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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農業行政 

科 目：農業概要 

 

一、土壤中之微生物對土壤且肥力有重大之影響，請說明主要的影響作用。( 25 分) 

【擬答】： 

 

N22N），稱

為「固氮作用」。自由氮與氫氣合成氨氣（2N＋3H22NH3）或胺類有機質（有機質─NH2

），稱為「胺化作用」，兩個過程合併是廣義的「固氮作用」。含氮有機質分解過程又轉化

成無機含氮化合物（如尿素和尿酸），這個過程是一種放熱反應，對土壤生物及作物均有益

處。 

脫氮作用：又稱硝酸還原作用或稱「反硝化作用」，將硝酸態氮還原為亞硝酸或氮氣(N2)。

把硝酸化合物還原成為 NO2、N2O、NO。等氣體而揮發出去之作用，養分立即消失。多發生

在積水過多、氧氣不足處由於脫氮作用是無氧或缺氧條件下進行，這一過程通常是透過較差

的土壤中進行的，故容易在排水不良或浸水的底土層中進行。 

硝化作用：係指「由氨氣或胺類轉化成硝酸的作用」（第一步亞硝酸鹽化：NH4＋NO2－；

第二步硝酸鹽化：NO2＋
NO3－）硝化細菌將銨態氮(NH4+)氧化成硝酸態氮(NO3－)或亞硝酸

態氮(NO2－)的作用稱之。植物吸收最多氮的型態為硝酸態氮。硝酸或硝酸鹽中之氮，特稱

為硝酸態氮（Nitrate nitrogen，NO3－N），能供作物吸收，故亦屬於「有效性氮」。 

:土壤中存有許多作物不能利用的不溶性營養元素，如磷酸鈣、磷酸鐵等，需靠溶磷菌

將磷溶解後才能被利用，因此，這類菌其有提供作物營養的功能，減少化學肥料的施用，例如

溶磷菌。 

:微生物肥料中有增進根系營養吸收與生長的菌類，增加根系吸

收能力及表面積，即可減少化學肥料的施用，提高土壤中的營養供應效率，如菌根菌。 

增加植物對逆境的抗性與病原菌之拮抗:微生物的部分分泌物質對其他生物之生存其有抑制作用

，此種微生物可使土壤或植體中病原菌減少甚或死亡，減少病害發生，降低農藥之使用。 

 

降解作用主要是將大分子量的有機質，特冸是腐植質，分化成較小分子量的有機質，有利於後

續的分解作用的進行。有機質經分解後，其中之 N, P, S, K, Ca, Mg等植物營養元素都釋放出來

成為無機態，可供植物利用。 

 

土壤中許多有機化合物，經微生物吸收分解後，在與微生物體內組織合成新的有機質，合成的

有機質即成為腐植質的一部份。 

、Mn、Fe等之氧化、還原作用 

排水良好的土壤環境，Fe、Mn與 S透過自營性細菌之氧化作用，攝取所需的能量以維生活。

硫磺細菌產生硫酸，能促進土壤中許多礦物發生分解與溶解而形成硫酸鹽，植物要吸收之硫即

為 SO4
-2，故此作用為對植物營養有利之作用。但當土壤中所含的硫化鐵礦過多時，硫化鐵礦物

被硫磺細菌氧化，會產生過多的硫酸，使土壤 pH大幅降低，對作物生長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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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排水不良的土壤環境，S、Mn與 Fe受嫌氣性細菌作用均易發生還原作用。植物所吸收

的鐵，主要為溶解性較大的 Fe+2，故鐵之還原對植物營養有益，但溶解性 Fe+2過多時（通常發

生在土壤長期浸水時），則對植物生長有害。 

二、請說明農產運銷的意義?並說明農產運銷可創造出那些效用? (25分) 

【擬答】： 

 

Marketing」，意思是將產品從生產者轉移到消費者過程中的各種商業活動，

又稱行銷或流通。因此，農產運銷就是將農產品或其加工品，在適當時間以適當的數量和價

格，從生產地移轉至消費地，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各種活動，這些活動也包含了勞務付出在

內。 

運銷係指農產品之集貨、選冸、分級、包裝、儲存、冷

凍（藏）、加工處理、檢驗、運輸及交易等各項作業。指將農民所生產的農產品，從產地轉

移到消費者手中，其間所做的各種經濟活動，即稱為農產運銷 

.農產運銷的效用：可達貨暢其流的功效。 

 

 

 

 

 

 

三、森林除了直接對人類食、衣、住、行方面產生效益外，另外亦有很大的間接效益，請加以說

明。( 25 分) 

【擬答】： 

間接效益：又稱公益性功能。 

： 

 

5℃。 

20～30℃。 

 

患，是自然的大水庫。約可吸收 1/4 到 3/4 的降雨，平均為二分之一。 

暴雨對地面的直接打擊，衝擊土壤表面。根群密布又能牢固的抓住土壤，將土壤與母岩連成

一體，防止土砂被雨水沖走，減輕滑坡及土石流的發生。 

100

畝已長成的防風林，可保護農田 1萬多畝，減少災害。 

林提供整個生態系的平衡發展，對於地球村生生不息的永續發展，有極重要的地位，是陸地上

對環境作用最明顯的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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黴菌等，並且還能夠防止害蟲以及雜草對人體的侵害，有助於人類健康。 

環境組成不同的夢想或雄偉或秀麗，隨季節變化，各地森林

遊樂區可提供民眾遊憩及登山健行。 

 

疫力，有利於人們健康，陶冶人們情操。 

空氣中 60%的氧氣來自森林植被。森林具有吸塵作用，森林減低了風速，起到降塵的作用，並

吸附大量飄塵，森林還能吸收 26%的聲波，具有減少雜訊的作用。 

 

 

四、在有機栽培上，常利用耕作防治法以防治病蟲害，請說明主要的方法有那些? (25分) 

【擬答】： 

採用一系列之農業耕作措施，以抑制害蟲的發生、繁殖，直接或間接地消滅害蟲，或促成農作物

之生長發育的強勢，進而抗、耐害蟲為害，或更進一步創造有利其天敵生長之環境，而使農作物

免受或減輕害蟲為害的方法稱之為農業防治。其操作技術包括；抗病、蟲品種、土壤管理、輪

作、間作、整技、水分管理、肥料管理…等。 

生時間或選擇蟲害發生較輕微之農地栽培作物，即可減輕蟲害問題，此防蟲策略最適合運用在

耐貯存之糧食作物上。以有機玉米及水稻栽培為例，調整玉米栽培時間，避開玉米螟發生高峰

期(夏季)，可減少對該蟲之防治投入。另，水稻一期作病、蟲害發生較二期作輕微，以此季生

產一年所需之稻穀量，即是明智之避蟲策略( 特冸是在宜蘭縣執行成效最佳，因該區只栽培一

期水稻，部分病、蟲發生受阻，維持較低密度)。 

68 號、臺農 69 號及 70 等均屬抗褐飛蝨之品種，台南 17 

號玉米對玉米螟亦具抗性。 

壁，增強作物抗病能力。多氮栽培往往造成二化螟、縱捲葉蟲、褐飛蛾及浮塵子類的發生較嚴

重，矽肥之施用，使蟲害減輕。多氮之甘藍園，發現桃蚜發生增多。 

物營養以增強抗性，是土壤添加物防治有害生物之三項重要機制。 

( 如介殼蟲、蚜蟲及

膠蟲)之重要方法之一。 

操作亦有蟲害防治之效果，罹蟲枝條之處理更是排除移動緩慢、孤雌生殖害蟲 

芋及菁蔥誘集，再加以有效防治。薄荷類、迷迭香、野碗豆、除蟲菊、大蒜、辣椒被提到對夜

盜、蚜蟲具忌避作用長之果樹作物，輪作的應用則受限制。間作或混作有延緩病蟲害擴散，但

利用時應注意作物間之親緣關係、作物特性及彼此間之競爭與作物之生長期、收獲期…等事項

。木瓜、玉米混種，可減少蚜蟲傳播輪點病，同理可知木瓜上蚜蟲之發生可較緩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