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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 113
年在工作同仁們兢兢業業推展下，農業
科技創新研究及社會公益文化事業等各
項業務均獲得相當的具體成果。

在農業科技方面，與臺灣大學、
臺灣海洋大學、中原大學、中興大學、
屏東科技大學、農業試驗所及香蕉研
究所等合作進行 8 項農業科技研究計
畫，包括「乾式落花生莢果脫殼機之研
發」、「以家蠶作為生物反應器生產
Pleurocidin 抗菌蛋白之研發」、「優
化臺灣毛豆種原核心收集選拔及探勘重
要性狀關鍵基因」、「長果桑產期調節
之研究」、「非洲鳳仙花之雜交育種及
多倍體選育」、「改善甜瓜種子調製技
術」、「建立黑水虻商業化養殖模式
與黑水虻昆蟲蛋白應用於水產養殖」及「香蕉假莖象鼻蟲之蟲生真菌生物防治技術開
發」。其他專案計畫之推動包括規劃「園藝療癒在長期照顧機構之應用─以宜蘭仁愛
之家為例－園藝療癒在長期照顧機構之應用」、發行「國際農業科技新知季刊」、協
辦社團法人台灣農業工程學會 113 年年會暨研討會、協辦「2024 年水田與水環境國
際研討會」、協辦中華民國農學團體 113 年聯合年會論壇「AI 農業創新韌性」等。

本基金會於 3 月 14 日假天成大飯店召開 113 年專題研究報告，邀請本基金會「園
藝療癒 / 治療」專題研究小組召集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林
儷蓉教授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園藝療癒在長期照顧的應用」。另本基金會委託台
灣農業設施協會於 6 月 27 日假國立中興大學生機大樓會議廳辦理「113 年農業科技
研究計畫成果研討會」，邀請中興大學黃裕益教授專題演講「熱帶•亞熱帶溫室設計
的應用理論與實務」，並發表 112 年度農業科技研究計畫全程計畫執行完成者計有 4
項，包括「利用全基因組關聯分析及系統生物學分析選拔大豆生長初期耐寒基因」、
「番荔枝科及山欖科罕見熱帶果樹抗氧化能力分析」、「文蛤養殖環境植物性餌料生
物調查及選種擴培」及「膠紅酵母菌作為養殖南美白對蝦天然體色增豔及免疫調節劑
之開發應用」。

董事長的話

董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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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公益方面執行計畫如下：( 一 ) 社會福利建設方面協助社團法人台東縣康
復之友協會辦理精神康復者的心靈沃土訓練計畫：生產最安全、營養的農產品，並且
建構最友善、溫馨的人際網絡，讓康復者在身心滋養下能「從心開活路、在愛中康
復」。運用台東俯拾皆是的大地資源，轉化製作成充滿驚人生命力與肥份的堆肥土 ( 或
說腐植土 )，來生產出豐碩營養的蔬果，以之餵養人類對溫飽、健康與靈性的需求。
並持續辦理康復者的食濃教育─源自土地的農情蜜意計畫：建立康復者自然資源、能
量循環利用的相關知能，以及友善栽培作物的生產方法，而能真心尊敬自己的生活環
境。幫助嘉義縣私立天主教安道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嘉義縣私立安納家園老
人長期照顧中心 ( 養護型 ) 「汰換揚水加壓馬達設施」計畫，照顧服務能更加順暢，
提升家園生活品質，讓長輩免受斷水無法使用之困境，確保乾淨的水源可供使用。
協助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充實花蓮黎明喜樂園設施設備計畫購置污物車、護理
床、洗手台、通管機，協助提升服務使用者住宿生活品質及工作人員服務效率，並透
過充實設施設備提升園區的服務水平，保障服務使用者的健康和安全。協助財團法人
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私立蘭陽智能發展學苑住宿文康設備購置計畫，汰換傳統電
視更新聯網功能的電視設備，藉由工作人員的操作，拓展外部連接性。服務對象大部
分時間都在機構中生活，也能使服務對象在資訊獲取更新迅速。( 二 ) 社會災害急難
救助方面協助台灣關懷社會公益服務協會辦理 113 年有愛最美關懷弱勢家庭物資捐
助企劃公益專案在彰化縣埤頭鄉公所、雲林縣林內鄉公所幫助經濟弱勢家庭有需要的
人，希望通過捐贈食物、衣服和日用品，讓困難家庭和個人能夠過上更有尊嚴和舒適
的生活，不再為基本的生活需求而煩惱。( 三 ) 社會教育文化活動方面協助中國醫藥
大學中醫巡迴醫療服務隊辦理 2024 花蓮中醫巡迴醫療服務義診、台北醫學大學綠十
字醫療服務隊辦理 2024 寒假義診醫療服務雲林縣元長隊、台北醫學大學杏青康輔社
會醫療文藝服務隊第 83 期屏東縣三地門高樹霧台社會服務隊、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嚕
啦啦康輔社 2024 年寒假營隊 - 遨遊任天堂、2024 年暑假營隊 - 迪士尼王國之旅、台
灣原住民族文化推廣協會辦理歡樂氣球魔術 - 生命教育專案、中華愛心公益協會「你
我大不同」校園性平議題行動劇活動、台灣關懷社會公益服務協會 ME  TOO ﹗是我
想太多了嗎 ? 性騷擾防治教育宣導活動、台北醫學大學社會醫療服務第一隊 113 年暑
期（94 期）醫療及公共衛生服務、中國醫藥大學中醫醫療服務隊「澎湖偏鄉中醫巡
迴醫療服務隊」、台北醫學大學綠十字醫療服務隊 2024 暑假義診醫療服務雲林水林
隊、臺北醫學大學楓杏社會醫療暨醫學知識推廣服務隊 2024 第十九期澎湖醫療暨社
會服務隊。( 四 ) 國際學術文化活動協助國立台北大學國際志工社菲律賓服務團 - 菲
你莫屬、社團法人臺灣公衛學生聯合會 2024 世界衛生大會台灣青年團、社團法人中

董事長的話



6

董事長

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愛無礙夢飛翔 ~ 路遙知馬力橘手之勞台馬青聯合服務計畫、中國
醫藥大學口衛隊海外醫療服務團 2024 尼泊爾國際醫療服務計畫、醫務社會工作協會
辦理 2024 醫務社會工作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 五 ) 優良刊物贊助印製本會 112 年
報及印製 2025 台灣水果月曆分送專案小組委員及合作單位。( 六 ) 其他社會福利活動
包括 113 年雲林縣寒冬歲末送溫暖身心障礙者關懷弱勢家庭活動、第十屆董事會考
察，參訪社福機構宜蘭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花蓮黎明喜樂園、大台中歲末寒冬送暖 ~
關懷弱勢聾人家庭活動、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辦理社會工作新手增能計畫、協
助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肌縮症病友協會辦理肌萎家庭成長營－創造奇蹟嘉年華、天使心
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天使心家族家庭共好喘息營－北部場活動、社團法人雲林縣
聽語障福利協進會中秋團圓度良宵暨身心障礙者關懷活動計畫、協助台東縣池上鄉農
會與台東縣池上文化藝術協會辦理 2024 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活動、辦理本會第十屆
董事監察人參加 2024 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活動、協助社團法人世界和平會愛在松菸 - 
2024 歲末愛心送暖公益活動、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寶貝潛能發展中心身心障礙者園
藝充實設備計畫、協助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發展 FRC9427 機器人團隊「科技創未
來，教育耀新星」、協助社團法人臺中市愛鄰舍關懷協會辦理聖誕親子愛市集活動以
及協辦 2024 愛在脊時慈善音樂會、協助本會農業科技辦理園藝療癒在長期照顧機構
之應用－以宜蘭蘭陽仁愛之家為例等多項計畫與活動。

本基金會於 6 月 16 至 20 日辦理董事會日本農業考察活動，參訪森田農場 ( 哈密
瓜 )、東邦觀光果園農場 ( 水蜜桃 )、山梨縣 甲州 島村農場 ( 櫻桃 ) 及考察豐洲市場 ( 農
產品批發 ) 等，作為未來本基金會業務計畫推動和規劃之參考。

本基金會成立迄今已 39 年，歷來基金會秉承「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造
福鄉里，仁民愛物」的瑠公精神，持續為台灣農業科技研究發展及社會公益推動而努
力。希望在董事會督導下，同仁們能和衷共濟，發揮創意，為基金會之營運作出更亮
麗的成績。更期盼各界先進不吝提供建言，鞭策賜教，讓基金會作出更大的貢獻。

董事長的話



7

113 年報

沿革
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為紀念先賢郭錫瑠先生造福桑梓的仁愛精神，於民國 73

年 4 月 6 日經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第二屆第五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得到全體代表們
支持，決議提撥新台幣參億元整，成立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於民
國 74 年 3 月 19 日經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可，同年 4 月 1 日正式運作，至
今已有 39 年。會址設於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十號四、五樓。

本法人以辦理或協助關於全國農田水利建設、水利工程改良或農業科技之研究
與推展，並辦理其他有關社會、文化、公益、慈善事業或活動，以促進全國農田水利，
農業科技之發展，增進全民福祉為宗旨。

沿革 & 宗旨與目的事業

宗旨與目的事業



8 董事、監察人及顧問

本法人設立董事 15 人組成董事會，董事會設常務董事 5 人，由董事互選之；董
事長 1 人，由董事就常務董事中選之，董事會負責基金會業務策劃、審理、財產保管、
運用、預決算之審議。另設監察人 3 人組成監察人會，監察人會設常務監察人 1 人，
由監察人互選，行使監察及稽核權。

董事、監察人均為無給職，任期４年，連選得連任，本法人依實際需要得聘顧問，
其任期與當屆董事同，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會通過聘任之。

高清文朱建偉

吳仲榮

李蒼郎

李文汕

陳烱松

張麗華

周福來

郭華仁

蘇光正

李黑菱

曹紹徽

劉易昇

陳邦賓

劉玉雯

涂予尹

李健全

孫維廷

林庚辛

常
務
董
事

常
務
監
察
人

顧
問

監
察
人

董
事

董事、監察人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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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組織

本基金會的人員編制共有成員 7 名，分為農業科技、社會公益、財務、行政４組，
負責相關業務，期以最少的人力發揮最大效益。

系統組織

職員與分工

常務監察人

監 察 人 會 董 事 會

董 事 長

執 行 長

副執行長

財 務 組 行 政 組 農業科技組 社會公益組

管理部門 業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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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科技的研究，是為農業升級，生產企業化、生活現代化、生態自然化，促進農
業經營安定，提高農民所得，改善生活品質，增進全民福祉之原動力。本基金會配
合政府農業政策，委託農業試驗、改良及學術研究機構辦理或專案推行各項工作，
以落實農業科技的發展。其主要業務項目為：
一、擬訂本組年度工作計畫。
二、辦理農田水利建設之研究事項。
三、辦理水利工程改良之研究事項。
四、辦理農業科技之研究事項。
五、辦理相關業務之贊助、獎勵及推展事項。
六、辦理本組工作計畫之企劃、推動、考核及聯繫協調事項。

• 農業科技組

職員與分工

• 執行長

承董事長之命，負責統籌協調推動會務
指揮監督所屬員工。
工作項目：
一、推動本法人捐助暨組織章程第三條
所定之業務。
二、執行董事會決議事項。
三、指揮監督員工執行會務。
四、辦理員工之任免、考核、獎懲等事項。
五、辦理業務之推展、檢討及改進事項。
六、辦理各單位之協調、聯繫事項。

• 董事長

為本會之法定代理人，對外代表本會
並綜理會務，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及業
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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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公益組

• 財務組

基金會為法人事業，基金及業務、行政
等費用需要負責部門處理調度，以充分
掌握基金的流向，做好把關的工作，俾
使基金會能源遠流長，不斷貢獻己力，
增進全民福祉，其主要工作項目為：
一、辦理基金、孳息、收益及業務經費

之管理與調度事項。
二、編列本法人年度預算書及決算書。
三、辦理本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

製事項。

基金會因應社會需要，鼓勵從事社會公益、慈善、文化等事業與活動，凡對社會有
特殊貢獻或具重大意義者，並符合本會創立宗旨與贊助之規定的機關團體，在預算
編列許可範圍之內，均盡量予以贊助或共同合作。期能藉由本基金會的努力，喚起
社區力量，共同營造更有情有義、溫馨和諧的新社會。其主要業務項目為：
一、擬訂本組年度工作計畫。
二、辦理社會、文化、慈善事業或公益活動。
三、辦理相關業務之贊助、獎勵及推展事項。
四、辦理本組工作計畫之企劃、推動、考核及聯繫協調事項。

• 行政組

是基金會最強有力的後盾，有它做好後
方的人事、事務和檔案管理的工作，位
於前方的業務部門才有充足的支援，有
條不紊的安心推動各項農業科技研究和
社會公益的推廣工作，其主要業務範圍：
一、彙編本法人年度工作計畫及工作成果。
二、辦理本法人財產之管理、登記事項。
三、辦理人事及差勤管理事項。
四、辦理圖記、文書及檔案管理事項。
五、辦理出納事項。
六、辦理圖書出版及年報編製事項。
七、辦理其他事務管理及會議事項。

職員與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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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乾式落花生莢果脫殼機之研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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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農糧署網站公布資料顯示，國內每年約產出 60,000~75,000 公噸的落花生，主要生產地為雲
林，年產值約 23 至 36 億元，為台灣重要雜糧之一。目前產業多採用濕式落花生脫殼作業，其中濕式係
指將落花生加水回潮至含水率 15%~18%，主要原因為落花生在此含水率範圍內其機械造成花生仁破
損率較低，良率較佳，然在此作業過程中容易產生黃麴毒素汙染，影響後續花生仁及其加工品的品質。
另外浸濕脫殼作業之後，為符合後續的儲存含水率所需，花生種仁仍然需要再次進行乾燥作業，形成人
力、時間及能源的重複投入，造成產品加工成本增加，直接或間接銷弱產業的競爭力。

本年度計畫之乾式落花生莢果脫殼機之研發，以破殼機構改良、破殼機構及篩網參數最適化分析
與高效能商品機之研製為主要研究項目。在破殼機構以潰縮彈性裝置進行設計與兼具調整彈力強度與
更換打擊齒之彈性設計，可符合不同品種落花生莢果之需求。在破殼機構與篩網參數分析上，經由測試，
在特製滾筒與彈性滾筒之測試差異，脫殼率約差± 1%，均可達到脫殼機所需要達成之性能要求，可見
其改善後之效果，但仍需進行測試與調整，歸納出該落花生品種適合之彈力參數。在商品機之研製上，
將其機型進行放大，並觀察其脫殼狀況，以符合產業之脫殼需求。

延續前一年計畫研發之成果，與初步實驗結果之參數，將多齒滾筒改裝不同材質之打擊齒，如橡膠、
塑鋼等適用於落花生脫莢使用之材質進行試驗，同時改善打擊齒前端潰縮效果，藉由彈性裝置之研製，
改善落花生脫殼夾料之情形。針對不同打擊齒之材質、潰縮彈性裝置與滾筒轉速不同情形下的搭配，與
測試找出其相關性。

本年度試驗以打擊齒之潰縮裝置進行研製與測試，其中針對潰縮裝置之底座、彈簧之彈性係數、
打擊齒連結部分進行設計，其機構形式詳如圖 1 所示，在連結處特別進行強化與固定之處理。在潰縮
裝置上，詳如圖 2，以適當的彈簧係數之彈簧與固定片，使潰縮裝置保持一定的伸縮能力與保持裝置之
穩定。為使彈性具備調整能力，於灰色固定塊下方，設有彈性調整螺絲裝置，詳如圖 3，可視該批落花生
之情況，調整彈性力度。

摘要

研究成果

一、乾式落花生莢果脫殼機之研發

邱相文副研究員、施富邦助理研究員、林建志助理研究員 / 農業試驗所農業工程組

贊助計畫壹

一、破殼機構改良

▲圖 1、潰縮裝置與打擊齒之結合
方式

▲圖 2、潰縮彈性裝置 ▲圖 3、潰縮打擊裝置全貌

贊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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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殼機構與篩網之間距、及篩網的樣態會是脫殼效率高低的關鍵，透過優化改良後的破殼機構，
最佳的打擊材質、潰縮裝置與轉速的搭配下，調節與篩網之間距與特殊樣態之篩網配置，測試各模式
下之脫殼率、破損率等。試驗以固定篩網尺寸以及打擊齒與篩網之間距，每次以 5 公斤的落花生莢果
重量進行測試，透過表一之測試結果顯示，在不同打擊裝置的處理下，各項效果之表現，在滾筒的設計
與潰縮裝置的設計下，可看出其差異，惟在潰縮裝置上的表現，較低於特製滾筒，其原因為彈簧的彈性
可再進行調整，與持續測試並在其進行優化。

為改善舊式落花生脫莢機械之問題，降低落花生脫殼作業夾料機會與提升脫殼效率，同時兼具省
工與高效處理之能力，針對前項研發之成果，導入商品機之應用，強化開發之機械具備產業應用之價值。
運用放大機型，期許能夠符合產業界運用，並透過不斷測試與調整，所開發之商品機如圖 4 與圖 5 所示。

二、破殼機構與篩網參數最適化分析

三、完成高效能之商品機之開發

▼ 表 1、落花生脫殼裝置測試之成果

▲圖 4、開發之商品機型 ▲圖 5、實際測試之情形

贊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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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urocidin 是一種有效的抗菌蛋白 (antimicrobial peptide, AMP)，由 25 個胺基酸所構成的胜肽，
是自比目魚 winter flounder (Pleuronectes americanus) 之皮囊分泌黏液（skin mucus secretions）
所 分 離出。先 前的 研 究 顯 示 pleurocidin 具有廣 效 性的 抗菌 效 果（broad-spectrum antimicrobial 
activity），可抗多種革蘭氏陽 性和革蘭氏陰性細菌，還可殺 死癌細胞，對哺乳動物細胞無細胞毒
性，溶血活性低。對水產 類 重要的病原菌如鰻弧菌 Vibrio anguillarum 、鮭氣 單胞菌 Aeromonas 
salmonicida 及病毒性出血性敗血症 (VHSV) 等抑制效果良好，被認為在水產養殖的應用上可能較常用
的抗菌藥物 gramicidin S 和 polymyxin B 有更好的經濟效益。且 pleurocidin 蛋白具有耐熱、耐高鹽
等特性有利於產品商業化加工、儲存、運輸作業，將可用於水產養殖、畜產、寵物等飼料添加應用，以取
代抗生素。然則，不論是直接自比目魚分離純化或是以胜肽合成之方式，皆因成本太高而不適用於商
業化的產量開發。因此借助基因工程技術建立此抗菌胜肽之大量表現系統為一重要之課題。

先前的研究結果顯示，當以酵母菌Pichia pastoris 為宿主系統進行 pleurocidin 之cDNA 的表現時，
卻無法得到足夠量的蛋白質以進行簡易之生化分析，如 SDS-PAGE 或 Western blot，顯示酵母菌並不
適於作為此具商業潛能之抗菌蛋白的表現系統，是故我們想測試利用桿狀病毒表現系統（Baculovirus 
expression system）於家蠶中來進行比目魚抗菌蛋白 pleurocidin 大量生產的可行性。我們目前已完
成 1. pleurocidin 抗菌蛋白的基因合成 : 因為 pleurocidin 抗菌蛋白的大小僅為 25 個胺基酸所構成的
胜肽，因此不易表現。為了解決 pleurocidin 抗菌蛋白不易表現的問題，我們引入 DsRed-2A 序列並將
pleurocidin 抗菌蛋白的 DNA 序列 in-frame 接入 DsRed-2A 的 3’端而合成 DsRed-2A-pleurocidin 基
因序列。考量未來將以家蠶蟲體作為生物反應器，因此我們將以 BmNPV 桿狀病毒作為表現的載體系
統而非習知的 AcMNPV, 所以我們也成功的 2、建立家蠶細胞的培養系統。建立家蠶細胞的培養系統
後我們將帶有 DsRed-2A-pleurocidin 基因序列的傳送載體於家蠶細胞中進行同源重組 (homologus 
recombination) 並 3. 已成功至備含 pleurocidin 抗菌蛋白基因的 BmNPV 重組桿狀病毒。

利用桿狀病毒表現系統（Baculovirus expression system）於家蠶中來大量生產比目魚抗菌蛋白
pleurocidin

摘要

研究策略

二、以家蠶作為生物反應器生產 Pleurocidin 抗菌蛋白之研發

吳宗遠教授 / 中原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贊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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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pleurocidin 抗菌蛋白的大小僅為 25 個胺基酸 所構成的胜 肽，因此不易表現。為了解決
pleurocidin 抗菌蛋白不易表現的問題，我們引入 DsRed-2A 序列並將 pleurocidin 抗菌蛋白的 DNA 序
列 in-frame 接入 DsRed-2A 的 3’端而合成 DsRed-2A-pleurocidin 基因序列。

建立家蠶細胞的培養系統後我們將
帶 有 DsRed-2A-pleurocidin 基 因 序 列
的傳送載體於家蠶細胞中進行同源重組
(homologus recombination) 並 挑 選出正
確的重組桿狀病毒

研究成果

一、pleurocidin 抗菌蛋白的基因合成與表現設計

二、建立家蠶細胞的培養系統

三、進行利用紅螢光蛋白抗體確認 pleurocidin 抗菌蛋白的表現分析

贊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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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豆又稱蔬菜用大豆，與大豆 [Glycine max (L.) Merr.] 屬同一物種，收穫於豆莢飽滿且籽粒翠綠的
R6 生育期。由於毛豆富含蛋白質、胺基酸、維生素、礦物質等成分 (Ebert et al., 2017)，在健康意識日漸
抬頭，毛豆於國內外市場上逐漸發掘出自身定位與價值。在臺灣，農業部農業試驗所國家作物種原中心
收集且保存了大量的國內育種品系及國外種原，這些收集系 (accessions) 來自農業試驗所、亞洲蔬菜
研究發展中心、國立中興大學、國立嘉義大學等臺灣農業研究單位。其中大多收集系來自於日本，而日
本種原與中國、美國之品系有相異的遺傳背景 (Kaga et al., 2012)，說明臺灣毛豆種原保存了獨特且有
育種價值的遺傳基礎。

由於特定的栽培需求、大豆與毛豆在生產上之權衡取捨問題，毛豆種原的收集與保存相當不易。
近年來各國建立了許多作物種原庫，生物學家與育種家該如何從巨量的資料中有效地獲取知識及有用
資訊成為了一項挑戰。Frankel (1984) 首先發表了種原核心收集 (core collection) 的概念，他將其定義
為能夠展現出完整種原 (entire collection) 最大歧異度 (diversity) 與最少冗餘 (redundancy) 之最小
收集系組合。本研究期望從臺灣毛豆種原中選拔能夠最大保存原始種原歧異度 (diversity) 及代表性 
(representation)，同時兼顧種原豐富度 (richness) 及均勻度 (evenness) 的種原收集系作為核心收集。

本研究一共使用了 107 個毛豆收集系與其 47 項外表型性狀資料，該資料由國家作物種原中心收
集與保存。種原來源國包含日本 ( 約占 57%)、臺灣 ( 約占 22%) 及其他七個國家 ( 圖一、表一 )。各收集
系連續四年在高雄區農業改良場之試驗田區進行秋作並記錄其外表型性狀。由於本研究使用之毛豆種
原外表型性狀資料有不同程度的缺失值，為了降低缺失值對種原分群分析及核心收集之建立的影響，
本研究針對外表型性狀資料缺失值之處理，將種原資料透過多重插補法估算外表型缺失值，建立完整
種原資料。接著利用 PowerCore 軟體以進階 M 策略 (advance M-strategy) 建立完整種原資料的核心
收集。再進一步對個別與整體性狀進行差異性檢定、分群分析、歧異度指數與指標等計算以評估核心
收集的代表性。

47 項外表型性狀資料缺失率介於 0%-78.5%，其中 11 項為無缺失 (0%)、18 項為輕度缺失 ( 小於
30%)、9 項為中度缺失 ( 大於 30~60%)、9 項為高度缺失 ( 大於 60%)，本研究僅保留缺失率小於 30%
之 29 項性狀與 107 份種原納入後續缺失值插補處理、核心種原建立等分析。此 29 項性狀整體缺失率
為 10.8% ( 圖二 )，且缺失多為完全隨機缺失或隨機缺失，應可利用多重插補法處理性狀缺失資料。

經多重插補法處理後的種原資料，在不改變毛豆表型性狀資料原有結構及資料間的共變關係下，
重複估計表型缺失值原本可能的面貌與共變結構。這份完整的種原性狀資料讓我們能夠一窺種原間複
雜的族群結構，探勘親緣關係。這有助於選拔具潛力及代表性之毛豆核心收集系。k-means 分群法與
主成分分析結果顯示，毛豆種原分群結果可分成五個子群集 (subpopulations)，且前三個主成分可解釋
近 90% 之性狀資料 ( 圖三 )。

本研究透過 PowerCore 軟體，從完整種原中選擇出具有代表性與最大覆蓋率 (coverage) 的毛豆
核心收集，並深入探索核心種原的親本背景與遺傳價值，作為未來研究與應用的依據。分析結果顯示
27 個毛豆核心種原 ( 表二 ) 可代表 107 個毛豆收集系之性狀分佈，核心種原亦均勻分佈在各個子群集 
( 圖四、表三 )。此外，核心種原亦呈現出原始種原的代表性，僅有兩項性狀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 ( 圖五、
圖六 )，顯示該核心收集能維持原始種原之族群結構。經過完整種原與核心收集之個別性狀歧異度比
較後，發現共有個 24 (83%) 外表型性狀之歧異度被保留 (retained) 於核心收集中，5 個性狀之歧異度

摘要

三、優化臺灣毛豆種原核心收集選拔及探勘重要性狀關鍵基因

高崇峰副教授 /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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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損失 (lost)。結果顯示 PowerCore 軟體建立之核心收集能有效保留原始種原的遺傳變異。

本研究建立的 27 個毛豆核心種原來自五個地區，包含日本、臺灣、菲律賓、南韓以及香港 ( 表四 )。
本研究進一步從公開資料庫與論文檢索平台探索核心種原價值，研究發現核心種原中包含 KG0085、
KG0086 等高價值種原，這些種原在臺灣毛豆育種歷史中曾多次被用作親本進行雜交育種 ( 表二 )，為
關鍵的遺傳資源 ( 周國隆，2007)，顯示核心收集策略有利於種原篩選與保存。總結而言，我們已利用多
重插補法能夠解決外表型數據缺失並從完整種原中有效地選取核心收集，對未來種原庫中親本篩選
提供基礎。

▲圖 1、107 個種原之來源國比例圖。

▲圖 2、種原性狀資料之缺失率。其中，黑色代表缺失值 ( 占比 10.8%)，灰色代表有實際性
狀觀測值 ( 占比 89.2%)。

▲圖 3、經多重插補法處理後的種原資料利用 k-means 分群法與主成分分析之結果，107 個
種原可區分為五個子群集。(A) 前兩個主成分可解釋近 80% 的變異並以二維散佈圖
顯示。(B) 前三個主成分可解釋近 90% 的變異並以三維散佈圖顯示。

▼ 表 1、107 個種原之來源國。

贊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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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本研究建立的 27 個核心收集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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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原始種原與核心種原之數量性狀分佈圖。

▲圖 4、族群結構顯示核心種原 ( 橘色資料
點 ) 均勻分佈在各個子群集。

▼ 表 3、27 個核心收集的分群表現。

贊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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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原始種原與核心種原之質量性狀分佈圖。

▼ 表 4、27 個核心收集的分群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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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果 桑 (Morus laevigata) 具 大 果、高 糖、果 形 特 殊 及 較 耐 菌 核 病 (Popcorn disease, Ciboria 
shiraiana) 等特性，為台灣主要果桑品種之一，亦為唯一鮮食品種，售價頗高。惟其雖具有上述優點，而
保鮮、貯運不易，產期過於集中，成為產業待解決問題。有鑑於此，本研究以本校園藝試驗場及台南下
營地區之植株為材料，處理因子包含偃枝處理與全株噴施噴施稀釋 20 倍之氰滿素，二者處理時間分別
為 11 月下旬及次年 2 月上旬。果實於 5 月 3 日採收完畢，隨後進行結果枝之回剪，剪除 1/2 結果枝長
度長度，對照組不進行修剪，鏡檢修剪前後結果枝與萌出新梢芽體是具花序原基，並調查修剪後萌出新
梢之萌花率。本試驗評估以偃枝、氰滿素及兩者並行 3 種處理對長果桑催芽及產期調節之成效。

偃枝、氰滿素催芽、偃枝 + 氰滿素催芽皆萌芽日期提早 8-11 天，開花期也提早 18-26 天。萌芽率則
以偃枝 + 氰滿素催芽 (98.5%) 及氰滿素催芽 (98.0%) 為最高，偃枝次之 (55.2%)，對照組最低 (31.4%)。
開花率以氰滿素催芽 (95.3%) 及偃枝 + 氰滿素催芽 (86.4%) 最高，偃枝 (53.1%) 與對照組 (35.5%) 次之。
每芽花穗數以氰滿素催芽 (3.7) 與偃枝 + 氰滿素催芽 (3.5) 最多，偃枝 (2.0) 次之，而對照組 (0.8) 最少。
果重、果縱徑、果橫徑處理間無差異，但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則以對照組 (19.0° Brix) 最高，其餘 3 處理
則介於 17.3-18.0° Brix。氰滿素催芽 (2.4kg)、偃枝 + 氰滿素催芽 (2.0kg) 之推估產量則高於偃枝 (0.4kg)
與對照組 (0.1kg)。修剪後萌發之次生結果枝皆具花序原體，然於萌發新稍後卻敗育而未能達成延後產
期之效益。此可能與結果枝枝芽體次生結果枝芽體有關，花序原基尚未成熟、修剪時間太早或是受本年
4-5 月高溫、大雨交替造成消蕾，未來可延後修剪時間或調整修剪節位的影響。

主要試驗圖表：

摘要

四、長果桑產期調節之研究

張哲嘉教授 / 國立中興大學

▲圖 1、‘長果桑 1 號’芽體各階段照片。A：芽體休眠﹔ B：芽體尖端可見綠色﹔ C：芽體萌動﹔
                      D：花穗可見﹔ E：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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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長果桑 1 號’枝條生長階段照片。
                      A：偃枝 處理﹔ B：對照組。

▲圖 3、‘長果桑 1 號’結果枝於解剖顯微鏡下花芽發育之情形。A：結果枝已停心，結果枝由
基部算起第 4 節的花原基。B：結果枝未停心，結果枝由基部算起第 5 節的花原基。
Bar=0.2mm。

▲圖 4、‘長果桑 1 號’修剪後萌發的次生結果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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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長果桑 1 號’不同處理萌芽率、萌花率、總花穗數與每芽花穗數

▼ 表 4、不同處理對‘長果桑 1 號’果實鮮重、果縱徑、果橫徑與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之影響

▼ 表 5、不同處理對‘長果桑 1 號’推估產量之影響

▼ 表 2、‘長果桑 1 號’不同處理停梢時枝條長度與圓周長。

▼ 表 1、不同處理對‘長果桑 1 號’生殖生育期之影響。



25

113 年報

非洲鳳仙花 (Impatiens walleriana) 為鳳仙花科 (Balsaminaceae) 鳳仙花屬 (Impatiens) 的多年
生草本花卉，原產於熱帶非洲及亞熱帶亞洲地區。由於其栽培容易，花形、花色多樣且一年四季皆可開
花，繁殖力和適應性極強，廣泛應用於花壇及盆花作物的生產，為發展適合台灣栽培環境之自有品種，
育種研究亟需建立。本試驗使用非洲鳳仙自行採集之品系、多倍體品系及商業品種作為材料，進行不同
花齡之花粉發芽、授粉方式及雜交育種之探討。利用不同花齡與蔗糖濃度檢測花粉發芽率，粉色花品
系以採取花齡第二天之花粉，培養在 0-10％蔗糖濃度時有最高的花粉發芽率；‘Imara-Red’以採取花
齡第一天或第二天之花粉有最高的花粉發芽率。分別使用 2 個非洲鳳仙花品系進行授粉方式之試驗，
2 個非洲鳳仙花品系皆具有自花授粉的能力與自交親和性，在經過套網處理後則不具著果能力。雜交
試驗以多倍體品系、粉色花品系作為親本與 Imara 各花色品種進行雜交，以多倍體品系作為父本時，
除‘Imara-Salmom Shades’× 多倍體品系之外，其餘雜交組合皆可以產生子代，以‘Imara-Violet’
× 多倍體品系的雜交組合有最高的著果率 (12.5％ )，而‘Imara-Rose’× 多倍體品系的雜交組合有
最高的結種率 (30.8％ )。以多倍體品系作為母本時，僅有多倍體品系 ×‘Imara-Red’與多倍體品系 ×
‘Imara-Violet’之組合可以產生雜交子代，以多倍體品系 ×‘Imara-Red’有最高的著果率 (9.1％ ) 與
結種率 (24.1％ )。在‘Imara-Orange’與多倍體品系的雜交組合中，選拔出亮粉紅色花朵並具重瓣性狀
的雜交子代。

摘要

五、非洲鳳仙花之雜交育種及多倍體選育

黃倉海副教授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以非洲鳳仙花粉色花品系與商業品種‘Imara-Red’作為材料。在早晨 8 點時，選取綻放之花朵，
於花藥開裂為花齡 1 天，將其標記後間隔 24 小時為花齡 2 天、間隔 48 小時為花齡 3 天。採取花齡第 1、
2 與 3 天的花粉，使用不同蔗糖濃度 (0、5、10、15、20、25、30、35%) 的 BK 液體培養基滴於雙凹槽載
玻片中，使用鑷子將花粉輕撥於培養基中，隨後將保鮮盒鋪上一層沾濕的紙巾並將雙凹槽載玻片置於
上方，加蓋後放置於 20℃的黑暗生長箱中培養 2 小時，經 2 小時後取出使用光學顯微鏡觀察，當花粉
管長度超過花粉粒直徑 2 倍時視為花粉發芽，試驗取 6 重複，每重複計算 200 粒花粉。

取非洲鳳仙花粉色花品系在花齡第 2 天之花粉，培養於蔗糖濃度 0％、5％與 10％的 BK 培養基下，
有較高的花粉發芽率，分別為 39.3％、42.1％與 41.8％，三者沒有顯著差異。不論 BK 培養基之蔗糖濃
度為何，第 3 天花齡的花粉發芽率皆會降低。以第 1 天花齡與第 2 天花齡之花粉培養於 BK 培養基，當
蔗糖濃度分別超過 5％和 10％後花粉發芽率會下降（表一）。非洲鳳仙花‘Imara-Red’取花齡第 1 天之
花粉，培養於 0-15％蔗糖之培養基下，並沒有顯著差異；花齡第 2 天之花粉，培養於 0-5％蔗糖之培養
基下亦沒有顯著差異（表二）。不論 BK 培養基之蔗糖濃度為何，花齡的增加會使花粉發芽率下降。非
洲鳳仙花的花粉發芽率會因品種或品系不同，其適宜的條件也有所不同，在花齡第三天且培養於蔗糖
濃度超過 20％時，花粉發芽率皆有下降的趨勢。

研究成果

一、非洲鳳仙花不同花齡之花粉及蔗糖濃度對花粉發芽率之影響

贊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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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不同蔗糖濃度與花齡對非洲鳳仙花粉色花品系花粉發芽率之影響

▼ 表 2、不同蔗糖濃度與花齡對非洲鳳仙花‘Imara-Red’花粉發芽率之影響

以非洲鳳仙花粉紫色花品系、桃紅色花品系作為材料。分別進行人工自交、人工雜交、自花授粉、
開放授粉與套網袋等五種處理，人工自交為使用鑷子將雄蕊去除，並進行套袋，連續兩日用同株異花進
行授粉；人工雜交為使用鑷子將雄蕊去除，並進行套袋，連續兩日用另一品種的花粉進行授粉；自花授
粉為開花前不除雄並套紗網袋；開放授粉為花朵進行標記不套袋、不除雄也不進行人工授粉；套網袋
處理為除雄後套紗網袋但不進行人工授粉。於 3 週後調查著果率，在果實成熟開裂時調查實心種子
數量。

人工自交及人工雜交之著果率皆較其他三個處理為高。兩個品系在開放授粉的處理有最低的著果
率，分別是 4.2％與 0％。套網袋處理的著果率皆為 0％，由此可見去雄同時隔絕蟲媒之干擾，可以保證
不受外來花粉的汙染，從結果顯示非洲鳳仙花皆具備自花授粉的能力與自交親和性（表三、四）。

二、授粉方式對非洲鳳仙花著果率及結種率之影響

贊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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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不同授粉方式對非洲鳳仙花紫色花品系著果率及結種率之影響

▼ 表 4、不同授粉方式對非洲鳳仙花桃紅色花品系著果率及結種率之影響

▼ 表 5、非洲鳳仙花不同品系自交授粉對著果率、結種率與種子發芽率之影響

以非洲鳳仙花紫色花、桃紅色花、粉色花、嫣紅色花與淡粉色花品系作為材料。於花朵開放後雄蕊
尚未成熟時使用鑷子將雄蕊去除，並進行套袋，約 2 或 3 日後待雌蕊成熟柱頭產生黏液時，使用同株
異花的花粉塗抹於柱頭上，並重新套袋，避免果莢彈裂種子遺失。於授粉後 3 週調查著果率，在果實成
熟開裂時調查實心種子數量。收穫的種子於穴盤播種，並調查種子發芽率。非洲鳳仙花所有品系的自交
試驗中，嫣紅色花品系具有最高的著果率為 33.3％。粉紫色花品系具有最高的種子發芽率為 60.3％，
桃紅色花、粉色花品系與嫣紅色花品系的自交種子發芽率相近，分別為 42.8％、45.4％與 45.3％。粉色
花品系有最低的著果率 6.3％。淡粉色花品系有最低的結種率與種子發芽率，分別為 12.5％與 27.8％（表
五）。自交子代在花色上會分離，然而開花性狀上有變大之趨勢（圖一、二）。

三、非洲鳳仙花不同品系之自交對著果率及結種率之影響

▲圖 1、粉色花品系自交後
代之花色

母本

子本

母本

子本

▲圖 2、嫣紅色品系自交後
代之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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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洲鳳仙花收集品系、多倍體品系與商業品種‘Imara- Red’、 ‘Imara-Salmom Shades’、
‘Imara-White’、 ‘Imara-Rose’、 ‘Imara-Violet’、‘Imara-Orange Star’、‘Imara-Orange’作 為
材料。作為母本的非洲鳳仙花於花朵開放後雄蕊尚未成熟時，使用鑷子將雄蕊去除，並進行套袋，約 2
或 3 日後待雌蕊成熟柱頭產生黏液，將父本的花粉塗抹於柱頭上並重新套袋，避免果莢彈裂種子遺失
（圖三），於授粉後 3 週調查著果率，在果實成熟開裂時調查實心種子數量。收穫的種子於穴盤播種，
並調查種子發芽率。同時使用解剖顯微鏡調查母本的胚珠數量，各母本取三朵花計算其平均值，以實
心種子數除以胚珠數即為結種率。

以粉色花品系與 Imara 品種進行雜交，以 WFP ×‘Imara-Orange’、WFP ×‘Imara-Red’、WFP ×
‘Imara-Rose’與WFP ×‘Imara-Violet’共四個雜交組合可以產生雜交後代，以WFP ×‘Imara-Orange’
具有最高的著果率 58.3％，四個雜交組合之結種率介於 12.5％至 19.4％之間，WFP ×‘Imara-White’
之組合並無法雜交成功（表六）。使用非洲鳳仙花多倍體品系作為父本與非洲鳳仙花‘Imara’進行雜交
後，除了‘Imara-Salmom Shades’ × 多倍體品系的雜交組合之外，其餘組合皆可產生子代，‘Imara-
Violet’ × 多倍體品系的雜交組合有最高的著果率 12.5％，而‘Imara-Rose’ × 多倍體品系的雜交組
合有最高的結種率 30.8％。使用非洲鳳仙花‘Imara’作為父本與非洲鳳仙花多倍體品系進行雜交後，
僅有多倍體品系 × ‘Imara-Red’與多倍體品系 × ‘Imara-Violet’產生子代，著果率分別為 9.1％與
4.3％，結種率分別為 24.1％與 8.9％（表七）。在‘Imara-Orange’與多倍體品系的雜交組合中，選拔出
亮粉色花朵且具重瓣性狀的雜交子代（圖四）。

四、非洲鳳仙花不同品系、品種及多倍體品系之雜交育種對著果率及結種率之影響

▲圖 3、非洲鳳仙花之授粉流程。(a) 雄蕊未熟、(b) 去除雄蕊、(c) 套袋、(d)
柱頭開裂、(e) 授粉、(f) 授粉後 5 日、(g) 授粉後 10 日、(h) 授粉
後果實膨大、(i) 非洲鳳仙花果實開裂與種子、(j) 種子播種後 7 天、
(k) 種子播種後 3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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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非洲鳳仙花‘Imara-Orange’與多倍體品系雜交選拔子代之植株
（a）及花朵（b、c）型態

a b c

▼ 表 6、非洲鳳仙花商業品種‘Imara’與非洲鳳仙花粉色花 (WFP) 品系雜交對著果率、結種率與種子發芽
率之影響

▼ 表 7、非洲鳳仙花商業品種‘Imara’與多倍體品系雜交對著果率、結種率與種子發芽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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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是甜瓜種子出口國之一，主要外銷亞洲、歐洲地區，其中約 60% 的種子外銷至新南向政策國家；
此外，部分種子公司也由日本等國家進口種子，供應內銷栽培或轉口他國。由於種子的種皮可能攜帶的
致病性病原，有可能造成各國種傳病害的流傳，各國皆有檢疫規定，但是也未必能夠全面防堵。為防止
他國病害傳入台灣，甜瓜種子被列舉為「有條件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輸入前的檢疫措施為確認種子
採集母株並未罹病，且種子需以 1% HCl 溶液處理，才准予進出口。「1% HCl 溶液處理」，可直接破壞
種皮表面有害生物，包括病毒、細菌性及真菌性病原；然而，業者反應該處理可能導致種子發芽表現受
影響，但未有切確數據舉證。本年度試驗在驗證「1% HCl 溶液處理」是否會對種子發芽表現造成影響，
同時也評估使用奈米銅及次氯酸根的替代可能性。113 年度，進行 3 批次的甜瓜種子的種子發芽表現
評估，結果顯示「1% HCl 溶液處理」不會對種子發芽表現造成影響，種子處理 8 個月後，種子最終發芽
率並未下降，也未造成不正常苗比率的提高；奈米銅及次氯酸根處理後，也有相同效果。值得一提的是，
無論是「1% HCl 溶液處理」，或奈米銅及次氯酸根處理，都可提高發芽速率及整齊度。部分數據顯示殺
菌處理 3H 時，發芽速率減慢，儘管 FGP 不受影響。

摘要

六、改善甜瓜種子調製技術

楊雯如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

為評估適合檢驗種子活力的發芽溫度，進行溫度對甜瓜種子發芽表現的影響試驗。依據國際種子
檢查協會（International Seed Test Association, ISTA）登錄的甜瓜種子發芽溫度規定，建議發芽檢驗
溫度為 25oC 或 20/30oC，由於我們國內的適種品種相對耐高溫；因此，本試驗必須做本土品種的溫度
試驗。試驗結果顯示，在 30oC 的發芽表現優於 ISTA rule 建議的 25oC 及 20/30oC，有最高的最終發
芽率（Final germination percentage, FGP）、最快的發芽速率及最整齊的發芽表現，所以可用 30oC 恆
溫來評估 FGP，用 25oC作為胚根突出法的建議溫度，評估種子活勢。所有發芽的種子，皆發育為正常苗，
而未發芽種子也未死亡，只是因為溫度的關係，尚未發芽。本試驗由 3 批次的果實採種，批次間種子發
芽表現沒有顯著差異。

研究成果

一、溫度對甜瓜種子發芽表現的影響：

▲圖 1、溫度對甜瓜種子發芽表現的影響，（A）累積發芽百分比、
              （B）每日發芽百分比。

贊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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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處 理 時 間 為 113 年 3 月，由 嘉 義 購 得 橙 肉 甜 瓜（‘ 富 華 ’）一 批，以 ISTA rule 推 薦 的
20/30oC 評估發芽表現（Table 2）。「1% HCl 溶液處理」的檢疫處理，除不會降低種子的 FGP 外，還可
顯著加速種子發芽 （MGT、GT50 及 T50）及提高種子發芽整齊度 (T75-25) ；奈米銅及次氯酸根處理效
果不亞於「1% HCl 溶液處理」，惟次氯酸根 1000X3H 處理，FGP 下降且失去提升種子發芽速率及整齊
度的現象。所有發芽的種子，最終都可發育為正常苗，顯示藥劑處理不會傷害種苗的發育。種子在 5oC
下儲藏 8 個月後，種子發芽表現並無劣變，同時數據也顯示甜瓜種子儲藏 8 個月後發芽速率及發芽整
齊度也有提升的現象（Table 3）。

二、殺菌處理對春季及秋季種子發芽表現的影響：

▼ 表 1、非洲鳳仙花商業品種‘Imara’與多倍體品系雜交對著果率、結種率與種子發芽率之影響

▼ 表 2、春季種子殺菌處理後種子的發芽參數

▼ 表 3、春季種子殺菌處理後種子儲藏 8 個月後的發芽參數

贊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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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夏季種子殺菌處理後種子儲藏 6 個月後的發芽參數

第 一 次 處 理 時 間 為 113 年 3 月，由 嘉 義 購 得 橙 肉 甜 瓜（‘ 富 華 ’）一 批，以 ISTA rule 推 薦 的
20/30oC 評估發芽表現（Table 2）。「1% HCl 溶液處理」的檢疫處理，除不會降低種子的 FGP 外，還可
顯著加速種子發芽 （MGT、GT50 及 T50）及提高種子發芽整齊度 (T75-25) ；奈米銅及次氯酸根處理效
果不亞於「1% HCl 溶液處理」，惟次氯酸根 1000X3H 處理，FGP 下降且失去提升種子發芽速率及整齊
度的現象。所有發芽的種子，最終都可發育為正常苗，顯示藥劑處理不會傷害種苗的發育。種子在 5oC
下儲藏 8 個月後，種子發芽表現並無劣變，同時數據也顯示甜瓜種子儲藏 8 個月後發芽速率及發芽整
齊度也有提升的現象（Table 3）。

三、殺菌處理對夏季種子發芽表現的影響：

贊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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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海洋撈捕漁業的枯竭，水產養殖作為人類獲得水域中蛋白質的方法漸漸受到重視，根據聯合
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 水產養殖業將在全球糧食安全中扮演重要角色，飼料為水產養殖產業主要的
成本來源，佔整個養殖過程成本的 4~6 成，其中餌料主要是利用生物直接當成養殖物種的食物，雖然
有較好的誘引效果，但保存或取得沒有飼料容易，所以為求養殖過程的穩定，飼料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飼料相對於餌料，取得較容易且品質較穩定，近年來飼料原料隨著原物料的上長而持續增加，越來越多
人使用其他東西來替代魚粉與魚油。藉此來降低成本，除了使用植物性蛋白外，昆蟲蛋白也是近幾年來
被大量研究用來替代魚粉的原料。此外，隨著社會的發展農業廢棄物的處理也成為熱門議題，本計畫
旨在開發基於黑水虻的生物轉化技術，利用黑水虻將食品副產品和農業廢棄物轉化為動物飼料中的蛋
白質，以促進糧食安全和環境保護。

黑水虻（Black Soldier Fly）學名 Hermetia illucens 動物界，節肢動物門，昆蟲綱，雙翅目，水虻科，
扁角水虻屬。黑水虻幼蟲含有 42% 的粗蛋白和 29% 的脂肪，在幼蟲時期是一種可以快速有效處理農
業廢棄物的昆蟲，可以將多餘的食物透過生物轉化技術，轉化為動物飼料或有機肥料。其一般生命週
期大約為 28 天，而且羽化之後的黑水虻不再進食，僅靠水份維繫生命，對人類活動產生的影響較小。
然而，在利用黑水虻等進行生物轉化的過程後，通常需要先將其乾燥以便延長保存期限，但這一過程不
僅增加了成本，還可能導致能源浪費和溫室氣體的排放，進一步加劇環境負擔。因此本計畫透過 CBM 
複合益生菌發酵黑水虻鮮蟲，使用黑水虻蟲漿減少商業飼料魚粉添加比例。分別為 0%（對照）、15%（完
全取代）。對初重 0.04 ± 0.01 公克、體長 1.34 ± 0.06 公分的南美白對蝦進行投餵試驗，根據 4 週的成
長結果顯示在飼料中添加 BSFL 顯著提升了蝦的生長率、存活率以及對副溶血弧菌的抵抗力（p < 0.05）。

摘要

七、循環生物經濟─黑水虻養殖與在水產養殖產業上之應用

陸振岡副教授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黑水虻唾液腺和腸道兩大器官可以分泌活性遠遠高於家蠅的消化酶，尤其是其中的胰蛋白酶能夠
實現有機廢棄物的有效消化轉化，加速處理農畜產有機廢棄物，處理後的黑水虻可以替代黃豆、魚粉等
蛋白原料，做為水產動物飼料料，開啟循環經濟的新模式。本實驗設計了三種實驗配方，逐漸減少魚粉
的比例，同時增加黑水虻的含量。魚粉以黑水虻取代為 0%（對照）、15%（完全取代），同時調整魚油
和小麥粉含量。

研究成果

一、黑水虻發酵蟲漿水產 ( 白蝦 ) 飼料製成

贊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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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在 12 個水槽中進行，每個水槽的尺寸約為 73.5cm x 51.2cm x 44.4cm 米，並以三重複設計（n 
= 20）在 80 升的水體中進行。每個水槽均配備獨立的曝氣系統。實驗使用的蝦平均體重為 0.04g ± 
0.01g，每缸放養密度為 20 尾蝦。

1. 將 1 份虻糞肥料至於布袋中，並將開口綁起來，
掛在桶子裡。

2. 加入 10 份的水，使用純水或過濾過的水，

3. 加入約 30 g 的糖蜜，用以提供微生物碳源。

4. 放入打氣幫浦的氣泡石，確定氣泡石有達到桶子
底，偶而手動攪拌，三日即可完成發酵。

三、投餵及攻毒試驗

二、黑水虻發酵發酵蟲糞製成

▼ 表 2、南美白對蝦成長表現

贊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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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試驗 4 週後計算南美白對蝦初始體重、初始體長、末重 (FW)、4 週後體長 (FL)、增重率 (WG)、
日成長率 (SGR)、存活率 (SR)。 數據使用 One way ANOVA 進行分析，並以 Tukey HSD test 做事後檢定 ( 
abc p<0.05)，實驗數據以平均值± SD 表示。

在感染副溶血弧菌（Vibrio parahaemolyticus）後的 7 天內，投餵黑水虻幼蟲（BSFL）的南美白對
蝦（Litopenaeus vannamei）的存活率如圖所示。同一日期的數據點上不同字母表示各處理組之間存
在顯著差異（p < 0.05）。

▼ 表 2、南美白對蝦成長表現

黑水虻量化養殖的三種模式分別是盆養、槽養、池養。所謂的盆養簡單說就是用人力可以搬運的
盆子，槽養的容器必須借助工具才能搬運，如堆高機，而池養基本上就是在地上圍個區塊進行養殖。本
計畫量化養殖，以槽養方式可以節省空間，使用貨運原物料的包裝木槽，內襯 PVC 帆布，每個槽為 2m 
x 1m，可堆疊 6-8 層，利用承架堆疊為立體化的形式，以堆高機運作增加養殖效果。其中有機廢棄物如
廚餘廢棄物系統化處理模組，處理順序為前處理系統→發酵系統→孵化養殖系統→分選系統以及輔助
系統，前處理系統設有初選裝置，初選裝置通過斜送機和發酵罐連接，發酵罐出料口通過其物料分配
系統進入孵化養殖系統，孵化養殖系統包括養殖箱，BSF 養殖箱內設有 6 層養殖槽，每層養殖槽配設
有翻耙加料機，分選系統設有蟲、糞分選裝置。成養殖占地面積小，空間利用高，養殖量大。

四、黑水虻規模化、工廠養殖模式

贊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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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假莖象鼻蟲 (Odoiporus longicollis) 是台灣香蕉產業的重要地下害蟲，其幼蟲會蛀食假莖內
部，導致植株萎縮、枯死，甚至整片果園遭受嚴重損害（圖 一）。由於象鼻蟲長時間隱藏於假莖內部，使
得傳統農藥噴灑難以有效控制，而近年來部分化學藥劑如陶斯松的禁用，更讓防治面臨嚴峻挑戰。因此，
針對象鼻蟲生活史特性與環境友善非化學防治技術的開發，成為香蕉產業的重要需求 ( 圖二 )。

本計畫旨在透過篩選高致病力的本土蟲生真菌，建立人工飼養技術，並測試不同施用方式，以探
索田間應用的可行性 ( 圖三 )。透過這項研究，期望能提供一種兼具環境友善與農業實用性的防治技術，
為台灣香蕉產業提供永續的害蟲管理策略。

計畫背景與研究目標

八、香蕉假莖象鼻蟲之蟲生真菌生物防治技術開發

廖治榮 副研究員 陳奐宇 助理研究員 曾國維 助理研究員 / 財團法人台灣香蕉研究所

▲圖 1、假莖象鼻蟲藏匿香蕉假莖咬食其組織，導致香蕉植株生長發育不良或壞死

▲圖 2、香蕉假莖象鼻蟲生命周期

贊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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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研究工作主要聚焦於象鼻蟲人工飼養技術的
建立、蟲生真菌菌株的篩選與感染力測試，以及防治技術的
初步評估。

本年度研究進展

▲圖 3、假莖象鼻蟲防治技術規劃與推廣流程

為了確保穩定的試驗材料，本研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象
鼻蟲人工飼養流程 ( 圖四 )。透過控制溫濕度與提供適當的
假莖材料，成功建立穩定的繁殖環境，使象鼻蟲可在實驗室
內穩定產卵與發育至成蟲。這項技術的建立為後續的生物
防治試驗奠定了基礎。

本研究團隊從受感染象鼻蟲體內分離出 17 株蟲生真菌（圖五），並透過室內生物測定試驗，篩選
出 4 株具高感染力的菌株，包括：TBRI-B10、B19 (Beauveria bassiana)、TBRI-M26、M32 (Metarhizium 
anisopliae)

一、建立象鼻蟲人工飼養技術

二、蟲生真菌菌株篩選與感染力測試

▲圖 4、香蕉假莖象鼻蟲人工飼養

贊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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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真菌培養與篩選結果 (A) 被感染的象鼻蟲 (B) 真菌培養 (C) 與
Genbank 資料比對

▲圖 6、真菌感染測試 (A) 腹部 (B) 頭部

本研究篩選出的蟲生真菌白殭菌 Beauveria bassiana (TBRI-B10, B19) 與黑殭菌 Metarhizium 屬 
(TBRI-M26, M32) 菌株，展現出較強的感染能力。在試驗中，感染象鼻蟲後可見明顯的菌絲生長，顯示
其具備潛在的生物防治應用價值 ( 圖六 )。此外基因比對結果顯示，這些菌株與已知的高效防治菌株
具有超過 99% 的基因相似性 ( 圖五 C)。依臺灣大學昆蟲系黃柏誠和蕭旭峰 (2023) 研究，球孢白殭菌 
(Beauveria bassiana) 防治香蕉假莖象鼻蟲成效最佳，於香蕉假莖注射 1 × 109 conidia/mL 濃度之球
孢白殭菌孢子懸浮液，兩週後幼蟲之死亡率可達 95.0%，更支持其作為生物防治資源的潛力。

本研究進一步評估了篩選出的蟲生真菌菌株在不同害蟲上的寄生能力，並進行寄主範圍測試。初
步試驗顯示，部分菌株對其他香蕉害蟲具有感染潛力，除了感染香蕉假莖象鼻蟲外，亦能有效感染香蕉
上的蚜蟲、粉介殼蟲與葉蟎等其他害蟲（圖七）。

三、寄主範圍測試與應用潛力評估

贊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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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寄主範圍測試，感染後蟲體發病情形 (A) 蚜蟲 (B) 介殼蟲

本研究成功篩選出適用於田間應用的本土化菌株，並確立穩定的人工飼養技術，為未來的生物防
治技術開發奠定基礎。與既有的研究相比，本計畫的菌株不僅展現更高的致病性，還在環境適應性與
施用可行性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顯示未來發展為田間生物製劑的潛力。透過本研究的進展，農民將有
機會採用更環保且操作簡便的防治策略，以降低對化學農藥的依賴。此外人工飼養技術的建立不僅能支
援後續生物防治試驗，亦能作為未來相關研究的基礎，推動更多關於象鼻蟲生態與控制策略的發展。

在下一年度的研究計畫中，本團隊將進一步擴大田間試驗的規模，以驗證生物防治技術的實際應用
效益。除了評估菌株在不同環境條件下的存活與感染能力，也將測試不同的施用方式，探索直接噴灑、
餌劑引誘等策略的可行性。此外研究團隊將持續優化菌株量產技術，以確保大規模生產的穩定性與成
本效益，並進行生物製劑的初步開發測試。針對農民端的應用，本計畫也將與農業推廣單位合作，進行
技術推廣與培訓，提升生物防治技術在實際生產上的可行性。透過持續的研究與試驗，期望本計畫能夠
為台灣的香蕉產業提供更永續的害蟲防治策略，減少對化學農藥的依賴，並促進環境友善農業的發展。

田間應用與防治潛力評估

未來研究計畫

贊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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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園藝療癒在長期照顧機構之應用─以宜蘭蘭陽仁愛之家為例

( 一 ) 療癒庭園規劃設計方案

專案計畫貳

執行成果及成果摘要

  石佳蓉 / 石佳蓉高齡環境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為因應不同特性的高齡住民需求，執行永續性之園藝療癒活動，本計畫設計二區不同性質之療癒
庭園做為日後住民戶外活動之使用，一樓供安養區及社區亞健康長者使用，四樓屋頂花園提供機構長
照長輩與工作人員的耕作空間。

此區主要服務對象為安養區內的高齡住民與社區據點之外展服務長者，並同時歡迎員工、家
屬與訪客共享的綠意空間。考量大多數長者具備良好的自理能力與自主行動力，特別導入「全能花園
（Enabling Garden）」的設計理念，強調促進身心健康、自主參與與社交互動。庭園內設置無障礙步道
與更種耕種空間，讓不同能力的長者皆能自在地探索與參與各類園藝活動，從種植、照護到收成的每個
過程中，體驗到成就感與自我價值的提升。此外，園區特別規劃社交交流區域，鼓勵長者之間進行自然
的互動，促進彼此情感連結，打造溫馨的社群氛圍。

為喚醒長者的感官活力，庭園搭配五感體驗植栽：芳香植物喚醒嗅覺、多樣葉片質地豐富觸覺、誘
鳥植物增添聽覺享受，這座庭園不僅是一個休憩空間，更是一個能激發長者自主探索、感官覺醒與社
會參與的療癒場域。

一、療癒庭園規劃設計方案

1. 一樓安養區開放式療育庭園：

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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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庭園位於四樓屋頂戶外空間，主要服務長照區長輩與機構工作人員，設計上強調安全性、感官體
驗與照護友善性。庭園為封閉式，且導入「五感花園（Five-Sensory Garden）」概念，鼓勵種植可食用香
草與蔬果，提供熟悉的自然五感刺激。考量不同能力長輩需求，設置友善耕種設施，並設計不同高度的
花台與作業區，讓長輩無論坐輪椅或臥床皆能參與種植與收成，結合澆水等簡易園藝活動，作為日常復
能運動，幫助維持手部靈活度。此外，庭園設置簡易社交區，提供交流空間，作為照顧者的放鬆角落，
使屋頂空間成為一個兼具療癒、復能與紓壓的多功能綠意空間。

2. 四樓長照區封閉式療癒庭園：

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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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自 2024 年 7 月 1 日於蘭陽仁愛之家進行焦點座談正式啟動，藉此收集意見並凝聚共識。
隨後於7月31日展開基本設計的發展，並在 8月2日進行設計討論，邀請儷蓉與曼利老師提供專業建議。
根據討論結果，於 8 月 8 日進行基本設計的修改，最終於 8 月 27 日完成並繳交基本設計成果。

團隊於 9 月 5 日針對植栽設計召開討論會議，與儷蓉及坤燦老師進一步構思相關細節。隨後於 9
月 23 日正式開工，進行基地整理作業，並於 9 月 30 日完成並繳交細部設計，確保工程進度順利推進。

工程於 2025 年 1 月 2 日完成一樓混凝土相關工程，並預計於 2 月 20 日完工一樓療癒花園設置，
四樓屋頂花園接續施工，預計三月初完成四樓花園完工。

3. 工程進度

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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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園藝療癒在長期照顧機構之應用─以宜蘭蘭陽仁愛之家為例
( 二 ) 長照機構園藝治療人才培訓
( 三 ) 園藝介入方案與教材研發

計畫緣起

林儷蓉教授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執行期限：自 112 年 1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

台灣的高齡人口比例逐漸上升，主要受到出生率降低和壽命延長的影響，這是一個全球性趨勢，也
是台灣社會結構變化的一部分。臺灣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的內政部統計顯示，全國總人口已達到 2,326
萬 4,640 人，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超過 65 歲的長者人數達 408 萬 5,793 人，這表示臺灣已進入高齡
社會，預估到 2025 年將邁入超高齡社會 ( 內政部，2022)。人口老化所帶來最直接的挑戰就是照顧問題，
而多元之照顧模式才得以滿足各種高齡者不同的需求，如居家、社區及機構等不同的照顧服務模式等，
而這些不同的服務模式之間的連結與延續性實與服務的提供同等重要（蘇麗瓊、黃雅鈴，2005）。

畢竟「老化」與成長一樣，本身即是一種動態、連續的變化歷程，如「長期照顧（Long term care, 
LTC）」之原始意涵雷同，人類自出生到老死皆有被照顧（care）之需求，只是各個階段的目的有所不同
而已（許佩蓉、張俊喜、林靜宜、林壽惠、李世代，2006），例如：嬰兒時期需要父母的照護、求學時需要
老師的監督、成家後需要另一伴的陪伴，而到了年老時，更是需要他人的照應與守護，過去傳統社會係
由家庭成員擔任照顧提供者的角色，但隨著時代的演變及專責分工的概念日趨成熟，照顧服務事務逐
漸形成一種獨特的工作型態，服務的提供者也可由專業人員替代，照顧機構也取代了「家」的實體角色，
形成另一種提供高齡長者不同於「家」的居住空間。「機構」之原意為提供特殊目的而設置之建築空間，
而「照顧機構」則可延伸為提供特殊個人、生活、健康及安全照顧維護之地點、場所或設施，其照顧的
方式及內容也與居家照護有所差別，可包括住宿服務、醫療、護理、心理諮商、交通接送及社會性服務
等，功能上由生理基本需求的照料，擴及到其他心理及社會層面需求的關注和滿足以協助其儘量維持
正常的生活方式（施教裕，1994），因此機構式之照顧不應單單只是基本生理需求的照顧，更要顧及陪
同、保護、責任、極度的掛慮或相關之精神心力付出等心理及社交層面的照顧，才能讓入住者將機構視
為「家」的延伸，融入機構的群體生活中，將機構中的每位伙伴，不論是住友或是照服員等皆視為親密
的家人。

根據行政院統計至 111 年止全臺灣共有 1067 間長期照顧機構，入住者共計 60,925 人，其中長期
照護型機構有 41 間、養護型機構有 1003 間、失智照顧型機構有 2 間，安養機構則有 21 間，這些機構
也因為類型的不同，在入住對象與照顧模式上也有差異，大致可分為可生活自理、失能及失智等功能程
度不同的族群，而照顧服務的項目主要有身體照顧、日常生活照顧、餐飲及營養服務、住宿服務、醫事
照護服務、輔具服務、心理支持服務、緊急送醫服務、家屬教育服務、社會參與服務、預防引發其他失
能或加重失能之服務，或其他與入住相關之服務等。然而現行服務中仍以基本生活照顧為主，對於心
理支持服務的措施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而園藝療癒正可做為一種具心理支持效果的的介入手段，協
助長照機構中的高齡者提升正向心理與情緒，以及維持適當的社交互動與體能促進。由於長期照顧機
構是住民的「家」，因此如何建構自主與持續性的園藝休閒參與則需要軟硬體設施與專業服務的配合，
藉以培養住民將園藝活動視為健康促進生活型態的項目之一，透過活動的體現了解健康促進行為的效
益，並願意對此給予計畫性的承諾與付諸行動 (Pender, 1987)，而非被動式的單向園藝課程參與，是未
來在長期照顧機構中需要推廣的心理支持與社會參與模式，以預防健康或亞健康住民的失能，亦可維
持或延緩失智住民的功能退化。

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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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計畫協力、合作單位

計畫內容

本計畫以新北市○○安養中心為個案研究對象，以導入園藝療癒的永續服務為宗旨，透過療癒花園
的建置、園藝治療人才培訓與教案設計，以及園藝療癒介入成效研究等三大主軸，以達成下列計畫目標：

 ( 一 ) 發展與建構台灣長期照顧機構之園藝療癒實施模式

 ( 二 ) 探討園藝活動參與對長期照顧機構住民之生理、心理與社會功能的影響

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安養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
究所、石佳蓉高齡環境規劃設計公司

本計畫旨為在長期照顧機構中建構園藝療癒之心理支持性服務，特以○○安養中心為合作單位，將
針對安養區的健康或亞健康長者，以及失智照顧專區的長者等二處住宿區分別規劃合適的療癒花園與
活動方案，且為能永續執行不因計畫結束而中斷，亦需強化機構內部人才之園藝療癒專業能力而進行培
訓教育，相關實施之內容及預定時程說明如下：

 ( 一 ) 療癒庭園規劃設計與改善工程

為能因應不同特性的高齡住民需求，本計畫將設計二區不同性質之療癒庭園做為日後園藝療癒活
動之使用，包括安養區位於一樓空放空間改造，以及失智照顧專區二樓及三樓的花園改善，並預計先行
辦理參與式設計工作坊以擬定需求做為後續設計之依據，以下將分為三大工作項目描述：

1. 辦理參與式設計工作坊：將於 113 年一月辦理一日工作坊，由廖曼利教授主持，邀請園藝治療師、
景觀設計師、○○安養中心院長，以及安養區及失智照顧專區之工作人員等，針對園藝活動使用需求為
主題進行討論，以了解安養中心員工及照護需求，主要目的為凝聚共識，提出療癒庭園規劃之願景與未
來藍圖供後續規劃設計參考。

2.  一樓安養區開放式療育庭園：此區主要使用者為安養區之高齡住民，其次則為員工、家屬和訪客
等，而安養區長輩大部份為健康自理且可自主行動者，為維持其身體功能且預防肌少症的發生，將引入「全
能花園（enabling garden）的概念，透過步道、設施設計，使不同能力長輩得以參與園藝種植活動，並可
創造社交小區鼓勵其互動，提供五感資源植栽，亦可考慮整合周邊綠地發展森林療癒活動，彰顯既有橋
木療癒潛力。

3. 二樓及三樓失智區封閉式療癒庭園之改善工程：二樓及三樓戶外空間的使用者主要為失智長輩
及機構成員，其空間應強化安全及滿足照護需求，由於現行空間亦有基礎花臺，將於現有基礎上再增加
適合的景觀元素。故二樓將設置「漫遊花園 (Wandering Garden)，重新建構失智者花園元素，包括地標、
遮蔭、合宜座椅、8 字形路徑、五感植栽、溫暖似家顏色材質等，提供可及、可輕易觸摸植栽空間，並需
再確認路徑舖面及排水是否要重新整置。

4. 三樓則可創造一處「五感花園 (Five-sensory Garden)」，以不同顏色、觸感、嗅覺植栽分區，創造
一日式小水泉提供聽覺的刺激，並建構適合失長輩的社交座位區等，同樣需再確認路徑舖面及排水是否
要重新整置

  ( 二 ) 長照機構園藝治療人才培訓

1. 園藝治療理論與實務培訓工作坊（30 小時）

第一類為園藝治療理論與實務培訓工作坊，以學習園藝治療的基本核心理念與方案規劃原則等理
論為主，再輔以方案實作及體驗了解高齡者園藝方案之案例，並開始帶領學員共同創作以其住民為參與

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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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之園藝療育及園藝療癒方案。

2. 園藝技術理論與實務培訓工作坊（18 小時）

第二類的園藝治療人才培訓課程則以園藝技術為主要授課內容，包括認識植物特性及其生長環境，
植物的維護管理與健康管理，以及繁殖技術和香草植物栽培應用等，也配合療癒庭園之物種進行教學。

  ( 三 ) 園藝療癒與園藝療育介入方案與教材研發

此項子計畫配合前項人才培訓工作坊，將結合完成理論課程之受訓人員共同撰寫園藝活動教案，
分以安養區住民及失智區住民為對象，擬定合宜之目標規劃設計療育及療癒活動方案。其中安養區住民
的方案著重於身體功能之促進，配合全能花園的建置以強化大小肌肉之使用為主，並結合其他社交互動、
正向情緒提升等目的，培養其自主參與之園藝興趣與健康促進行為，期望能透過長期性的園藝活動與達
到肌少症之預防目的，預計產出十二個園藝療育方案。

失智區住民則以感官刺激及體驗活動為主，希望能藉由五感與植物互動中去緩減失智者常發生的
精神行為症狀，運用漫遊花園及五感花園之改建，設計相關教案供機構照顧者帶領活動參考，預計產出
十二個園藝療癒方案，最後將集結成冊出版，提供其他長照機構參考。

  ( 四 ) 園藝療癒與園藝療育介入方案之成效研究

本項子計畫於前三項子計畫完成後進行，將相關軟硬體建置完成後始能導入永續之園藝活動，目
的在於了解園藝療育及園藝療癒活動對高齡者的影響為何，將依住民特性及需求分為二項研究計畫，分
別摘要說明如下。

1. 例行性園藝活動參與對高齡者生理與心理功能之影響研究

2. 園藝治療對失智長者精神與行為症狀改善之效益研究

讓花園減少失智家屋機構意象

扶手能安全引導長輩使用全區

抬高花台，使長輩容易觸摸到植物
花架提供遮蔭、指引方向

讓花園減少失智家屋機構意象

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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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會與豐年社合作發行「國際農業科技新知」季刊，本期計畫期限自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計畫經費為 700,000 元，本基金會負擔 600,000 元，豐年社負擔 100,000 元，113 年發行
第 101 至第 104 期。以報導國際間農業科技新知為宗旨，內容分為報導農業科技論壇、國際科技視野、
農業科技活動、農業科技新知及農業科技網站資訊等。本刊發行之目的，除提供國際性之農業研發
進展、新知文摘、農業網路資源、會議活動消息，以強化本地研究人員與國際農業科技團隊之資訊
聯繫等等外，並希望成為國內從事農業研究及決策人員的經驗交流園地，讓不同領域的思維彼此激
盪結合，共同為 21 世紀的台灣農業找出最佳發展策略。

三、發行國際農業科技新知季刊

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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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3 月 14 日假天成大飯店召開 113 年專題研究報告。與會者包括本基金會董事、監察人、顧問、
各專題研究小組委員及計畫主持人外，並邀請主管機關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瑠公管理處暨相關基
金會代表蒞臨指導。本年專題研究報告邀請本基金會「園藝療癒 / 治療」專題研究小組召集人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林儷蓉教授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園藝療癒在長期照顧
的應用」。

專題演講：園藝療癒在長期照顧的應用
本基金會「園藝療癒 / 治療」專題研究小組召集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林儷蓉教授

四、 辦理 113 年專題研究報告

專案計畫

朱建偉董事長開幕致詞 農業部王仕賢技監致詞 農試所蔡致榮副所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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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會委託台灣農業設施協會承辦「113 年農業科技研究計畫成果研討會」，於 6 月 27 日假
國立中興大學生機大樓會議廳舉行， 112 年度全程計畫執行完成者計有 4 項，邀請 5 位講者針對議
題作成果報告。議程如下：

一、研討會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 星期四 )
二、研討會地點：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大樓一樓演講廳
三、議程：12:30~13:00  報          到
                       13:00~13:30  開幕典禮：朱建偉董事長、陳志峰院長
                       13:30~14:30  專題報告     15:00~17:00  成果報告

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
113 年農業科技研究計畫成果研討會議程

五、辦理 113 年農業科技研究計畫成果研討會

朱建偉董事長開幕致詞 朱董事長主持綜合討論

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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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全程計畫執行完成者計有 4 項，第一節邀請黃裕益教授專題演講「面臨氣候變遷蔬果
栽培設施的進化攻略」，第二節由 4 位計畫主持人針對議題作成果報告。

農資院黃紹毅副院長致詞 生機系謝禮丞主任致詞

李健全顧問主持專題報告 生機系黃裕益教授專題報告

中興大學高崇峰副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蔡尚翰助理教授

臺灣海洋大學李孟洲教授 ( 葉翰揚同學代理 ) 臺灣海洋大學李柏蒼副教授

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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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農業工程學會 113 年年會暨研討會籌備委員會於 113 年 10 月 22 日 ( 星期二 ) 假
台中豐邑市政都心廣場 3 樓舉行「113 年農業工程研討會暨年會」，本基金會協助 10,000 元以利該
研討會暨年會順利進行。

社團法人台灣農業工程學會於民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 星期二 ) 臺中市豐邑市政都心廣場 3 樓
國際會議廳 (407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路 386 號 ) 舉辦「113 年農業工程研討會暨年會」，承蒙各界人
士熱心參加與贊助，圓滿達成任務。

本次研討會依循往例以公開徵稿及摘要審查的方式進行論文的徵選，經多位國內外專家學者共
同組成的論文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准予發表之論文高達 123 篇。本年度論文集以 USB 隨身碟之方式，
並提供題目及作者之查詢。

研討會邀請日本九州大學農學院中尾実樹 (Miki Nakao) 院長發表演講 -「九州大學農學部的 DX
驅動教育和研究活動 (DX-drive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in Faculty of Agriculture, Kyushu 
University)，40 分鐘簡報、20 分鐘問答，其演講內容定有值得我國學習及思考的地方。研討議程中，
發表論文分為「得獎論文」6 篇、「AI 及數位創新之農田水利」5 篇、「氣候變遷下水土資源管理」
28 篇、「水旱災害防救」6 篇、「水文與環境大數據 AI 及數位創新」7 篇、「河川水理與管理」4 篇、
「現代化灌溉技術應用」4 篇、「遙測與地理資訊系統」11 篇、「農地規劃與農村發展」5 篇、「生
態水利」9 篇、「水田多功能與生物多樣性」1 篇、「集水區管理」4 篇、「逕流分擔出流管制與在
地滯洪」2 篇、「韌性水環境與全流域管理」5 篇、「淨零碳排」6 篇、「農業工程永續 ESG」6 篇、
「水能源糧食鏈結」1 篇、「其他」13 篇等 18 項主題共 123 篇文章在 6 個分組場地同時進行發表與
研討。亦辦理學生論文競賽及 3 分鐘口頭海報論文競賽，於當天各選出特優獎一名、優等獎一名、
佳作獎二名，本次研討會總計 510 位人員參與盛會。

年會議程主要有特約演講、會務報告、農業工程論文獎、學生論文競賽獎、學生海報競賽獎、
農業工程學術獎、農業工程事業獎、優秀基層農業工程人員獎、優秀青年農業工程人員獎等頒獎；
本次特別邀請國家發展委員會彭立沛副主任委員蒞臨演講「從國家施政角度看農鄉發展計畫」。

六、協辦社團法人台灣農業工程學會 113 年農業工程研討會暨年會

主席林裕彬理事長致詞 專題演講－日本九州大學農學院
中尾実樹 (Miki Nakao) 院長

海報展示 會場

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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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與社團法人台灣農業工程學會於 113 年 10 月 23 日 ( 星期三 ) 假台中
豐邑市政都心廣場國際會議廳舉辦「2024 年水田與水環境國際研討會」，本基金會協助 20,000 元以
利該研討會順利進行。

本國際研討會以實體方式舉行，參加人數共計 10 國、達 220 名，各國報名參加人數如下 : 台灣
86 人、日本 67 人、南韓 48 人、印尼 7 人、中國 5 人、奈及利亞 1 人、越南 1 人、美國 1 人、印度 3 人、
貝南 1 人共計 220 人，分國際會議廳為主會場及分組討論 6 間會議室 (ROOM301-306)，分為上午、
下午場，另外，PAWEES 年會 (annual meeting) 則於國際會議廳下午時段進行頒獎及討論 PAWEES
學會各項議題，大會全程以英文發表研究成果，參加的專家學者除了臺灣、日本、韓國等 3 個創始
會員國外，亦有來自亞洲各國及美國等地區各國的專家學者熱烈參與，共投稿 158 篇，進行 97 人次
之口頭發表 (oral presentation)，61 篇海報展示。

本次研討會規模盛大，反應良好，邀請國外知名專家學者有韓國 Konkuk University 暨 PAWEES
會長 Seong-Joon Kim 教授、日本農業農村工學會會長 Haruhiko HORINO 教授、韓國農業工程學會
(Korean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s, KSAE) 主席 Seung-Jin Maeng 教授，並邀請日本東京大學
Taku Nishimura 教授及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Hattori Takashi 博士進行專題演講，題目分別為 Towards 
an Acceptable Water-Energy-Food Nexus 及 Water Energy Food Nexus Japan’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兩個專題演講均對日本的水田水資源及氣候變遷條件下糧食作物風險管理的相關研究
成果進行談討，相關資料初步整理於附件。除專題演講外，其他場次演講內容也讓與會者反應熱烈，
彼此交流，參與者均受益良多。本屆大會共由 15 位學者擔任各會議場次主持人。而在 PAWEES 年
會中，各會員國踴躍發表意見，進一步鞏固彼此合作關係及未來方向，各會員國共同發表台中宣言
(Taichung Statement)，進一步鞏固彼此合作關係及未來方向。而下一屆會議 PAWEES 2025，研討
會則將於日本盛岡舉辦。

本次研討會因規劃期間，日本方面有表達希望前
往日月潭等歷史性農業、水力等設施參觀，故朝此一
方向予以規劃，參加現地參訪人數接近一百餘人，就
中部地區相關重要設施進行瞭解，此次研討會亦安排
與會成員實地包括具有悠久歷史參訪農水署臺中管理
處新社區白冷圳、制水井二號倒虹吸工及因 921 地震
後進行再次規劃設計南投管理處阿罩霧一圳水車取水
灌溉與取水口渠首工、近期新開發完工的經濟部水利
署中區水資源分署鳥嘴潭人工湖等之農田及水利設施
(Technical Tour)，現地參訪參訪景點安排國立臺灣大
學廖國偉教授、許少瑜教授、游景雲教授、蕭友晉教
授，分別協助英文詳細解說，參訪成員進一步瞭解臺
灣的水利建設，參與之研討會成員們表示收穫良多，
不虛此行。

本次研討會、現地參訪參與人數、規模均超過以
往紀錄，而涵蓋面向廣泛，對於協助各國參與者瞭解
台灣之農田水利發展有重大意義，整體上為本次研討
會之亮點，執行上承蒙南投、台中農田水利管理處協
助，致使參訪內容更加豐富，兼顧學術與實務面向，
受惠良多，對於推廣國際合作、增加瞭解、深化友誼
等，具有正面意義。

七、協助國立台灣大學水工試驗所與社團法人台灣農業工程學會辦
理「2024 年水田與水環境國際研討會」

上午專題演講

下午專題演講

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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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農業界年度盛會 - 中華民國農學團體 113 年聯合年會，於 11 月 29 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應用
力學館國際會議廳盛大舉行。大會論壇以「AI 農業 創新韌性」為主題，就如何利用 AI 等科技及農業
創新技術，以因應極端氣候變遷、國際情勢等內外部環境挑戰，強化農業韌性，確保糧食安全，邀
請國內外產官學界菁英演講。

全球面對極端氣候變遷及國際情勢區域戰爭緊繃等內外部環境挑戰，肩負糧食安全與生態維護
功能之農業生產，如何加速智慧科技擴散、基礎環境網絡佈建、建立大數據資料庫，精進農情基本
調查並應用於生產計畫，維持農業產銷供需穩定與平衡，完善農業產業鏈，建構精準、效率、低經
營風險的農業等作為為當前重要課題，也是農業部重點農業政策行動策略，如何達成此一目標，是
所有農業從業人員關心議題，由社團法人台灣農學會等 32 個農學團體共同籌辦本次年會，期藉由跨
領域交流，共同探討相關策略。

 中華民國農學團體聯合年會籌備委員會訂於 113 年 11 月 29 日 ( 星期五 ) 假國立臺灣大學應用
力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中華民國農學團體 113 年聯合年會論壇「AI 農業 創新韌性」，本基金會協助
30,000 元，以利該年會順利進行。

今年年會除頒獎表揚各農學團體推薦的優秀農業基層人員，以及台灣農學會學術暨事業獎得獎
人及團體外，並舉辦「AI 農業 創新韌性」論壇。賴清德總統特致賀電，向所有得獎者表達謝忱與嘉
勉，並期盼藉由本次論壇，建構交流分享平臺，啟迪前瞻卓越思維，深化科技研究應用，攜手為營
造優質進步之現代化社會貢獻心力。農學團體聯合年會詹富智主任委員說明，本次論壇主軸為如何
應用 AI 於農業領域，並達成韌性農業，也特別向在各領域辛苦貢獻的得獎者致敬。林裕彬副主任委
員表示，今年年會著重 AI 在農業上的應用，以及如何應用 AI 與農業的創新韌性相結合。

本次論壇規劃 2 場次專題演講，分別邀請農業部胡忠一政務次長主講「韌性農業政策」，以及中
央研究院施明哲院士主講「大數據導向之韌性農業」。胡忠一次長表示，賴總統指示，將強化臺灣因
應極端氣候風險的調適機制，提升國家整體的「民生」、「災防」韌性，其中為因應極端氣候的挑戰，
農業部投入相關施政資源，穩健邁向淨零轉型、均衡臺灣及包容成長。胡次長也提及，除了民生糧食
的供應之外，面對天災如何預警及減少災損也相當重要。他指出，韌性農業關鍵要素為多樣性、適應
性、靈活性、永續性、公司協力等，而韌性農業有三大重點：韌性基建、韌性糧安及韌性災防，並說
明推動擴大灌溉服務、灌溉管理智慧化、強化漁業基礎措施、啟動農業淨
零排放、選育韌性品種與開發調適技術、擴大有機友善與產銷履歷、推動
農業策略聯盟、打造全國冷鏈物流網及加工整合服務體系等成果。農業部
積極建構策略型農業政策，建構穩健產業，打造韌性農業。

明哲院士表示，農業面臨氣候變遷、糧食安全與永續農業的挑戰，
其中氣候變遷帶來異常高溫頻率增加、夜溫增高等問題，為因應其帶來的
影響，待積極研發的因應技術包括精準育種、建立監測及預警系統（IoT 
based）、病蟲害防治因應技術等。施院士分享，以跨領域團隊從事快
速育種平臺建置的經驗，並以番茄為例，介紹如何建置核心種源及 NGS-
based 精準育種平臺，以及高通量植物表型分析平臺的重要性與應用。

全國 32 個農學團體共同舉辦聯合年會論壇 「AI 農業 創新韌性」

因應極端氣候 打造韌性農業

八、協辦中華民國農學團體聯合年會籌備委員會辦理 113 年聯合年
會論壇「AI 農業 創新韌性」 

( 農學團體服務平台 )

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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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建設壹

一、精神康復者的心靈沃土訓練計畫

• 執行單位
社團法人台東縣康復之友協會

• 服務時間
113 年2 月至4 月

• 實施地點
美地農園( 台東市豐谷北路 467 號)

• 計畫目標與效益
運用台東俯拾皆是的大地資源，轉化製作成充滿驚人生命力與肥份的堆肥土 ( 或說腐植土 )，來
生產出豐碩營養的蔬果，以之餵養人類對溫飽、健康與靈性的需求。而我們的服務對象─精神康
復者─將是非常適合的執行者。台東的山林草木繁盛，社會剩食的浪費也是常態，正好提供了康
復者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藉以重新挹注資源滋養自己與他人的身心靈，而能漸漸地邁
向康復之路。若能激發康復者對友善農業的熱忱，甚至培養農藝一技之長，未來即有機會從事農
業或環境相關工作，甚至可以經營自家田園，邁向自立生活的終極目標。因此敝協會將致力於建
構一個「社會性農場」(social farming)，使農園同時具備療癒、復元、教育、就業等多種助人功
能，協助服務對象真正走向康復之路。
本計畫擬帶動 15 名精神障礙者與照顧者共同參與，透過堆肥展示自然界物質循環相生的道理，
從而療癒或充實自己的身心靈。
減少剩食浪費，並有效利用台東各種環境資材，建立生態正向循環風氣。預計每個參與家庭每三
個月可產出至少一公斤廚餘堆肥。
增進 8 位康復者的就業職能：後續可以販售堆肥，或者利用堆肥生產豐美的蔬果，取得一技之長；
康復者若具備堆肥養土相關知能，亦可成為農藝或環境教育推廣人員。
將建立一套農場體驗者五感與社交連結能力的紀錄方式，可供本會或其他社福機構評估、記錄服
務對象，並步往體驗式互助農園發展。

社會福利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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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單位
嘉義縣私立天主教安道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嘉義縣
私立安納家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

• 服務時間
113 年3 月15 日至4 月15 日

• 實施地點
安納家園( 嘉義縣大林鎮東榮街38 號 )

• 計畫目標與效益
汰換揚水加壓馬達設施，讓照顧服務能更加順暢，提升家園
生活品質，讓長輩免受斷水無法使用之困境，確保乾淨的水
源可供使用。
透過汰換計畫，藉以提升園內整體照護品質，降低服務對象
疾病發生率，保障住民健康與生活品質，落實照顧服務對象
責任。

•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

• 服務時間
113 年自核准日起至8 月31 日

• 實施地點
黎明喜樂園 ( 974 花蓮縣壽豐鄉共和村三農場19 號 )

• 計畫目標與效益
購置污物車、護理床、洗手台、通管機，協助提升服務使用者住宿生活品質及工作人員服務效率；
並透過充實設施設備提升園區的服務水平，保障服務使用者的健康和安全。

二、「汰換揚水加壓馬達設施」計畫

三、充實花蓮黎明喜樂園設施設備計畫

社會福利建設



5858

四、康復者的食濃教育─源自土地的農情蜜意計畫

• 執行單位
社團法人台東縣康復之友協會

• 服務時間
113 年6 月至11 月

• 實施地點
美地農園( 台東市豐谷北路467 號) 知本農地( 台東縣台東市射馬干段0400-0000 地號)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一 ) 教育：建立康復者自然資源、能量循環利用的相關知能，以及友善栽培作物的生產方法，

而能真心尊敬自己的生活環境。
( 二 ) 復元：生產最安全、營養的農產品，並且建構最友善、溫馨的人際網絡，讓康復者在身心

滋養下能「從心開活路、在愛中康復」。。
( 三 ) 回饋：康復者長期受到社會幫忙，亦能透過蒐集社會剩食，生產肥料與健康雞蛋，憑藉一

己之力回饋社會。
( 四 ) 就業：訓練康復者開發、管理農場的各項技能，未來可以從事農業相關工作，甚至能經營

自家田地，自己養活自己。
1. 將荒廢的野田營造成協會的生產基地，每年皆能固定生產洛神、假酸漿、樹豆、香蕉、

木瓜等農產品，增加經濟收益。
2. 營造友善環境，提升農產品價值。
3. 解決社會剩食浪費及相關環境議題，並能妥善利用各項廢棄資源，來提升農場產出。
4. 打造「療癒農場」，人與動植物能開心幸福生活其中。增進康復者生活情趣與滋味，並

增進人際交友連結。

社會福利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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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苑住宿文康設備購置計畫

•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私立蘭陽智能發展學苑

• 服務時間
113 年7 月1 日至8 月31 日

• 實施地點
宜蘭縣宜蘭市同慶街 95 號

• 計畫目標與效益
汰換傳統電視更新聯網功能的電視設備，藉由工作人員的操作，拓展外部連接性。即便服務對象
大部分時間都在機構中生活，卻也能使服務對象在資訊獲取方面更新迅速。多媒體撥放設備，提
供簡報投影、電影 / 音樂欣賞等多元化功能，使得工作人員課程可以更加多元的內容提供給服務
對象。執行體適能目標時利用手機分享畫面，透過電視播放健康操，可以同時讓所有服務對象一
起運動。

社會福利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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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3 年有愛最美關懷弱勢家庭物資捐助企劃公益專案

• 執行單位
台灣關懷社會公益服務協會

• 服務時間
113 年8 月1 日至8 月31 日

• 實施地點
彰化縣埤頭鄉公所、雲林縣林內鄉公所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 幫助有需要的人：希望通過捐贈食物、衣服和日用品，讓困難家庭和個人能夠過上更有尊

嚴和舒適的生活，不再為基本的生活需求而煩惱。
( 二 ) 支持孩子們的學習：捐贈書籍、文具和學習材料，讓貧困家庭的孩子們能夠有更多的學習

資源，專心學習，擁有更美好的未來。
( 三 ) 應對突發情況：在發生自然災害或其他緊急情況時，迅速送上緊急物資，幫助受災家庭度

過難關，重建家園。
( 四 ) 提高社會關注：通過捐贈活動，喚起更多人對貧困和困難人群的關注，讓我們的社會變得

更加關愛和互助。
( 五 ) 促進公平機會：幫助弱勢群體獲得與其他人同樣的機會，不再因為貧困或其他原因而受限，

讓每個人都能追求自己的夢想。

社會急難救助貳

社會急難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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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蓮中醫巡迴醫療服務義診

• 執行單位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巡迴醫療服務隊

• 服務時間
113 年1 月21 日至1 月27 日

• 實施地點
花蓮縣豐濱鄉貓公部落聚會所、豐富部落聚會所、靜浦部落文化健康站、港口村活動中心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 透過青年人才投入國際志工的行列，實際地「動起來，走出去」，發現自己的價值。
( 二 ) 藉由義診活動，中醫師與隊員定期關懷照護養護中心住民的健康，與民眾互動、推廣中醫

醫療。
( 三 ) 活動結合本校學士後中醫系及中醫系的成員，希望能達到中醫推廣、社區關懷、並為當地

人民健康盡一份心力。

社會教育文化叁

社會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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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4 寒假義診醫療服務 雲林縣元長隊

• 執行單位
台北醫學大學綠十字醫療服務隊

• 服務時間
113 年1 月30 日至2 月6 日

• 實施地點
雲林縣元長鄉、水林鄉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 義診服務：提供當地居民便捷的健康檢查和醫療服務及正確醫療知識。
( 二 ) 國小衛教宣導：期望學童從小建立正確的健康保健知識。
( 三 ) 家庭訪視：以近距離的關懷與健康訪問，協助當地居民了解自身健康情形，進而使之重視

飲食、就醫、用藥，以促進健康。
( 四 ) 結合地方服務能量：配合衛生所辦理四癌篩檢項目，並轉介適合長照服務的老人給社福團

體，以確保服務結束後，當地能夠持續關照居民。向孩童推廣中醫知識，使其對中醫有所
了解，未來若生病能選擇對自己與家人最適合的醫療方式。

( 五 ) 養成醫療工作者：從服務中訓練學員應有醫事人員的基本能力、專業知識與團體合作精神，
以同理心來關懷這片土地，培養對醫療工作的興趣與熱忱。

社會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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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83 期屏東縣三地門高樹霧台社會服務隊

• 執行單位
杏青康輔社會醫療文藝服務隊

• 服務時間
113 年1 月28 日至2 月4 日

• 實施地點
屏東縣霧台鄉霧台部落、神山部落、三地門鄉德文村、馬兒村、口社村、高樹鄉大埔村、高樹
村、三地門鄉青葉村青葉國小

• 計畫目標與效益
利用於醫學大學所學專業，由醫療與育樂兩方面切入，在服務的同時也與當地進行良性的雙向交
流溝通，以大學生的活力、熱忱與專業，為當地帶來醫療資源、公衛、預防醫療、照護、陪伴、
教育等多方協助。
( ㄧ ) 提供當地立即性醫療服務。
( 二 ) 進行個案家訪以達永續服務。
( 三 ) 衛教、義診優質化。
( 四 ) 落實預防醫學觀念
( 五 ) 社區化、在地化與永續經營
( 六 )「文化交流」取代「強勢文化灌輸」
( 七 ) 發現問題根源與潛在問題並反思

社會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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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4 年寒假營隊 - 遨遊任天堂

• 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嚕啦啦康輔社

• 服務時間
113 年1 月22 日至1 月29 日止

• 實施地點
嘉義縣六腳鄉六腳國民小學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 學習團隊合作及展現自我。
( 二 ) 給予學員專屬的舞台，發揮自身想像力。
( 三 ) 學會生活中的科學小知識，減少資源浪費，節省生活小開銷。
( 四 ) 不害怕學習、嘗試新事物，讓學員們不害怕學習！
( 五 ) 培養正確防疫觀念及環保意識。

社會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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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歡樂氣球魔術 - 生命教育專案

• 執行單位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推廣協會

• 服務時間
113 年3 月1 日至3 月30 日止

• 實施地點
彰化縣鹿港鎮新興、東興國小、台中市南區國光、信義國小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 透過活動實施生命教育， 提升珍愛生命的人生觀，以增加人們對情緒健康的認識和理解。
( 二 ) 藉由氣球魔術教育孩童宣洩壓力的方法，也間接讓孩童培養對魔術的興趣，為紓解壓力提

供一個特別的管道，宣傳正向的心理健康訊息，例如強調接受幫助的重要性、與他人建立
關係的價值、積極的生活態度等。這樣的宣傳可以提供希望和鼓勵，讓人們意識到他們不
是孤單的，有支持和資源可依靠。

( 三 ) 宣導社會中的心理健康議題，打破對心理疾病和自殺的污名和刻板印象。這有助於讓人們
更願意尋求幫助，並提供理解和同情。

( 四 ) 培養兒童對生命的尊重，建立正確的觀念與態度。
( 五 ) 利用有獎徵答的方式讓孩童加深記憶力，開放式的問答方法，能讓孩童對於憂鬱症的成因

及關懷他人的方法有自己的理解。
( 六 ) 提昇學童對自己的了解，欣賞並接納自己，珍惜自己的生命並能關懷別人。
( 七 ) 讓孩童認識何謂憂鬱症，理解憂鬱症的成因以及可能潛藏的憂鬱症徵兆，讓孩童及時關懷

身旁的人，減少兒童及少年自殺的隱憂。
( 八 ) 教育孩童在關懷陷入憂鬱情緒的朋友或是憂鬱症患者時，應該怎麼做才能幫助對方走出

陰霾。
( 九 ) 培養健康的休閒生活，多關心身邊的人，適時伸出手，脫離憂鬱深淵。
( 十 ) 列舉出紓壓的方法並說明其原理，讓孩童了解到自己可以有很多選擇。

社會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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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單位
台灣關懷社會公益服務協會

• 服務時間
113 年3 月29 日至4 月3 日止

• 實施地點
高雄市五權國小、福東國小，南投縣敦和國小、
碧峰國小，臺南市忠義國小、永福國小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 透過活動使學生了解甚麼是性騷擾。
( 二 ) 讓學生能正確的防範性騷擾行為。
( 三 ) 提高學生警覺並辨識性騷擾問題。
( 四 ) 預防與專線資訊傳遞。
( 五 ) 強化防治兒少性剝削犯罪之教育宣導。
( 六 ) 文宣品的發放，海報張貼更能達到廣為宣傳效果。
( 七 ) 透過活動讓學童瞭解相關問題發生時應採取的態度、應對方式，並且熟知求助管道，及運

用時機，懂得保護自己。使學生了解性騷擾相關問題，並使學生了解自己與他人的身體界
線。能消除不知情情況下造成的傷害，營造更加友善的校園環境。

六、「你我大不同」校園性平議題行動劇

• 執行單位
中華愛心公益協會

• 服務時間
113 年3 月28 日、3 月29 日、4 月25 日

• 實施地點
台東縣馬蘭國小、光明國小；台南市永福國小、立人
國小；高雄市蔡文國小、大社國小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 讓同學們理解性別平等是基本權利，每個人都

應該被同等對待，並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
化、公民和政治權利，不因性別而有任何區別。

( 二 ) 培養同學性別平等意識及尊重多元文化的觀念。
( 三 ) 透過本次宣導活動，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偏見、

歧視甚至攻擊行為。
( 四 ) 藉由宣導活動將性別平權概念深植內心，以利

未來建構性別平等社會文化。

七、ME  TOO ﹗是我想太多了嗎 ? 性騷擾防治教育宣導

社會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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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13 年暑期（94 期）醫療及公共衛生服務

• 執行單位
台北醫學大學社會醫療服務第一隊

• 服務時間
113 年8 月1 日至8 月7 日

• 實施地點
彰化縣大城鄉、雲林縣麥寮鄉、東勢鄉、台西鄉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 加強衛教，改善當地居民的衛生觀念，以促進醫

療品質的進步。
( 二 ) 設立義診站，透過醫師、牙醫師、藥師等，為當

地帶來醫療資源。
( 三 ) 到府的醫療與關懷服務：透過行動醫療服務，提

供到府的醫療與關懷。
( 四 ) 培養學生的社會的認同和責任。將平時所學知識

與服務作連結。
( 五 ) 透過服務來發現民眾的問題，提供給衛生行政機

構參考，增進民眾福祉。

九、澎湖偏鄉中醫巡迴醫療服務隊

• 執行單位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醫療服務隊「澎湖偏鄉中醫巡迴醫療
服務隊」

• 服務時間
113 年8 月1 日至7 日
島內彰化竹塘社區關懷據點義診：113 年6 月2 日

• 實施地點
澎湖西嶼鄉、七美鄉、彰化竹塘社區關懷據點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 推廣中醫醫療、宣導衛生健康、建立民眾日常衛

生與醫療觀念。
( 二 ) 青年志工學習服務精神、累積診療和衛教經驗，

未來或有更大的意願進入資源缺乏區域服務。
( 三 ) 弭平都市與鄉村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
( 四 ) 藉由社群媒體宣傳，讓政府和有志之士關心偏鄉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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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2024 暑假義診醫療服務雲林水林隊

• 執行單位
台北醫學大學綠十字醫療服務隊

• 服務時間
113 年7 月29 日至8 月5 日

• 實施地點
雲林縣口湖鄉

• 計畫目標與效益
透過走訪雲林縣元長鄉及水林鄉服務，結合醫師、學生與當地資源，提升當地居民的健康狀況與
健康知能，並培養學生的專業能力與人文素養。
( ㄧ ) 義診服務：提供當地居民便捷的健康檢查和醫療服務，給予正確醫療知識。
( 二 ) 國小衛教宣導：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從小建立正確的健康知識。
( 三 ) 家庭訪視：以近距離的關懷與健康訪問，協助當地居民了解自身健康情形，進而使之重視

健康。
( 四 ) 結合地方服務能量：配合衛生所辦理四癌篩檢項目，並轉介適合長照服務的老人給社福團

體，以確保服務結束後，當地能夠持續關照居民。
( 五 ) 養成醫療工作者：從服務中訓練學員應有的基本能力、專業知識與團體合作精神。

社會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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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024 年暑假營隊 - 迪士尼王國之旅

• 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嚕啦啦康輔社

• 服務時間
113 年7 月1 日至7 月8 日止

• 實施地點
金門縣金湖鎮正義國民小學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 學習團隊合作及展現自我，改善內向的學員性格。
( 二 ) 給予學員專屬的舞台，發揮自身想像力。
( 三 ) 學會生活中的科學小知識，減少資源浪費，節省生活小開銷。
( 四 ) 不害怕學習、嘗試新事物，讓學員們不害怕學習！
( 五 ) 培養正確防疫觀念及環保意識。
( 六 ) 發掘自我興趣，嘗試誇出舒適圈。

社會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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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2024 第十九期澎湖醫療暨社會服務隊

• 執行單位
臺北醫學大學楓杏社會醫療暨醫學知識推廣服務隊

• 服務時間
113 年7 月19 日至8 月6 日

• 實施地點
醫學知識推廣服務：澎湖縣馬公市中正、馬公國小、湖西鄉湖西、西溪國小、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醫療巡迴：湖西鄉/ 白沙鄉/ 西嶼鄉/ 馬公市/ 湖西鄉/ 白沙鄉/ 望安鄉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 配合國家衛教醫療相關政策推廣、衛教宣導與醫療服務，並舉辦牙科診療與口腔衛生宣導，

介紹口腔癌的預防及自我診斷方法。
( 二 ) 攜帶較服務地區相對豐富的醫療資源與技術至當地運用，以提升服務地區之醫療水平。
( 三 ) 由醫學大學學生和具專業技術知識的醫師為當地居民服務，以達成學生對未來生涯人格與

醫德的養成。
( 四 ) 藉由將家訪衛教組的訪問結果與巡迴診療組對每位來診病人的資料統計交由當地衛生單

位，以利其更進行進一步的個案追蹤施行診療。
( 五 ) 藉由親自動手 DIY 的方式，不但能夠提高孩童對於學習的興趣更能激發他們的創意發想，

還能夠讓他們了解科學在生活中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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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大學菲律賓服務團 - 菲你莫屬

• 執行單位
國立台北大學國際志工社

• 服務時間
113 年1 月20 日至1 月31 日

• 實施地點
菲律賓黎剎省羅斯格里斯市的慈善機構 Children's Mission Philippines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 將台灣所募之近 25 公斤兒童成人衣物物資送達菲律賓中途之家。
( 二 ) 協助慈善機構 - Children's Mission Philippines 舉辦國際兒童冬令營與賑災。
( 三 ) 使兒童認知公共衛生觀念包含正確潔牙方式、洗手、垃圾分類。
( 四 ) 促進台菲大學生文化學術交流。
( 五 ) 拓展台灣之服務精神於國際、菲律賓。

國際學術文化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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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4 世界衛生大會台灣青年團

• 執行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醫學生聯合會、社團法人台灣牙醫學生聯合會、中華民國藥學生聯合會、臺灣獸醫
學生會、社團法人臺灣公衛學生聯合會

• 服務時間
113 年5 月24 日至6 月2 日

• 實施地點
瑞士日內瓦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 籌辦世界衛生大會周邊論壇「全球衛生外交高峰會」建立永續的論壇活動，每年可持續進

行，提升台灣在國際醫療外交領域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 二 ) 實地參與第七十七屆世界衛生大會及周邊會議，並即時紀錄、傳達重要國際公共衛生資訊，

促進國際間醫療外交交流合作。
( 三 ) 出版成果白皮書，對於各國政府、機構、學術研究者和醫療從業人員提供參考，進一步提

高論壇活動的影響力和可見度。
( 四 ) 引起後續大眾對於醫療外交議題的關注和興趣，有助於推動國際間醫療外交領域的發展和

進步。

國際學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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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愛無礙夢飛翔 ~ 路遙知馬力橘手之勞台馬青聯合服務計畫

• 執行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

• 服務時間
113 年8 月3 日至8 月13 日

• 實施地點
馬來西亞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 以「青少年」為中心的培力角度，透過「參與」

帶出社區和社會的改變。透過志願服務，培養
青少年的生命內涵、眼界、技能，提升工作能
力。透過志願服務的公民參與社會改變形式，
滋養青少年領導力及人道精神。走出舒適圈，
勇於探索、面對挑戰、激發自主、培養專業和
服務精神。

( 二 ) 與國際道德重整友會及當地教育單位和組織合
作辦理多元教育活動，實踐 Child to child 的
理念，邀請在台灣參與志願服務多年的青年志
工一起發展訓練活動，共同辦理青少年自我探
索、社會參與、國際關懷的學習活動。

( 三 ) 走出台灣，跨文化體驗與學習，分享台灣看見
世界。

四、2024 尼泊爾國際醫療服務計畫

• 執行單位
中國醫藥大學口衛隊海外醫療服務團

• 服務時間
113 年8 月18 日至9 月4 日

• 實施地點
尼泊爾加德滿都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 提升尼泊爾牙醫從業人員的醫療水準。
( 二 ) 增強當地學童的口腔衛生觀念，提供正確的健

康知識。
( 三 ) 促進台灣與尼泊爾在口腔健康領域以及文化上

的交流與合作。
( 四 ) 培養國際視野的台灣牙醫學生，推廣海外志工

服務。

國際學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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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4 醫務社會工作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

• 執行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

• 服務時間
113 年12 月6 日至12 月7 日

• 實施地點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 藉由跨專業專題座談及實務研究論壇，促進華人地區專業交流，提升醫務社會工作專業

品質。
( 二 ) 邀請華人地區醫務社會工作單位及代表，分享各國醫務社會工作發展現況及臨床研究，建

立以實務為基礎之交流平台，促進經驗交流。
( 三 ) 透過研討會發表及交流，促進華人地區專業交流，針對醫務社工之專業發展進行前瞻性探

索，勾勒華人地區醫務社會工作發展圖像。

國際學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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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製本會 112 年報

• 執行單位
興展創意數位有限公司

• 印製時間
113 年 3 月 18 日

• 計畫目標與效益
介紹本基金會年度執行業務概況讓社
會大眾及協力單位了解以昭公信。

• 執行單位
農事股份有限公司

• 印製時間
113 年10 月31 日

• 計畫目標與效益
推廣台灣優質水果農產品

二、印製 2025 台灣水果月曆
         2300 本

優良刊物贊助伍

優良刊物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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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3 年雲林縣寒冬歲末送溫暖身心障礙者關懷活動

二、113 年度大台中歲末寒冬送暖 ~ 關懷弱勢聾人家庭活動

• 執行單位
社團法人雲林縣聽語障福利協進會

• 服務時間
113 年1 月21 日

• 實施地點
本會本館( 雲林縣斗南鎮東明里新庄65 支3 號)

• 執行成果
結合社會力量落實關懷雲林縣所需要之弱勢身心障礙家庭，藉由活動營造社會和諧氣氛，建立祥
和社會。

• 執行單位
社團法人台中市聾人協會

• 服務時間
113 年1 月28 日

• 實施地點
台中市北區太原路二段16 巷1 號

• 執行成果
落實以實際行動給予疫情影響經濟等貧困聾人朋友及時的社會暖流及安定生活減輕弱勢聽語障者
於經濟、生活上壓力，加強社會大眾對貧困聾人朋友的重視，持續給予關懷與協助。

其他社會福利陸

其他社會福利



77

113 年報

三、113 年第十屆董事會考察，參訪社福機構宜蘭蘭智社會福利
基金會、花蓮黎明喜樂園

•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花蓮黎明喜樂園、國立海洋大學

• 服務時間
113 年1 月23 日至1 月25 日

• 實施地點
宜蘭市同慶路95 號、花蓮縣壽豐鄉壽豐鄉共和村三農場19 號、基隆市北寧路92 號

• 執行成果
( ㄧ ) 協助政府推動身心障礙者福利工作，促進社會安定。
( 二 ) 協助嘉進貧困及無人照顧之身障同胞有優質的照顧品質。
( 三 ) 視導國立海洋大學本會贊助研究計畫成果。
( 四 ) 藉由活動讓董事會成員了解各項業務發展。

其他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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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3 年社會工作新手增能計畫

• 執行單位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 服務時間
113 年3 月至11 月分區辦理8 場次

• 實施地點
課程成效評估及精進：擬採線上方式辦理2 場次
社會工作學生激勵營：【臺北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平校區誠大樓誠202 教室，臺北市大安區
和平東路一段162 號【高雄場】高雄醫學大學濟世大樓人社院CS915 室，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
社工就業適應及培力工作坊：【臺北場】台灣文創訓練中心松江館753 會議室，台北市中山區松
江路131 號7 樓之1、台灣文創訓練中心松江館SN205&SN206 會議室，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31
號2 樓之4【新竹場】新竹縣新湖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新竹縣湖口鄉嘉興路一段95 巷89 號
新手領航員培訓工作坊：【臺北場】台灣文創訓練中心松江館753 會議室，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31 號7 樓之1【高雄場】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314 教室，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
二段120 號 

• 計畫目標與效益
整合社會工作相關培訓課程，對象為督導、資深社會工作者、預計投入社會工作之學生或將轉換
工作之社會工作者、新進社會工作者等，因應新進社會工作者面臨的適應狀況，提供相對應的課
程內容，增進相關知能以穩定在社會工作專業中發展，並提升整體服務品質。

其他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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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3 年肌萎家庭成長營－創造奇蹟嘉年華

• 執行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肌縮症病友協會

• 服務時間
113 年9 月14 日至9 月15 日

• 實施地點
嘉義耐斯王子大飯店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 透過規劃無障礙行程，減低出門不便性，提高病友社會參與意願。
( 二 ) 促進參與者間交流，獲得心理支持、抒發照顧病友而致的身心壓力。
( 三 ) 透過辦理疾病相關議題的講座，使參與者獲得疾病相關資訊且提升疾病相關知識。
( 四 ) 透過升學獎助學金頒獎典禮，讓獲獎病友得到成就感及正向肯定。
( 五 ) 使有關單位認識肌萎縮症，重視身心障礙社會參與之權利。

其他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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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13 年天使心家族家庭共好喘息營－北部場活動

•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

• 服務時間
113 年9 月14 日至9 月15 日

• 實施地點
新竹關西馬武督統一渡假村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 家長手足分區心靈與成長課程。
( 二 ) 家庭成員時光及主題。
( 三 ) 愛奇兒個別陪顧讓家深度喘息。
( 四 ) 邀請 160 位愛奇兒家庭成員、55 位志工參與，參加人數共 215 位。

其他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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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13 年中秋團圓度良宵暨身心障礙者關懷活動計畫

• 執行單位
社團法人雲林縣聽語障福利協進會

• 服務時間
113 年9 月8 日

• 實施地點
古坑華山、本會會館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 透過健走活動鼓勵中高齡聽語障者主動走出戶外，以達到活動身體、紓解壓力、放鬆身

心等目的，而藉由活動促進聽語障者與同儕的良好互動、情感交流，重而增進聽語障者
對生活的正向情緒，也對整體生活品質產生正面影響。

( 二 ) 藉由活動增進其自我效能感、活動參與意願能，增進社會餐與能力。

其他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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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24 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

• 執行單位
台東縣池上鄉農會與台東縣池上文化藝術協會

• 服務時間
113 年10 月25 日至10 月27 日

• 實施地點
池上鄉萬安田區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喜豐收．迎風唱》邀請藝人田馥甄、許富凱、長濱國中海子樂團於池上稻田舉辦「2024

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活動，帶動整個池上稻米休閒產業觀光旅遊。
( 二 ) 陽光照映稻穗，金黃色的大地迎來秋天豐收，金曲歌手在稻浪中帶來音樂的饗宴，及長濱

國中原住民海子樂團傳唱阿美族古調及母語流行樂曲，為池上秋天收成的時節帶來豐盛的
聲音。

( 三 ) 透過本次宣導活動，讓國際看見池上的美。
( 四 ) 增進農民身心健康及發揮團隊合作精神開發農業旅遊新契機。
( 五 ) 藉著高品質的演出活動，吸引媒體前來，增加池上國內外曝光度及活絡旅遊和觀賞秋收音

樂會的演出，成為國際性慢城的農村旅遊風潮。
( 六 ) 休閒農業整體素質提升，農民轉型發展優質農業，提供遊客多樣化遊憩體驗機會及社區經

濟發展迅速，除池上之外，周邊鄉鎮 . 如台東市、關山、鹿野、海端、玉里、富里等也連
帶受益，希望藉此讓更多年輕人或外地人朝向台東發展，帶動更多地方經濟。

( 七 ) 打造友善休閒農業環境，保護自然文化，傳達友善生活、推展綠色旅遊與環境教育的學習
場域。

其他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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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愛在松菸 - 世界和平會 2024 歲末愛心送暖公益活動

十、身心障礙者園藝充實設備計畫

• 執行單位
社團法人世界和平會

• 服務時間
113 年11 月8 日至11 月10 日止

• 實施地點
松山文創園區- 北向製菸工廠（台北市信義
區光復南路133 號）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一 ) 籌募雙北區 300 位貧弱孩童學期愛心

早餐、寒假營養餐食經費及禦寒衣物。
( 二 ) 溫馨的寒冬，一份關懷、 陪伴、歲末

祝福，帶給孩子和家人難忘溫暖長假。
( 三 ) 救助 300 位貧困孩童之寒假餐食、祝

福紅包、農曆年節物資與佳餚，孩子
開心快樂度過美好寒假。

•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寶貝潛能發展中心

• 服務時間
113 年11 月1 日至11 月30 日止

• 實施地點
桃園市八德區茄苳路296 號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一 ) 減輕服務對象每日照顧種植區的作業量，

並補足假日無法照顧的時段。
( 二 ) 提供服務對象舒適且安全的園藝空間，

方便行走在種植區觀察照顧植物。

其他社會福利



8484

十一、FRC9427 機器人團隊「科技創未來，教育耀新星」

• 執行單位
樹林高中學教務處設備組FRC9427 機器人團隊

• 服務時間
113 年8 月1 日至114 年7 月31 日

• 實施地點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 計畫目標與效益
參與國際級機器人賽事，培育下一代具國際素養的工程領袖人才。
( ㄧ ) 參與國外校際參訪及交流，增進學生國際化視野及雙語溝通能力。
( 二 ) 在國中小創造跨領域 STEAM 教育學習環境，共創情境式素養教學。
( 三 ) 打入世界區域賽冠軍聯盟，獲得晉級資格。
( 四 ) 獲得工程啟發評審獎項，獲得晉級資格爭取晉級美國休士頓總決賽機會。

其他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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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2024 愛在脊時慈善音樂會活動

十三、聖誕親子愛市集

• 執行單位
台灣脊柱側彎關懷協會

• 服務時間
113 年10 月1 日至114 年1 月12 日

• 實施地點
陽明交通大學陽明校區表演廳

• 計畫目標與效益
( ㄧ ) 照顧全國脊柱側彎的幼童和青年。
( 二 ) 宣導認識脊柱側彎知識。
( 三 ) 減少大眾對於病童本身的歧視。
幫助更多的脊寶寶及家屬，以歌舞及
音樂會方式將公益服務與文化藝術結
合，定期舉辦「愛在脊時」慈善音樂
會，邀請脊寶寶、TSCA 愛樂團等表
演團體，希望藉由他們「愛在脊時」
的演出，引起迴響，產生共鳴，激勵
社會更多階層人士的關懷與支持。

• 執行單位
社團法人臺中市愛鄰舍關懷協會

• 服務時間
113 年12 月14 日

• 實施地點
聖誕親子愛市集

• 計畫目標與效益
本 次 活 動 共 有 51 位 (26 位 學 生，25
位家長 ) 本會服務對象參加，市集日
設計許多親子一起闖關的活動，透過
一起想題目和答案增進親子的關係，
同時經由學生活動中的表現，例如將
平常教的唐詩背誦出來得分，讓家長
更了解孩子平時的學習狀況，在本次
活動後更增進彼此的互動關係。

其他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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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組

  一、113 年度收入概況圖

• 113 年度收入預算概況表

租金收入

單位 :  元

290,000

受贈收入 2,000,000

28,000,000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10,000

合計 30,300,000

297,230

290,000

2,000,000決算數

2,000,000

預算數 30,300,000 元
決算數 32,173,627 元

預算數

14,903

10,000

29,861,494

28,000,000

• 113 年度收入預決算概況

受贈收入 租金收入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受贈收入 租金收入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財務組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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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3 年度支出概況圖

• 113 年度支出預算概況表

農業科技研究支出 5,800,000

社會福利支出

管理費用

業務研究費

3,400,000

21,820,000

 280,000

合計 31,300,000

單位 :  元

農業科技 社會福利
業務研究 管理費用

2,875,216

3,400,000

5,786,437決算數

5,800,000

預算數 31,300,000 元
決算數 29,732,915 元

預算數

20,789,262

21,820,000

282,000

280,000

• 113 年度支出預決算概況

• 預算短絀數 1,000,000 元    決算餘絀數 2,440,712 元

農業科技 社會福利 業務研究 管理費用

財務組

三、113 年度收支餘絀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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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組

行政組

 一、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

• 第十屆第 10 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

• 第十屆第 11 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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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屆第 12 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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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員工休閒旅遊活動

• 113 年 10 月 6 日 ~10 月 9 日
日本四國

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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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員工環境教育訓練

四、協辦 113 年度董監事考察活動

• 113 年 5 月 8~10 日
草屯工藝文化園區、朴子水道頭文創聚落、鰲鼓濕地森林園區－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

• 113 年 8 月 20~21 日
福山植物園、龜山島

• 113 年 1 月 23~25 日
宜蘭縣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花蓮縣黎明喜樂園、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等

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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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年 6 月 16~20 日
參訪千葉縣森田農場( 哈密瓜)、東邦觀光果園農場( 水蜜桃)、山梨縣甲州島村農場( 櫻桃) 及考察
豐洲市場( 農產品批發) 等

行政組

五、協辦 113 年度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活動

• 113 年 10 月 25~27 日
池上鄉大坡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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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年行事紀要

1 月 10 日
1 月 10 日
1 月 15 日
1 月 22 日
1 月 23 日
         
1 月 25 日
2 月 01 日
         
2 月 02 日
3 月 12 日
3 月 14 日

3 月 18 日

3 月 22 日

3 月 27 日
3 月 27 日
3 月 -11 月
4 月 08 日
4 月 15 日
4 月 16 日
4 月 17 日

4 月 18 日

5 月 06 日
5 月 08 日
         
5 月 10 日
5 月 21 日
5 月 30 日
6 月 16 日 
         
6 月 20 日
6 月 20 日
6 月 27 日
6 月 -11 月

召開工作會報
辦理 112 年度歲末聯誼餐會
發行「國際農業科技新知季刊」第 101 期
訪視瑠公國中受贊助清寒同學

辦理董事會宜花業務考察活動及視導臺灣海洋大學研究計畫執行情形

會計師 112 年度期末查帳

召開工作會報
假天成飯店召開 113 年專題研究報告
茶及飲料作物改良場蘇宗振場長第一次蒞會討論合作計畫「臺灣茶產業發展史編撰
及出版」
漁業發展研究小組委員陳清春教授會同越南勇源基金會冼文舉執行長蒞會洽談推動
臺越農業大學交流和農業論壇
第 10 屆第 10 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
第 10 屆第 4 次監察人會議
辦理「性別平等工作法修正規定解析－職場性騷」線上觀看課程
假蘭陽仁愛之家召開本基金會「園藝療癒／治療」專題研究小組第三次會議
發行「國際農業科技新知季刊」第 102 期
前往農業試驗所視導研究計畫執行情形
前往中興大學視導研究計畫執行情形
茶及飲料作物改良場蘇宗振場長第二次蒞會討論合作計畫「臺灣茶產業發展史編撰
及出版」
召開工作會報

辦理員工環境教育訓練活動
 
康寧醫院蒞會辦理癌症防治宣導
召開「園藝療癒／治療」專題研究小組第四次會議

辦理董事會日本關東地區農業考察活動

114 年農業科技研究贊助計畫申請截止
召開 113 年農業科技研究計畫成果研討會
辦理「個人資料保護法－非公務機關適用情境解析」線上觀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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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報

7 月 01 日

7 月 09 日
7 月 10 日
7 月 15 日
7 月 30 日
8 月 07 日
8 月 20 日
         
8 月 21 日
9 月 06 日
9 月 12 日
9 月 13 日
9 月 19 日
9 月 19 日
10 月 08 日
10 月 13 日
         
10 月 16 日
10 月 15 日
10 月 22 日
10 月 23 日
10 月 25 日
         
10 月 27 日
11 月 05 日
11 月 11 日
         
11 月 12 日
11 月 11 日
11 月 20 日
11 月 22 日
11 月 29 日
11 月 30 日
12 月 05 日
12 月 20 日
12 月 30 日

「園藝療癒／治療」專題研究小組假宜蘭蘭陽仁愛之家辦理「療癒庭園規劃設計方
案」二場次工作坊
召開工作會報
前往農田水利署南投管理處出席 113 年農業工程研討會暨年會籌備委員會議
發行「國際農業科技新知季刊」第 103 期
第 10 屆第 11 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
113 年度中元普渡祭祀活動

辦理員工環境教育訓練活動

參加農業部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113 年盆花產業發展趨勢研討會
召開工作會報
召開「園藝療癒／治療」專題研究小組第五次會議
執行 113 年度內部稽核作業
113 年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全體員工完成學習認證時數
參加瑠公秋祭活動

113 年度員工休閒旅遊活動

發行「國際農業科技新知季刊」第 104 期
協辦「台灣農業工程學會 113 年年會暨研討會」
協辦「2024 年水田與水環境國際研討會」

協辦池上秋收藝術節活動

召開工作會報

會計師 113 年度期中查帳

參加瑠公圳頭祭活動
第 10 屆第 12 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
召開「園藝療癒／治療」專題研究小組第六次會議
協辦中華民國農學團體 113 年聯合年會論壇「AI 農業 創新韌性」
參加農業部桃園區農業改良場「試驗農場開放參觀日活動 - 科技共參與永續樂食農」
113 年度員工慶生會活動
假宜蘭蘭陽仁愛之家召開「園藝療癒／治療」專題研究小組第七次會議
會計師 113 年度期末盤點

行事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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