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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第 19 屆國際植物學會研討會 

~論文發表及維護台灣在植物學國際組織地位 

摘要 

第 19 屆國際植物學研討會（XIX International Botanical Congress, Shenzhen, China）由大

陸深圳主辦，接受本館副研究員邱少婷兩篇論文海報發表，「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phenology and functional traits of mistletoes in Taiwan, R. O. C」及「Studies of leaf functional 

traits and foliar vasculature for montane and subalpine woody plants of Yushan National Park in 

Taiwan, R. O. C 」，出席國際植物學大會，藉此增進國際學術交流，維護台灣在植物學國

際組織地位。 

已超過百年歷史的國際植物學研討會，每 6 年才舉辦 1 次，包含植物多樣性與生態、

陸域植物演化、氣候變遷等重要值物學相關主流議題，也涵蓋國家標本館、植物園相關

單位的國際組織。此次國際植物學研討會首次在發展中國家舉辦，初見新興國家的經濟

實力，台灣雖評為已開發國家，但在學術的投入和國際爭取，略見不足，希望未來六年

後的第 20 屆巴西主辦國，支持更多的台灣學者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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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一、出席第 19 屆國際植物學會研討會論文海報發表兩篇 

(一) 論文主題 1-「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phenology and functional traits of mistletoes 

in Taiwan, R. O. C」 

 

 (二) 論文主題 2-「Studies of leaf functional traits and foliar vasculature for montane and 

subalpine woody plants of Yushan National Park in Taiwan, R. O. C 」 

 

二、參與第 19 屆國際植物學大會議程及維護台灣在植物學國際組織地位 

自 1993 年在日本橫濱舉辦，近來第一次亞洲學者充分被各洲國際大師矚目，

促使這個研討會從國際植物學的奧林匹亞似交流，推升成聯合國似的學術論壇。

逐屆越來越多不同國家的學者參加，2005 年奧地利維也納參加人數高達六千多

人，2011 年澳洲墨爾本參加人數不減而增，24 年後（2017）再度在亞洲舉行，

都是植物相關領域的群龍會首，可學習瞭解或參與共事未來國際展望的願景，呈

現台灣學界的國際參與及維護台灣在植物學國際組織地位。 

 

 

貳、過程及心得(議題重點、論文重點)  

第 19 屆國際植物學研討會在大陸深圳會展中心第 2~5 區舉行，大會議程 7

月 22~29 日包含 6 大領域、7 大主題，約 220 場主題演講和口頭發表，約 2000 個

海報，在 30 個講廳同步進行。開幕前註冊學者 6953 位，預估參加人數超過 7000

人，展現國際學術的魅力無法忽視。 

另外還有 7 月 17~21 日的國際植物分類學會命名法規會議，會前的延伸衛星

會議加計至少 44 場，包括 Sheraton Hotel(喜爾登飯店)、蘭科保種中心、仙湖植物

園會場，約百家相關參展廠商的展示會場，還有開放給民眾的植物科學繪圖展場，

突破歷屆國際植物學大會”量”的紀錄。 

依規劃 7 月 19 日抵達深圳，參加 20-22 日的衛星會議、報到及參加會前美

國院士 Peter Raven 的演講。23-29 日參與國際植物學研討會及論文海報發表，7

月 30 日-8 月 1 日參訪仙湖植物園和蘭科植物保種中心，以及廣州中科院華南植

物所標本館，8 月 2 日返台。 
 

依出席會議的議題重點及大會議程進行的過程，整理如下： 
 

一、出席第 19 屆國際植物學會研討會論文海報發表兩篇 

本屆大會由大陸深圳主辦，網路報名資料選項僅 Taiwan, China。因應方法在

論文主題及通訊地址呈現並強調“Taiwan, R.O.C.”，成功展現在大會摘要第二冊

第 112 頁和第 472 頁，第 472 頁，也宣導國際學者正視國籍的存在與正確性。             
 

 (一) 論文主題 1-「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phenology and functional traits of 

mistletoes in Taiwan, R. O. C」大會論文摘要第二冊第 112~113 頁 

1.論文摘要集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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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子海報發表：  

成功展現“Taiwan, R.O.C.” 在論文主題及通訊地址，並強調本館單位名稱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中的“國立”呈現。 

 

電子海報發表成功展現“Taiwan, R.O.C.”在論

文主題及通訊地址，並強調本館單位名稱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中的“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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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論文主題 2-「Studies of leaf functional traits and foliar vasculature for 
montane and subalpine woody plants of Yushan National Park in Taiwan, R. O. 
C 」大會論文摘要第二冊第 472 頁 

1.論文摘要集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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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子海報發表：  

再次成功展現“Taiwan, R.O.C.” 在論文主題及通訊地址，並強調本館單位

名稱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中的“國立”呈現。 

電子海報發表成功展現“Taiwan, R.O.C.”在論

文主題及通訊地址，並強調本館單位名稱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中的“國立”。

 
 

 
中科院華南植物所標本館館長張奠湘聽講海報 

 

 (三) 海報論文研習 

提攜臺灣研究生在國際研討會中表現，也是

學界重要的傳承。巧遇非常認真的嘉義大學研究

生，發表主題 Stipe anatomy of Thelypteridaceae, 

new insight for the classification，達國際水準，已

在準備發表國際期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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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19 屆國際植物學研討會議題及重要內容 

來自全球受邀的 51 位植物學研究領域的頂尖及科學家，針對一系列植物相

關主題剖析，來自 6 大洲 100 多個國家的與會學者，也針對重要議題交流思想、

開展合作，進行一場國際科學交流的盛宴。 

開幕及閉幕、大師講座的大會場 
 

關注植物關注未來是本屆大會的主要標題，International Botanical Congress 歷

經百年的時光，是植物學界 為專業而悠久的科學大會之一，終於來到東方古老

的中國，也是年輕奮發的城市-深圳，勇於擔當注重綠色發展、生物多樣性保護

等的策略。整個大會的定調都是環繞 Uniting plant sciences and society to build a 

green, sustainable earth~鍊接植物科學與社會共建綠色永續地球的重點，提出六大

議題與植物科學宣言，整理如下: 

 

 (一)植物科學深圳宣言 
 

因應未來世界的變化，期許全球植物學家與不斷演變的社會之間建立更緊密

的聯繫，開展共建永續發展的綠色地球，因此號召 7 大優先領域： 

1. To become To become responsible scientists and research communities who 
pursue plant sciences in the context of a changing world. 
為了應對變化和挑戰，植物科學研究者要向負責任的科學家和研究群體

轉型。 

2. To enhance support for the plant sciences to achieve global sustainability. 
為了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要進一步強化對植物科學的支持。 

3. To cooperate and integrate across nations and regions and to work together 
across disciplines and cultures to address common goals. 
為了我們共同的目標，要加強跨國家和跨區域合作、加強跨學科和跨文

化合作。 
4. To build and use new technologies and big data platforms to increase 

explo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nature.為了增鏡對自然的探索和理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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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應用新科技以及大數據平台。 

5. To accelerate the inventory of life on Earth for the wise use of nature and the 
benefit of humankind. 
為了明智地利用自然、為了人類的福祉，要加快地球生命的清查編目研

究。 

6. To value, document, and protect indigenous, traditional, and local knowledge 
about plants and nature. 
為了保護生物多樣性，我們要重視、記載、保護關於在地的植物和自然

的知識。 

7. To engage the power of the public with the power of plants through greater 
participation and outreach, innovative education, and citizen science. 
為了形成和立，我們要鼓勵公眾參與、廣泛開展創新教育和共眾科學活

動。 

雖然 7 大優先考量都是重要的、急迫的，與前兩屆的大會議題， 大差異是

更強調與當地社會的整合呼籲，可見打破學術研究與社會融和的界線越來越急迫。 

 

 (二) 六大植物科學主題與研討會重要內容 

植物科學六大主題，Theme (Symposium numbers) 
1: Biodiversity, Resources & Conservation (T1-01~T1-38) 
2: Taxonomy, Phylogenetics & Evolution (T2-01~T2-68) 
3: Ecology, Environment & Global Change (T3-01~T3-26) 
4: Development & Physiology (T4-01~T4-39) 
5: Genetics, Genomics & Bioinformatics (T5-01~T5-33) 
6: Plants & Society (T6-01~T6-15) 
 

本屆大會特別表彰國際恩格勒獎項和深圳國際植物學獎，鼓勵致力於植物學

貢獻卓越的節初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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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師講座(plenary lectures) 
 

(1) Peter H. RAVEN~ Saving Plants to Save Ourselves: The Shenzhen 
Declaration 美國院士，終其一生致力於建置多樣性綠色地球，也是深圳

宣言的公眾議題主講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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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H. RAVEN 開幕式頂級貴賓 

 

(2) Barbara SCHAAL~ Plants and People: History and Future 也是美國院士，由

族群分子遺傳探索及了解植物與環境變遷、人類文明影響的自然史，以

古為鏡，共創共榮的願景。 

 
巧遇和善的 Barbara SCHAAL(右)合照 

 

(3) Erika EDWARDS~ Distinct evolutionary dynamics of C4 and CAM 
photosyn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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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作用固碳演化 C3、C4、CAM 等研究，大量的資訊及演算分子數據，

須有大師集的整合、鑑識與詮釋，給予新的觀點及繼續探索的動力。研究整

合內容精彩有深度。 
(4) John KRESS~Tropical Plant-Animal Interactions: Coevolution in the 

Anthropocene 
探索昆蟲與植物的共同演化相當久遠，越來越多的跨領域研究已經突顯

專業的整合與剖析的重要性。本屆大會邀請的講員幾乎都是引介這類型的專

家，意味著未來的科學研究不僅在各領域的鑽研，還須跨領域的整合，才能

凸顯全方位的專業研究。 
 

2.主題演講 (general symposium) 
 

聽講了 T1-32: Traditional medicinal plants 藥用植物的口頭報告，江友中教

授口頭報告 Comparative transcriptome of Gastrodia elata in response to fungus 

symbiosis and genomic divergence in saprophytic Gastrodia，運用分子技術在藥用

植物上的鑑別研究，超越其他學者的傳統做法。 

 
 
T3-08:Ecology and evolution of plant mating systems 精彩豐富的傳粉和繁殖

研究，講員也有來自台大在美國任教的 Shumei Chang (University of 

Georgia)Pollen dispersal distance within a population is influenced by the frequency of 

females in the gynodioecious geranium, Geranium maculatum. 

 
T3-08 組:Shumei Chang (University of Geo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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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出席了 T1-28:The biology of mycoheterotrophic plants 與真菌共存異

營植物的演講，自然仿生植物的研究 T2-07: Mimicry in plants，寄生植物的生

態與演化 T2-39:Ecology and evolution of parasitic plants，傳粉生物學相關的演

講 T2-55: Neuro-pollination Biology。也有與都會、人類文化相關的 T6-

15:Species richness of the pan-tropical genus Begonia and its conservation challenges 

at Internet Age 秋海棠保育相關研究，以及永續未來的植物園挑戰 T6-

12:Challenges of botanic garden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非常多有趣且重要的主

題，簡直分身乏術。 

還有幾個衛星會議的主題也是令人心動，只能權衡挑選集中精闢研究和

凸顯主題的分組會議。這也是本屆大會某些研究重疊重複，未經仔細評估整

合的結果，太多並進的流行研究，也忽視了部分重要零星的類群，也顯現當

代植物學發展趨勢，已不像以往的經典，但資訊豐富的 21 世紀，同型研究

的競爭更趨炙熱化，未來科學人才的培育和頂尖研究的發展，似乎也在迅速

轉變中，更需關注大型國際會議的研究議題風向，才不容易在學術的洪流中

沒頂。 

 

(三) 衛星會議、植物藝術畫展與相關贊助廠商展示 

1. “蘭花基因組學與多樣性保護”衛星會議 

ST-20: The Orchid Genomics and Diversity Conservation 
此衛星會議包含兩大主題:  (1) Orchid Genome Evolution and Biodiversity; (2) The 

Co-evolution between Orchid and Their Pollinators. The aim of the meeting is to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of 

orchids,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research of orchids evolution biology, genomic and 

diversity conservation.議程如下: 
由蘭科中心的劉仲健(Zhong-Jian Liu）主任主持，由國家林業局野生動植物

保護與自然保護區管理司協辦，賈建生司長代表致詞 (Jian-Sheng Jia, 
Department Chief of Wildlife Conservation and Nature Reserve Administration,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China) 
Theme I: The Co-Evolution between Orchid and Their Pollinators  

Floral Scents in Orchids-Chemical Dimensions of a Hyper-Diverse 
Plant Lineage (Robert A. Raguso, Cornell University, USA） 

News of the genera: Phalaenopsis, Phragmipedium and 
Paphiopedilum (Olaf Gruss, In der Au 48. 83224 Grassau, 
Germany） 

Inaccurate Color Discrimination by Pollinators Promotes Evolution of 
Discrete Color Polymorphism in Food-Deceptive Flowers 
( Kotaro Kagawa,The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Aquat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aging Behavior of the Hawkmoth Manduca sexta ( Markus Knaden,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Chemical Ecology, Germany） 

Floral Scent Shapes Pollinator-Mediated Selection and Pollination 
Systems of Orchidaceae Plants  (Wu-Fan Zhang, Institute of 
Botany, CAS） 

 

Theme II: Orchid Genome Evolution and Biodiversity 
The Importance of Whole Genome Duplication for (Orchid)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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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ves Van De Peer, University of Antwerp, Belgium） 
From Orchid Genomics to Orchid Phenomics  (Wen-Chieh Tsai, 

Institute of Tropical Plant Science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Genome Modifications after Polyploidization during Flowering Plant 
Evolution  (Yuan-Nian Jiao, Institute of Botany, CAS）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Technology Using in Orchidaceae 
Phylogeny and Population Genetics Research  ( Guo-Qiang 
Zhang, Orchid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of Shenzhen, 
China） 

Studies on Dendrobium Species: Phylogeography, Plastome & 
Industrialization  (Xiao-Yu D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Lack of S-RNase-Based Gametophytic Self-Incompatibility in Orchids 
Suggests this System Evolved after the Monocot-Eudicot Split  
( Shan-Ce Niu, Institute of Botany, CAS/ Orchid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of Shenzhen, China） 

 
劉仲健(Zhong-Jian Liu）主任主持開幕式及 Kotaro Kagawa 介紹模擬演化機制 

 
2. “植物繁殖器官演化與系統發育”衛星會議 ST-20: Plant Reproductive Organ 
Evolution & Phylogeny  

這是整合古植物、胚胎學及演化的研討會(The aim of the meeting is to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colleagues, and promoter the further research of plant reproductive organ 
evolution and phylogeny.)，遺憾的是幾乎無國際學者在此分組中，儼然像中

國人的研討會，討論均可以用中文。 
針對退流行的植物學專業，仍然挺立在國際植物學大會中得分組，似

乎新興經濟的文明古國，尊重也允許多樣性專業的共存，欣然學習到學界

的平衡也很重要。 
 

3.  植物藝術畫展  
強調科學繪圖的植物藝術畫展，也是本屆大會展現推廣教育的實力，

雖然看過不少中西方藝術家的植物繪圖，尤其中科院植物所、植物園都因

科學發表的需求培育著科學繪圖專家，不知有多少精緻的作品只能出現在

書籍、植物園畫廊，無法永續地被賞識典藏。 
這次集中了百幅大座，場地很大且開放給一般民眾，師生、親子參觀

討論，是一個自由生動的大講堂、美術館、科學心靈的交流，很令人感動

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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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heraton 大廳設置大型畫展，植物科學繪圖如栩如生，大小朋友都看癡了。 

 
植物科學繪圖有完整的剖析、生態造景、靜物層次，電腦繪圖也是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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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相當傑出被評選的典藏品，右下 後一圖拍自書籍的菇、苔彩繪。 

 
博物館雖也有展演科學繪圖，不過相較於大陸人才濟濟的競爭，這類珍

稀文明專業需要機緣，才能永續傳承保留。如何驅動科學和藝術無疆界的自

由發揮，應該是教育界值得深思的長遠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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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關贊助廠商展示 
(1) 入口景觀 (贊助廠商) 

 
大會入口維安近乎以機場標準掃描，不僅園藝景觀贊助很美的綠美化，

夜晚第二會場 Sheraton 的大樓夜景燈光也打著 IBC 大會標誌。 

(2) 展廊多樣性保育展示  

 

 
(3) 參展會場  

會場的展廊展出多樣性保育成效，植物誌、蘇鐵保育、、、等， 大的誤

植是仙湖蘇鐵的學名是 Cycas taiwaniana，替台灣打知名度? 

 
探索植物區特設為推廣教育展示，也是安親的好地方，只可惜沒有保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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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科保種中心的展示設計 有美學特色，很亮眼凸顯典雅現代感。 

 
仙湖植物園的周邊產品很多，與中科院昆明研究所的美妝科技產品量產，都

是產學成效展現 多的單位。 

 
生技綠革命生機蔬菜和國際註明書商都有展示，產業轉變的混雜似乎不衝突。 

 
臺灣竹科的上海公司展售數碼掃描等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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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考察保種中心、植物園及標本館 

(一)蘭科植物保種中心 

與大會開幕同時啟用的國家蘭科中心科普館，是一個蘭花的自然史博物

館，以嶄新手法展現蘭科植物的親緣演化、生物地理、資源運用以及尖端研

究，給予非常高的評價。也讓這原本只有苗圃園區的永續經營成效，一覽無

遺，相當成功的推陳布新。

(http://news.ifeng.com/a/20170729/51525513_0.shtml#p=1) 
 

1. 科普館 

 

 
蘭科中心的科普館入口、親緣演化和生物地理的展示 

 
蘭的文化美學、多樣性和世界分布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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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保種與應用，包括園藝和藥用。 

 
保種中心主任經營遠見包含科學研究的競爭力，學術發表和國際合作。 

 

2. 蘭科保種的苗圃溫室園區 

國家蘭科中心成立於 2006 年，全名是國家蘭科植物種質資源保護中心，

在深圳梧桐山腳下，以種的苗圃園區包含溫室和大面積的雜林，蒐集 2000

多種的原生蘭花，27864 份種質資源樣本，也就是蒐藏近 3 萬份的活體標本。

是警備森嚴的種質資源保護中心。 

春秋季節蘭花中心一片花海，炎夏是蘭花的淡季，仍然看到不少珍稀蘭

花種類，簡介如下:  

 
蘭科中心的種質資源像世外桃源的寶庫，依適合培育棲地種植，尋蘭、夢蘭、品蘭

只是園區內的區隔而已，否則在林間小路看似一樣，很容易迷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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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生型蘭花 

 
地生型蘭花，包括喜普蘭或稱拖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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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台灣的姬蝴蝶蘭(Phalaenopsis equestris)也有蒐藏，以石斛蘭屬的種類 多。 

 
鐵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是石斛蘭屬中藥妝應用的重要資源。 

  

用果汁機加熟水打碎鐵皮石槲的莖，製作 直接簡易的鐵皮石斛飲 
 

石斛是中華仙草，石斛這種中藥可以養肝護肝、滋陰養顏，生吃在完全

洗凈入口細嚼即可，起初味甘而微黏，待到清新爽口，余渣吞咽即可。還可

以堡湯、泡茶、熬製藥膏、浸泡藥酒。也可以美食入膳，煮粥、做羹。《神

農本草經》記載，鐵皮石斛「久服厚腸胃，輕身延年」，《本草內經》則稱

鐵皮石斛「養胃益津，為無上妙品」，並且認為、老人脾胃虛弱，胃液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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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不宜進補太寒之物，鐵皮石斛是老人滋養脾胃 佳選擇。

(https://kknews.cc/health/9369mq.html) 

 

 (二)仙湖植物園 
 

仙湖植物園(http://www.szbg.ac.cn/) 以蘇鐵蒐藏聞名，位在水庫邊的自然

保育區，園區非常大，除了蘇鐵、棕梠、裸子植物、水生植物、、、，還有

佛寺提供信男善女的靈修，經營管理不容易。 

 

1. 蘇鐵區及蘇鐵演化館 
 

蘇鐵區蒐藏很豐富，壹些書本上才看得到的種類，在此可以目睹比對研

習。也因鐵樹此活化石代表祥瑞，因此也有以樹石盆景方式展現。 

近年也才蒐集不少遼西化石，以蘇鐵為主的化石館，也放置珍貴同期出

土的鳥的祖先~飛天恐龍化石，很豐富有趣的展示。 
 

 

 

蘇鐵區蒐集世界多種類群，有的羽裂葉形，與蕨類特性相似，幼葉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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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鐵樹石盆景價值匪淺，在這裡好像自然生成。蘇鐵與恐龍以蘇鐵和鳥的化

石展示為主，相當精彩。 

 
 

2. 乾旱沙漠區、化石林、棕梠區 
 

蒐集豐富的仙人掌和多肉植物區，還依地理細分亞洲、非洲、美洲等不

同區域的種類，很值得細細品味。其中毛萼葉仙人掌的花果典型，說明由枝

葉繁茂到縮減頁面積至幾乎無得水的耐水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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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形仙人掌和毛萼葉仙人掌(Pereskia sacharosa, Cactaceae) 

 

化石林區，除了蘇鐵，也有園藝修剪，景觀概念非常衝擊。這些不知名的矽

化木大多被稱為「導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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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繪圖迴廊是在戶外，不知藝術品的光害如何免除? 

 

(三) 廣州中科院華南植物所標本館 

 
本屆大會也巧遇馬來西亞半島植物誌主編 Rose，再邀重回 FRIM 完成海茄苳

的植物誌撰寫。因此也近距離先去廣州華南植物所標本館查看 Avincenia 的標本。 

華南植物所是中科院四大標本館之一，大會閉幕式結束後，前往檢視標本，

主要以蛇菰科寄生植物標本為主，另外參考蘭科石斛署的標本比對。除了可以向

丘華興退休教授請益寄生植物，還巧遇加大柏克萊分校 James Doyle 教授也去華

南植物園參訪，收獲不少。 

 

  
與丘華興退休教授(左)在標本館前合影，與薛斌娥博後、加大 James Doyle 教

授(右)合影。 

 

四、閉幕式、大會證書及心得 

本屆大會相當多植物與動物互動演化的研究，邀請的講員幾乎都是引介這類型

的專家，意味著未來的科學研究不僅在各領域的鑽研，還須跨領域的整合，才能凸

顯全方位的專業研究。 
參訪與大會開幕同時啟用的國家蘭科中心科普館，是一個蘭花的自然史博物館，

以嶄新手法展現蘭科植物的親緣演化、生物地理、資源運用以及尖端研究，在極短

的時間展示設計能夠成長如此快速，給予非常高的評價。同時也看到會展中心錯誤

的展出仙湖蘇鐵的學名為(Cycas taiwaniana)，世界的快速轉變，有多少人記得或糾正

了這些小錯或大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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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在閉幕式當天或前後日子，都會頒給與會者大會證書，可能也是新興國家

沒有經驗，或是參加人數過多，在倉促的時空變動中，居然依註冊名牌領取空白證

書，自行填寫後再排隊蓋大會印章。填寫時沒控制好排版美觀，書寫姓名偏左，蓋

完章，不知哪來的突發異想，填上了 Taiwan, R. O. C. 在右邊空間，看起來非常賞心

悅目。雖然紙質不如以往證書得慎重，但承認 Taiwan, R.O.C. 值得珍藏?! 

 
 
帶回的大會議程和論文摘要集電子檔，將分享給同仁。相關下載電子檔

(http://www.ibc2017.cn/Download/)可自行參考。此次國際植物學研討會首次在開發

中國家舉辦，初見新興國家的經濟實力，也意識到未來不僅學術無國界，設計團隊

designer、maker 自造創業的年輕世代，可能是跟著機會走的。台灣雖已評為已開發

國家，但在學術的投入和國際爭取，略見不足，希望未來六年後的第 20 屆巴西主

辦國，支持更多的台灣學者參加。 

 

參、 建議事項 

 

一、 鼓勵同仁多參加國際大型研討會，可以多與國際期刊主編、學界群龍會首接觸，

創造合作研究機會。 

二、 與年輕活力的單位建立合作計畫，或了解不同領域的需求，共同協做跨領域的

學術研究或推廣教育。 

三、 未來規劃爭取預算支持更多的同仁參與國際植物學大型會議，以維護台灣在植

物學國際組織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