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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化學專業發展 第二組 

作者：范姜敏、鄭羽泰 

 

    在2025年3月14日，在農業化學專業發展這堂課中，邀請了國立台灣大學食

品科技研究室的鄭光成教授，為我們帶來一場精彩的專題講座。鄭教授深入介

紹了應用微生物技術與副產品循環利用等重要議題，並分享了他所領導的研究

室在相關領域的生物科技與技術應用。此外，他也針對農業化學系的未來發展

趨勢與職涯出路，提供了寶貴的見解與建議。 

 

    在聽完鄭光成教授的演講後，我對農業化學畢業後的出路有了更深入的認

識。他分享了自己在應用微生物、永續能源以及農業副產品利用方面的研究，

讓我看到微生物學在現代農業與生物技術中的廣泛應用，並分享了自己的經歷

和見解給我們當參考。 

    鄭教授特別講述了應用微生物的研究，像是利用台灣本土農業素材進行發

酵轉換的潛力，他舉了台灣紅藜的發酵研究當例子，探討這些微生物發酵後的

產物帶來的效益與營養成分。出於好奇，我查了一些紅藜的資料，像是紅藜營

養成分很豐富，內含必需胺基酸與多酚化合物等，透過微生物發酵可提升其抗

氧化性與生物可利用度，或改善口感與風味，適合作為機能性食品的原料，此

外，鄭教授的團隊也在研究發酵過程如何影響紅藜中的功能性成分，例如多醣

與皂苷的變化。除了紅藜，在課後去問問題時，教授也舉了更多發酵的例子，

例如小米、樹豆—又稱作勇士豆，與台灣紅藜並稱為台東雜糧三寶，也是原住

民飲食的三寶，展現了在地關懷的人文素養 

    課堂上除了介紹紅藜之外，鄭教授還談到許多農業副產品的應用，例如利

用酵母菌發酵來釀酒、製藥、開發日常用品以及生成生質酒精，這樣的技術能

夠減少農業廢棄物並將其轉化，使其附加價值提高，提升農業相關產業的永續

發展能力。在永續綠色能源方面，鄭教授介紹了如何透過微生物技術開發生質

能源，可以減少人類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此外，他也談到了3D生物複合材料的

功能，例如利用農業副產品製造植物肉。 

    鄭教授還介紹了微生物種原庫，不少學者都熱衷於篩選菌株（篩選出獨屬

於自己的菌株可以自己的名字來命名）。此外，他提到次世代基因編輯技術，

是一種能夠直接對生物體的 DNA 進行修改，而不需要引入外源基因的基因編輯

方式，這些技術讓科學家能夠精準調控微生物特性，而且它不僅精確還更高效。 

    除了學術研究，鄭教授也分享了研究生的真實生活，像是他們滿滿的行程

和高強度的工作，並強調了時間管理的重要。鄭教授選擇做微生物研究的理由

也很有趣，是因為微生物繁殖速度快，即使因颱風或其他自然災害導致研究進

度歸零，也能在較短的時間內重來。 

  



    自稱I人，但鄭教授的朋友還是很多的，課堂上就有提到拓展人際關係的重

要性，特別是與國外的學者建立聯繫。這讓我意識到社交能力還是很重要的。

未來技術的發展趨勢，不可避免地走向跨越領域之間科技的整合，教授在課後

的提問中提到當下最受關注的人工智慧應用科技，當然會與我們生命科學相關

領域息息相關，例如保健食品傳統上以大眾市場為目標，難以滿足特定個體的

需求，有了AI技術的協助判斷，我們能夠透過個人化數據分析，根據每個人的

體質與健康狀況，提供量身打造的醫療產品。這不僅提升了保健食品的效能，

也為生命科學與醫療產業開啟了新的發展方向。 

    鄭光成教授的演講讓我對應用微生物及農業化學未來出路有了更全面的認

識。這場演講不僅讓我提起對該領域的興趣，也促使我思考如何在未來的學術

與職業生涯中發揮所長。 

  



 

 作者：陳頤 

    這次演講中，我深深感受到農業化學不僅僅是一門科學，更是一種連結產

業與人類生活品質的橋樑。鄭光成老師的研究室介紹讓我首次得知「發酵工

程」、「菌種培育」到「生醫敷材」、「機能性食品開發」等實驗室研究內容，

是如何以微生物為核心，跨足食品科技、生醫材料與環保應用等多個領域，展

現出農化領域的廣度與前瞻性。對我而言，這不僅僅是農化學系學習內容廣度

的象徵，更是能在眾多研究內容中，找尋自己興趣及熱忱的好機會。其中，讓

我特別有共鳴的，是簡報中提到的紅藜應用。紅藜近年常見於台灣的食品新聞，

不論是它被譽為「穀物界的紅寶石」、富含營養價值，還是部落合作推廣的成

功案例，我在生活中早已有所接觸。家裡偶爾會煮紅藜飯或加入穀粉沖泡飲，

長輩們也常提到它對腸胃與體力有幫助。當我在課堂上再次看到紅藜出現在研

究項目中，尤其是與益生菌、發酵等技術結合後，可能開發出更多機能性食品，

這讓我不只是站在「消費者」的角度看待它，更開始想像自己能不能成為那個

促成它進入更多家庭、甚至走向國際市場的「研究者」。從一顆種子開始，搭

配農化知識與技術，未來可以是飲品、營養補充劑、甚至健康醫材，這樣的轉

化過程令我感到興奮，也加深我想繼續在農化領域鑽研的意願。 

    除了學術內容上的啟發，我對鄭老師研究室在產學合作上的成果與實踐特

別印象深刻。研究室不僅取得多項政府研究計畫支持，總金額更高達三千萬元

以上，還成功與國內外廠商建立合作關係，將學術研究轉化為可應用於市場的

技術與產品。例如協助冰淇淋工廠建立HACCP規範，或開發機能性食品、農業廢

棄物再利用等實際案例，這些都讓我看到一個理想的農化研究室，應該如何在

知識創新與社會責任之間找到平衡點。對我來說，這也提醒了我在學術學習之

餘，應該開始訓練自己的實作能力與業界溝通技巧，讓未來不只是停留在理論

上的追求，更能真正投身於解決當代社會、產業與環境面臨的挑戰。在大學階

段就找機會進入類似研究室實習，了解實際的研究流程與技術應用，並在未來

研究所階段朝向食品生技與農業材料開發方向深造更是對將未來職涯發展、尋

找興趣的一大利多。這次課程不只是知識的吸收，更像是我在農化這條路上看

見了一道可以努力前行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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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完鄭光成老師的演講，學到很多應用微生物未來的發展。首先，研究室

的重點方向讓我印象深刻，像是發酵技術、生醫敷材、益生菌、靈芝活性開發，

這些研究不只是學術上的突破，更能應用到食品、醫療、環保等各個領域。例

如，細菌纖維素在傷口敷料上的應用，不僅能促進傷口癒合，還能透過菌種改

造提升效果，這樣的技術如果普及，對醫療領域會是很大的幫助。 

研究室也在探索益生菌對人體健康的影響，這不只是針對腸道健康，甚至

還影響到免疫系統和心理狀態，這點讓我覺得很有趣。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在吃

益生菌產品，但可能不知道它的真正機制，如果這類研究能繼續發展，未來的

保健食品可能會更有科學依據，而不是單純的行銷話術。 

研究室在農業資材再利用這方面的努力也讓我很佩服。他們把咖啡渣、茶

葉、蝦殼 等食品廢棄物再利用，轉換成有價值的產品，這不僅能減少廢棄物污

染，還能創造新的商機。這讓我想到，環保跟科技其實是可以結合的，不只是

政府或企業的責任，學術研究也能在這方面發揮影響力。 

最後，看到研究室的「產學合作」成果，真的覺得學術研究不應該只是待

在實驗室，而是要能真正落地應用。他們不僅有許多 SCI 期刊論文，也申請了

多項專利，甚至與食品業者合作開發 HACCP 食品安全系統，這些都證明了研究

的價值。不只是理論，還能轉化成實際產品，對社會有貢獻。 

聽完鄭光成教授的演講真的收穫滿滿，其中，找到自己有興趣的領域特別

重要。教授以自身為例，跟我們分享教授自己大一的成績，來鼓勵大一成績不

好，以後找到自己興趣後，也會有突飛猛進的未來。以後如果對應用微生物領

域有興趣的話我一定要進教授的實驗室！ 

 

  



作者：高子涵 

    聽完鄭光成教授的分享，我深刻感受到微生物與農化生技之間的結合，已

不再僅是理論層面的研究，而是一種實質影響到日常生活與未來產業模式的力

量。是如何運用生物技術與化學知識來「設計」或「優化」微生物，使其更有

效率地應用在農業領域。比如透過菌株改良，可使微生物在特定溫度或環境下

表現出更好的產能或活性，進而減少化學肥料和農藥的使用量，同時也維持甚

至提高農作物產量。這種「向自然學習、再結合科學介入」的過程，讓我看到

農化生技的前景並不只停留在生產優良作物而已，而是能將廢棄物資源化、維

護生態平衡，乃至進一步為食品與醫療行業提供更多綠色解方。 

    此外，鄭教授提到的多元跨領域合作也讓我印象深刻。從食品科學到工程

設計，若能夠結合外部企業或其他領域專才，將研發成果快速應用到實際生產

流程，就能加速農化生技產業的創新。例如在食安監控上，開發出符合 HACCP 

要求的檢驗系統，使生產線更自動化、精準化；又或者運用大數據與人工智慧

來模擬微生物的生長環境，以預先預測可能的品質風險、控制產量或提升產品

功能。 

    這場講座讓我重新審視「微生物」在農化生技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激發

我思考從實驗室到田間、從學術到產業的一連串銜接。我相信，未來只要能保

持跨領域交流與合作，微生物技術在農業、食品乃至醫療等產業中都能帶來更

多的創新突破。對我來說，這次收穫不僅僅是知識的累積，更是一種視野的開

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