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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菖蒲是臺灣重要的切花作物，為僅次於菊花

    佔第二位之高經濟價值切花作物，近年之栽

培面積在 570-892公頃間，以本場轄區台中縣 393

公頃所佔面積最高。由於唐菖蒲對肥料的需要量

高，農民常超量使用，為使農民有合理施肥的觀

念，本場特於 9 1年 1月 2 2日上午 1 0時假后里鄉

中和村（后里鄉花卉產銷班第一班）舉辦唐菖蒲

合理化施肥示範成果田間觀摩會。觀摩會由環境

課陳慶忠課長代表場長主持。

�  陳課長表示合理的施用化學肥料為田間作物

管理要務，農民在選擇適當品種栽培，並已做好

病蟲害防治的植物保護措施下，還需能夠顯著的

提高農作物產品品質與增加產量的方法與物質，

因此政府過去一直採用補貼的方式，來維持低價

唐

    米是國人之主要糧食，稻熱病以往是第一期

    稻作主要流行病害，稻熱病係由病原真菌所

引起，依發生部位之不同，稻熱病可區分為苗稻

熱病、葉稻熱病、節稻熱病、穗稻熱病、穀粒稻

熱病、枝梗稻熱病、護穎稻熱病及葉舌稻熱病等

，其中以葉稻熱病發生最為嚴重。中部地區葉稻

熱病通常在四月中旬至五月間發生，發病初期於

葉片上散生暗綠色或白色小斑點，隨後斑點漸次

擴大，呈圓形或紡錘形，灰色或褐色，末期病徵

中心部呈灰白色，最外圍有黃色暈圈，嚴重時全

株葉片呈赤褐色，使整塊田成火燒狀而致無法收

成。

發病誘因

1 .溫度、相對濕度：

  稻熱病之分生胞子發芽、侵入寄主及形成胞子

  ，繁殖適溫為 25~28℃，相對濕度須維持在 9 0

   %以上。因此下雨、露水時間之長短與發病均

  有直接關係，另外水溫較氣溫高時，稻株亦會

  較感病。

2 .乾    旱：

  土壤過於乾燥，易引起肥料蓄積於葉片中，一

稻

▲觀摩會現場由陳鴻堂先生為與會農友講解

▲合理化施肥的唐菖蒲生長不輸對照區

▲採收的農民對合理化施肥技術頗具信心

▲葉稻熱病嚴重發生

文、圖/曾怡蓉、陳俊位 的化學肥料政策，以照顧農民及利於農業生產。

然而隨著我國加入國際貿易組織（W.T.O.）後，

過去偏低的化學肥料價格可能不復存在，而目前

台灣地區農田單位面積的肥料使用量偏高，許多

農民過量且不當施用化學肥料，有造成土壤品質

劣化，及污染環境如地下水受氮肥污染，故有加

強合理化施肥宣導的必要。

�  接著由業務主辦人陳鴻堂先生為農友介紹相

關試驗內容，其表示：合理化施肥就是要農民依

據農作物及品種的生長特性，配合土壤條件與特

性，肥料的種類、特性與施入土壤後對作物的生

長反應，作為農田施用量及肥料施用方法的依據

，避免農田肥料施用過多，浪費肥料資源及直接

影響農作物產品品質與產量。唐菖蒲屬球根花卉

，由唐菖蒲肥培示範成果顯示可知農民慣用對照

區氮素用量高達 3 9 3 . 5公斤，高於示範區氮素用

量 2 3 9 . 2公斤有 1 5 4 . 3公斤之多( 6 4 . 5 % )、農民

慣用對照區磷酐用量為 1 7 9公斤高於示範區用量

1 2 8 . 8公斤達 5 0 . 2公斤( 3 9 % )及農民慣用對照區

氧化鉀用量1 6 6公斤高於示範區1 2 3 . 2公斤達4 2 . 8

公斤( 34.7%)，故唐菖蒲應有降低化學肥料施用

量的空間。從合理化施肥示範田唐菖蒲生長情形

觀察，可知示範田之唐菖蒲之基本的切花長度品

質要求可以達到。雖然農民慣用施肥對照區切花

直徑、切花長度等切花品質可能優於示範區，但

唐菖蒲切花生產時，是否必須施用到如此高量的

化學肥料，來達成如此的切花品質要求，值得每

一位花農思考合適的肥培管理方法。與會農友在

觀摩田間實際栽種情形後表示，示範田之唐菖蒲

切花品質並不輸於慣用施肥的對照區，他們回去

後將參考使用，冀望能降低生產成本來生產高品

質的切花。

唐 菖 蒲 合 理 化 施 肥 示 範 成 果 田 間 觀 摩 會

文、圖/陳啟吉

  遇水分肥料迅速分解，而致發生肥料過多現象

  ，降低稻株抵抗力。

3 .土    質：

  土壤質地為黏質土或砂質土時，稻田較易罹病。

4 .肥    料：

  多施氮肥，會降低稻株對稻熱病的抵抗力，而

  使病情加劇，因此維持三要素適當之比率，或

  加施矽酸爐渣能增加稻株之抗病能力，會減輕

  葉稻熱病之發生。

5 .品  種：

  水稻品種對稻熱病之罹病性差異頗大，由於稻

  熱病病原菌容易產生之生理小種，而使原本抗

  病之品種，經栽植數年後即變成感病品種。

建議防治方法

1 .栽培抗病品種：台農189號、台梗13號、台梗15

  號、台梗 1 6號、台梗 1 7號、台梗 8號等品種。

2 .稻田肥培管理應注意三要素配合，或酌施矽酸

  爐渣以增加稻株抗病能力。

3 .提早插秧，於葉稻熱病發生期間，植株莖桿較

  為強硬，可減輕葉稻熱病發生程度。

4 .葉稻熱病發生期間，稻田不可過度曬田，以免

  使病情加劇。

5 .適時選用正確

  藥劑實施防治

  工作，藥劑防

  治，預防重於

  治療，更應要

  注意病勢進展，當發現稻熱病且大多是灰綠色

  感病型新病斑時，就應趕快防治。其防治藥劑

  種類及使用方法如下：

�( 1 )育苗箱秧苗處理：

     插秧前一天，可用 4 %加普胺粒劑 3 0克/箱

     、 6 %撲殺熱粒劑 4 0克/箱等藥劑處理。

�( 2 )本田施粒劑：

     於 3月下旬施用 6 %撲殺熱粒劑 3 0公斤/公頃

     ，田間保持 3 ~ 5公分水位，連續 4 ~ 5天，對

     葉稻熱病有很好的預防效果。

�( 3 )本田施水和劑：

     於葉稻熱病病斑出現時施用 1 5 %加普胺水

     懸劑 2 0 0 0倍、 2 1 . 4 %保米賜圃乳劑 1 0 0 0

     倍，或 5 0 %護粒松乳劑 1 0 0 0倍一次， 1 0

     天後再施藥一次。

以上處理方法可任選一種，除上列推荐藥劑外，

尚可選用植物保護手冊內之藥劑防治之。

葉稻熱病之發生與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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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班班員以宗親（江、羅姓）與相同產業結

合，班員人數 1 5人，椪柑栽培面積 3 0公頃，年產

量 9 0 0公噸，生產之柑桔果品以採鮮果及部分留

倉貯藏二種方式銷售，進行產期調節，避免盛產

期價格下滑，以調節市場供需，穩定市場價格增

加收益。

    柑桔合理化施肥工作執行中，發現本省柑桔

產業之椪柑種植於山坡地居多，土壤多屬於貧瘠

、地力差，又缺乏灌溉設施，果農栽培管理上，

受到諸多因素之限制。過去果農施肥均憑以往累

積經驗，長期慣行施肥，導致果園長期大量施用

化學肥料，以致果園酸化劣變逐漸嚴重，相對影

響柑桔果實品質至鉅。

�  本班配合政策執行合理化施肥工作，全體班

員之果園進行土壤及葉片採樣分析，了解果園之

土壤肥力狀況及養分吸收情形後，依照推薦量調

適，生產高品質之果品，提升糖度。今以分析值

進行探討全班果園之土壤肥力與改善等措施。

果園營養診斷土壤理化性分析

�  本班採取表、底土各 23處土壤樣本，進行土

壤肥力分析

土壤酸鹼值

�  柑桔果園土壤 p H值低於 4 . 5以下表土佔 6 0 . 9

%，底土佔 5 6 . 5 %； p H  4 . 6∼ 5 . 5表土佔 2 6 . 1 %

，底土佔 3 4 . 8 %； p H  5 . 6∼ 6 . 5表底土均佔 8 . 7

%； p H值大於 6 . 5以上表土佔 4 . 3 %。顯示果園土

壤 p H 5 . 5以下之強酸性土壤，表土佔 8 7 %，底土

佔 91.3%，有待加強對酸性土壤改良，建議採收

後施石灰資材及有機質肥料改善土壤理化性質，

以提高土壤 p H值，增加土壤有效性。

土壤有機質

�  果園土壤有機質含量低於 2 . 0 %表土佔 4 7 . 8

%，底土佔 9 1 . 3 %； 2 . 1∼ 3 . 0 %表土佔 4 3 . 5 %

，底土佔 8 . 7 %； 3 . 0 %以上表土佔 8 . 7 %。顯示

果園土壤有機質含量低於 3 . 0 %以下佔大多數，

果園應加強有機質肥料使用，開深溝、穴施等深

層施肥，誘導柑桔根群伸入土層中，增加根群對

土壤養分及水分吸收利用。同時果園行草生栽培

，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

土壤有效性磷

�  果園土壤有效性磷含量低於 2 0 0 p p m表土佔

8 . 7 %，底土佔 2 1 . 7 %； 2 0 0∼ 4 0 0 p p m表土佔

5 6 . 5 %，底土佔 5 6 . 5 %； 4 0 0 p p m以上表土佔

3 4 . 8 %，底土佔 2 1 . 7 %。本班柑桔果園土壤有效

性磷含量 2 0 0 p p m以上，表土佔 9 1 . 3 %，底土佔

78.2%，顯示果園土壤有效性磷含量偏高，因土

壤 p H值 5 . 5以下佔 8 7 %，致施用磷肥易與鐵、鋁

、錳等要素形成不溶解性化合物，被固定而不易

流失。建議果園可施用完全腐熟堆肥，接種溶磷

菌或菌根菌等生物性肥料，促使分解不溶解磷，

釋放養分提供果樹營養吸收增加肥效，減少磷肥

施用量，以達合理化施肥。

土壤交換性鉀

�  果園土壤交換性鉀含量低於 2 0 0 p p m表土佔

2 6 . 1 %，底土佔 5 2 . 2 %； 2 0 0∼ 4 0 0 p p m表土佔

6 9 . 6 %，底土佔 4 7 . 8 %； 4 0 0 p p m以上，表土佔

4 . 3 %。本班柑桔果園土壤交換性鉀含量2 0 0 p p m

以上表土佔 7 3 . 9 %。顯示果園土壤鉀豐富，肥培

管理上應依柑桔生育期不同營養需求，適時施用

鉀肥。並能適時充分灌溉、濕潤土壤後再施鉀肥

，增加吸收量，避免乾旱降低柑桔對鉀肥吸收。

台中縣豐原市柑桔產銷班第一班合理化施肥輔導成果台中縣豐原市柑桔產銷班第一班合理化施肥輔導成果
文、圖/賴文龍

土壤交換性鈣

�  果園土壤交換性鈣含量 5 0 0 p p m以下表底土

均佔 2 6 . 1 %； 5 0 0∼ 1 0 0 0 p p m表土佔 3 4 . 8 %，

底土佔 4 7 . 8 %； 1 0 0 0 p p m以上表土佔 3 9 . 1 %，

底土佔 2 6 . 1 %。由於果園土壤交換性鈣含量低於

5 0 0 p p m佔 2 6 . 1 %，鈣的肥效對果樹的生長及品

質影響很大，果園土壤交換性鈣低於 5 0 0 p p m以

下者，應依其含量配合施用鈣質肥料補充。

土壤交換性鎂

�  果園土壤交換性鎂含量 1 0 0 p p m以下表土佔

4 3 . 5 %，底土佔 3 9 . 1 %； 1 0 0∼ 2 0 0 p p m者，表

土佔 4 3 . 5 %，底土佔 4 7 . 8 %； 2 0 0 p p m以上表底

土均佔 1 3 . 0 %。顯示果園土壤交換性鎂含量低於

1 0 0 p p m以下，在酸性土壤缺鎂時，施石灰資材

改良，施用苦土石灰（白雲石灰）含氧化鎂之土

壤改良劑，施基肥時配合施（含氮量低）一般堆

肥施入混入土層 1 5∼ 3 0公分土壤中，改善土壤理

化性質，增加養分有效性，以提高肥效。

果園營養診斷

    柑桔果園葉片各要素濃度分析，本班採取植

物體 2 3個樣本，進行葉片營養要素分析。

葉氮：柑桔葉氮濃度平均 3 . 1 9 %，低於適宜值下

     限 3 . 0 0 %以下佔 1 7 . 4 %，高於適宜值 3 . 2

        %上限佔 5 6 . 5 %，顯示柑桔果園的葉氮濃

     度超過適宜值上限佔半數，班員所施氮肥

     似有過量施用，依果園慣用量施用氮肥減

     少，葉氮濃度過高會影響柑桔果粒不耐貯

     藏，降低糖度等品質。

葉磷：柑桔葉磷濃度平均為 0 . 1 7 %，超過適宜值

     上限 0 . 1 8 %，佔 2 1 . 7 %，餘皆在適宜值範

     圍內，顯示本班之柑桔果園所施肥料對磷

     的吸收利用，已足夠提供養分利用，有利

     柑桔果實品質提升。

葉鉀：柑桔葉鉀濃度平均為 1 . 3 4 %，低於適宜值

     1 . 4 %下限佔 6 5 . 2 %，高於適宜值上限 1 . 8

       %佔 4 . 3 %，顯示柑桔果園土壤交換性鉀含

     量 2 0 0 p p m以上佔 7 3 . 9 %，所施用鉀肥未

     能吸收利用，施肥時期及方法有待改善調整。

葉鈣：柑桔葉鈣濃度平均 3 . 6 7 %，低於適宜值下

     限2 . 5 0 %者佔4 . 3 %，高於適宜值上限4 . 5 0

     者佔 4 . 3 %，顯示柑桔葉鈣濃度均在適宜值

     範圍內。

葉鎂：柑桔葉鎂濃度平均0 . 4 0 %，全部均在0 . 2 6

     ∼ 0 . 5 0 %適宜值範圍內，由於葉鎂濃度均

     在適宜值範圍內，能助磷酸吸收，使體內

     之移動佳。

葉硼、葉銅、葉鐵、葉錳、葉鋅等之微量元素，

其平均值均在適宜值範圍內，只有葉鐵度平均值

1 8 3 p p m超過適宜值上限 1 2 0 p p m甚多，可能該

地區果園之土壤礦物內含鐵成分含量高之關係所

致，目前觀察尚未發現有毒害發生。

�肥料施用

 � 柑桔果園肥料施肥時期分三次進行，於果實

採收後施基肥，春梢萌芽前後施春肥，果實肥大

期間施夏肥（依椪柑實際生育狀況分次施肥）。

本班肥料三要素用量，區分為四級進行分析說明。

氮肥用量：

    氮肥每公頃施用量低於 3 0 0公斤以下佔 8 0 %

，介於 3 0 0∼ 5 0 0公斤佔 1 3 . 3 %，平均 2 4 7 . 6公

斤/公頃較 2 0 0 0年減少 5 3 . 2公斤/公頃施用量；

500公斤以上者佔 6 . 7 %，與作者( 1 9 9 8 )報告於

1 9 9 1∼ 1 9 9 5年間台中地區調查 1 7 8處氮肥用量

低於300kg/ha佔44.9%，300∼500公斤佔26.4%

；5 0 0∼7 0 0公斤佔11 . 8 %，大於7 0 0公斤用量佔

1 6 . 9 %，兩者比較下本班氮肥用量有明顯減少。

柑桔產量施重氮肥較低氮用量減產 18.1%，顯示

施重氮肥對柑桔產量有遞減趨勢，降低柑桔果實

品質及延遲果實成熟。建議果農逐年減少氮肥用

量，以達合理化施肥目標。

磷酐用量：

    本班磷酐用量平均 201.2公斤/公頃，較去年

（ 2 0 0 0年） 217.8公斤/公頃稍為減少 1 6 . 6公斤

/公頃用量。磷酐用量每公頃施用低於 100公斤者

佔 2 0 . 0 %； 1 0 0∼ 2 0 0公斤者佔 2 6 . 7 %； 2 0 0∼

3 0 0公斤者佔 4 0 . 0 %； 3 0 0公斤以上者佔 1 3 . 3 %

，與作者（ 1 9 9 8）報告指出於 1 9 9 5年間調查結

果低於 1 0 0公斤用量佔 2 5 . 8 %； 1 0 0∼ 2 0 0公斤

者佔 2 8 . 8 %； 2 0 0∼ 3 0 0公斤者佔 1 6 . 3 %；大於

3 0 0公斤以上者佔 2 8 . 1 %，顯示本班磷酐用量過

多似可再減少，因於強酸性土壤增施磷肥肥效不

彰，似無法增加柑桔產量，且易造成磷肥累積於

土壤中污染環境。

氧化鉀用量：

    本班氧化鉀用量平均 336.3公斤/公頃較去年

315.4公斤/公頃，略增 20.9公斤/公頃用量。氧

化鉀用量每公頃施用 1 0 0∼ 2 0 0公斤者佔 2 6 . 7 %

； 2 0 0∼ 3 0 0公斤者佔 2 6 . 7 %；大於 3 0 0公斤者

佔 4 6 . 7 %，與作者（ 1998）報告指出於 1 9 9 1∼

1995年間調查，低於200公斤者以下者，佔42.1%

；200∼ 3 0 0公斤者佔 20.8%；大於 300公斤者佔

3 7 . 1 %有相類似趨勢。顯示果農過量施用鉀肥，

但葉鉀吸收量不足，可能施鉀肥時期可能不當或

土壤乾旱、壓實等因素皆會影響柑桔對鉀肥吸收

，反而造成柑桔產量減產。

結 語

�  依過去於中

部地區調查資料

顯示，柑桔氮肥

用量每公頃在

3 0 0公斤以下，

磷酐及氧化鉀用

量 2 0 0公斤以下

，即已足夠提供

果樹營養生長所

需。因而，利用

本次柑桔果園推

動合理化施肥措

施研習觀摩機會

，建議對柑桔產

業肥料施用時，

應針對目前柑桔

樹勢生育狀況、

產量、品質及土

壤狀況合理施肥

。因此，於柑桔

肥培管理三要素

用量可比過去慣

行用量減少 10∼

20%，以達合理

化施肥目標。

▲農委會前陳副主委及林科長等人，蒞臨豐原市柑桔產銷班第一

  班視察農業經營管理診斷輔導成果。

▲農委會前陳副主委及林科長等人，蒞臨豐原市柑桔產銷班第一

  班視察農業經營管理診斷輔導成果。

▲果園利用葉片及土壤營養診斷，推荐合理肥料
▼量，柑桔果實大小均一，降低生產成本，提升
  柑桔產量及品質。

▲果園利用葉片及土壤營養診斷，推荐合理肥料
▼量，柑桔果實大小均一，降低生產成本，提升
  柑桔產量及品質。

▲柑桔產銷班合理化施肥之生產管理技術，課
▼程利用班會與講習會宣導及輔導。
▲柑桔產銷班合理化施肥之生產管理技術，課
▼程利用班會與講習會宣導及輔導。



新知專欄

茄子重要害蟲及防治方法茄子重要害蟲及防治方法
文、圖/方敏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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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茄子俗稱紅皮菜，本省栽培面積約 1000餘公

頃，以彰化、南投及屏東三縣為主要產地，約佔

全部面積 8 0 % 。茄子性喜溫暖氣候，生產最適宜

的溫度為 2 2 - 3 0 ℃，高溫促進開花，但 3 2 ℃以上

不利茄子的結果，茄子的生育期長，於定植 2個月

後開始採收，採收期長達 7個月以上，由於栽培期

及採收期間容易遭受南黃薊馬、二點小綠葉蟬、

葉  、棉蚜- - - -等害蟲為害，農民為確保產量及

品質，經常混合多種殘效性長之藥劑同時噴施，

但因茄子為連續性採收作物，每 2 - 3天即需採收一

次，為使農友慎選安全有效之藥劑，以減少農藥

殘留量問題，茲將茄子害蟲之發生情形及防治方

法介紹如下，以供為防治應用之參考。

一、茄子害蟲種類及發生情形

1 .南黃薊馬

    南黃薊馬俗稱刺馬、苔，成蟲及若蟲均呈淡

黃色，棲息於花、幼果、葉片及側芽等部位，以

銼吸式口器吸食汁液。葉片受害時主脈兩邊呈白

色斑紋，嚴重時黃化乾枯。對於幼果的為害則群

聚於萼片與果實附近吸食，造成白色或褐色條斑

，嚴重時可致果實扭曲畸形，影響產量及品質至鉅。

2 .棉   蚜

    棉蚜俗稱龜神、苔，無翅胎生雌蟲長約 1 . 5毫

米，暗綠、綠或黃色，尾部腹管黑色；有翅型成

蟲體呈黑色。一般群棲於心部或葉背吸收汁液，

被害葉片逐漸枯黃、捲縮，嚴重時則萎凋，造成

植株生長不良。密度高時因排出蜜露可誘發煤病

，並為多種植物毒素病之重要媒介昆蟲。

3 .葉   

    主要以神澤葉  及二點葉  為主，其發生期

多在 9月至次年 1月之乾燥溫暖之冬作，成、若

多於夜間出現為害，此蟲為雜食性，高溫時發育

快產卵量大，為害亦鉅。

8 .茄   螟

�   成蟲體及翅皆白色，幼蟲黃褐色，各節有 6個

黑色之疣狀突起，分配為兩列。卵產於新稍，孵

化後之幼蟲蛀入茄果或幼稍內為害，老熟後於葉

間、落葉間或土中作繭化蛹。

9 .二十八星瓢蟲

�   成蟲體為半球形，呈赤褐色，翅鞘上共有黑

色斑紋 2 8個。幼蟲略呈橢圓形，淡黃色，各節有

分枝之棘狀突起。卵產於葉上， 1 0 - 3 0 粒一團，

顆顆直立，孵化後之幼蟲自葉�食害葉肉，食痕

成整齊之刻畫，縱排一列，成蟲之食痕與此相同。

1 0 .台灣黃毒蛾

�   台灣黃毒蛾俗稱刺毛蟲，成蟲頭、觸角及前

翅皆黃色，卵塊呈帶狀，上覆雌蟲之黃色麟毛。

幼蟲頭褐色，體橙黃色，各節有多數之刺毛塊，

生於兩側者赤色，生於背面者呈黑色。幼蟲及繭

上之毛有劇毒，皮膚觸之即發生紅腫疼痛，應予

注意。本蟲食性甚雜，各發育期之個體整年皆可

發現，成蟲晝伏夜出，卵產於茄子葉裡，幼蟲孵

化後，初群棲葉裡，剝食葉肉，僅留表皮，三齡

後漸自葉緣加害且各自分散，除為害葉片外，亦

喜食花及果實。

二、防治方法

1.每次摘除老葉後應予清除，以免害蟲再次為害。   

2 .每隔 5 公尺懸掛一張黃色黏蟲板，當誘滿二點

  小綠葉蟬、薊馬、斑潛蠅等小型害蟲後，再更

  新黏蟲板，可降低上述害蟲之密度。

3 .依照茄子害蟲藥劑防治要覽，任選一種藥劑輪

  流使用防治，但在採收期間應予注意安全採收期。

大都群集於葉背，以刺吸式口器吸食葉液，被害

葉初期呈白色小斑點，因其增殖甚速，大量發生

時葉片褐化枯萎，影響產量及品質甚大

4 .二點小綠葉蟬

    二點小綠葉蟬俗稱青跳仔、浮塵子，年發生

8 - 1 4 世代，夏季一世代約 7 天，冬季約 1 5 - 2 1 天

，成蟲產卵於嫩莖、葉柄或葉脈組織內，卵形微

細，橢圓形、無色，數粒排成一列，初孵化若蟲

呈淡色透明，吸食後為綠色半透明，頭大足長，

與體軀不相稱，其後體色逐漸深而不透明，翅芽

亦逐漸發達而與成蟲相似。若蟲及成蟲棲息葉背

以刺吸式口器吸食葉液，被害嫩葉捲縮不展，葉

片先由邊緣呈淡黃色，以後逐漸向下皺縮枯萎，

嚴重時致使植株衰弱枯死。

5 .粉蝨

    包括銀葉粉蝨及煙草粉蝨，一年四季皆可發

生，多雨或高濕的環境不利粉蝨生長發育，以平

均溫度在 2 5 - 2 8 ℃時，尤其在長期乾旱與設施環

境內最適宜其傳播孳生。成蟲有翅白色，多停息

於葉背且產卵，若蟲以刺吸式口器吸食汁液，造

成葉片產生斑點與黃化，所排泄的碳水化合物黏

在葉片上，誘發煤污病菌的生長繁殖，影響產量

與品質，嚴重時導至植株死亡。

6 . 番茄斑潛蠅

    番茄斑潛蠅俗稱畫圖蟲，成蟲體色黑黃相間

，產卵於葉肉組織內，幼蟲孵化後潛於葉肉啃食

為害，僅留上下表皮，受害葉片可見彎曲灰白之

食痕，嚴重時使葉片乾枯，全園枯黃焦化。

7 .斜紋夜蛾

�   成蟲於茄葉背面產卵，約數十至數百粒呈一

卵塊，上覆有黃色尾毛。幼蟲孵化後啃食葉肉，

茄子害蟲藥劑防治要覽

藥  劑   名   稱

1 0 % 百滅寧可濕性粉劑

1 0 % 百滅寧乳劑

9 . 6 % 益達胺溶液

4 0 % 必芬松乳劑

2 . 8 % 第滅寧乳劑

2 % 阿巴汀乳劑

2 . 8 % 畢芬寧乳劑

2 . 8 % 賽洛寧乳劑

1 % 密滅汀乳劑

2 5 % 丁基加保扶可濕性粉劑

2 5 % 覆滅  可濕性粉劑

4 . 9 5 % 芬普尼水懸劑

3 5 % 白克松可濕性粉劑

2 0 % 畢達本可濕性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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薊馬危害茄果造成畸形薊馬危害茄果造成畸形

茄螟幼蟲茄螟幼蟲

台灣黃毒蛾幼蟲台灣黃毒蛾幼蟲

南黃薊馬成蟲南黃薊馬成蟲

小綠葉蟬危害葉片小綠葉蟬危害葉片

28星瓢蟲危害茄果28星瓢蟲危害茄果

粉蝨幼蟲粉蝨幼蟲

茄園懸掛黃色粘板茄園懸掛黃色粘板

斜紋夜蛾危害茄果斜紋夜蛾危害茄果

小綠葉蟬成蟲小綠葉蟬成蟲

28星瓢蟲成蟲28星瓢蟲成蟲

28星瓢蟲幼蟲28星瓢蟲幼蟲 棉蚜棉蚜

薊馬危害茄果薊馬危害茄果

夜盜蟲成蟲夜盜蟲成蟲

粉蝨成蟲粉蝨成蟲

夜璊夜璊

有翅棉蚜成蟲有翅棉蚜成蟲



蕎麥芽 （B u c k w h e a t  S p r o u t） 

                      文：張惠真

    蕎麥為蓼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學名為

Fagopyrum esculentum Moench。由於生育

期間較短，栽培管理較易，自古以來，飢

荒時被冠稱為“救荒植物”。早在唐代千

金、食治等書中已有蕎麥之藥用記載，本

草綱目有云：蕎麥性屬“甘味降氣、寬腸

沉積、泄痢帶濁. . .”，為漢藥材之一，

中醫上屬寒涼性，有清熱泄火及解毒平肝之功能。花及莖葉含有芸香  (rutin)

及槲皮素（ q u e r c e t i n）成分。前者對血管具擴張及強化作用，後者為抗氧化

物可延緩細胞之老化。同時含有豐富的鉀，具利尿作用及能調節心臟活動，維

持血壓正常。

�  培育蕎麥芽最適當方法為將蕎麥種子於暗室發芽三天後（長約 5公分），

取出照光綠化一天，剪下蕎麥芽食用。此時新鮮芽體中富含 0 . 4 6 %之芸香  及

0 . 2 1 %之槲皮素。蕎麥芽不僅在栽培時不用任何肥料、農藥，又含有益人體健

康之成分，可謂清潔安全又營養的蔬菜。其食用方法可加在漢堡、春捲、壽司

、三明治中，或在味增湯、紫菜湯煮熟熄火前加入湯中，均美味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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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專欄

消費專欄

農產品生機食膳
材 料：

蕎 麥 芽 2碗

海    苔 8片

低脂起司 2片

胡蘿蔔絲 1碗

   鳳梨釋 迦為冷子番 荔 枝與番 荔 枝之雜交種

(Annona  cher imola  ×  Annona squmosa)，最早

P. J. Wester於 1908年在美國佛羅里達所育成，稱

為Atemoya，為引自巴西文，其中 ate來自番荔枝

，而m o y a則來自冷子番荔枝，合併而成。鳳梨

釋迦果肉質地優良，風味甜中帶酸，具有鳳梨之

味道，故稱鳳梨釋迦，農民亦有稱蜜釋迦或奇異

釋迦、旺來釋迦等。鳳梨釋迦在中部地區，最早

在台中新社及南投草屯、水里等地種植，因初期

產量少物以稀為貴，售價高，造成種植面積大增

，目前中部地區以新社、草屯、水里、田中、竹

塘、二林等地栽培較集中，其他地區則為零星栽

培。

    果樹適當的樹形有利於植株的生長及便於日

後的栽培管理之操作。鳳梨釋迦目前在臺灣並沒

有固定的整枝型式。在澳洲推薦之整枝方式，若

嫁接於冷子番荔枝植株，因生長較旺盛則採用杯

狀形整枝，若於較低溫之氣候生長因較緩慢則採

用主幹形，但配合臺灣中部栽培情形，就近幾年

來田間管理及產地觀察，提出整枝修剪應考量之

事項。

1 .培育適當的樹形：

  鳳梨釋迦放任生長之下分枝紊亂植株通風及日

  照不佳，栽培管理操作不方便，因此定植後應

  培育主幹及二枝主枝。主幹與第一主枝分枝高

  度，約在 4 5㎝左右，隨後再高 2 5∼ 3 0㎝之後

  留第二主枝，二個主枝之間不宜過近以免造成

  負枝。主幹與主枝分枝角度約為 6 0°，分枝部

  位過低會影響管理工作之進行，分枝角度過大(過平)

  會在結果後枝條易下垂。鳳梨釋迦留二主枝主

  要為配合葉片是互生，若留過多之主枝則生長

  不均衡。二主枝再於距主幹 30∼60㎝處再分生

  二枝亞主枝，二亞主枝與主枝分枝角度為 9 0°

   ，隨後亞主枝上著生側枝，側枝數可以保留較

  多，並在結果 2∼3年後更新，可以促進結果枝

  新梢之萌發。

2 .主枝及亞主枝之誘引：

  由於鳳梨釋迦葉片互生，新芽由兩側葉片之葉

  腋萌發，如果未做適度之誘引，新芽向上或斜

  向萌發，影響日後枝條之誘引及整枝工作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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蕎麥起司捲
做 法：

1 .蕎麥芽洗淨瀝乾，胡蘿蔔切細絲

  ，起司每片切成4片備用。

2 .海苔放上一片起司，少許胡蘿蔔

  絲及蕎麥芽，捲起即可。

蕎麥芽沙拉
材 料：

洋  蔥 1個

蕎麥芽 2碗

萵  苣 1 / 4粒

番  茄 1粒

調 醬：

橄欖油 2大匙

醬油膏 2大匙

檸檬汁

（或水果醋） 2大匙

黑胡椒 1小匙

做 法：

1 .將洋蔥切絲浸於

  冰開水，放入冰

  箱冷藏 20分鐘後

  撈起瀝乾備用。

2 .蕎麥芽洗淨瀝乾

  ，萵苣洗淨切絲

  ，蕃茄切丁備用。

3 .調味料充分拌勻

  後，加入所有材

  料拌勻即可。

  行，因此主枝及亞主枝要適度誘引，使新梢向兩側萌

  發，便於誘引及整枝工作之進行。

3 .主枝及亞主枝防止曬傷：

  當主枝及亞主枝曝曬於強日曬之下會造成韌皮部曬傷

  ，影響生長。要避免枝條曬傷除注意分枝角度不宜過

  大之外，亞主枝上應平均分配側枝，不宜過長的距離

  都沒有側枝。同時分枝亞主枝自主幹分枝時保持 30∼

    40㎝之距離，側枝容易相互遮陰，可以避免枝幹之曬傷。

4 .結果枝之更新：

  由於鳳梨釋迦是由結果母枝上芽體萌發新梢開花結果

  ，因此適當的更新結果母枝可以促進結果的萌發，開

  花數較穩定，花型較大，果實的粒重亦可以提高。

5 .除芽工作之進行：

  鳳梨釋迦夏季生產之果實易裂果，因此目前春季萌發

  枝條大都未結果，而於 6∼9月間再進行修剪，生產秋

  冬至翌年春天之果實。如果春季保留之枝條過多，將

  會影響 6∼9月間枝條之成熟度，因此適當的疏芽工作

  極為重要。疏芽視結果母枝之長度一般 40㎝之結果母

  枝保留左右 2側對稱 4芽即可，過於密集之新梢在第二

  期修剪時應剪除。

6 .新梢之抑制：

  新梢的成熟度影響修剪後芽體之萌發，要促進春天萌

  發新梢之成熟，可利用摘心的方法，當新梢長度均 60

  ㎝時進行摘心，除去枝條頂端 2∼ 3葉之嫩葉，可以使

  枝條成熟轉變為木質化，如果摘心程度過重，則會促

  使頂芽萌發，反而效果不佳。

鳳 梨 釋 迦 之 整 枝 修 剪

▲主枝分枝過低及夾枝，

  容易造成韌皮部受傷。

▲主枝分枝過低及夾枝，

  容易造成韌皮部受傷。▲進行大枝條修剪後，傷口應塗抹癒合劑。

▲萌芽多時應進行疏芽。

▲進行大枝條修剪後，傷口應塗抹癒合劑。

▲萌芽多時應進行疏芽。

▲主枝過多造成樹型紊亂，應分年進行調整。

▲主枝曬傷，影響生長。

▲側枝進行更新可避免老化而過於密集。

▲保留二主枝做為基本樹型。

▲保留二主幹植株生長情形。

▲主枝過多造成樹型紊亂，應分年進行調整。

▲主枝曬傷，影響生長。

▲側枝進行更新可避免老化而過於密集。

▲保留二主枝做為基本樹型。

▲保留二主幹植株生長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