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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

認識瓜類炭疽病
文圖 /王照仁

瓜類炭疽病係由 Colletotrichum orbiculare所引起，在高溫多
濕環境下普遍發生且造成嚴重的危害，該病原菌已被證實可感染胡

瓜、甜瓜、南瓜及西瓜等瓜類作物，且可在幼苗、葉片、葉柄、莖

部及果實等不同部位造成危害。若種子本身已先受到病原菌汙染，

在種子發芽後則易在子葉與莖部靠近土面的部位出現病徵並造成植

株萎凋的情況；若在成熟葉片上，病斑常發生在葉脈周圍且初期呈

現淡黃色點狀病斑，隨後出現明顯水浸狀病徵且擴展迅速，最後呈

現灰褐色壞疽塊斑，嚴重時病斑會癒合且造成整片葉片枯死，而在

 ▲ 瓜類炭疽病菌於培養基上
的菌落型態

   ▲ 瓜類炭疽病菌於田間自然發病 (左，圖 /郭建志 )與溫室接種 (右 )之病徵

老熟病斑的中央組織通常呈現白化或薄膜化且具破裂的特徵；而莖部與葉柄組織受到病原菌感染後，則普遍呈現

紡錘形或條 凹陷的病斑；在果實的部分，若病原菌感染果梗時，則常造成果實無法正常發育進而褐變壞死，若在

果體上，則是呈現圓形凹陷的病斑，並在後期出現黑色小點；而且，在高濕的環境下，產生橘色至粉紅色的黏稠

狀物質，則是病原菌的分生孢子且做為田間主要的二次感染源。

瓜類炭疽病菌除了可存活在植株殘體與葫蘆科雜草外，也可透過種子種皮污染進行種子傳播，而本病害在高

濕、常降雨且溫暖的環境 (23-26℃ )下，是最適合發生與擴展，且無須傷口便可以透過噴灌、人為操作或工具來
進行傳播。因此，進行本病害防治時，需使用健康種苗；在噴灑推薦藥劑時，除了目標作物外，周邊環境的雜草

也需要同時施用，以減低病原菌殘存於田間的密度，減少防治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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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課新進人員

唐愷良　助理研究員

學歷：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

經歷：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技士

專長：作物機能性研究

工作職掌：保健作物加工試驗

到職日：110年 10月 1日
電話：04-8523101#204

作物改良課

陳彥樺　助理研究員

取得美國康乃爾大學園藝學博士

返國述職日：110年 9月 15日

推廣課新進人員

嚴仕函　助理研究員

學歷：中興大學園藝學系碩士

經歷：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農牧經營管理科
股長、秘書室股長

新北市政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課長、

技士

專長：文心蘭介質栽培及切花採後處理

工作職掌：農業推廣、資訊管理

到職日：110年 10月 25日
電話：04-8523101#420

活動
快訊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2月 2日至 5日 2021台灣醫療科技展 -農業健康館展覽活動 臺北南港展覽館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本場網頁 www.tdais.gov.tw

恭
賀

本場新型專利「穗砧苗排列式夾持及斜切

裝置」，參加 2021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發明競賽，榮獲銅牌獎

發明人：張金元、田雲生、洪榆宸

文圖 /曾康綺、葉文彬

葡萄為中部地區重要經濟果樹

之一，其農事栽培管理工作具有專業

技術性，常在產季或農忙期有缺工情

形。為符合產業農務要求，本場針對

本年度農業技術團補徵人力，並鼓勵

原有農業師傅參與回訓，充實葡萄栽

培知識，使其嫻熟農事技術環節，於

110年 10月 14日至 15日辦理農業
技術團葡萄訓練課程，由葉文彬副研

究員講解葡萄產業及主要品種特性介

紹、葡萄栽培管理及整枝修剪技術，

採用課堂理論與田間實作方式，解析

葡萄的生育特性與田間農務關鍵要

領，並安排學員至彰化縣溪湖鎮蔡守

鏞農民的葡萄溫室進行整枝修剪實習。

實習課程教導團員葡萄栽培管理技術，包括整枝、修剪、催芽、疏芽捻

枝、枝條誘引、整穗疏花、疏果及套袋，說明每期作葡萄在生產開始前如何

進行枝條修剪。此外，講師親自示範教導催芽與疏果技巧，透過田間扎實的

練習，團員們皆期許能運用所學掌握葡萄園大小事，達到技能專精及務實致

用之目標。

農業專業技術團旨在培養具專業技術的農業師傅，由本場負責農業專業

人力訓練，調度農會媒合農場主，調派至缺工農場服務，歡迎彰化、臺中地

區有缺工需求的農場，向彰化縣農會、芬園鄉農會及臺中石岡區農會申請派

工，紓解季節性缺工問題。

 ▲ 農業技術團葡萄農業專業訓練合照

 ▲ 葉文彬副研究員 (著藍衣 )教導整枝修剪
的技巧與方式

農業技術團葡萄農業專業訓練
精進團員農業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