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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現在、未來談植保－與農委會陳秋男科長對談記實 

李施恩 

在即將邁入 21世紀的今天，人們隨著時代的變遷在不知不覺中加

快腳步，植物保護的工作是農友辛勤耕作之際最關心的一環。台灣雖

係亞熱帶海島，但因兼有高地溫帶型氣候，故病蟲害相非常複雜。近

年由於生活水準提高，消費意識的抬頭及環保的日受重視，農藥使用

遭到極大的反對及排斥，而病蟲害的防治工作除了農藥外是否還有更

符合經濟效益且無害的因應對策呢？讓我們聽聽農委會植物保護科陳

秋男科長的解說，一同來分享這份知性的宴饗！ 

李（筆者）：陳科長是否能談談植保工作的現況與未來展望。 

陳（科長）：好的，首先來談現行的植物保護工作，短期目標方面在逐年降低農藥使用量，

至農民不濫用藥並且在需要時能找到正確藥劑，於適當時機施用並在安全期採收。 

研究上，各種生物、微生物及性費洛蒙等非農藥防治法的開發，並在各區農業改良場作

評估，同時找出不同的作物病蟲害防治方法，依生長發育期的栽培管理擬出行事曆。以上這

些皆屬於首一階段植保工作重點。其後將農藥及非農藥技術納入整個作物栽培系統內，此為

第二步驟，如此才算是完整的農業推廣，我們稱之為綜合性整合病蟲害防治。 

此外，為落實更完善的資訊管道，今年度開始將更強化各區農業

改良場病蟲害診斷服務功能，設置專線服務電話，將過去農友常遭遇

的病蟲害問題作全盤整理後列出標準答案建立一電腦資訊庫，並拷貝

磁碟片分送各植物保護站供農友查詢。另一項工作是整理各類病蟲害

幻燈片，透過整埋規劃，將來植物保護工作站各存一套，並隨時淘汰

不好的以更新資料。再從植物保護彩色圖鑑專輯中抽印製作成輕便型

單張以便在某些特殊問題需快速傳遞時能隨時加以應用。 

以上談的這些短期目標預計在五年內達成基本規模，至於長遠的

植物保護進展我們期盼在邁入公元 2000 年後能和美國一些州的植物

保護推廣相當。台灣目前也有做得很好的，例如病蟲害預警工作，但我們還可以更進步的利

用小型記憶電腦，由電腦自動分析整理，根據預測發生模式繪圖及作預測，如此可節省許多

的人力及時間。 

李：農藥殘毒問題逐漸受到大眾的注意及關心，農政單位有何加強殘毒測定與管制措施？消

費者需如何配合？ 

陳：農政單位是在蔬果尚未上市成為商品前在田間予以輔導安全用藥，我們扮演著教育、保

護農民的角色，不希望農民因農藥殘留而遭衛生單位處分。同時加強農藥零售販賣商的

再教育。因為以改良場少數推廣人員去面對整區的全部農民相當困難，我們將全省六千

多位農藥商規劃分區給各改良場輔導，推廣人員主動提供最新資料，教導正確鑑定病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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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及防治方法，並要求農藥零售商於販賣時填具清單以建立責任制。若殘毒測定員測出

田間用藥不當可依清單查出農藥來源並加以勸導。若經多次勸導無效則依農藥管理法加

以處分。 

一般消費者對農藥的排擠和疑慮主要來自新聞媒體誇大的報導，其實一種很好的藥只有

在不當的使用下才是毒，農藥有它本身的特性，毒性之強弱需經人的接觸才會發生。所有會

慢性累積及致癌的農藥在農委會審核時就已經禁止進口，少數進口的劇毒農藥也是很容易分

解，在正當採收期早已消失無形了。 

利用現在的精密儀器，農藥可以測到 10 億分之一的微量，因

此農藥殘留並非有或沒有的爭執，重點應是量的多寡。例如：前陣

子美國蘋果測出含有亞拉殘留，以 1∼2ppm（百萬分之 1∼2）的亞

拉含量，常人需每天吃上 1萬 7千公斤的蘋果，連續 6、70年累積，

才會造成 1百萬人中有 5人引起腫瘤的可能性，更何況我們現在所

測出的蘋果亞拉含量只有 0.01∼0.03ppm。由此可見農藥殘留問題

從技術的認知及常識的判斷上，大眾應有智者不惑的胸襟。 

在美國農藥亦經常被誤解，以專家的正確評估，農藥在死亡原因中排名 27、28位左右，

學生卻將它排名在第 3位，家庭主婦將它排在第 8名，可見一般人都高估農藥的危險性，事

實上我們日常生活中吸二手煙及廢氣或喝一瓶啤酒的危險性不知比農藥高過多少倍呢？ 

李：要有正確道德的農藥販賣需有高素質的農藥零售商，農委會對於提升其素質有無任何方

針或對其資格予以嚴格限制？ 

陳：透過零售商的再教育及賦予學術單位更嚴格、客觀的立場來舉辦換照考試。素質之提高

是我們努力的目標，以農藥在黃金時代每年 4萬 8千噸的銷售量降到現在的 3萬 6千噸，

農藥販賣已在走下坡了，亦無太高的利潤，再加上社會生活水準的提高，儲存場所易遭

他人排斥，沒有真本事會站不住腳而遭淘汰。我個人認為要提升素質必需經由修法，修

法本身的精神就是站在環境保護及維護消費者的立場。目前的農藥管理已很上軌道，農

民在安全用藥上只要把握適時適量就沒問題。 

李：大眾喜歡食用的清潔蔬菜和一般蔬菜有何不同？買回家的蔬果需經哪些處理手續才能安

心食用？ 

陳：設施園藝溫室網室的設置代表人們生活品質的提升。但網室中的清潔蔬菜並非完全不用

藥，而是用得少，用得合理。這也是我們希望達到的目標。因此一般蔬菜只要把握住合

理使用農藥的原則同樣可以安心食用。 

買回家的蔬果只需經過一般的處理手續：正常的洗、切、削皮後甚至生菜照樣可以吃，

毫無問題。有些新聞記者問我：「你太太如何買菜？」我的回答是我不告訴我太太該買什麼

菜，只要把握一個原則：買便宜的菜！因為公務人員吃不起昂貴的菜，便宜的蔬菜一定相當

安全，農民沒有必要花那麼多錢噴藥在便宜盛產的蔬菜上，那會得不償失的。 

李：一般農民對於非農藥的接受力仍很薄弱，農政單位如何加強這方面的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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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示範工作及再教育都很有必要，但最重要的是給農民一點誘因，

例如：免費贈送蜂片試用使農民產生信心。政府每年花費 1、2

千萬投資在這方面，獲益很大。消費者不再有殘毒的顧忌；環境

污染可減至最低程度；節省農民用藥成本。我們每年輔導面積達

1萬 6、7千公頃，每公頃 1次施藥需花費 2、3千元的人工及施

藥成本，使用蜂片一季平均可減少 1.5 次的施藥，由此可算出利

用生物防治所得效益是投資的好幾倍，對國家社會是很大的利

益，並且獲得國際上一致的肯定。 

花蓮縣光復鄉有位製作赤眼卵寄生蜂的林壽益先生，就是農委會鼓勵輔導所設立起來的

對象，他期盼有一天能達到農業全業經營規模。當農友們開始考慮到成本效益時就會樂於接

受生物防治了。這需經過轉型期的陣痛：整個大環境的變更，土地政策的改革，植物保護技

術將會隨著農業的成長而躍升。也許到公元 2000年許多農業資材公司會配合時代陸續成立，

精密且高科技的技術才能推廣運用出來，而我們也就具備相當有水準不需凡事依賴政府的農

民了。但是從 40年代以來根深蒂固的用藥觀念並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陳科長侃侃而談當

中我們可以看出政府的用心良苦，而我們也可以這樣樂觀的說：這是世界性的風尚所趨，預

祝有志者事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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