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稻米研究所學者(SYLVIA 〝Bong〞 
C. Villareal)指導飛蝨及葉蟬類蟲卵受卵寄
生蜂寄生率調查

  國際稻米研究所學者(前方者，Josie 
Lynn A. Catindig)協助本場進行水田生態
系昆蟲之鑑定

本場訂於本(107)年8月27日至30

日辦理農民學院「智慧農業4.0（共通

課程）」訓練班，介紹如何利用感測技

術、智能機器裝置、物聯網及大數據分

析等技術，使農業生產智慧化及農業產

銷服務數位化，進而讓農友可優化作物

栽種流程及提升販售能力，實現增產增

收。歡迎對本課程有興趣的農友踴躍報

名參加。

臺灣農業正因全球氣候變遷，造

成缺水、乾旱及寒害等情形發生機率改

變，導致作物耕作時期面臨更多挑戰而

增加營農風險；且因耕地零碎，從農者

多為小農或兼業農，農產品生產難以長

久穩定，又無法即時掌握消費者需求，

使得消費市場常見產銷失衡狀況；而少

子化現象越趨明顯，農村人口老化及缺

工情形日益嚴重，農事經驗傳承出現斷

層，皆對整體產業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智慧農業的導入，即是希望能使農

業生產智慧化及農業產銷服務數位化，

解決農產業發展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例

如使用感測技術，使農友可迅速瞭解田

間栽植作物的光照、害蟲發生、土壤水

份及肥料分布情況，再據以預測生產日

程、精確施藥及合理化施肥。智能機器

裝置的研發利用，如無人機施放肥料或

藥劑，可降低田間作業人力需求，提升

耕作效率，更考量農村老農的體力下降

及一般田間作業安全，推出不少省工省

力的設計。而田間生產及消費者購買記

錄的大數據累積，可應用來計算各項資

材花費、最適合生產量和售價、及分析

市場供需等，達成有效降低成本及因應

市場變化等作用。

本課程需於農民學院網站線上報名

（網址https://academy.coa.gov.tw或文

末掃描QR Code），報名日期自即日起

至8月3日，若對本課程有任何問題，歡

迎來電037-

222111#393

古 小 姐 洽

詢。

為瞭解苗栗地區水稻飛蝨及葉蟬

類害蟲卵寄生蜂寄生率，作為水稻天敵

防治推廣之參考與推動水田濕地生態

系之營造，本場於6月29日邀請國際稻

米研究所學者Josie Lynn A. Catindig及

SYLVIA 〝Bong〞 C. Villareal至本場進

行褐飛蝨抗性之穩定表現及稻害蟲寄生

蜂調查實務交流，並協助水田生態昆蟲

鑑定技術，有利於本場有機農業及友善

環境耕作研究資料之建立。

國內長期以來慣行以化學農藥方式

進行田間蟲害控制，施用不慎時即可能

造成部分農藥殘留，引起國人對食安之

疑慮，對此，農委會近年來積極推動有

機及友善環境耕作模式，希望透過天敵

昆蟲或寄主之方式控制田間害蟲數量，

減少農友對化學農藥的依賴性，並減輕

民眾之疑慮。本次訓練主要進行水稻害

蟲，包括褐飛蝨、斑飛蝨、白背飛蝨、

黑尾葉蟬及電光葉蟬之蟲卵於田間受卵

寄生蜂寄生情形判斷及寄生率調查，另

外亦進行水田生態系昆蟲鑑定技術交

流，有助於指標昆蟲資料庫之建立，作

為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模式之參考。國

際稻米研究所學者Josie表示，化學農藥

除殺死害蟲外，連帶造成天敵昆蟲之數

量減少及生態失衡，反使害蟲族群難以

控制，農友需要提高農藥施用量及種類

進行防治，除造成食安之疑慮，亦會提

高栽種成本；然而臺灣地區之飛蝨及葉

蟬類害蟲卵寄生蜂種類及族群豐富，且

田間寄生率表現較菲律賓高，顯示天敵

防治模式於臺灣確有發展潛力。

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農藥減量政

策，本場亦積極發展生物防治之研究，

希望透過天敵防治及生態系之建立，可

有效降低害蟲嚴重發生之機率，減少農

藥施用量及施用次數，保障農作物安全

及民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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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邀請國際稻米研究所學者進行水稻天
敵防治及水田生態昆蟲鑑定交流

農民學院「智慧農業4 .0（共通課程）」訓
練班即將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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