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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與屏東科技大學於 113 年 11
月 14 日在該校共同舉辦「2024 園藝
治療國際論壇」，園藝治療的跨國學
習集結國內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共同
推展國內園藝治療產業，是臺灣園藝
療育領域重要的一天，全臺逾 160 位
專家與相關產業人員齊聚屏科大，參
與由本場與該校景觀休憩研究所共同
辦理的「2024 園藝治療國際論壇」。
論壇主題為「培育健康：園藝治療的
跨 國 學 習 」， 邀 請 4 位 資 深 國 外 專
家，分別是美國園藝治療研究院主席
教 師 Rebecca Haller、 美 國 的 資 深
實 務 操 作 園 藝 治 療 師 Elizabeth K. 
Shortridge、韓國園藝治療實務工作
者 Jeeeun Kang 博士等 3 位美國園藝

文圖 / 陳世芳
2024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於 113

年 10 月 10 日在臺北世貿中心展覽一
館盛大開幕，農業部以「永續發展館」
規劃「數位轉型」、「綠能潔淨」及「循
環永續」3 大主題，展出農業創新技
術研發成果，並於開幕當日下午辦理
農業部暨所屬機關 ( 構 ) 研發成果管
理及運用表揚頒獎暨簽約儀式，本場
獲頒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獎優良管理
單位組與優良管理人員組等兩個獎項
的肯定。另外，本場「機能性合生元
組合配方」在胡忠一次長的見證下，
由本場楊宏瑛場長與生展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魏鈺珊副理完成簽約授權

2024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參展紀實
儀式。

本 次 博 覽 會 本 場 展
出「青花菜智能栽培管理
模組」、「鼓風驅動構造
之設計改良」及「木黴菌
TCT101 菌 種 製 作 與 農 畜
剩餘物質再利用技術」3 項
技術。為解決青花菜產業
產期集中、生產受環境影
響大及生產機工成本高等
問題，結合作物生理、環境
參數及品規資料管理，輔以
AloT 及 UAV 光譜植生指數分析等技
術，建立青花菜智能栽培管理模組。

利用智能栽培管理模組對
青花菜產量預測準確度則
可達 94%；農民於田間多
採用傳統燃油型車輛或動
力機具進行噴藥、搬運及
栽培管理等作業，為協助
產業轉型減少碳排放量，
並逐步導入電動化機具，

研發電動鼓風噴藥機可協助產業製作
省工減碳，促進產業轉型。

此外，為有效去化農業剩餘物質，
本場研發多項木黴菌種，如研發木黴
菌株 TCT101 於農畜剩餘物質處理流
程與製作堆肥與液肥，可以快速分解
有機材料，並調製成生物性有機質肥
料 ( 固、液態有機肥 )，兼具生物性肥
料之功能，具備操作方便、成本低廉、
縮短製程及降低臭味等綜合效益。

治療協會認證且經驗豐富的註冊園藝
治療師及日本失智症預防協會副理事
長 Kenshi Nishino 博 士， 最 後 由 屏
科大景觀暨遊憩管理所廖曼利助理教
授分享臺灣專業園藝治療學程。

農業部科技司李紅曦司長出席致
詞說明「健康臺灣」是國家重要政策
之一，目標為提高國人平均餘命，降
低不健康年數，並兼顧身心靈的健康。
農業部自 109 年啟動綠色照顧政策，
現已成立 288 家農漁會及社區綠色照
顧站，累積服務農村高齡者超過 80 萬
人次。近年，農業部農村水保署推動
「農村綠照員」及林保署「森林
療癒人員」亦開發職能基準。

本場投入園藝療育研究已逾
20 年，目前在療育場域營造技

術、園療活動開發及健康效益評估成
果豐碩，鑒於國內園藝療育逐漸產生
職能需求，缺乏適當的分級與符合實
務操作需求的職能基準，遂於 112 年
與屏科大合作，借鏡國際推展經驗，
規劃園藝療育培訓課程及專業級職能
基準。因此，特邀美、日及韓兼具學
者與園藝治療師資格且長期推動產業
發展的專家，及國內學者齊聚，向國
際先進學習。另就臺灣現有的園藝療
育課程與產業現況進行分享與交流，
藉以規劃推動臺灣園藝療育職能基準
及促成未來之研究。

▼ 本場獲頒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獎優良管理單位組獎項，楊宏
瑛場長 ( 左 3) 代表領獎

▼ 本場轄區獲第 34 屆全國十大神農與模範農民選拔的
農友 ( 圖 / 李昱錡、游詩妮 )

▼ 農業部科技司李紅曦司長 ( 左 2)
讚許本場青花菜智能栽培管理模
組，提升青花菜產量預測準確度
( 右 2 為錢昌聖副研究員 )

▼ 張佳偉助理研究員 ( 右 )
向民眾解說鼓風驅動構
造之設計改良應用

▼ 感謝促成本論壇的貴賓，農業部李紅曦司長 ( 右 3)、王仕
賢技監 ( 右 2)、本場楊宏瑛場長 ( 右 ) 領獎

▼ 李紅曦司長開幕致詞說明
「健康臺灣」政策新目標，
農業部綠色照顧政策與推動
成果，以及本場近 20 年在
園藝療育之研究與推廣成果

2024 園藝治療國際論壇紀實
文圖 / 許嘉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