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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農業科技研究課題（2012-2015 年） 

I.穩定糧食供給 

1. 應用地區條件及資源，建立水田與園圃的多產輪作制度 

(1) 建構水田輪作區的新一代基礎技術及低成本的生產系統 

以提升水田輪作的生產力、耕地利用率及降低成本為目標，改進水稻生產的基礎栽培技術。

此外更減少總項目生產成本，使其金額降到平成 20 年（1998 年）的五成上下，並建立能配

合地區特性的水田輪作制度，增加兩成左右的耕地利用率。 

 

為了達成水稻收穫量成長 50%、大豆收穫量成長 25%的目標(與慣行栽培法相比 )，研發下列

各項基礎技術：利用多用途水稻品種的低投資多產量栽培法、活用根菌機能的大豆多產栽培

法、以及利用地下水位控管系統發展出的供排水管理技術。配合地區條件，建立以稻─小麥、

大麥─大豆輪作法為基礎，並在其中添入蕎麥、油菜等作物的高精化耕作制度，並實際驗證

此技術。在最佳耕作期短少的北海道與東北地方，則是活用穀物條播機或耕犁等工具，實現

高效率的大規模水田輪作制度。北陸地方則是因應該區黏質土壤的低排水性，使用開挖田梗

時同時播種的技術、或是加以空氣輔助直播機及其它工具，以湛水直播法行兩年三作的耕作

制度，進而穩定小麥、大豆的產量。在關東地方及東海地方，則對應該區在播種時期的降雨

狀況，以不耕耘或是淺耕技術配合地下水控管系統，施行兩年四作制。在近畿、四國、中國

這三個地區，則是在少雨條件下使用節水型水稻直播法，或是利用小麥、大豆的簡耕法，開

發中小型水田的省力輪作系統。在九州地方，則是研發適用於多種作物的表層散播機，或配

合能輔助秧苗直立的材料，發展可對抗高溫缺氧狀態的水稻直播技術。另外，依據耕地分析

與雜草生成量預測的結果，例如土壤分析或雜草種子量分析等，導入適合材料，進而開發能

維持並增進地力的土壤管理技術，抑或是能降低除草劑使用量達六成的雜草控管技術。 

 

(2) 發展可支援土地利用型農業的前導型選育方法與基礎技術 

依照日日本內氣候的分佈狀態條件，選育高品質的小麥、大豆，並培育符合一年輪作或其它

新型需求的水稻品種，藉以達到進一步降低成本、提高生產力以及擴大一年輪作等目標。開

發此技術的同時，同時研發新技術，使該技術成為前導選育方法之基礎。 

水稻方面：因應社會要求，開發能作為稻米麵包的稻米，更配合飲食業業務需求，添入抗病、

多產、適合直播、耐高溫及一年輪作等多種特性之外，更活用 DNA 分子標記及其它技術，

開發能提高育種效率的技術。此外也研發能將 100％稻米粉、玄米粉及其它種類的稻米粉轉

變成麵包的烘焙技術，並開發能活用米糠及其它未被利用部分的加工技術。 

為了更快速地提高生產力、並在氣候變動下維持穩定品質及收穫量，將瞭解影響稻米產量及

環境抗性的機制，並活用與這些機制相關基因，開發品種改良用基因片段，同時也研究可以

分別管理一般稻米與基因改造稻米的技術。 

小麥方面：以大幅度擴大國內產量為目標，培育出作為麵包用、麵條用等等不同品種的小麥，

使其具有匹敵輸入品牌的高品質。另外，利用 DNA 分子標記，培育出具有害因素抗性，如

具赤黴病抗性，或是其它特性的優良品種。同時也研發在澱粉、無穀蛋白黏膠質等方面具有

特殊性的品種，並針對此類符合市場新需求的小麥，開發適合的利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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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麥方面：添加高量β-葡聚醣含量或突變澱粉等等新式胚乳特性，培育出能擴大市場新需求

的高品質大麥或大麥粉用品種，並開發相關產品利用方法。此外也會培育具複合抗病性的穩

定高產品種，並開發出可作為飼料、一年輪作的品種。 

大豆方面：利用 DNA 分子標記等技術，研發出能對抗主要病蟲害、抗倒伏、抗裂莢的品種，

並將其培育為適合機械耕作的穩定高產品種。同時研發在植株外型及其它特性改變後，能省

力收成的高產品種。另外，瞭解大豆在蒸煮後利於加工的特質，並研發有望開啟新市場的有

色大豆、或是蛋白質構成突變大豆等等新型態品種，以及相關產品的加工利用技術。更將利

用分子生物學及其它方法，探究造成濕害的機制，進一步以提升小麥的抗寒性與抗發芽性，

提高大豆的耐寒性、耐澇性，並在同時將研發與這些特性有關的基因表現調控技術，同時開

發可改善這些特性的品種改良用基因片段。 

 

(3) 確立能配合營業需求的先進輪作制度並培育領導品種 

在營業用、加工用農作物為主流趨勢的現行市場裡，以復甦國產品的消費為目標，建立多用

途、滿足多樣需求且省力的農作制度。 

 

在寒冷地區所行的大型農作方面：以削減現狀四成的勞動時間與二成的生產成本為目標，將

使用整薯播種或雙脊收割機的馬鈴薯土壤調理栽培系統進行改良，並開發洋蔥及其根莖類蔬

菜的省力生產技術系統，建立預設面積為五十公頃左右的大規模輪作系統。 

 

溫暖地區：以擁有二、三十公頃農作的經營者為目標客戶，發展能節省三成勞動時間的高效

率育苗、採苗制度，並研發機械化的露天蔬菜栽培技術，同時更進行農牧合作，建構出低成

本且省力的輪作制度。 

 

年均溫八到十二度的次寒冷地區方面：活用東北地區的氣候特色，以過渡期時也能接到營業

用、加工用訂單為目標，研發洋蔥及其它蔬菜的新栽培型態。同時也配合露天蔬菜的成長階

段，研發抗旱防澇的地下水位控管技術，以求穩定的作物產量。 

 

為了在氣候異常時，可以藉產地間的合作來調節農作物供給量，將研發以蔬菜成長、生產量

的預測而衍生出的出貨量預測制度。此外，為了能回應營業需求、培育出露天蔬菜的前導品

種，將開發與捲心菜的抗根腫病特性相關的基因分子標記技術、培育加工產量高的洋蔥、並

研發在水稻田轉作地擴大栽植後，便能四季生產的春夏收成短葉蔥。 

 

(4) 建立農業技術的經營評估系統與經營管理制度 

以建立低成本高產量的輪作制度、加速新技術與新品種的普及為目標，對前導型生產技術系

統施行管理評估，建構出活用新技術的地區農業商務模組。另外也制定多樣化的就農方法、

並建立經營管理制度來鼓勵民眾投身農業。研究地區農業的動向及各種需求，提出今後農業

技術的發展方向，對農作的前導型生產技術系統施行管理評估，並研發融合環保觀點的經營

評估方法。更進一步以提升產量為目的，活用研究機構所開發的新技術或新品種，建構出地

區農業的商業模組，並通過當地實測，驗證其有效性。為鼓勵將來能支撐產業的年輕工作者

投身農業，制定非親屬的事業繼承權以及其它多樣化的農業進場方式、建立培育人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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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融合各作物栽培技術、收支資料庫，研發農業規劃方法及分類的標準財務指標，再依研究

開發農業版的經營分析模組，建立新的經營管理系統。 

 

2. 擴大、強化自產飼料的生產手段，開發能有效利用並提高飼料生產量的技術 

為了提高低成本飼料的生產量，配合各地區條件，改良出耐冷、抗病蟲害、或是適合直播的水田

作物，同時並培育在外觀上具辨別度的高產量（1.0 公噸/10 公畝）的飼料用稻米，或研發高 TDN（Total 

Digestible Nutrient )產量（1.0～1.2 公噸/10 公畝）且可作全株青貯料的稻米。此外為了能充份利用水

稻田、飼料作物田、草地，培育出能種植於水稻田轉作地的防澇玉米品種，也配合地區條件，研發適

應寒冷氣候的高含糖量鸭茅品種、或是適應溫暖氣候的早熟玉米。此外更以革新飼料作物為目的，研

發基因分子標誌技術，製造創新的品種改良用基因片段、或是增添作物的抗病蟲害能力。 

生產與利用飼料方面：將各技術系統化，如：與承包商合作，達成低成本低勞動力的省力播種技

術（將播種時間、消耗燃料降為目前五成的播種技術）、 

據土壤分析結果而成的資源循環型施肥管理技術、充份利用溫暖地區土地的兩年五作制飼料生產技

術、省力、省資源的寒冷地區的飼料生產技術、藉農牧合作而成的水田全年飼料生產利用技術。此外，

更研發能有效利用土地資源的放牧技術，例如牲畜出生未滿三月即可託管公共牧場的超早期放牧培育

技術。更進一步研發飼料用稻米、玉米果穗青貯飼料的生產利用技術，用以替代進口穀物，製造自產

濃縮飼料。 

    飼料的配製及餵食方面：則以提升國產飼料使用率為目標，研發適合 TMR (Total Mixed Ration)

中心的 TMR 發酵調配技術、活用酵母菌或是代謝產物特性的高機能飼料的調配技術、以及掌握飼料

生產歷程，並確保安全性的國產飼料流通技術。飼料用稻米方面，則標明乳牛及肉牛的最大餵食量，

並將濃縮飼料作為澱粉來源，開發出適合以飼料用米為食的乳牛之菜單，也研發適合乳牛的飼料配

製、餵食法，並發展適合中小型家畜的飼料用稻米使用模式。為了能更進一步降低成本，並活用地理

條件，生產高品質、高附加價值的特色乳品及肉品為目標，配合牧草的季節性變化及產乳階段，以最

大限度放牧的方式，降低三成飼育成本、並開發新的低成本乳牛飼養技術。此外，因放牧後的補償成

長、以及利用棄耕地的放牧肥育法，牛隻肉量將增加。因應此肉量增加狀況，研發瘦牛肉的生產技術

及品質評估技術，並活用飼料用稻米及其它自產飼料資源，開發黑毛日本牛的生產技術。 

 

3. 參考牲畜的新陳代謝特性，開發飼養管理及穩定牲畜供給之育種、繁殖技術 

在培育牲畜方面，以提高家畜生育能力為目標，研究如何評估強健度、繁殖力等遺傳能力的基準。另

外也尋求雞隻基因中，有益經濟效應的遺傳訊息，建立有利育種的基因改造技術。蜜蜂方面則配合蜂

群數量不足的現狀，研發對維持蜂群數量最為重要的抗病害技術。而在繁殖牲畜方面，因應近年來因

發情不足、胚胎死亡，導致牛隻受孕機率降低的狀況，深入研究並瞭解發情不足的原因及維持妊娠狀

態的機制，訂定妊娠初期的診斷指標以及識別胚胎死亡期間的妊娠監控指標。另外也研究可藉催化黃

體素而提高受孕率的技術、並開發活用抗氧化性物質而改善繁殖力的技術。 

    為了提高牲畜胚胎的生產品質，將活用基因及遺傳訊息表現，研究如何評估複製胚胎品質的方

法。也利用生殖工程技術，例如將易於成為新個體的生殖細胞加以生產及長期保存的技術，研發能生

產高品質胚胎及生殖細胞的基礎技術。飼養管理方面：伴隨著生產品質的提高，近年來因過度的生理

負荷而起的代謝疾病有增加之趨勢。為改善這樣的情況，將施行精確的營養管理，並添加功能性飼料，

以確保高生產效率，並以建全的營養生理為著眼點，改良飼養管理技術。 

    另外，更以國產畜牧產品的品質及生產效率再提升為目標，解析牲畜成長初期的營養控制對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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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的影響，並進行瘤胃發酵限制因素的基礎研究，藉以提升粗飼料的使用效率。乳牛的產乳高峰期，

因與下次繁殖準備期重疊，而有著爆發生產疾病的風險；當產乳曲線得以平均化後，牛隻的受孕率及

抗病能力都會有所提升。由降低產乳高峰期的生理負擔的新觀念加以著手，平均化牛隻產乳曲線、制

定專屬產乳期間的營養指標，研發能增加一成收益的高效益牛群管理技術。 

 

4. 建構日本式設施園藝的高利潤生產制度 

(1) 建構高利潤的日式設施園藝生產制度 

設施園藝面臨許多問題，例如燃料及物料價格飛漲、須降低環境負荷的壓力、獲利持續低迷

等等。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將利用省能且低成本的環境控管技術及適應生產制度的品種，研

發省力、減碳、低成本的栽培技術系統。 

 

以設施園藝主要栽植的蔬菜為目標對象，統一並改進環境與生育的控管系統、研發自動作業

系統、建構綜合資訊利用制度、並配合適於水耕的省力品種，建立出省力少碳且低成本的高

品質年循栽培技術系統。此系統比之慣用栽培法，會省力五成，並且多出三成利潤。在植物

工廠方面，則研發葉菜及果菜類的半封閉型設施生產技術，使生產成本能低於平成 20 年（2008

年）的三成以上。 

 

參考溫室及其它設施的耐風雪設計、開發可以活用農村自然能源的環境控管複合技術，並配

合自然換氣、氣霧降溫、LED 燈管等技術，發展先進的環境控管技術。為求能在丘陵區得到

高利潤且穩定的年產量，研發以節能為主的設施園藝生產技術，例如適合多日照地區的日式

自然日光溫室。同時也以穩定年產量、增加收穫量、提高附加價值為目的，活用凉爽或溫暖

氣候，以草苺為首，開發出設施或植物工廠裡農作物的生產技術。 

 

菊花、洋桔梗方面：分析主要開花時期中的開花反應，以及受日照長短、日光品質影響的分

子機制。此外更分析開花環境，精確地調整開花時期、做低碳栽培，開發出開品質且多收的

生產技術。 

 

茄科和葫蘆科作物方面：研發適合水耕、抗病害、適合加工及營業用途且易生產的優勢品種。

草莓方面，則是求其能在設施或植物工廠中有穩定年產量，開發一年四季皆能收成、或是適

合以培養基種植之優勢品種。研發多用途蕃茄、茄子的基因序列，解析結果性及其它重要表

徵的遺傳機制、並研究控制基因的分離行為及其機能。藉修改色素組成、或導入可合成或分

解色素的酶，研發藍花、黃花或是其它使花卉具有新表徵的技術。此外更開發製作基因圖譜

的技術，以便生產期長、可抗病害及其它具高附加價值的花卉品種。 

 

(2) 開發高品質茶樹、果樹的穩定生產技術 

為確保果樹及茶樹有著穩定且高品質的產量，進而得到高利潤報酬為目標，培育能配合消費

者及生產者雙方需求的品種，更研發省力並減低勞動力需求的生產系統。 

 

日本梨方面：培育能自花授粉、或是有著自疏現象的美味品種，節省授粉以及摘果收成之勞

力。此外更研發以管理結果為中心的低勞力省力技術，並開發能穩定生產量的果肉缺陷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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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柿子方面：培育結實率高、保存期長且口感好的甜柿。此外並淘汰矮株，藉提升樹高，

研發勞力及成本比慣行栽培更少 15%左右的生產技術。葡萄、核果類及栗子方面，也以培育

出美味並容易入口等商品取向的優勢品種為目標，研究分析並評估其系譜特性。柑橘類方面：

培育出容易入口、含機能性成份、並能因不同成熟期而具不同風味的品種，同時並以加工用

水果果園為目標對象，開發出比慣行栽培法節省兩成以上成本及勞力的穩定生產技術。另外

也活用果樹個體的生物訊息，研發穩定的高品質柑橘生產技術。 

 

蘋果方面：培育易成色、抗病蟲害且口感好的品種，更以處理結實及果皮成色時能節省勞力

為目的，研發脫葉技術及其它生產技術。茶樹方面：培育抗病蟲害、具有各式香氣並有著穩

定收穫量的品種；同時也研發含有單寧或是其它機能成份的品種。更進一步，則活用施肥車，

研發省力且低成本的機械化統一作業系統。 

為了能有效率地進行選育，使用基因標記建構日本梨、柑橘的高精準度基因圖譜後，結合基

因表現及基因序列，再度提升該基因圖譜的準確性，再藉由該圖譜，研發與結實率、果實表

徵、抗病害能力有關的基因標記及相關利用技術。 

 

5. 建立可配合地區特性的環保型農業生產系統 

(1) 控管土壤生產力，並開發具有可持續性的農作生產技術 

以有效利用地區資源、管理土壤肥力，進而降低環境負荷為目標，活用農業的自然循環

機制，研究有機資源的循環利用法，並開發出評估及使用土壤肥力的方法，進而削減化

學肥料的使用量。同時並研發下列各項技術並加以實地驗證：根據土壤分析結果發展、

能實地使用並成為適量施肥基本技術的土壤速效氮、土壤速效磷分析法；瞭解牲畜堆肥

中的磷酸肥效能並將其化為資源的技術；活用土壤肥力的技術；藉直接接觸植物根的施

肥方式，進而大幅增加磷肥被利用率的技術。茶樹方面則是開發能減少肥料使用量的技

術，在確保品質及產量的同時，抑制肥料造成的環境負荷。此外更公佈這一連串的控管

帶給地力的長期影響，以及可能連帶產生的有害物質。 

在養份的供應能力容易被抑制的寒冷地區裡，為了能活用蘊藏於土壤中的磷酸、減少磷

肥的施用，將嘗試栽種能利用菌根菌的作物、豐富土壤組成成份，並進一步實地驗證這

些方法。概括來說，為了研發寒冷地區裡有機資源的利用效率，將深入探討植物根部功

能，瞭解其中分解有機物、以及如何代謝的生物機制。在地力因高溫多雨而明顯被消耗

的溫暖地帶農作區裡，則是研發連底層土都適用的土壤肥力評估法，並且通過農田的積

水處理，建立適當的控水技術，使其成為低付出的肥力管理方式。簡而言之，即是開發

減低環境負荷、同時能提升肥料功效的有機物施用技術。由上述方法，將化學肥料的使

用量，減少到慣行施肥法的八成以下。 

 

在引進環保技術後的影響評估上，建構農業今昔環境有害物質的可變動模組，並參考適

用於廣範圍農地水系的環境有害分子降低技術，使該模組也能對引進環境負荷減少技術

的環境進行預測。更由開發水系在面對環境負擔風險的脆弱性評估法、以及評估相關處

理技術效益的方法。 

 

土壤中能分解氮磷的微生物群、關係著作物能否連作的微生物群，皆是維持農業自然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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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機制的生物因素。配合多源基因體定序，瞭解這些微生物群的特性，並找出與農作物

生產力相關的微生物指標。此外，利用微生物特性來改良土壤消毒法，並進行實地驗證。 

另外，配合有機資源再生及減少施肥等方針，以研發可活用農作物本身養份循環功能的

生產技術為目標，解析內生真菌在共生後的固氮原理及利用條件，分析並利用其代謝物

質，進而研發能評估其中營養、壓力以及品質的方法。 

 

(2) 結合生物特性等可替代農藥的技術，研發永續病害蟲暨雜草防治技術 

利用生物機能特性，並以發展農作物的長期保護技術為目標，開發特殊系統，使其能評

估耕地的病原體擴散程度及災害風險、判斷是否須要展開防制手段、並預測防制效果。

更利用生物機能，研發農藥替代技術（減毒病毒、促進熟化的農作物），並全盤分析作物、

媒介生物、病原體三者間的交互作用及環境因素，再據其結果建構綜合防治技術。此外，

也研發能代替甲基溴的環保型土壤病害防治技術，同時更配合地區特性加以改良，擴大

技術的適用地區。 

 

為了能對害蟲的天敵加以利用，以有益農業的生物多樣性指標評價為基準，研發環保型

農業的評估管理技術。此外，利用種植能吸引害蟲天敵的植物的邦格法(バンカー法)，引

進能保護及增強這些天敵的資源，並有效率地配合植被管理、景觀植物，建立十項以上

的綜合害蟲管理系統。為研發長期利用抗病害品種的技術，分析抗稻熱病的基因、萃取

穩定抗稻熱病的因素，並以族群生物學的方法，作出能預測稻熱病菌數量的初始模組。

為了研發防治雜草漫延的技術，將雜草的生物資訊以及生物間交互作用資訊加入雜草動

態模組中，使其能更廣泛地對應實際情況；另設置多種雜草的漫延警戒制度、建構研究

人員及現場操作人員雙方都能使用的雜草生物資訊資料庫，提高防除雜草的效率。此外，

將雜草動向納入考量，建構長期的雜草控管制度。 

 

針對在國外已成問題，但尚未擴及國內的蟲害，建立可以評估經濟損失風險的方法。此

外也研發能防止病蟲入侵並即時的診斷技術、發展添加周遭植物生態資訊的發病預測技

術、公佈國內新流行與再流行害蟲的擴散預測結果及防止對策、向政府的植物防疫單位

提出合作處理方案。對於柑橘綠化病等有擴大感染疑慮的病害蟲，則制定新感染地區的

病蟲撲滅方法以及能縮小感染範圍的策略。 

 

(3) 確立環境保護型農業及有機農業的生產系統 

配合各地區條件，研發環保型農業生產技術，同時為了配合國產有機農作物需求擴大及

有機農業從業者之增加，發展容易整合的有機農業技術，並將其系統化。 

 

以研發能配合各地條件的環保型農業生產制度為目標，在寒冷地區的農作物上，利用覆

蓋作物或附近的有機質材料，並活用菜稻輪作、定植前施肥、抗病砧木等栽種技術，研

發生產力與環保雙方面都能兼固的栽培制度。另外，在病蟲害風險高的西日本地區，則

是使用多源基因體定序，研發土壤微生物及病蟲的診斷技術、開發利用原生天敵的技術

或土壤生物燻蒸消毒技術，研究以抑制病蟲害為基礎的蔬菜生產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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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機農業生產技術上，研發科學分析病害蟲暨雜草防治技術、養份管理技術，以及其

它已於技術先進的有機栽培業者中實施的機制。研發活用菜稻輪作，並利用覆蓋作物及

其它可作為輪作法樣本的生產技術制度。另外，以東北地區的稻作及南九州地區的輪作

為對象，引進病害蟲暨雜草的抑制技術、有機物的養份供給技術，並將其應用於實用的

有機栽培制度，建構出生產成本只有慣行栽培法的二至三成的有機農業生產制度，實地

操作後將及規格化。最後更研發以生命週期評估（LCA）為架構之有機農業永續評估方

法。 

 

6. 引進資訊工程或機器人等類創新技術，開發先進的生產與流通管理系統 

開發新世代的生產系統。活用資工及機氣人等高科技技術，將農事人員減低至五成，同時維持

高水準的工作品質。 

以稻米、小麥、大豆、露天蔬菜等土地利用型作物為對象，藉高階農業工作機器人，建構從耕

耘、整地到收成，都無須人力在耕地工作的超省力勞動系統。更進一步重新審視安全性上及低

成本上的改良空間，開發出能與人力作業相互整合的農業工作機器人，並加以實地驗證。另外，

以實現可以配合農地集約、規模擴大的有效農業生產方式為目標，使用各類感測技術或是可攜

式終端機，收集工作進程、作物生育、及生產環境資料，再將各訊息建置其中，加入栽培技術

系統資料或是農業人員的知識並進行整合，研發出更具效率的工作計劃法、或是能幫助農業經

營者做決策的生產管裡系統。開發新的資訊分析手法，解析多種多樣的農業數據間的關連性，

例如農作物的品種暨系譜資料、生育場的氣像資料、調查作物生長的衛星圖像資料等等。更研

發能有效育種、有利農業生產性的高階統計建構方法。 

北海道農業正往擴大規模發展，為了能省力、高品質農作物生產，將開發拖拉機與工作間通用

的標準通信控制技術、並整合處理由作業機獲取的資訊（生產資訊、工作資訊等等）、生產歷

程資訊，研發出能夠施行最佳化栽培管理與高效率作業的生產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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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研發牲畜重大疾病、人畜共通感染病的防治技術 

    在口蹄疫及其它重大的國際傳染病、或是副结核病等類牲畜重大傳染病的研究上，將會開發以更

具靈敏度且簡便的實地診斷方法，並利用這些方法，進一步發展防疫措施。並在瞭解病原體的傳播以

及生存形式後，尋找阻撓疾病傳播路徑的方法，並進行分子分析，進而研發有效的疫苗或藥劑。由上

述方法可以研發出適用於牲畜生產地的有效防疫技術。 

    流行性感冒、傳染性海綿狀腦病、及其它嚴重的人畜共通傳染病的研究上：由累積至目前的分析

方法進一步研究，開發出更具靈敏度且簡便的診斷方法。此外，更以開發新防治法為目標，分為兩方

面研究。在流行性感冒上，以降低新型病毒出現的可能性，釐清關係著病毒間傳播的基因變異；在傳

染性海綿狀腦病上，則分析異常普里昂蛋白中的致病機制，進行詳盡研究。 

    病徵及新型疾病防治技術的研究上：分析染病牲畜的病徵，並依分析結果為基準，研發診斷方法

及防治方法。此外更使用尖端技術，把對病原體衍生的分子導進疫苗載體，研發新的疫苗材料。 

    減低牲畜飼育環境裡的有害因素風險上：對家畜飼料的新污染要素，如真菌毒素及其他殘留性有

機污染物質，進行風險評估，以確保飼料在各生產階段的安全性；並以排除飼育環境裡的食物中毒病

原為目標，研發簡單且具靈敏度的分析方式。此外，為了減低農場的微生物污染，以提高畜舍衛生條

件為目標，發展牲畜管理系統。更收集並活家畜染病或中毒的資訊，解讀牲畜疫病的產生因素、分析

風險並進行經濟評估，最後開發在野外也有效果的防疫手段。 

    乳房炎及其它與大規模酪農業相關的疾病上：依發病機制，研發有效的疾病控制法，同時也發展

可應用於酪農場實地的診斷技術。因為溫室效應等因素而起的氣候變遷，會影響由節肢動物為傳播媒

介的疾病，使感染風險產生變化。所以多發於亞熱帶地區的疾病的相關研究，則是提升能對這些現象

進行監控及防制的技術。 

 

8.開發能提升食品安全性及消費者信賴感的技術 

   藉由食品對健康產生不良影響的有害化學物質及有害微生物當中，主管單位應從優先施行風險管

理的有害主因上著手，開發風險管理所須要的分析以及抽樣法、瞭解食品中實際的內容物、剖析對食

物造成污染的重要因素、開發能減低污染的技術。特別以降低真菌毒素目標，於小麥赤霉病方面，依

品種對真菌毒素的累積能力差異為基礎，研發並檢驗能預測開花期的模組、瞭解其追蹤防治期、並據

科學基礎提升生產工程管理技術的水準。另外，玉米赤霉病方面，則活用具抗病性的品種、調整收成

期，研發減少種植時期被污染可能的技術。更剖析加工工程的真菌動向，改良出能適用於多種真菌毒

素的分析方法，並研發可用於活體的毒性評估法。而為能減低農作物生產階段的鎘含量，研發實用的

抑制吸收鎘元素的技術。另外，利用大豆等類難以吸收鎘素的品種，結合抑制吸收鎘的技術，建構能

降低作物食用部分中三成以上鎘濃度的技術。更進一步，選擇前軀物濃度低的農產品原料品種，研發

減少有害化學物質生成量的原物料貯存暨保管技術、製造加工工程的管理技術、在家庭中可以操作的

調理方式，減少在食品的製造、加工、流通過程中產生的有害化學物質。 

   為了能發現及預測有害的微生物汙染，研發各類技術。例如：能迅速檢測食物內菌類的高感度定

量檢測技術、高準度的微生物增殖風險預測技術、活用螢光圖譜分析這項新技術的衛生管理指標、確

認危害主因的非破壞性檢查方式。然後分析生食蔬菜在生產過程中，被食物中毒細菌污染的主因、研

發能降低微生物污染的生產工程管理技術、對食品加工時的傳統殺菌技術進行再次評估、引進水瓦斯

及高電位等新技術、研發高效率高品質的有害微生物控制技術。另外也瞭解混入貯藏食物裡的害蟲的

生態，開發預防及驅除技術。為了確保農產品及食品的可靠度，建立稻米主要品種的品種識別法，以

分辨混合米及加工米。另外，組合輕元素穩定同位素分析法、或螢光圖譜分析法等新技術，研發能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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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判別農產品及食品的出產地的技術。更開發能檢測低量放射線照射履歷的技術。基因改造農產品方

面，則是發展新制度的檢測技術，同時也利用即時聚合酶鏈式反應陣列法等新技術，以簡單迅速、同

時檢測的技術，分析鹽基排列，開發能推測出未知或未被認知的品種之方法。另外也研發有助保證分

析數值的標準物質。為了能將增加食品信賴感的相關自訓，有效率地傳播給消費者並讓其理解，研究

消費者對事物的理解方法，配合資訊發佈系統及農業的六次產業化，建構雙向型的資訊傳播系統，同

時也開發可以評估資訊傳達效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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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處理全球共通的問題 

1. 開發因應溫室效應的農業技術 

    土地利用型作物方面：建構出能對主要作物的成長、收成、品質進行預測的模型，並研究輪作制

度的耕作期設定法以及防止過熱的管理方法。此外，剖析農作物因過熱而無法催熟，進而影響收穫量

的機制，另也透過評估氣象，穩定生產栽培技術。擴大警報系統的適用地區，使之預測寒害或熱害的

損失、或是預測害蟲出現時期。更利用事前警告系統解析氣候變動特性，並依累積的預測數據，開發

風險管理法及綜合栽培管理系統。為了能提升農作勞動的效率、避免天災，研發降低耕地土壤排放的

二氧化碳的技術、提升高耕地二氧化碳吸收能力的栽培技術。 

    果樹方面：研發溫室效應評估圖及晚霜害、發育不良的處理技術，同時分析果樹溫室效應造成生

理障礙的機制，並以數值評估耕地的碳元素儲存能力。畜產方面：研發技術以提升牲畜在高溫環境下

的產乳量及受孕率。此外，精確營養管理導致家畜甲浣排放量大增，發展能將排放量減少二成左右的

抑制技術，並開發抑制技術，減少排泄物在管理過程中釋放出的二氧化碳。害蟲方面：對應氣候變遷，

在感測及管理技術上，改良侵入性害蟲或高移動力害蟲在廣泛地區移動方式的預測方法。病害方面，

則是研發流行病的早期檢測技術、分析害蟲勢力範圍擴大的原因，並以明顯的病害為對象，制定生產

工程管理程序。農地及水資源方面：開發受到氣候變遷波及的精確影響及風險評估方法以及對應氣候

變遷的維護管理手段之相關技術。同時並提出想法，思考活用有機材料後，碳元素於農地底層長期儲

存技術的可行性。 

 

2. 開發國產生化燃料、生質材料的生產技術，並建構利用地區生物質能的制度 

以多纖維質的蔗草類等資源作物為首，選擇或改良出可做為生質能源的農作物，配合能直接燃燒的粒

狀化、或是部份燃燒的瓦斯化需求，發展生化燃料變換技術。另外，研發此類作物的長期低成本多產

栽培技術，並且瞭解栽培行為對土壤及其它環境的影響。 

在棄耕地或未利用地生物質能開發上，則研發生物質能作物的穩定長期生產技術，並以稻梗及其它農

業副產品或未被利用的資源為對象，研發從耕地開始的低成本收集、搬運、配製、儲存體系。建構出

將這些生物質能資源，經工業轉換為能源並加以使用的方式；同時利用廢棄的動植物油，利用超臨界

法，開發實用的燃料製造術；更對藻類培養、生化燃料進行研究，開發生物質能的基礎技術。 

將未使用、或是低利用程度的纖維素類生物質能，轉換為生質酒精的技術方面，則是進行對原料特性

的評估、最佳化粉碎及準備工作的處理技術，同時研發酵母育種技術、高機能酵素生產及利用技術及

其它創新的技術。另外，藉引進副產品的階段性利用技術，建構出低成本、低環境負荷的生產程序，

開發出能以一百日幣/一公升的成本，便能由纖維素生質製造出生質酒精的技術。 

最佳化畜產生質的處理與利用程序，配合環境負荷因素的抑制技術以及氮磷化物的回收技術，改善堆

肥或淨化牲畜排泄物的處理方法。另外，研發高效率的堆肥能源回收暨利用技術，更利用可再生的能

源，建構能源自給型的家畜飼養方法，並設計出低環境負荷的家畜排泄物處理系統。 

為維持地區糧食生產機能，研發可將農業副產物、資源物、畜產生而來的物質，轉化為能源或是資材

來利用的技術。由這些技術，可以設計出生質村鎮的地區循環利用制度。此外，以監測技術為基礎，

驗證生物質能利用技術的有效性、瞭解能源生產型農業暨農村的構成條件，並提出與地域資源管理一

體化的低成本生物質能利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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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創造新需求 

1. 瞭解農產品及食品的機能，並整理、活用與機能有關的可靠資訊 

加強與醫學及其它分野的合作，瞭解日本地區農產品、食品的健康機能性以及國人偏好，同時公佈相

關科學數據，建立具高度可性的資訊提供制度。利用農產品與食品的健康機能性評價技術，以累積至

今的研究結果為依據，在有益健康成分上，對小麥、馬鈴薯、經濟作物、蔬菜、水果、茶、乳品等等

日本的地區農產品與食品的分析法及機能評估法，進行標準化。 

利用基因表達分析技術、動物疾病模組、流行病學研究，開發代謝調節機能的評估技術，以求能有效

降低糖尿病、高血壓、脂肪代謝異常症候群等文明病風險，同時並以科學方法進行驗證。此外並開發

技術，生產出含高量有益代謝調節機能成份的農作物，同時也研發可以有效降低文明病風險的食品。 

農產品及食品中，含有許多與疾病防治有關的抗氧化活性、抑制過敏等免疫調節作用、具抗衰老等作

用的健康機能特性，藉免疫學研究或是培育細胞、動物實驗等方法，開發對這些機能進行評估的技術。

另外並生產能增進生物防禦機能的農作物，同時並考慮超高齡社會市場，研發能延年益壽或是調節免

疫失調疾病的食品。此外，為了開發出符合消費者多樣化偏好的機能性食品，利用農產品與食品的口

味特性，並佐以現有研究成果，開發能創造出比當今食品更具更美味可口等附加價值的技術。 

2. 研發以品牌化為目標的高品質農產品與食品 

藉農產品的國產品牌化及高利用率，推廣六級產業，並為了提高地區基本作物的利潤，著手改善並培

育出適合加工的高品質品種。 

馬鈴薯方面：為了能在國內產地間直達配送，進而達到穩定年供給量，開發長期的儲存技術；同時也

研發適合加工、或是方便儲存的品種，用以配合多種栽培型態。另外，研發對流行病、馬鈴薯包囊線

蟲或是其它病蟲害具有高度抗性的品種，也研發利用澱粉特性或發生有色變異的新型態馬鈴薯。甘薯

方面：為了擴展加工需求.，培育低溫糊化性澱粉品種、適合釀造燒酒的品種或是其它適合食品加工

的品種。另外也培育低成本、多產且適合直播栽培的原物料品種，或是開發易儲存、可作為水果、且

果實成長速度快的高利潤品種。甘蔗方面：培育出能適應乾旱及其它島嶼不良環境的甘蔗，藉穩定多

次抽枝、或是快速收成等特性，開發出將甘蔗運至製糖工廠加工的期間擴大為六個月左右的製糖品

種；同時開發或飼料品種、或是能複合生產出砂糖及乙醇的品種，擴大甘蔗用途、並更充份利用的甘

蔗。 

地區特產性高的蕎麥及油菜子方面：培育適合機械收成的多產高品質蕎麥、研發能在春天播種的新型

態蕎麥、開發適合雙條播種的油菜、培養適合栽植於溫暖地區水田且無芥酸的油菜。更進一步引進能

對六級產業產生助益的雜糧作物，並對其影響進行評估。 

3. 開發農產品及食品的精密加工以及物流策略 

為了區域發展、刺激食品產業，進而讓農畜產品及加工品能有更高的附加價值，針對農畜產品及食品，

開發出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流通暨加工技術。在農業與食品產業合作等協助之下，也資助高附加價值商

品的開發研究。為了活用國產高品質高機能性的農畜產品，開發可以分析蔬果花卉品質劣化機制的新

式品質維持技術，同持並瞭解影響乳品是否適合加工的因素、研究影響食用肉等級的因素，開發出新

的農畜產品評估技術。更活用產品是否適合加工的評估，開發新的物流及加工技術。 

著眼於食材中的糖份、蛋白質、脂質等主要成分及其它成份，分析各成份的特性及結構組織，同時也

活用能改變性質的方法，開發出能提升食品及食材價值的方法以及創造出新價值的技術。 

為了提高資源利用率、抑制環境負荷上升，並提升生產力，實施各種與改良農產品及食品的物流與加

工工程相關的研究，開發出可以降低碳足跡的物流制度、提高加熱效率、或是研發能有效降低廢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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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的高品質加工制度。更活用高壓處理、奈米技術、或是其它新進技術，研發新的食品評估方法或

製造食材的技術，提高食品的附加價值。 

因為有效地利用糧食資源、創造新食材等，也是一種充份活用生物機能的行為。故尋求可能符合市場

需求、具利用價值的未知機能為目標，開發相關的分析及評估技術，同時研究能產生該生物機能的各

種生命現象。另外更瞭解微生物的環境適應機制，利用微生物的環境適應機制的研究成果，建立新的

物質生產體系、並剖析生物的代謝機制、更研發代謝機制的控制技術及酵素利用法，以利提高有用物

質的生產力及機能性，開發新食品及新食材之製造技術。 

為了能經由農業及食品業的合作，達成開發高附加價值商品的目的，針對消費者的消費農產品行為，

研發能收集並進行分析的制度。並以研究機構開發出的新品種、新技術為中心，制定與財團旗下的食

品商建立合作關係的方法，藉此合作穩定食品供給量，同時將生產及販售通路系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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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活用地區資源 

1. 開發維持農村設施及地區資源的管理技術 

(1) 研發農田水利設施的計劃性再生及維護技術 

為了延長農業水利及其它設備的壽命，並且降低生命週期成本，藉庫存管理技術，研發妥善的設

備再生暨維護技術。 

為減少農田水利設施的生命週期中，在結構維護上所花的三成成本，將開發功能檢驗法、新的修

補工法、以及有效檢查老朽設備的技術。目前看來，超過耐用年限標準的設備有增加趨勢，配合

此現狀，發展促進結構惡化的實驗法、針對以肉眼觀測難以判別損壞程度的重要結構，開發進低

成本非破壞性調查法（比起持續測量，更重視能早期發現性能問題的感測技術）、並研發能分析

結構性能可靠度（如穩定性、耐久性）的驗證法暨設計法，預測設備的結構性能是否下降。另活

用新材料，開發耐久且低成本的設備修復方法，同時研發設備維護技術、評估庫存管理技術效果

的方法，進而延長設備的使用年限。 

在農田水利系統的水資源利用和水管理功能的維護上，開發設備的功能診斷法、設計修復或更新

設備時的管理方法、並研發設備功能檢查法，以求穩定送水，進而提高約一成農業配水效率。 

配合農業水利系統的用水變化，以精確的數學或注水實驗、能鎖定出水流堵塞的特定點的感測技

術，分析並瞭解設備的供排水功能是否失常。考慮設備的管理勞動力的弱化現象，開發新的設備

維護方法、並配合水域特性，研發水質評估模組，同時並瞭解設備所在地區的原生生物所須的水

文條件。再以上述結果為基準，研發新的設備管理技術及設計方向，更開發檢測法，對設備的給

水功能（配水量的彈性、維護功能、環境機能）及線路功能（水流的穩定性、配水控管性能等）

進行檢驗。 

 

(2) 提升農村地區的土地保護機能，並開發防治災害技術 

以豪雨、地震、土石滑動、颱風等自然災害的逐年增加趨勢為重點，開發被動的減災技術、

研發檢測災害臨界點的技術，將農村地區的災害控制在最小限度。另外更以農村各設備的受

災危險程度為出發點，開發評估地區防災性能的技術、並以減少三成大規模天災的損失金額

為目標，研發新世代農村地區的維護暨整備技術，進而維護國家土地、並防止災害波及農村

地區的基礎資源。 

發展耕地及地基災害的防治技術，利用可運用於廣泛範圍使用的精準低成本監控技術，研發

災害分析並預測災害發生點的技術，並最佳化預防耕地土石滑動的維護對策。更在瞭解地基

及其它環境的不均值特性、研發新的評估技術，開發出適用於日日本內各種地基的臨界狀態

檢測技術，瞭解耕地及地基發生災害的臨界點。更為確保量化評估技術的可信度，配合災區

調查、現地觀察以及大規模實驗，研發檢驗技術。 

藉先進的實驗技術、分析數據技術以及現場實測技術，開發出可靠的定量檢測技術，並應用

在農業設備及海岸農業設備災害防治上。為了降低各設備的災害風險，以地震發生機率、颱

風動向預測等統計分析數據做為參考，引進災害影響力的評估方法，進而開發檢測受害程度

的方法，並瞭解地區民眾對各設備的風險管理方法，開發能推廣到農村全體的風險評估技術。

再藉由耕地、地基、設備的受災狀況，研發出融合經濟損害預測方法的最佳減災技術。 

 

2. 研發能維護地區基礎資源的技術，進而保障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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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糧食供給量，研發以下技術：提升農業用水安全性技術、考量農地環境，研發提升設備機能技

術、發展能有效利用農地環境技術、地區性有效利用草地之技術、維護技術以及透過供水系統而讓耕

地多功能化的技術。另以農業的永續經營及增進農村活力的觀點出發，研發自然能源及其他地區資源

的利用技術、發展配合地區特性的維護方法以及研究防止鳥獸破壞的技術。 

為了能配合多樣化的用水需求，以建立具有穩定的供水能力及可循環利用排水的農地為目標，活用與

乾旱、過熱、水質污染相關的定量風險評估方式，並參考應用綜合水循環模型，開發出能妥善運用水

資源及供水系統的管理方法。 

以新增五萬公頃左右位於低窪平地水田中優良耕地為目標，運用降低農地環境負荷因素技術以及能栽

培多種作物的排水方法，開發出提升農地排水能力的技術。並開發可將棄耕地視作草地進而有效利用

的技術、參考物質循環機能而研發草地維護技術。更從增加土地利用率出發，開發棄耕地的再生方法。 

藉活用農村地區的自然能源（生物質能除外），以減少化石燃料的使用量為目標，開發地熱或水利設

施中小規模水力的整備規劃方法、研發能減少化石燃料用水需求的管理技術、並活用以妥善利用農地

資源為目的資訊整合技術，開發地區規模的資源管理方法以及環境評估方法。 

開發防止鳥獸破壞的技術，將可減少約一成左右的經濟損失，活用資訊及其它高科技產業，研發省力

的對策、開發防治被害的系統，以地區為主，建立防止野生動物入侵耕地或設備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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