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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四年一度的國際雜草科學大會 (International Weed Science Congress) 本次在泰國

曼谷召開，為全世界雜草研究最重要的盛會。本次大會主題為「氣候變遷下的雜草科學 

(Weed Science in a Climate of Change)」，減緩氣候變遷已成為國際普遍的共識，亦是各

領域近年來研究之趨勢。臺灣位處熱帶及亞熱帶交界處，雜草種類十分繁多，在氣候變

遷下，雜草的生長、擴散與草相的分布本所亦長期監測；再者，隨著氣候變遷，雜草的

生長與繁殖更為快速，為了有效控制與管理田間雜草，除草劑的用量亦隨之增加，同時

助長了除草劑抗性雜草的出現，造成了防治上的困難與農藥施用量居高不下的問題。

藉由參與本次重要的國際會議，瞭解目前全球雜草科學研究趨勢及面臨的困難與如何

因應，並與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彼此互相交流，促進合作機會，並做為國內雜草研究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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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國際雜草學會(The international Weed Science Society; IWSS) 是目前國際上最重要

的雜草學術組織，每 4 年舉辦 1 次「國際雜草科學會年會」，第 8 屆於 2022 年 12 

月 4 至 12 月 9 日在泰國曼谷召開。本次主要內容最主要包括除草劑抗性、雜草生

物學及生態學、雜草綜合管理、氣候變遷下的雜草科學、非化學性雜草管理、入侵和寄

生植物物種、除草劑在環境中的流布、亞洲的雜草問題、雜草治理新技術、雜草「體學」

(Weed 'Omics')、植物生理學與除草劑相互作用等議題。 

其中除草劑抗性、雜草生態、雜草綜合管理、入侵植物、除草劑的流布等均為本所

雜草研究有所觸及的方向，故期望藉由參與相關主題研討會，瞭解世界各地最新的研

究成果及進展，並透過國際間之交流，交換各國重要經驗，期望提供給國內產官學界人

士參考，並有助於雜草管理、農藥減量、達到淨零排放，減緩氣候變遷，使農業得以永

續發展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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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本次大會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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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4 日行程：參加「確認及辨認除草劑抗性 (Confirming and characterizing 

herbicide resistance)」工作坊 

 

本次工作坊由歐洲雜草學會 (European Weed Research Society; EWRS) 舉辦，主要

提供給學生及研究人員認識及瞭解除草劑抗性雜草的發生、鑑定、取樣、確認及管理等

方法和注意事項。 

工作坊由哥本哈根大學的 Paul Neve 教授及德國資深科學顧問 Roland Beffa 博

士共同主持，主要分為五大主題： 

一、前言 

1. 除草劑之施用及其作用機制 (mode of action; MoA) 

2. 除草劑在田間雜草管理失效之案例分享 

二、田間採樣及除草劑抗性之確認 

1. 劑量反應試驗和溫室檢定方法 (包括數據分析和解釋) 

2. 確認抗性雜草之準則 

三、除草劑抗性之鑑別 

1. 除草劑抗性作用機制簡介 

2. 目標位置抗性及代謝解毒抗性之生理生化檢定 

四、除草劑抗性雜草之演化 

以大穗看麥娘 (Alopecurus myosuroides) 為例介紹其在英國之抗性演化過程 

五、雜草綜合管理 

1. 抗性雜草管理 

2. 除草劑之選擇 

兩位講者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引領學生及剛踏入雜草研究領域之研究者最基本

的知識與技能，並結合實際的例子與應用，使與會者能識別、確認和管理除草劑抗

圖一、工作坊結束後學員與講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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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雜草所需的步驟。包括確定和抽樣疑似抗性雜草族群、調查各種規模的除草劑

抗性的方法、整株植物抗性分析和抗性測試方法、劑量反應分析和統計、抗性診斷

和確定抗性機制等。在介紹了不同的主題之後，工作坊將重點回歸到日常工作中

識別和描述除草劑抗性族群的實用方法，以培育未來的雜草研究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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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5 日行程：報到及參加第 8 屆國際雜草科學年會開幕式、主題演講及開幕

晚宴。 

 

一、開幕式 

本次大會原訂於 2020 年召開，惟考量疫情及泰國防疫政策等，經過兩年的

推遲，第 8 屆國際雜草科學大會於 2022 年 12 月 4 日至 9 日在泰國曼谷馬奎

斯皇后公園萬豪酒店舉行，本次大會主題為「氣候變化下的雜草科學」。本次大會

雖受疫情影響，與會者仍有來自 44 個國家，總計約 350 名代表，算是相當成功。 

在開幕式上，由本次大會主辦單位泰國雜草科學學會主席 Chanya Maneechote 

博士引言，接著交由世界雜草科學學會前主席 Nilda Roma- Burgos 博士及現任主

席 Samunder Singh 博士接續致詞，最後一起揭開本次大會的序幕。 

本次大會主要為解決氣候變遷下與雜草科學相關最新的問題，並將之分為 14 

個獨立的主題：除草劑抗性、雜草生物學及生態學、雜草綜合管理、氣候變遷下的

雜草科學、非化學性雜草管理、入侵和寄生植物物種、除草劑在環境中的流布、亞

洲的雜草問題、雜草治理新技術、雜草「體學」、植物生理學與除草劑相互作用等

議題。 

 

 

二、主題演講 

主辦單位特別挑選了幾位主講人，第一位主講人是 Martin Kropff 教授，他不

僅在雜草科學方面經驗豐富，而且最近還擔任全球糧食安全專家。他的演講「為實

現可持續糧食和營養安全應對全球作物生產挑戰」清楚地表明，發展中國家需要

圖二、由世界雜草科學學會及泰國雜草科學學會等人共同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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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知識轉讓和合理集約化，以從長遠角度養活地球，包括雜草管理在縮小產量

差距方面的關鍵作用。後續其他幾位主講人討論了用於特定地點雜草管理的雜草

機器人技術之最新技術、對雜草科學未來的展望以及基因編輯作為雜草管理和氣

候適應性作物工具等。 

而後續的演講演講，因主題眾多，故分散於不同會場同時舉行，僅能挑選幾個

重點演講聆聽，實為可惜。 

 

 

圖三、各傑出講者精采的演說 

 

三、開幕晚宴 

第一天的主題演講後，大會準備了傳統泰式服飾、紙傘及豐富的傳統表演讓

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們入境隨俗，深深體驗了泰國的文化精隨，在目不暇給的演

出及一道道道地泰式美味佳餚下，為 IWSC2022 重要的第一天開幕式畫下完美的

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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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精彩的開幕晚宴及全體合影 

 

  



10 

 

⚫ 12 月 6 日至 8日行程：主題會議 (keynote session) 、同步小組會議 (concurrent 

sessions) 與壁報展示。 

每日早上一開始便會由大師級的講者主講主題會議，接著分別就本次 14 個個別主題

進行同步小組演講，因無法同時與會，僅就部分主題進行說明： 

一、亞洲雜草管理： 

亞洲水稻耕地面積較小，主要栽培模式包括移植、直播及旱稻等，而後兩者受

稻草害最為嚴重，往往造成產量降低、混雜野生稻使稻米純度及品質降低、產生抗

藥性雜草等，因此雜草管理需要逃入更多專業知識，並導入科技與資訊系統，如早

期監控警報系統、發展韌性水稻栽培模式及環境大尺度下之永續栽培模式。(1) 

二、生物除草劑 

為了減少化學農藥的使用及對環境更加友善，生物性除草劑便應運而生。其

中 Sclerotinia trifoliorum 具有高度專一性，並在特定的雜草上具有良好的除草效

果，其中以鴨舌草 (Monochoria vaginalis) 進行試驗，在低劑量下就具有良好之防

治效果，具開發為生物性除草劑之潛力。(2) 

三、氣候變遷下之雜草科學 

隨著氣候變遷，溫室氣體濃度提高，全球氣溫上升，對雜草而言這是個有利的

生長條件，其中加拿大蓬 (Conyza canadensis) 及藜 (Chenopodium album) 兩種雜

草在高溫高二氧化碳濃度處理下對嘉磷塞 (Glyphosate) 之感受性會降低，其透過

快速的生長將除草劑排出體外，顯示在未來氣候變遷持續發生的情況下，抗性雜

草的發生只會越來越嚴重，且除草劑的用量將持續增加，因此淨零炭排，減緩全球

氣候變遷刻不容緩。(3) 

四、雜草綜合管理 

香附子 (Cyperus rotundus) 一直是臺灣田間難防治的雜草之一，因其地下部具有球

莖，即使防除了地上部仍可持續發生，造成雜草管理上之困擾。為研究如何有效防

除香附子，在每週灌溉或每天灌溉兩種處理下，分別比較  3 種除草劑比拉芬 

(florpyrauxifen-benzyl)、合速隆 (halosulfuron-methyl)及二、四－地 (2,4-D) 加嘉磷

塞 (glyphosate) 混劑之藥效。結果顯示，每日灌水保持土壤濕潤可有效提升除草劑

防治香附子之效果。本試驗未來可在臺灣進行測試，若能成功將會是農民防除難

防治雜草之一大福音。(4) 

 

除上述幾個主題外，因受限時間及場地等因素，在本次會議中，筆者主要參加項目

為雜草對除草劑抗性之相關研究。隨著氣候變遷及抗除草劑之基改作物出現等，全世

界除草劑的使用量大增，也促進了大量抗性雜草的發生。因此在本次會議中，最多人研

究及報告的題目即為雜草對除草劑抗性之作用機制，亦為筆者本身之研究主題。特別

是從會前的除草劑抗性工作坊開始，教導學生及入門研究者對除草劑抗性的認識，及

研究的基礎。而後續幾天則可聽到來自世界各地雜草研究專家對於除草劑抗性研究之

最新發展。 

本次臺灣僅有筆者一位參與大會，參展關於固殺草在土壤中殘效性之海報，內容

為說明固殺草在施用後約 14天時，其於土壤中仍會殘留，並造成後作之毒害；而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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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天後，固殺草在土壤中對後作已無藥害現象，其可能經過分解轉換為營養成分，反

而能促進後作之生長。 

在聆聽各國除草劑抗性研究的過程中，也認識了包括日本京都大學、韓國首爾大

學、泰國農業部、清邁大學及美國農部等重要研究學者，並在每日餐敘及休息時間探討

相關議題。在亞洲地區，雜草研究領域逐漸式微，日韓兩國也僅剩少數學者仍持續進行

研究，相對的，最多雜草抗性研究係來自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這也可以瞭解到基改

抗除草劑作物在美國大量種植，長期使用相同除草劑所衍伸出的問題。此外有關於巴

拉刈禁用的議題在雜草研究者間也引起了一陣共鳴，泰國幾乎和臺灣在同一時間禁用，

所面對農民反彈、替代用藥等問題似乎也尚無解決之道。本次會議上特別是與幾位不

同大學的老師和研究人員交換連絡資訊與心得，以祈有機會可進一步合作與相互參訪。 

  

圖五、左與報告海報合影。右與日本老師及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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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9日行程：參訪水稻田抗藥性雜草研究中心 (TJC Research center)。 

TJC是由泰國與日本共同組成的研究中心，旨在研究水稻田抗藥性雜草之相關研

究。乙醯乳酸合成酵素 (acetolactate synthase; ALS) 抑制型除草劑 (HRAC 2) 一直都

是國外水稻田最常使用的除草劑之一，其具有低用量且低毒性之特性，然而因其作用

為點單一，若無輪替用藥則短期間內極容易產生抗藥性雜草。 

本次參訪 TJC 研究中心及係來學習並瞭解各家農藥業者對於抗性雜草之管理與

研究成果。此外，無人機噴藥近年來亦逐漸興起，在泰國也不例外，然而與臺灣最大

的不同是，泰國耕地面積較臺灣大上許多，以臺灣常用的多旋翼無人機施藥不足以勝

任。因此在泰國多以螺旋槳直升機進行施藥，一次最多可以施用 32 公升，並且搭配

標準化噴頭，以達精準施藥。 

 

圖六、泰國使用螺旋槳無人機進行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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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及建議 

一、本次會議上之研究可分為幾個類別，分別為農藥廠商、政府研究部門、專業研究機

構及學校老師與學生。大部分的小組會議都是由學生主講研究內容，然而臺灣無

論在哪一塊都十分缺乏，跨國農藥公司退出臺灣，在學界幾乎沒有老師在進行相

關研究，而政府部門的研究單位亦只剩本所仍持續運作，未來這個鴻溝只會逐漸

擴大，必須要產官學能互相合作，將雜草研究視為農業發展的重點之一，才能有所

競爭力，在國際舞台上展現我們的實力。 

二、雜草雖然不如其他農業或生物領域亮眼，卻是農業生產上極為重要的腳色。因此

除了積極向國內前輩學習之外，建議可透過國際合作模式彌補雜草研究之缺口，

同時能學習有哪些新的技術可以使用在雜草研究及雜草管理之上，以提升研究成

果之品質。 

三、在臺灣雜草研究的現況，我認為必須走出世界，多參加國際性的研討會，避免以管

窺天，以瞭解世界最新趨勢，有什麼新的農藥或是新的雜草防治技術可以引進臺

灣，淘汰毒性較高之舊農藥，讓農民有更新更安全的藥劑或技術可以進行雜草管

理，是本所除了研究外可以加強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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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IWSC 2022 Abstract Book 一冊。 

圖七、本次大會主視覺背板合影。 圖八、參訪除草劑抗性試驗。 

圖九、除草劑抗性演講。 圖十、會前之除草劑抗性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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