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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會議介紹2005年以來日本植物醫學會之發展與演進，從團隊組成

，編撰教材，再經由媒體宣傳以及國際合作，對於學生及人員的訓練非常

務實。直至目前為止，日本通過國家考試之植物保護士已有九十二人，如

未來達百人以上時，將建議日本政府更名為植物醫師。會中除了介紹尼泊

爾、韓國植物醫師之工作及研究外，也討論未來以自動人工智慧機器人來

協助病蟲害診斷的可能性，將人力資源能轉移到其他更有價值的地方。日

本植物醫學更有一套診斷的標準作業流程與病害預測系統的管理系統。借

鏡日本在植物醫學發展成果，期能對台灣植物醫師的教育訓練、人才培育

及未來發展有所幫助。此外，日本基因公司也發展了許多病害之快速檢測

項目或許也能成為台灣的產業出路之一。會議期間並與各國學者經由交換

經驗與心得分享，共同討論而獲取許多寶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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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起源與目的 
第七屆國際植物醫學論壇參與人員由日本、台灣、韓國、馬來西亞、尼泊

爾、越南等亞洲地區植物醫學發展成熟的國家共同的推動植物醫生培訓。

本次會議的目的是透過論壇活動來交流各國家最新的臨床植物醫學主題相

關訊息，並建立六國之間的聯絡管道，且將擴大到亞洲國家之間，促進各

國家臨床植物科學活動。參與國家地理位置相近，了解相關臨床植物醫學

情況與討論其前景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藉由此活動提升各國之交流。並

參訪東京大學昆蟲多樣性學群、植物醫學群及植物醫院，進行學術交流與

討論，期能對本系課程教學及未來研究將有所幫助。 
 
貳、參訪行程 
台灣日期 日本日期 活動行程 
12/01(四) 12/0１(四)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14:30→18:30 東京成田機場 
12/02(五) 12/02(五) 參訪東京大學植物醫學群及植物醫院 
12/03(六) 12/03(六) 參加第六屆國際植物醫學論壇 
12/04(日) 12/04(日) 參訪東京大學昆蟲多樣性學群 
12/05(一) 12/05(一) 東京成田機場17:55→21:30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本會議在臨床植物醫學與展望、病害診斷、蟲害鑑定以及防治與管理

研討議題如下： 
1.10 years of Clinical Plant Science in Japan 
2.Development of th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system for the pest and disease 

management in Korea. 
3.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seudomonas syringae pv. Syringae 

isolated from imported pear scions. 
4.Identification of new emerging orchid-infecting viruses. 
5.Development of LAMP kit for Rice Stripe Virus detection. 
6.Bogia Coconut Syndrome, a devastating phytoplasma disease in Northern 

papua New Guines. 
7.Should the pear psylla, Cacopsylla pyricola (Foerster) really occur in East 

Asia？(Homoptera:Psyllidae) 
8.Combination of siagnosis methods for major fruit diseases in Korea: 

application to a field survey. 
9. Plant Clinic Programs in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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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Tree protection and brown root rot disease control in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ampus. 

11.Organophosphate-based traps reduce control efficiency of OP-resistant 
tephritid flies. 

12.The first private Plant Clinic in Japan: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IoT sensor data technology.) 

    本次議題中，認為有幾項研究值得注意，可以提供我們很好的參考訊

息，也對於目前植物病蟲害之診斷防治、檢疫病原微生物及其他作物病害

研究有更深層的了解，概述如下: 
一、近10年的日本臨床植物醫學 

日本法政大學植物醫學系濱本教授，介紹2005年以來日本植物醫學會之

發展與演進，從團隊組成，編撰教材，再經由媒體宣傳以及國際合作，

學生及人員的確實訓練，直至目前為止，日本通過國家考試之植物保護

士已有九十二人，如未來達百人以上，將更名為植物醫師，且會中也討

論未來以自動人工智慧機器人來協助病蟲害診斷的可能性，將人力資源

能轉移到其他更有價值的地方。 
二、開發韓國病蟲害管理之永續農業系統 

韓國慶北大學農業與生命科學系李教授報告韓國最近朝向低毒農業

(GAP)發展，但因為現存農業低毒病蟲害防治資材不足，所以開發了新

的防治資材來提供農民使用，包括使用覆蓋作物草生栽培來改善土壤狀

況如菊花、苦木。利用苦楝油灌注土壤防治銀葉粉蝨，且防治率可達

60.3%，產量也獲得提升。還有使用矽藻土作防治資材，除可驅蟲外，

也可與其它各種有機農產病蟲害防治資材混合使用，且矽藻無毒、懸浮

性能好、吸附性能強、容重輕，混合均勻性 好，在土壤中能夠保溫、

疏鬆土質、延長藥效、肥效時間、改良土壤，助長農作物生長效果。其

它防治資材還有魚尼丁、蜂膠、卵磷脂、天然酪蛋白醋發酵產品、天然

蘑菇植物提取物、菸葉提取物（不含純尼古丁），並且利用寄生蜂，捕

食性性蟎類作為天敵防治。 
三、尼泊爾植物診所計劃。 

尼泊爾目前植物醫生有170人，於公共場所使用簡單的設施進行的社區

的諮詢服務，每個場所一位植物保護專家和技術輔導隊伍進行訪視，實

地現勘觀察與鑑定植物病蟲害，建議農民進行適當的植物保護措施。 
四、日本第一家私人植物診所：科學知識和物聯網整合之傳感器數據。 

日本ベジタリア株式会社建立病害預測的新技術，www.vegetalia.co.jp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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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多種病害監測與管理，為日本第一家的私人植物醫院，其病蟲害診斷

SOP為診斷→訓練教育資訊科技→信息。會中並報告水稻病害監測管理

系統BLASTAM。 
   本會議張貼海報主題如下： 
1.Taxonomic revision of the jumping plant-louse genus Eotrioza Konovalova 

(Homoptera: Psylloidea: Triozidae)(參見附件四) 
2.Risk Assessment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Rice Bt-9,  Resistant to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Influence on Above-Ground Arthropods in Korea. 
(參見附件五) 

3.First complete genome sequence of an apricot isolate of cherry virus A. (參見

附件六) 
4.Host preferenc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using  orange  jasmine as a trap crop 

for Diaphorina citri (Himiptera: Liviidae) (參見附件七) 
5.Investigation on the Incidence Condition of Ptaya Wet Rot Caused by 

Gilbertella persicaria after Postharvest. (參見附件八) 
6.Pathogen-identification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 Of poinsettia witches' 

broom. (參見附件九) 
其中有幾項主題病原之研究論文值得注意，心得如下：  
一、採收後紅龍果濕腐病Gilbertella persicaria發病情況的調查 
紅龍果濕腐病可危害花器、幼果及成熟期果實。採後果實自果梗切處向

果肉方向呈現水浸狀腐爛，2~3 天後果實完全呈現水浸狀腐爛，以手輕

觸果皮或果實鱗片易剝落，濕度高時，果皮上出現灰色黴狀物，剖開果

實可見果肉呈水浸狀腐爛，食用時有異味。田間發生時自果實頂部或傷

口處蔓延，幼果或花器受東方果實蠅、瓜實蠅為害時，加重病害蔓延。

以連續降雨期間受害最嚴重，造成落花及落果。將紅龍果進行去除雄蕊

及花瓣，配合清除落花及落果對紅龍果濕腐病之預防效果，白肉紅龍果

在去花蕊及花瓣配合清園處理，第9天後幼果濕腐病罹病率為4.7%，與

對照處理7.5%呈顯著性差異，去花蕊及花瓣後於果實採收期第9天後之

罹病率為 2.5%，也與對照處理4.8%呈顯著性差異。紅肉紅龍果去花蕊

及花瓣後9天(清園)處理及(無清園)處理，幼果罹濕腐病，其罹病率分別

為8.8、12.3%，對照無處理為21.3%，呈顯著性差異。果實採收期之濕腐

病發病情形，去花蕊及花瓣(清園)處理，其罹病率為6.8%，與對照無處

理12.8%呈顯著性差異。有無去花蕊及花瓣，在紅肉及白肉紅龍果幼果

或成熟果皆以上層果罹病率最低。下層果罹病率最高，罹病率皆超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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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於室內篩選得克利、免得爛、波爾多及枯草桿菌等4種藥劑，可完

全抑制紅龍果濕腐病病原菌絲之生長。 
 

 

 

 

 

 

 

 

 

 

 

圖一、第7屆國際植物醫學論壇全體合照                    

 

 

 

 

 

 

 

 

 

圖二、日本東京大學濱本教授報告日本  圖三、嘉義大學植醫系感謝日本東京大學 

植物醫生發展與演進                  難波成任教授協助推動日本植物醫師制度 

                                    及雙方合作交流 

 

參、會後心得與建議 

綜合上述，本屆會議上日本與尼泊爾分享成立植物醫師之歷程，以及

日本植物保護士考試之相關制度，值得台灣作為推動植物醫師法之參考借

鏡。日本ベジタリア株式会社所開發之水稻田間病蟲害監測管理系統

BLASTA，也值得國內作為未來執行水稻流行病監測工作開參考與應用。韓

國利用矽藻等資材來作為低毒農業防治管理使用，個人認為相當具有潛力

，會議期間經由交換經驗與心得分享，共同討論而獲取許多寶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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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尼泊爾農業發展現況與植物醫生診斷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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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中報告使用LAMP的等溫擴增反應方法進行 

李痘瘡病毒檢測與檢測步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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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會中報告使用LAMP的等溫擴增反應方法 

進行柑桔黃龍病檢測與檢測步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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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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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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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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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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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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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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