴灌系統及 SpinNet、SuperNet灑水系統。 

 

三、種源庫及種子銀行管理: 

 (一)Introduction to the Conservation of PGR:說明 AVRDC 為一非營利組織旨在

透過四大主軸:種原、育種、生產及消費的研究中設法降低飢荒及微量元素缺乏造成的

"Hidden Hunger”，目前 AVRDC保存的蔬菜種原種類包括茄科(蕃茄、番椒、茄子)、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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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豆、大豆)、蔥屬(洋蔥、大蒜、青蔥)、十字花科(白菜、花椰菜)、瓜類(胡瓜、南瓜)

及其他原生蔬菜。課程中並大量說明解釋種原保存時常見專有名詞，而種原保存也由早期

大量保存高產量品種造成基因岐度下降，到後來有保存 Genetic resources 的概念，直至

今日種原保存的目標為建立 Genebank做長短期的保存，並且也保存組織、細胞、DNA等

材料。目前世界上有許多蔬菜的 Genebanks，包括臺灣-AVRDC、USA-NPGS、中國-ICGR-

CAAS、俄羅斯-VIR、韓國-RDA、日本-NIAS、德國-IPK等，AVRDC為世界最大的蔬菜種原

庫，包括逾六萬種植物品系，涵括 63個屬及 209個種；Genebank的運作步驟如

下:Short-term storage-->Registration-->Passport information-->Regene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Preservation(LT)或 Utilization(MT)，保存時若是種子需控制溼

度(4-7%)並保存在陰涼乾燥處，若為無性繁殖則需保存在 field genebanks。種子保存時

依其保存與否及是否具活性可區分為 a.Orthodox&Intermediate seeds b. Recalcitrant 

seeds(Not viable) c.Orthodox seeds d.Intermediate seeds(Not viable)。AVRDC分

析收集的品系的養分，並運用這些保存的品系篩選具抗病性、抗旱、耐熱及耐鹽等特性的

品種。課程的最後說明 AVRDC建立的品系資料、並提供線上系統可向 AVRDC申請植物品種

使用。 

 (二)In situ &Ex situ conservation:首先介紹多種原生蔬菜:寬葉十萬錯

Asystasia gangetica、落葵 Basella alba、涎菜 Corchorus olitorius、水甕菜

Ipomoea aquatica、馬齒莧 Portulaca oleracea、山蘇 Asplenium australasicum、龍鬚

菜 Sechium edule、木龍葵 Solanum scabrum，適當地保存原生蔬菜使得其種原多樣性可

以維持且可以被取得有其必要性，因為有許多種原生蔬菜、植物正逐漸消失中。課程中介

紹從 In situ conservation 到 Ex situ conservation 的保存方法:nature re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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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d areas-->introduction to reserves-->on-farm management(farmer 

exchanges,new introductions)-->on-farm conservation(community genebanks)--> 

field genebanks-->seed genebanks(short-term; long-term)-->in vitro 

genebanks(slow growth; cryopreservation)-->pollen banks-->DNA libraries。針對

社區種子銀行進行詳盡介紹，社區種子銀行(Community seed bank, CSB)具 on-farm 

conservation的優點又可維持良好的品種。CSB的目標在 a.保留蔬菜多樣性 b.種子銀行

提供農民買賣與交換 ，其保存的策略在於"妥善的使用種子"，由 CSB 的成員提供原生種

或已經改良過的當地品種以維持其多樣性，並鼓勵所有成員使用銀行的種子，提高種子交

換以維持種子銀行。並介紹了種子生產、蒐集、處理及包裝、販售等概念，課程中並介紹

AVRDC在菲律賓當地推行 CSB的情形，以及分組討論如果我們要組織一個社區種子銀行，

應有何種組織架構、以及應挑選何種作物做為優先栽培收種的對象，其原因為何。 

 

四、良好農業操作規範(GAP)及病蟲害整合管理 

 (一)作物品管系統及從 Quality GAP/私人公司到市場:課程說明 Quality GAP在泰

國運作情形，並解釋若要成功需要政府、農民及私人公司三方面配合；研究人員常忽略市

場通路、也不夠了解田間真正狀況；而農民缺乏正確用藥觀念，不了解何謂 GAP，需要更

多市場通路；市場面則需要便宜且具高品質的農產品。要獲得 GAP認證，其流程如

下:Farmer registration-->Give adivse-->1st assessment-->Field inspection & 

evaluation-->評估時須評估水源、土壤、農藥使用及儲存、採收及品管記錄，Fail則持

續評估，成功的話獲得認證，一年生作物認證有效期一年、多年生作物有效期兩年。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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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AP推動情形良好，已有 10餘萬名農民認證通過，栽培作物種類有包括龍眼、榴蓮、

芒果、蘆筍等 29種作物。 

 (二)蔬菜真菌病害管理:課程說明病害三角環觀念，合適寄主、合適病原菌、合適

環境都發生時將造成病害發生，區分 monocyclic(如 Verticillium wilt)及

polycyclic(如 Soybean mosaic virus)病害，而病害管理的策略包括

Prohibition(Quarantine &Embargo)、Intercept(Inspection)及

Elimination(Treatment)，可以執行的方法包括田間衛生(Sanitation)、耕作防治、輪作，

使用有機添加物、殺菌劑及保護劑施用或進行生物防治等， 

 (三)蔬菜病毒病害管理:課程說明何謂病毒、病毒病徵包括 Mosaic、Mottle、

Yellow、Chlorosis、ringspot、leaf curl、wilt及 Stunting等病徵、其傳播方式包括

機械磨擦、花粉及種子傳播、蚜蟲、粉蝨及薊馬等昆蟲媒介傳播，而昆蟲媒介傳播模式可

分為持續、半持續性、非持續等傳播模式、若要鑑定病毒，可以使用 TEM進行觀察，或寄

主範圍測試、或媒介昆蟲測試、分別運用血清學(ELISA、DIBA、免疫快篩試條等)及核酸

鑑定技術(PCR、DNA Hybridzation)可做更精確的病毒鑑定；病毒病害防治由於罹病後無

藥可治，因此著重在預防，包括防病(Prevention):使用無毒健康種苗、栽種抗病品種、

GMO抗病品種、防治昆蟲媒介、交互保護；除病(Eradication):去掉感染株、去掉雜草及

替代寄主、耕作防治、輪作等。 

 (四)蚯蚓運用於有機廢棄物管理:蚓糞肥(Vermicompost)為有機質經蚯蚓分解後的

產物，蚓糞肥對作物栽培養分吸收有極大的幫助，蚯蚓的種類也非常多種，包括溫帶品種

(Eisenia fetida、Eisenia andrei、Lumbricuss rubellus、Eisenia hortensis)及熱帶

品種(Eudrilus eugeniae、Perionyx excavatus)，在生產蚓糞肥時原則上蚯蚓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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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是要培養蚯蚓則需有適當條件:適溫 15-25 ºC、濕度 80-90 %、適當的透氣性、

Ammonia < 0.5 mg/l、Salt < 0.5 %、pH值介於 5-9、暗室及具通風系統。課程中並介

紹了蚯蚓培養基床(Bedding)種類及飼養方式以及蚯蚓的生活史。 

 

五、行動發展計畫(Development action plan)、農民田間學院(Farmer field school)、

育種及其他 

 (一)葫蘆科及茄科蔬菜育種:課程說明蔬菜育種因為有太多品種可以選擇、許多不

同的特性及地區偏好性不同(Local preference)以及私人種子公司逐漸提升的育種能力使

得蔬菜育種跟一般作物育種具差異性。其中地區偏好性影響最大，各地區飲食消費習慣不

同，使得每個地區的育成品種外觀、特性大不相同，以茄子來說，泰國人喜歡蒂頭為綠色

的(若不是綠色，消費者認為不新鮮)，胡瓜則為淺綠色短小的品種為佳(鮮食用)，苦瓜台

灣多種植白玉苦瓜，但在泰國及南亞地區則喜歡綠色苦瓜，南瓜、洋香瓜各地區偏好也不

相同。而育成的品種可以是純系、F1雜交種、自由授粉及 clones。蔬菜育種的方法包括

introduction、Line breeding、Population breeding、Hybrid breeding、Clone 

breeding。目前的蔬菜育種主要目標包括 a.產量 b.儲藏期 c.高品質 d.抗病及抗蟲 e.

廣適應性 f.對非生物因子的耐受性等；並介紹許多亞蔬育成且釋出的番茄、辣椒、甜椒、

大豆品種；說明 P = G + E + (GxE)，植物的外表型受基因型及環境的影響，若能在不同

地區試種，然後選擇各地區特性皆差異不大的品系，此品系被視為有潛力具廣環境適應性。

並說明亞蔬在南瓜、苦瓜及胡瓜的育成過程。 

 (二)農民田間學院:此課程皆為戶外實作課程，我們雖參與其中，但主要的授課對

象為當地農民，宣導目標為病蟲害整合管理及農藥安全用藥，推廣講師為政府單位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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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授課程活潑生動，而且常讓學員充分討論並發表意見，為了讓學員了解一些觀念，也會

採用遊戲、設計實驗、小組討論及實際操作等方式讓學員參與，例如為了讓農民了解有機

資材具跟化學防治的類似效果，會分組進行試驗並於有結果時討論成效，或是利用簡單的

跑台方式，可以評估學員的知識吸收程度，或是提供如木黴菌、天敵等有機資材介紹外，

也實際讓學員自行製作木黴菌的麥粒菌種，由學員反應狀況即可知成效不錯。 

 (三)實驗設計:由於參加訓練班學員背景不同，此課程著重基本實驗設計與生物統

計概念，Dr. Didit 深入淺出地講述實驗設計與生物統計的基本概念，並於最後設計五道

題目供參加學員分組討論後上台解答。 

 (四)行動發展計畫(DAP):設計一個自己的 DAP，此課程在訓練班最初課程即講述應

如何進行，包括分析後選擇目標族群、描述 DAP的任務與目標、描述 DAP的含括地理範圍、

描述 DAP的目標族群，其目標應保持"SMART"原則:S-pecific、M-easurable、A-

ttainable、R-esult-oriented、T-ime-bound、並說明執行的策略及方法、最後須有一套

評估的方法；而於訓練班的課程最後兩日則為發表自己的 DAP的時間，此 DAP應符合此訓

練班主題及課程中所學到的知識，筆者發表題目為:Study of Maize chlorotic mottle 

virus transmission in Taiwan，由於此一病害亦在泰國有發生，學員反應不錯，評審老

師認為目標明確可行，且評估條件合理，亦有運用到課程中所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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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事項 

 筆者因前一年至亞蔬中心總部進行短期研究 3個月，爾後又被遴選參加第 33屆國

際蔬菜訓練班共 1個月的學程，雖然與亞蔬中心的人相處時間不長，但明顯感受到與台灣

政府機關研究單位不同的研究氛圍，其研究人員對研究投入的時間密集度高，且不同領域

的資訊流通性強，雖然研究人員都非常忙碌，但也幾乎都會撥出時間參加 coffee break，

除了閒聊，也有許多的研究資訊流通、研究的發想在此產生，或許由於其機關為非營利組

織，在此研究氛圍下，其研究進展筆者認為相當順利，不斷的有新的品種育成並推出至世

界各地，而且研究人員不斷的有新的文章發表，亦有助於紀錄並公布其品種特性，有利於

各地研究學者取用。其研究人員或許有搭配秘書的關係，其處理行政業務的時間似乎較少，

也常看到研究人員專心投入研究的情形，即使舉辦訓練班或研討會，繁雜的行政工作也不

會落到研究人員頭上中斷研究工作進行，其組織內的分工良好，各司其職。 

 而此行參加國際蔬菜訓練班特別針對種子與種苗的病蟲害管理有全面性的了解，包

含基礎的種子、苗期水份、土壤管理、病蟲害管理及種植前的種子健康檢查到種源庫、社

區農民學院、實驗設計、育種目標等課程都吸收到不少以前未特別注意的基礎知識，課程

深度不深，但將其整合起來有助於參加學員通盤了解未來自己回國後面對此類問題時有全

面性思考的概念。而由參加的過程中發現，農業研究的最終目標還是要推廣、應用，深入

的研究有其必要性，但需考慮到市場、農民需求，發展簡單可行的資材(如 Coco peat、

蚓糞肥)，或是讓病害鑑定簡單、快速(病毒免疫快篩試條)，這些研究投入後立即有成果

顯現而且為農民或農企業所需要的，農民或農企業也在可負擔的情況下立刻可以應用。此

外，參訓過程中亦認識了不少各地研究機構人員，皆有不同專長，在今日網路流通，即使

回國後也能持續保持聯絡，也有助於將來研究工作若有國外資訊需求時增加一個可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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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道。另外，此行之前已得知筆者研究之玉米褪綠斑駁病毒在泰國有發生紀錄，很幸運

地，該發表教授 Dr. Pissawan 就在訓練班所在的 Kasetsart 大學，筆者自行連絡前往與

Dr. Pissawan進行了一場 meeting，由於其文章多以泰文發表，但經過該會議後，也了解

了當初泰國發生的褪綠斑駁病毒與現今台灣發生的玉米褪綠斑駁病毒已有不同，且由其實

驗數據可知道許多有用的訊息，Dr. Pissawan 並指點筆者研究方向，算是此行額外的收

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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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照片集錦 

 

  

圖 1、開訓當日大合照 圖 2、筆者與香港及韓國學員分組討論目前自

己國家面臨的農業困境 

  

圖 3、至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omplex

參訪水耕蔬菜栽培 

圖 4、至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omplex

參訪介質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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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現場教學抗病根砧嫁接 圖 6、種子健康檢查-Blotter method 

  

圖 7、種子健康檢查-目視檢查 圖 8、種子健康檢查-出芽測試 

  

圖 9、出芽測試結果檢查 圖 10、過敏性反應測試 



20 

 

  

圖 11、病毒接種試驗 圖 12、課程結束全體合照 

  

圖 13、參訪生物防治中心 圖 14、草蛉飼養 

  

圖 15、Assassin bug 飼養 圖 16、生動活潑的農民田間學校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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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Dr. Andrea 示範種子出芽測試 圖 18、參觀其種源庫之種子儲藏空間 

 

 

圖 19、說明種子儲藏方式 圖 20、Dr. Andrea 說明種源庫資料建檔情形 

 

 

圖 21、參觀 East-West 種子公司前須消毒 圖 22、參觀 East-West 種子公司-2 



22 

 

  

圖 23、育種人員官能測試南瓜口味 圖 24、不同冬瓜品系篩選 

  

圖 25、參訪 Global GAP認證通過農場的農藥

儲藏室 

圖 26、農場的豆類以網室栽培隔絕害蟲與病毒

病 

  

圖 27、秋葵栽培使用誘引劑誘引害蟲 圖 28、蚓糞肥實物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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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農民田間學校跑台測試學員農業知識 圖 30、學員操作種子出芽檢查 

  

圖 31、參觀通過 GAP認證的農場 圖 32、說明其冷藏庫儲藏前作業 

  

圖 33、說明授粉如何進行 圖 34、授粉試驗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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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筆者進行授粉作業 圖 36、農民田間學校田間觀察發芽率 

  

圖 37、種子出芽測試結果 圖 38、現場麥粒菌種實作以進行生物防治 

 

 

圖 39、參觀組培中心 圖 40、機械化栽培蘆筍種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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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跑台測試學員病害診斷 圖 42、說明以 ELISA 免疫反應檢測病毒 

 

 

圖 43、已開發出多種免疫快篩試條可供使用 圖 44、說明核酸檢測病毒 

 

 

圖 45、筆者發表 DAP情形 圖 46、頒發結訓證書及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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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發表之行動發展計畫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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