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抽絲剝繭幫你治本！興大植物教學醫院做農民的後盾 

2018 年 4 月 10 日，全臺首座植物教學醫院在國立中興大學開幕。要讓農民精準

用藥，達到農藥減量的目標，進而守護全民食安，植物醫師於其中扮演極關鍵的

角色。在外來入侵害蟲的防範、行道樹的診療等面相，也都依賴其專業。待未來

《植物醫師法》上路，建立制度、保障植醫的職涯，才能為臺灣的農業儲備足夠

的醫療能量。 
 
食安釜底抽薪 教學醫院教農民安全用藥 
「人生病了會找醫生，動物生病有獸醫醫治，那植物生病了，要找誰診療？植物

醫師是相當重要的。」興大植物教學醫院院長、興大昆蟲學系副教授莊益源說。 
 
2013 年，興大匯集農資學院底下農藝系、園藝系、植物病理學系、土壤環境科

學系和昆蟲系五系所的師資，成立植物醫學暨安全農業碩士學位學程，希望培養

學生在植物診療上所應具備的專業涵養。 
 
以現狀來說，當作物遇到病蟲害，農民大多習慣請當地的農藥行推薦用藥。然而

若對病蟲害沒有正確認識、無法與新知接軌導致誤判而下錯藥，或施用過量、混

用，不僅無益於病蟲害的防治，也可能因此危害消費者的健康。近十年層出不窮

的食安事件，讓行政院於 2014 年成立跨部會的「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提出

「食安五環」改革方案。其中，「推動植物醫師制度，客製化輔導農友病蟲害管

理及安全用藥」，即為第二環「重建生產管理」的重要推動項目，也因而促使《植

物醫師法》的討論被重新端上檯面。 
 
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補助中興大學成立全臺首

間植物醫院，期盼在立法的過程中，植物教學醫院可以同步試辦運作，作為未來

建置診療制度時的參考。此外，醫院也能成為培育學生的場所，提供實習的機會，

增加就業能力。 
 
資深農業顧問幫助農民 對症下藥、節省成本 
興大植物教學醫院提供電話、email、醫院官網表單及現場 4 種方式，供欲進行

植物診療的農民掛號。櫃台的儲備植醫會將收到的植體依病徵進行分類，請專精

該領域的駐診醫師進行診斷。對於種植果樹的農民來說，由於不可能將整棵樹搬

進醫院，採樣的部位也可能跟診斷所需部位不同，植醫會與農民溝通需採集的部

位，或進一步安排田間診斷。 
 
診療所需費用為掛號費 100 元／次，到院診察費為 480 元／節（30 分鐘），外診

費 2000／時／醫師（交通費另計）以及專業檢驗費（依送檢單位收費標準計價）。

「應該要建立使用者付費的概念，」莊益源表示，過去農民遇到問題時多求助農



藥行、農試所或改良場，而農試所和改良場之所以能提供免費服務，是因為有政

府編列的計畫來支應，也因此，植物教學醫院提供的收費服務會讓農民有比較多

的考慮。不過，經過植醫診療後，農民會發現部分病蟲害未必會影響產量而不須

防治，或因對症下藥而節省成本，「也許本來用 4～6 支藥，現在只要用 1、2 支，

省下的錢比診察費還多，還有助於農藥減量。」 
 
醫院於週一至五提供看診服務，主要由植物病理學系、昆蟲系和土壤環境科學系

的教授組成駐診醫師團隊，農資院其他系所的教授提供支援。另外，借重退休教

授豐富的專業知識及長期在田間與農民溝通的實務經驗，與校內在職教授合組農

業專家顧問團，成員約 40 位。簡易案件的診療及行政工作則有 3 位儲備植醫協

助。 
 
在醫院培訓全方位診療能力 和田間溝通軟實力 
三位儲備植醫皆為為農資學院碩士生，負責輪值醫院櫃臺並分派案件，也協助駐

診醫師診療、出具診療報告和建檔。除了醫院的工作外也支援教學工作，例如向

其他碩士學程的學生分享處理案例的經驗，也帶學生到田間觀摩診療過程，增進

實務經驗。 
 
在醫院工作，可為儲備植醫培育原本專精領域以外的農業知識。莊益源笑著說：

「農民不會因為你是昆蟲系畢業的，就只問你蟲的問題。我以前在高雄區農業改

良場工作的時候，每次跟農民說我是昆蟲系畢業的，農民都問我肥料要怎麼用。」

他表示，植醫養成不易，對作物修剪、植物生長勢的觀察等都要有基本的概念。 
 
興大植物病理學系碩士班畢業、2018 年進入興大植物教學醫院的儲備植醫吳志

恩認為，要專精每一種作物有相當難度，最快的學習管道就是跟著不同領域的駐

診醫師學習。「有位老師是柑橘方面的專家，到田間看一眼就可以說出農民過去

這一年某個時期月分的施肥、修剪、降雨狀況等，我很希望能練就這樣的功夫。」 
 
此外，也可以訓練與農民的溝通能力。莊益源說：「在荔枝、龍眼上至少有十幾

種毛毛蟲，農民通稱『青蟲』，晚上才會出來的叫『夜盜蟲』。他們不會像我們分

得那麼詳細。毛毛蟲還算大型，薊馬更小，不容易看到。你若硬要跟他說這隻是

小黃薊馬，那隻是臺灣花薊馬，他們很難分得清楚、也聽不進去，通常會教他們

看危害的模式，他們就容易分辨。」 
 
到田間抽絲剝繭，找出治本解方 
會讓植物生病的因子很多，需要相當的專業和經驗才能得到正確診斷，依據農民

的陳述有時只能獲得片段的資訊，到田區才能挖掘到更多蛛絲馬跡。興大昆蟲系

碩士班畢業、2018 年進入興大植物教學醫院的儲備植醫吳宗澤分享，曾有農民

未帶任何植體，直接斷定作物患了白粉病，他到現場才發現是昆蟲分泌蠟絲導致



葉面覆蓋白色絲狀物，是蟲害而非病害。 
 
也有些時候，造成問題的並非病蟲害。有農民曾拿著患病的水稻向莊益源求助，

排除病害和蟲害的可能性之後，經由實地訪查和溝通後才知道原來是施用殺草劑

造成的藥害。吳志恩也曾在茶園看到茶葉呈現焦黃的徵兆，經由細心觀察發現附

近土地有火燒的痕跡，加上鄰近火源側的焦黃狀況比較嚴重，才判定是熱氣造成

的問題。 
 
對儲備植醫來說，協助駐診醫師診療的過程是練功也是挑戰，看到農民因為他們

的服務而獲得作物狀況的改善，也會升起莫大的成就感。有農民在吳宗澤的建議

下透過澆水方式的改變，成功改善地瓜的生長狀況。「臺灣過去風調雨順，那位

農民根本不需要澆水，因此沒有水分管控的經驗。」農民做畦做得太高，地瓜新

苗的根系吃不到水分，加上土壤不保水，用漫灌的方式無法達到效果。農民跟著

他用人工方式澆水後，過了幾天就很高興地回報植株的生長狀況獲得改善。 
 
有效防範外來入侵害蟲、醫治路樹 
植醫的專業除了造福個別農民，也對整體農業帶來幫助。莊益源在幫太平區農會

產銷班農民培訓的過程中，得知荔枝和龍眼的 50、60 幾種害蟲中，荔枝椿象、

荔枝細蛾以及東方果實蠅是農民最頭痛的三種害蟲，因此在臺中市政府的經費支

持下，於 2021 年開啟荔枝和龍眼的害蟲監測及防治計畫，希望透過示範區的成

效能開啟與更多農會的合作，讓更多農民受益的同時，也提升植醫的宣傳效率。 
 
「以前在結果期的時候，農民就開始每週噴藥。」莊益源帶領植醫團隊協助建置

害蟲監測制度，教農民透過每週發送的害蟲密度資料辨別危害程度以精準施藥。

經過宣導，農民施用藥劑的支數已大幅減少。此外也導入非農藥資材的使用，例

如在夜間透過燈光誘捕器降低蛾類害蟲的密度。 
 
而針對最難纏的荔枝細蛾，則提供施藥、清除落果等建議。莊益源表示，過去農

民都會認為荔枝、龍眼的落果為正常的生理性落果，但檢查後發現，示範區的落

果中有高達 60%屬荔枝細蛾的危害，建議農民若危害嚴重必須投藥。另外也必須

清除落果，以免幼蟲羽化成蛾，加強防治難度。從 2021 年 2 月輔導至今，透過

田間害蟲密度監測，提醒農友適時進行相關防治工作。 
 
此外，醫院也協助防檢局進行秋行軍蟲、番茄潛旋蛾等外來入侵害蟲的監測。除

了糧食作物領域外也有行道樹的業務，例如都會公園、停車場樹木的定期診斷和

醫治。2018 年曾展開搶救刺桐大作戰，成功醫治惠來公園等處因外來刺桐釉小

蜂受到危害的 133 棵刺桐。 
 
盼《植物醫師法》上路 為農業投注新能量 



植物的診療仰賴植物醫師的專業，莊益源認為應該要適當立法，診療行為才有法

源依據。農委會為了推動《植物醫師法》，除了原先試行的 4 所大學教學醫院及

農民團體儲備植醫，2021 年擴大辦理，在 30 個農會、5 個鄉鎮公所及 11 個農委

會試驗改良場所進駐 46 位儲備植醫，希望未來立法通過後可以順利銜接。 
 
吳志恩和吳宗澤認為植醫證照不僅代表對專業能力的肯定，也因具備執業的資格，

能擴大植醫的出路，待《植物醫師法》通過，將努力取得證照。吳宗澤認為植醫

能給予的是整合性的治本建議，而不只是建議用藥，若植醫能在產地開設相關診

所就近服務農民，可為農民帶來即時的幫助。吳志恩期盼可運用植醫的身分對消

費者進行食安教育，用消費者的力量增進農民進行農藥減量栽培的動力，帶動產

銷正循環。 
 
「臺灣是一個島國，要有糧食自給的能力，所以有專業人員幫栽培作物做適當診

療是很重要的事情。」莊益源說。期望透過專法的確立，讓植物醫師制度化，培

養出具有診療資格的醫師，也能保障其職涯。當農民因此能精準用藥並善用非農

藥防治資材，才能達成農藥減半的目標，打造讓消費者放心的食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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