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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農業技術 

科 目：作物學 

黃正老師 
 
一、請列表說明甘藷、馬鈴薯、山藥、慈菇及薑等作物之屬名、英名及食用部位貯藏器官名稱。（25 

分） 
 

《考題難易》：★★★★★(最高 5顆星) 

《解題關鍵》：皆考根莖類作物，不過一般是考科，不會考到屬，所以同學在準備上還是以

科為記憶目標，不然你都要背誦到屬，會負擔太大，除非往後趨勢是考屬的分類階層，則另

議。 

《命中特區》：作物學講義，但慈菇較冷門 

【擬答】： 

讓我為您詳細列出這些作物的相關資訊： 

甘藷 

屬名：甘藷屬（Ipomoea） 

英名：Sweet potato 

食用部位貯藏器官：塊根 (Tuberous root) 

馬鈴薯 

屬名：茄屬（Solanum） 

英名：Potato 

食用部位貯藏器官：塊莖 (Tuber) 

山藥 

屬名：薯蕷屬（Dioscorea） 

英名：Chinese yam / Yam 

食用部位貯藏器官：塊莖 (Tuber) 

慈菇 

屬名：慈姑屬（Sagittaria） 

英名：Arrowhead 

食用部位貯藏器官：球莖 (Corm) 

薑 

屬名：薑屬（Zingiber） 

英名：Ginger 

食用部位貯藏器官：根莖 (Rhizome) 

 

二、作物栽培的連作障礙的意義與類型有那些？可行的解決策略是什麼？（25 分） 
 

《考題難易》：★★(最高 5顆星) 

《解題關鍵》： 耕作制度在歷屆都是熱門考題，只要了解這種制度的優劣，就可取分。 

《命中特區》：作物生產概論講義、作物學講義 

【擬答】： 

連作障礙的意義： 

連作障礙是指在同一塊土地上連續種植同種或相近種類的作物時，導致作物生長不良、產量下

降、品質劣化的現象。這是一個普遍存在於農業生產中的重要問題。 

連作障礙的主要類型： 

養分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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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種植單一作物，會導致土壤養分嚴重失衡。因為每種作物對養分的需求不同，而單一作

物不斷從土壤中攝取相同的養分，久而久之，土壤中某些養分就會不足，而另一些養分又過

剩。這種不平衡的狀態，會直接影響土壤的肥力，進而影響作物的生長。 

鹽分累積： 

設施內的高溫環境造成兩個主要影響，首先，加速作物的生育速度，導致生育期縮短，使得

同一土地一年內可進行多次栽培；其次，高溫加速土壤有機質的分解。頻繁的耕犁操作更加

劇了這個問題，使土壤有機質快速流失。鹽分累積的形成，為追求作物快速生長，農民往往

過量施用肥料，導致土壤中累積過多營養元素和鹽基。設施內的高溫環境促進水分蒸發，透

過毛細管作用，溶解於水中的鹽分被帶到土壤表層，水分蒸發後，鹽分殘留在表土層。 

植物自毒或相剋作用： 

植物在代謝過程中會釋放多種有毒物質，包括植物鹼、香豆素、單寧、類黃素、類脂醇、松

烯類、氰醇類、酚類及其衍生物等，這些物質可以透過揮發、淋溶、根系分泌或植物殘體分

解等方式釋放到環境中。當這些有毒物質累積到一定濃度時，會產生相剋或自毒作用，抑制

植物本身或周圍植物的種子發芽、根系生長、植株發育以及開花結果等生理過程。在連作情

況下，前期作物產生的這些毒性物質若在土壤中累積達到臨界濃度，將會對下一期作物造成

毒害作用。 

病原菌及線蟲族群的增加： 

連作土壤為土傳性病原菌和病原線蟲提供了理想的寄主環境和繁殖場所，導致這些有害生

物大量累積。在缺乏寄主的情況下，大多數土壤傳播性病原菌仍能在寄主殘體或土壤中形成

特殊的存活構造，一旦適合的寄主植物出現，這些病原體就能快速活化並進行感染。許多作

物的連作障礙問題都是由於這些土壤病原菌或病原線蟲族群逐年增加所引起的。 

解決策略： 

輪作制度： 

輪作制度是預防連作障礙的基本方法，通過合理安排不同科屬作物輪流種植，並設計適當的

輪作週期，選擇具有互利共生關係的作物進行搭配，可以有效打破連作障礙的惡性循環。 

土壤添加物： 

土壤改良策略著重於提升土壤品質，包括增加有機肥料的施用、調整土壤 pH 值至適宜範圍

、改善土壤的物理結構，以及添加生物炭等土壤改良劑，這些措施能夠全面改善土壤環境。

化學調控需要謹慎實施，包括合理使用土壤消毒劑、適量補充微量元素，以及平衡施用化肥

，這些措施雖然見效快，但必須注意用量和使用頻率，以避免對土壤生態造成二次傷害。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主要通過調控土壤微生物群落來實現，包括使用各類有益微生物製劑、添加能夠抑

制病原菌的拮抗微生物，以及培育土壤中的有益菌群，以建立健康的土壤微生物生態系統。 

農業措施： 

農業措施包含多項具體的栽培管理方法，如實施深耕以改善土壤通氣性、及時清除病害作物

殘體、適時進行土地休耕，以及採用立體種植或間作套作等方式，這些措施可以從多個角度

改善連作障礙問題。 

品種改良： 

品種改良策略著重於作物本身的抗性提升，包括選育具有抗連作障礙特性的品種、使用抗病

品種，以及運用嫁接栽培技術，這些方法可以從遺傳角度增強作物對連作逆境的適應能力。 

 

三、作物健康種苗的生產影響作物栽培的產量與品質至鉅，請說明健康種苗的檢測及生產方法。（25 

分） 
 

《考題難易》：★★★(最高 5顆星) 

《解題關鍵》： 健康種苗是病蟲害抗病的重要方法，關鍵在於要能寫出 ELISA技術檢測病

毒。可結合植物保護學、種子學內容一起複習。 

《命中特區》：作物學講義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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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種苗的意涵： 

健康種苗是指無病蟲害、基因純淨、具有優良性狀的種子或幼苗。健康的種苗是高產穩產的基

礎，也是提高農產品品質的重要保證。 

健康種苗對作物栽培的重要性： 

提高產量：健康種苗生長勢強，抗病性好，能有效減少病蟲害的發生，提高作物的成活率和

產量。 

提升品質：健康種苗能保持品種的優良性狀，產出的農產品品質更穩定，符合市場需求。 

減少農藥使用：健康種苗減少了病蟲害的發生，從而降低了農藥的使用量，保護環境，生產

出更安全的農產品。 

健康種苗的檢測方法 

健康種苗的檢測主要針對種子或幼苗的病原體、雜質、發芽率、純度等方面進行。常見的檢測

方法包括： 

目視檢查：檢查種子或幼苗的外觀，是否有病斑、畸形、蟲害等。 

顯微鏡檢查：觀察種子或幼苗的組織，檢測是否存在病原體。 

生化檢測：利用生化反應檢測種子或幼苗的生理狀態，如酶活性、蛋白質含量等。 

分子生物學檢測：利用 ELISA、RT-PCR 等技術檢測種子或幼苗的基因組，確定品種純度和

病原體的存在。 

病原體培養：將種子或幼苗接種到培養基上，培養出病原體進行鑑定。 

健康種苗的生產方法： 

種子選擇：選擇優良品種的種子，並進行嚴格的檢測，確保無病蟲害。 

種子處理：對種子進行消毒、催芽等處理，提高種子的發芽率和抗病性。 

營養缽或穴盤育苗：在無菌的環境下，使用高品質的營養缽或穴盤進行育苗，確保幼苗的健

康生長。 

病蟲害防治：採用物理、生物和化學等綜合防治措施，預防和控制病蟲害的發生。 

環境控制：控制溫濕度、光照等環境條件，為種苗提供最適宜的生長環境。 

定期檢測：定期對種苗進行檢測，及時發現並處理病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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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碳匯淨零是國家農業重要發展方向目標方針，有那些栽培策略可以具體達成此一目標？（25 分） 
 

《考題難易》：★(最高 5顆星) 

《解題關鍵》：淨零的議題是近年來的熱門考題，一定要熟記。 

《命中特區》：作物學講義、土壤學講義 

【擬答】： 

什麼是碳匯淨零農業： 

碳匯淨零農業是指通過各種農業措施，將農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量與通過土壤、植被等

固碳所吸收的碳量達到平衡，甚至實現淨吸收碳的狀態。 

碳匯淨零農業的栽培策略： 

土壤碳封存： 

減少耕作次數：減少耕作能減少土壤有機質的分解，增加土壤碳含量。 

覆蓋作物：種植覆蓋作物能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提高土壤的持水能力和肥力。 

施用有機肥：有機肥不僅能提供植物所需的養分，還能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 

生物碳應用：生物炭具有高孔隙率和吸附性，能長期穩定地將碳封存於土壤中。 

作物選擇與輪作： 

選擇深根作物：深根作物能將碳運送到土壤深層，增加土壤碳庫。 

豆科作物輪作：豆科作物具有固氮作用，能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同時提高土壤肥力。 

多樣性輪作：多樣性輪作能增加土壤生物多樣性，提高土壤的碳封存能力。 

農業廢棄物管理： 

農作物殘渣還田：將農作物殘渣還田，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 

沼氣發電：將農業廢棄物轉化為沼氣，既能發電，又能減少甲烷排放。 

牧場管理 

輪牧：輪牧能減少土壤壓實，提高土壤有機質含量。 

改善飼料：改善飼料配方，減少甲烷排放。 

農業系統整合 

農林複合系統：將農作物與林木結合，增加碳匯。 

農業生態系統：建立多樣化的農業生態系統，提高系統的穩定性和碳封存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