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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與目的 

    坪林及石碇茶區緊臨翡翠水庫，魚池茶區緊鄰日月潭，由於茶園耕作

管理上使用化學肥料及農藥甚為集約，長期施用恐怕會對環境生態有負

面影響，容易造成茶葉農藥殘留和水質污染，影響消費者健康。在兼顧

茶區農民生計與水源水質維護，亟需結合農業友善耕作與水源保育理念，

建立茶園低投入化學肥料、化學農藥耕作技術，促進茶業永續經營，同

時降低水源區優養化風險，達到保障民眾用水與飲茶的安全。 

    本研究旨在建立茶園低化學性資材投入的管理模式，確保坪林、石

碇及魚池茶區茶農生計及維護水源水質，保障民眾用水安全及營造生態

永續經營，發展生態及有機品牌茗茶，提升水源保護區之茶產業發展。 

     

二、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 

         分別於 2 月 26 日 (星期五) 在東峰紅茶莊園 (南投縣魚池

鄉中明村有水 

     巷 5-30號) ，3 月 2 日 (星期三) 在淨源茶廠 (新北市坪林區逮魚

堀4號) 舉辦 

    「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分別有 48 及 53 人參加。

上課內容包括： 

    茶園友善管理、茶葉農藥殘留發生原因探討、茶園農藥減量方法介

紹、茶園農藥 

    減量防治應用、茶園化肥減量方法介紹、茶樹液肥配製操作與應用、

茶葉雷射打 

    標作業平台說明、茶葉農藥檢測與申請，等 8 項課程 (附件一至附

件五)。農民  

    對茶園農藥減量及液肥配置之友善管理模式，有進一步認識 (圖一至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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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南投縣魚池鄉「東峰紅茶莊園」辦理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活動

(10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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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新北市坪林區「淨源茶廠」辦理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活動(105.3.2)。 

  

 

圖三 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活動海報 (105.2.26;3.2)。 

 

 

 
圖四 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活動課程 (105.2.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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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南投縣魚池鄉「東峰紅茶莊園」友善管理模式推廣上課情形(105.2.26) 。 

 

 

 

 

圖六 新北市坪林區「淨源茶廠」友善管理模式推廣上課情形(10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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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南投縣魚池鄉「東峰紅茶莊園」有機液肥調配示範(105.2.26) 。 

 

 

 

 

 

圖八 新北市坪林區「淨源茶廠」有機液肥調配示範(105.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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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茶樹病蟲害防治上課情形(105.2.26;3.2) 。 

 

 

圖十 農藥殘留檢驗上課情形(105.2.26;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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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善管理模式對蟲害防治影響 

        於新北市石碇茶區 (茶業改良場文山分場) 臺茶 12 號茶園，進行 3 種管 

    理方式分別為友善環境農法、慣行農法及不防治法 (噴水，對照組) 對病蟲害防 

    治效果試驗，每處理 3 重複，每一重複 2 行茶樹。友善環境農法於 3 月 3 日， 

3 月 21 日，4 月 16 日噴施非農藥防治資材 (枯草桿菌 800 倍加菸草柏萃取 

液 50 倍加魚精 500 倍加窄域油 500 倍加展著劑 4000 倍)，慣行農法於 3 月  

3 日，3 月 21 日噴施農藥防治資材 (25.9% 得克利 2500 倍加 9.6% 益達胺溶 

液 2000 倍加 1% 密滅汀乳劑 1000 倍加展著劑 4000 倍) 及 4 月 16 日噴 

施農藥防治資材 (50% 培丹 1000 倍加展著劑 4000 倍)，不防治法 (對照組)  

於 3 月 3 日，3 月 21 日，4 月 16 日噴水進行防治。 

表一、不同茶園病蟲害管理方式之試驗處理 

試驗組別 農法 防治資材種類 

試驗組（A） 友善環

境農法 

三次均相同：枯草桿菌 800X+菸草柏萃取液

50X+魚精 500X+窄域油 500X+展著劑 4000X。 

對照組（B） 慣行農

法 

前二次：得克利 2500X+9.6%益達胺溶液

2000X+1%密滅汀乳劑 1000X+展著劑

4000X。 

第三次：培丹+展著劑 4000X。 

空白組（C） 無 三次均為水。 

 

         藥效調查項目與方法為噴藥前或採收前調查每小區隨機取樣 20個茶芽（含

一心二葉），計算茶葉蟎類之密度，另每小以 30cm*30cm（900 cm
2）之鐵絲

框逢機調查 3個點計算框內茶捲葉蛾、茶姬捲葉蛾及赤葉枯病之罹病葉數以及

每小區掃網 10 次計算小綠葉蟬隻數，並計算小綠葉蟬防治率，其公式如下，

並將蟲數取 log (x+1)進行變方分析後，以多變域分析各處理間差異顯著性，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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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水準為 5%。 

處理施藥後蟲數 ×對照施藥前蟲數 

防治率 (%) = (1 －                                 ) ×100% 

處理施藥前蟲數 ×對照施藥後蟲數 

本次試驗期間，不同處理在茶葉蟎類、捲葉蛾類及赤葉枯病，並沒有明顯

的危害，僅就 4 月 19 日調查小綠葉蟬防治效果進行探討，試驗結果顯示在小

綠葉蟬的防治成效比較，在前三次噴藥前調查的結果，三個處理組間並沒有明

顯差異，推測與本年度至四月上旬（清明前後）氣溫仍偏低，三個處理間蟲數

均少，至四月中下旬開始，天氣明顯轉熱，蟲數增加，平均蟲數以空白組（C）

的蟲數高於其他兩組，說明試驗組（A）及對照組（B）均有防治效果，防治率

又以友善環境農法 (試驗組, A）防治率為 83.8-96.0% 高於慣行農法 (對照組, B） 

防治率為 70.4-73.2%，說明友善環境農法防治小綠葉蟬是可行，此為第一次田

間觀察試驗，須持續追蹤及考量購買資材成本。 

 

表二、非農藥資材對茶樹病蟲害之影響試驗調查數據 

3月 3日 1A* 2A 3A 1B 2B 3B 1C 2C 3C 備註 

葉螨 0 0 0 0 0 0 0 0 0 小綠葉蟬 

赤葉枯病 0 0 0 0 0 0 0 0 0 未發現若蟲 

小綠葉蟬 13 9 9 10 9 11 5 20 15 噴藥前第一 

捲葉蛾 0 0 0 0 0 0 0 2 0 次調查 

           
3月 21日 1A 2A 3A 1B 2B 3B 1C 2C 3C 備註 

葉螨 0 0 0 0 0 1 0 0 0 小綠葉蟬 

赤葉枯病 0 0 0 0 0 0 0 0 0 未發現若蟲 

小綠葉蟬 6 1 2 1 3 3 1 3 3   

捲葉蛾 0 0 0 0 0 0 0 0 0   

           
4月 6日 1A 2A 3A 1B 2B 3B 1C 2C 3C 備註 

葉螨 0 0 0 0 0 0 0 0 0 小綠葉蟬 

赤葉枯病 0 0 0 0 0 0 0 0 0   

小綠葉蟬 0 1 2 3 0 2 0 13 3   

小綠葉蟬若蟲 0 1 1 0 0 0 2 0 1   

捲葉蛾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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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9日 1A 2A 3A 1B 2B 3B 1C 2C 3C 備註 

葉螨 0 0 0 0 0 0 0 0 0 小綠葉蟬 

赤葉枯病 0 0 0 0 0 0 0 0 0   

小綠葉蟬 11 3 0 12 7 6 44 29 28   

小綠葉蟬若蟲 0 0 0 0 0 2 9 3 8   

捲葉蛾 0 0 0 0 0 0 0 0 0   

註：1A代表A處理第1重複，於此類推。 

 

表三、施藥後防治小綠葉蟬成蟲效果(蟲數/10掃網)                              
 

試驗別 組別 
噴藥前 第二次噴藥前 第三次噴藥前 採茶前 

平均蟲數 平均蟲數 防治率 平均蟲數 防治率 平均蟲數 防治率 

非農藥組 A 10.3a 3a -52% 1a 78% 4.7a 83.8% 

慣行組 B 10a 2.3a -20% 1.7a 61.50% 8.3ab 70.4% 

水（對照） C 12a 2.3a - 5.3a - 33.7b - 

註：表列小寫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差異未達 5%顯著水準。 

 

 

表四、施藥後防治小綠葉蟬成蟲與若蟲效果(蟲數/10 掃網)                              

 

試驗別 組別 
噴藥前 第二次噴藥前 第三次噴藥前 採茶前 

平均蟲數 平均蟲數 防治率 平均蟲數 防治率 平均蟲數 防治率 

非農藥組 A 10.3a 3a -52% 1.7a 68.60% 4.7a 96.0% 

慣行組 B 10a 2.3a -20% 1.7a 67.60% 9ab 73.2% 

水（對照） C 12a 2.3a - 6.3a - 40.3b - 

註：表列小寫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差異未達 5%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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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防治方式對蟲害防治影響 

        於新北市坪林區鄭金寶先生茶園及石碇區羅天送先生茶園自 4-11 月調查 

茶園中病蟲害消長情形。 

 

(一)新北市坪林區鄭金寶先生茶園病蟲害消長情形 

表五為 2016 年新北市坪林區鄭金寶先生茶園友善管理病害調查情形。主要 

調查的病害項目有茶赤葉枯病、茶枝枯病、茶餅病及茶髮狀病等 4 種病害。其 

    中茶赤葉枯病及茶枝枯病在 4-11 月份調查期間皆有發生，其病害發病率為3%；

而茶餅病及茶髮狀病則未發現此兩種病害發生。 

        表六為2016年新北市坪林區鄭金寶先生茶園友善管理病害調查情形。主要調 

查的病害項目有茶赤葉枯病、茶枝枯病、茶餅病及茶髮狀病等4種病害。其中茶 

赤葉枯病及茶枝枯病在 4-11 月份調查期間皆有發生，其病害發病率為3%； 

而茶餅病及茶髮狀病則未發現此兩種病害發生。 

 

表五、 新北市坪林區鄭金寶先生蟲害調查情形 (2016) 

蟲害 4月 8日 5月26日 6月23日 7月22日 8月24日 9月30日 10月 11月3日 

小綠葉蟬 78 49 52 16 47 99 NA 21 

刺粉蝨 0 16 123 84 93 7 NA 80 

神澤氏葉螨 0 0 0 0 0 0 NA 0 

茶角盲椿象 0 0 0 0 3 6 NA 6 

茶姬捲葉蛾 27 9 NA 16 27 16 NA NA 

茶捲葉蛾 28 2 NA 3 8 29 NA 0 

茶黃薊馬 0 0 0 0 0 0 NA 0 

茶葉螨 0 0 0 0 0 0 NA 0 

備註: 1. NA，未調查。 

     2. 10月份颱風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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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新北市坪林區鄭金寶先生病害調查情形 (2016) 

病害 4月 8日 5月26日 6月23日 7月22日 8月24日 9月30日 10月 11月3日 

茶赤葉枯病 3* 3 3 3 3 3 NA 3 

茶枝枯病  3 3 3 3 3 3 NA 3 

茶餅病  0 0 0 0 0 0 NA 0 

茶髮狀病 0 0 0 0 0 0 NA 0 

備註: 同表五，*:單位 %。 

 

 

(二)新北市石碇區羅天送先生茶園病蟲害消長情形 

表七為 2016 年新北市石碇區羅天送先生茶園友善管理蟲害調查情形。除了

10 月份因颱風影響未調查外，在 4-11月不同月份間，蟲害分布情形各有不同。

小綠葉蟬發生密度較高的月份為 7 月及 9 月，分別為 61 及 67 隻；刺粉蝨主

要發生月份在 7-11 月，其中以 9 月份密度較高，高達 480 隻。而神澤氏葉螨、

茶黃薊馬及茶葉螨在 4-11 月份調查期間，並未發現其蹤跡。 

    茶角盲椿象方面，在不同月份僅有零星發現，主要在 5-9 月份發現，平均 

密度為 2-8 隻；茶姬捲葉蛾在調查期間皆有發現，其中以 7 及 8 月份發現密 

度較高，為 23 隻。茶捲葉蛾同樣在調查期間，只有零星發現，平均密度為 1-7 

隻。 

表八為新北市石碇區羅天送先生病害調查情形。茶赤葉枯病及茶枝枯病在    

    4- 6 月發病率皆為5%；而7 - 11月發病率為3%。茶餅病及茶髮狀病在調查其間 

    並未發現病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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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新北市石碇區羅天送先生蟲害調查情形 (2016) 

蟲害 4月 8日 5月26日 6月23日 7月22日 8月 24日 9月 30日 10月 11月 3日 

小綠葉蟬 26 50 46 61 16 67 NA 14 

刺粉蝨 4 12 10 175 50 480 NA 145 

神澤氏葉螨 0 0 0 0 0 0 NA 0 

茶角盲椿象 0 3 6 8 5 2 NA 0 

茶姬捲葉蛾 11 2 20 23 23 6 NA 12 

茶捲葉蛾 4 1 3 5 7 3 NA 5 

茶黃薊馬 0 0 0 0 0 0 NA 0 

茶葉螨 0 0 0 0 0 0 NA 0 

 備註: 同表五。 

 

表八、新北市石碇區羅天送先生病害調查情形 (2016) 

病害 4月 8日 5月 26日 6月23日 7月22日 8月24日 9月30日 *10月 11月 3日 

茶赤葉枯病  5* 5 5 3 3 3 NA 3 

茶枝枯病  5 5 5 3 3 3 NA 3 

茶餅病  0 0 0 0 0 0 NA 0 

茶髮狀病  0 0 0 0 0 0 NA 0 

備註: 同表五，*:單位 %。 

    綜合評估坪林及石碇兩茶區在害蟲發生密度，以石碇區較高，推測原因在石 

碇區羅天送先生之茶園大部分為使用非農藥防治方式，一部分搭配化學防治來管 

理病蟲害，因此在刺粉蝨危害密度較坪林區鄭金寶先生茶區高。而石碇區刺粉蝨 

危害密度較高，推測可能茶園通風不佳，導致刺粉蝨密度較高。而小綠葉蟬方面， 

石碇區羅天送先生茶區因有懸掛黃色黏蟲板，小綠葉蟬密度較坪林茶區低。茶園 

非農藥防治對蟲害之影響仍需持續追蹤調查。 

    在病害方面，兩茶區之疫病情形則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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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清園處理對防除茶角盲椿象評估 

        為瞭解清園處理對防除茶角盲椿象危害之影響，本試驗之試驗方法如下: 

     (一) 調查茶角盲椿象於臺茶8號枝條上產卵數。 

     (二) 冬季臺茶8號枝條修剪後進行清園處理，隔年調查春茶茶角盲椿 

         象危害情形。 

         調查試驗結果如表九及表十。在危害率 100% 且未處理受害芽的茶園調 

     查存留茶園之茶芽受茶角盲椿象產卵情形，產卵率為 40%，平均 3.12 個卵存 

     在茶芽上，主要產卵位置為茶芽第二節間以上，部分卵產於葉柄脫落處與傷口 

     等位置 (圖十一 )。 

         圖十二為冬季茶園修剪後，清園處理前後比較。經清園處理，茶角盲椿象 

     較容易發生，危害率1%。因未有枝條覆蓋地面，雜草生長旺盛。而在對照組部 

     分。因有枝條覆蓋地面，較少雜草生長，無茶角盲椿象危害之發生。 

         綜合本次調查發現，結果如下列: 

     1.茶角盲椿象危害越嚴重的茶園，被產卵之枝條越多，且卵數亦越多； 

       正常採摘與修剪枝條有利於茶角盲椿象卵的移除。 

     2.冬季枝條修不移除茶樹行間，可減少隔年春茶除草次數。  

     3.冬季枝條修剪後不論清園與否，對於茶角盲椿象隔年春茶之危害無顯著影 

       響。  

     4.本試驗僅調查一年之結果，後續應持續追蹤調查。 

     5. 茶角盲椿象防治目前尚未有核准登記使用藥劑，若要利用藥劑防治建議可以 

參考茶小綠葉蟬化學防治藥劑進行防治。若要利用非化學農藥資材進行防治 

如利用苦楝油，須注意害蟲防治初期進行防治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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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茶園受危害程度 50%之茶芽受茶角盲椿象產卵情形 

           

      

 

 

 

 

 

 

 

    

            備註:臺茶 8號 (調查總芽數 237個芽)。 

           

      表十、茶園受危害程度 100%之茶芽受茶角盲椿象產卵期形 

卵數/芽     芽數      卵數  

1 27 27 

2 24 48 

3 21 63 

4 18 72 

5 6 30 

6 2 12 

7 5 35 

8 3 24 

9 2 18 

10 2 20 

小計  110 349 

 

             備註:臺茶 8號 (調查總芽數 270個芽) 

    

卵數/芽 芽數 卵數 

1 1 1 

2 2 4 

3 3 9 

4 2 8 

5 0 0 

6 1 6 

     小計  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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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茶角盲椿象為害茶樹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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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冬季修剪之後清園處理。左圖為清園處理後茶園，右圖則為對照組無清園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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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友善管理模式茶葉農藥殘留抽檢與安全評估 

        為了比較慣行農友及實施友善管理方式茶葉農藥殘留情形，上半年度分別於 

    於 5 月  17 日在石碇區產銷班第一班春茶分級時分別抽檢 5 件茶葉，送茶業 

    改良場進行農藥殘留檢驗，檢驗結果皆合格，其中 3 件實施友善管理方式未檢 

    出農藥 (ND)，2 件慣行管理方式檢出陶斯松 0.41 及 0.21 ppm 符合衛福部規 

    範 (2ppm)。此外在 6 月 15 日在南投縣鹿谷鄉萬步書房人文工作室抽檢烏龍茶  

    1 件及在魚池東峰紅茶廠抽檢 2 件紅茶，其檢驗結果未檢出農藥 (ND)；下年度 

    11月15日抽檢石碇區上頂製茶廠之包種茶 1 件，農藥殘留檢驗結果未檢出農藥  

    (ND)，顯示推廣友善管理方式，農藥正確及減量使用和配合非農藥防治方式，可 

    避免茶葉農藥殘留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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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與建議 

由於茶園耕作管理上使用化學肥料及農藥甚為集約，長期施用恐怕會對環境生

態有負面影響，容易造成茶葉農藥殘留和水質污染，影響消費者健康。本研究之具體

成果分別為: 

(一)於 2 月 26 日在南投縣魚池鄉東峰紅茶莊園，3 月 2 日在新北市坪林區 

   淨源茶廠舉辦「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讓農民對茶園農藥減量 

   及液肥配置之友善管理模式，有進一步認識及實際應用。 

(二)完成 3 種管理方式分別為友善環境農法、慣行農法及不防治法 (噴水，對 

   照組) 對病蟲害防治效果試驗，以友善環境農法對小綠葉蟬防治率為  

   83.8-96.0% 高於慣行農法防治率 70.4-73.2%，友善環境農法防治小綠葉蟬 

   是可行。 

(三)完成 4-11 月友善環境農法、慣行農法茶園中病蟲害消長情形調查。使用非 

   農藥防治方式，一部分搭配化學防治來管理小綠葉蟬密度有下降趨勢。但刺 

   粉蝨危害密度則呈現增加情形，推測可能茶園通風不佳，導致刺粉蝨密度較 

   高。 

    (四)完成清園處理對防除茶角盲椿象評估，冬季枝條修剪後不論清園與否，對於 

       茶角盲椿象隔年春茶之危害無顯著影響。冬季枝條修不移除茶樹行間，可減 

       少隔年春茶除草次數。 

    (五)友善管理模式茶葉農藥殘留抽檢與安全評估，經抽檢比較較慣行及實施友善 

       管理方式之茶葉農藥殘留情形，數據顯示友善管理方式，農藥正確及減量使 

       用和配合非農藥防治方式，可避免茶葉農藥殘留發生。 

    為了確保坪林、石碇及魚池茶區茶農生計及維護水源水質，茶園發

展友善管理方式是可推行的耕作模式，並能提升茶產業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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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友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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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友善管理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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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友善管理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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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友善管理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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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友善管理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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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友善管理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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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友善管理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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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友善管理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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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友善管理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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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友善管理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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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友善管理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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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友善管理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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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友善管理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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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友善管理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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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葉農藥殘留發生原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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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葉農藥殘留發生原因探討(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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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葉農藥殘留發生原因探討(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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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葉農藥殘留發生原因探討(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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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葉農藥殘留發生原因探討(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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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農藥減量方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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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農藥減量方法介紹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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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農藥減量方法介紹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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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農藥減量方法介紹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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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農藥減量方法介紹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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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農藥減量方法介紹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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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農藥減量方法介紹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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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農藥減量方法介紹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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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農藥減量方法介紹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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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農藥減量方法介紹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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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農藥減量方法介紹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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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園農藥減量方法介紹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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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樹液肥配製操作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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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樹液肥配製操作與應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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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樹液肥配製操作與應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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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樹液肥配製操作與應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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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樹液肥配製操作與應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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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樹液肥配製操作與應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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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葉雷射打標作業平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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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葉雷射打標作業平台說明(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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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葉雷射打標作業平台說明(續) 

 

 

 

 

 

 

 

 

 



61 

 

附件五、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講習內容-茶葉雷射打標作業平台說明(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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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活動—魚池東峰紅茶莊園 (10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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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友善管理模式推展計畫教育訓練活動—坪林淨源茶廠 (1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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