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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前於今 (112) 年 5 月 4 日發布「食農教育專

業人員資格及培訓辦法」，針對「食農教育專業人員」

資格條件必須於申請前 2年內完成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共同培訓時數8小

時課程，包括線上

課程為「食農教育

政策與法案說明」

2 小時、「食農教

育專業人員申請

規定與流程」1小

時，實體課程為「食農教育推動方向與實務解析」5小時。

本場於今 (112) 年 7 月 4 日在樹林分場 2 樓大禮堂

辦理實體 5小時之課程「112 年食農教育專業人員共同培

訓 -食農教育推動方向與實務解析」，現場共有 75位學

員全程參與，課程內容由戴介三助理研究員講述「食農

教育政策與法案簡要說明」，介紹食農教育政策法案與

推動方向、食農教育教學資源分享、推廣食農教育架構、

解析方式與討論說明；楊志維副研究員進行生產篇的案

例介紹，播放《藕是一群農夫》、《臺灣香檬酸甜味》

影片進行小組討論與解析；傅智麟副研究員進行團體篇

北部桃竹苗

稻作生產區以第 1

期稻作為最主要

的栽培生產季，

然而此處多個鄉

鎮地區水稻種植

於靠近山區、河

谷等不通風地形，

稻株生長至 5月中下旬分蘗盛期，常遇到梅雨鋒面降雨，

此時的高濕環境有利於稻熱病病原孢子的傳播與疫情傳

佈，一般雖可以用化學藥劑防治，但在嚴重的情境下，

往往施藥 2~3 次仍難以壓制稻熱病害的蔓延，倘若在種

植初期選擇抗病性較佳的品種，可望降低疫情的傳佈。

因此，為提升水稻品種的稻熱病抗病力，本場自 104

年起，利用分子標誌輔助回交選拔之育種策略，導入抗

稻熱病基因至水稻品種桃園 3號的遺傳背景中，選育出

抗稻熱病品系桃園育 10620613 號，歷經 8年的時間完成

此新品系的試驗與檢定工作，並於 112 年 7 月 7 日提出

新品種的命名審查；審查會議中經過委員的提問與推廣

上的建議，最後核定通過命名為‘桃園 7號’。

水稻新品種桃園 7 號承繼桃園 3 號品種的優點，具

有稻穀粒形大、米飯具芋頭香氣、產量穩定的特點，此

外，還大力提升對稻熱病的抗病能力。今 (112) 年在新

竹縣峨眉鄉的試種田區仍以不噴施稻熱病防治藥劑的栽

培模式，桃園 3號在種植 2個月後罹患嚴重的葉稻熱病，

植株幾乎枯萎至死，縱有少數植株勉強抽穗，亦見嚴重

的穗稻熱病發生，產量幾乎無收；相較之下新品種桃園 7

號仍維持正常抽穗充實，幾無穗稻熱病發生，植株對於

當地的葉稻熱病及穗稻熱病有極為不錯的抗性表現。期

待此新品種育成後，將大力推廣於通風不良的稻作生產

區，提供農友新的栽培選擇，除可降低稻熱病疫情危害

之外，對於農藥減量的推動上亦具有正面助益，更可減

少農友成本支出與增加環境友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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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新品種桃園 7號田間訪視情形 ▲水稻品種桃園 7 號 ( 左 ) 及桃園 3 號 ( 右 ) 於新竹
縣峨眉鄉試驗田區以不噴施防治藥劑之栽培模式觀
察其生長表現差異

▲水稻品種桃園 7 號 ( 左 ) 及桃園 3 號 ( 右 ) 於本場
試驗田經慣行藥劑防治之栽培模式觀察其生長表現
差異

▲水稻新品種桃園 7 號命名審查會由本場育種人員
簡禎佑副研究員進行報告

▲本場辦理的 112 年食農教育專業人員共同培訓 -
食農教育推動方向與實務解析，共 75 位學員完
成 5小時課程內容

▲參加水稻新品種桃園 7號命名審查會人員共同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