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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技諮詢問題解答 

邱敏霖 

一、農政措施 

1.對農作物公害引起之問題可否請區農業改良場專家作鑑定工作或如何申請鑑定與賠償？

（冬山鄉農會） 

答：農作物公害問題之申請鑑定均有一定程序，首先由農民向當地鄉（鎮）公所申請，再

轉送縣政府由縣政府邀請區農業改良場及環保局會同勘定後並將受害農作樣本送請台

灣省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進行化驗，如經鑑定且認定係公害引起的問題時，即可要求

賠償。（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2.農民健康保險奉令會籍清查，對於七十－八十歲之農民，未清查會籍前已將農地出售或

轉讓變更，由正式會員變為非會員（即贊助會員），有兒子繼承者應無問題，如無兒子

可繼承者，其本人（指出售農地或變更的）權益喪失，就此種案件不知如何處理，轉請

農林廳予以解釋及處理？（玉溪地區農會） 

答：有關農會非會員參加農民健康保險應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內政部訂定發布之（從

事農業工作農民認定標準審查辦法）規定辦理。（台灣省政府農林廳） 

3.六年國家建設中的農業生產零成長是代表何種意義？又提升農民所得為百分之二十？應

如何落實或完成呢？（玉溪地區農會） 

答：所謂農業生產零成長，其意義是指量的零成長，但卻是質的成長及所得的正成長，就

未來六年總體農業的平均成長率定為零，但就個別產業而言其成長率則有正有負。而

在另一方面我們要努力提高產品的品質以及提升農業生產的層次。在政策目標與主要

策略有三要點：(一)改善農業體質。(二)維護農民權益。(三)美化農村環境。在農業零

成長與增加農民所得，主要理由有三點：(一)農產品之總供給量不增加可避免生產過

剩壓力，且在農產品總需要穩定成長及農產品品質，附加價值提高之情形下，農產品

價格可望合理回升。(二)未來每農業就業人口之耕地面積可望提高。未來六年農地移

出之面積佔總農地之面積九十二萬公頃之 3％，少於農業就業人數六年將移出 11.4％，

人地比例將改善。(三)高品質、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及觀光農園休閒農業均可提高單位

面積之收益。（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二、農作物栽培 

1.水稻栽培過程須有幾次黃？（冬山鄉農會） 

答：水稻須有三次黃，第一次於插秧後，因此時根部尚未穩固，養份吸收少，第二次在曬

田期，植株會呈黃化成淡綠色，以增加抗病性，第三次黃是收穫期，黃金色代表豐收。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2.台梗四號水稻品種對公頃施肥量如何？請技術協助指導？（冬山鄉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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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台梗四號水稻品種係屬香米稻種，抗倒伏性強，每公頃施肥量硫酸銨 12∼15包左右，

（每包 40公斤）過磷酸鈣 7包、氯化鉀 3∼4包，施肥時將氮肥分四次施用，鉀肥二

次，磷肥一次，可獲穩定產量。（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3.蓮霧開花時，花朵易掉落地面，應如何防治？（員山鄉農會） 

答：各種果樹如在開花期遇上寒流時，昆蟲不太活動影響授粉之完全性，故蓮霧亦不例外

也會引起落花落果之現象。（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4.香瓜在成熟期，應如何增加甜度，請告知？（礁溪鄉農會） 

答：增加香瓜甜度的有效方法有(1).多施有機肥：在種植前施下，即增加磷、鉀肥可使甜度

增高。(2).加強管理：有良好的管理使排水暢通，以培育出健康植株均對甜度的提升極

有幫助。(3).適時採收：不可提早搶著採收出售。（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5.甘藷品種台農 67，在第一年種植時產量很高，但連續種植二至三年後其產量明顯的降低，

請問題何原因？（礁溪鄉農會） 

答：甘藷為旱作物性作物，栽植時不可連作，如連作時土壤內肥料減少，病蟲害會增加趨

勢，甘藷連續種植二至三年後，最好品種更新可直接選用原種藷，或原種苗繁殖，若

採用採種苗或自行留苗應選用粗壯之先端苗，若能注意以上二點，產量應當不會快速

降低。（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宜蘭農工農業推廣教授） 

6.本地區栽培的水稻，在抽穗前即發現死株，此種現象是否由空氣污染引起的請能查明告

知？（蘇澳地區農會） 

答：水稻在未抽穗前有死株，可能引起的原因有：(1).種植期較晚，氣溫不適應。(2).品種

影響或不良。(3).空氣污染或酸雨影響。如農民發現有此所列狀況時，可隨即電話連繫

區農業改良場作診斷及服務。（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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