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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農藥管理設施番茄銀葉粉蝨低農藥管理設施番茄銀葉粉蝨

林大淵、趙佳鴻

摘要摘要

設施番茄栽培最困擾的問題就是銀葉粉蝨的危害，及其傳播的病毒病害。現

有設施需以40目以上的防蟲網才能降低粉蝨侵入，但同時造成溫室通風困難。阻

隔紫外光之目的在於避免粉蝨主動入侵，及減緩入侵後傳播病毒病害。此環境亦

可能造成次要害蟲及天敵的棲群變動，造成後續病蟲害管理上的問題。試驗調查

發現，粉蝨在冬季發生數量少但穩定，番茄罹病率於一般設施定植8週後緩慢增

加，阻隔UV環境下之番茄罹病率顯著較低(17%)，且無顯著增長。夏季粉蝨數量

於定植4週後快速增加，於6週後罹病率快速增加。10週後一般設施下之罹病率分

別為61%與86%，評估已無法商業生產；阻隔UV處理下之罹病率僅在28%。顯示

阻隔UV可使設施內的粉蝨數量降低，同時降低病毒病害傳播。阻隔紫外光環境

下，夜蛾類的密度與一般設施無顯著差異，但天敵寄生蜂與草蛉的數量於夏季較

高。

前言前言

銀葉粉蝨是許多果菜類作物栽培的最嚴重的病蟲害限制因子，不但能夠直接

對作物造成危害，也傳播多種病毒，其影響可能更甚於直接危害。銀葉粉蝨蟲體

小，可從設施開口細縫及大於32目的紗網孔通過，一般設施幾乎無法避免粉蝨入

侵。粉蝨亦可於離地30公分至3公尺高度停留，因此提高設施高度對粉蝨而言並無

意義。若設施紗網高於40目以上，就需設置通風扇或水牆等散熱設備，栽培成本

相對增加許多。若設施內發生粉蝨危害，不但需採行藥劑防治，溫室穩定的環境

也可能造成粉蝨危害更烈。以番茄蟲害管理而言，其效益與露天栽培無異，還須

投入大量能源與成本，對栽培者並無實質益處。

近十餘年來已有學者針對粉蝨及病毒病害做過大量的研究，化學防治仍是主

要的討論議題，但粉蝨易產生抗藥性，且傳播之病毒通常在少量入侵時即帶入田

間，帶毒蟲的傳毒時間短，不易被栽培者發現。通常田間發現病毒病害開始發生

後，田間帶毒蟲數量與番茄染病的比例已經相當高。因此有研究者開始往粉蝨搜

尋寄主及作物逃病的方向探討，目前已發現將紫外光隔離後，會影響粉蝨搜尋寄

主，且可能降低傳播病毒的速率，不過詳細機制尚未完全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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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阻隔紫外光後，會對作物造成程度不一的影響，例如無法正常著色或生

長受到阻礙等。文獻指出部份茄科及瓜類作物的生長並不受此環境影響，因此本

試驗將以阻隔紫外線環境探討溫室內銀葉粉蝨之防治，及低農藥投入管理粉蝨的

可能性。

內容內容

本試驗以市售2種塑膠農膜及1種塑膠材質進行試驗，一般農膜皆有添加紫外

光吸收劑，以避免塑膠膜快速老化，通常UVC與UVB是使塑膠膜快速劣化的主

因。第一種農膜為高折射型塑膠膜，可將光線均勻分散在設施中，光通過後之光

譜如圖一a。第二種農膜為一般型塑膠膜，主要能維持溫室內之環境，及提供穩定

的光通透率及耐用年限， 光通過後之光譜如圖一b。第三種塑膠材質為紫外光阻

隔材質，可完全阻隔波長390nm以下的紫外光，光通過後之光譜如圖一c。

圖一、三種試驗材質光通過後之光譜。

Figure 1. Spectrum of thre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本試驗以3種材質為3處理，各處理分3小區，每小區以假植袋種植12株番茄，

每株番茄相距約1公尺。苗期定植後2週開始進行調查，以7.5x7.5公分之黃色黏紙

調查粉蝨數量，每株番茄每週更換一次，並紀錄番茄病毒病害罹病率，以及番茄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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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序數量，供後續試驗分析。試驗期間不施用任何防治措施，溫室每小區兩側均

有1x1公尺開口。番茄採單幹整枝，每個花序留果4-6顆。

試驗中阻隔紫外光材質、一般農膜及高折射膜之處理區，夏季番茄病毒發病

率分別為43.3%、88.6%、98.1%(圖三)，三處理區調查第9週平均花序數量分別為

7.6、3.2、2.9。冬季番茄病毒發病率分別為25%、55.6%、66.1%(圖五)，三處理區

第9週平均花序數量分別為8.1、5.3、4.9。夏季粉蝨之族群變動相當快速，於定植

後4週即有顯著增加(圖二)。冬季粉蝨族群變化較小，但族群量仍與夏季相當(圖
四)。

由試驗結果可見，夏季粉蝨密度提高後約1-2週，病毒病害的發生率即顯著上

升，但阻隔紫外光之環境可延遲約3-4週才達到相同的罹病率。冬季粉蝨數量雖然

與夏季相當，但病毒病害之發生率皆明顯低於夏季，阻隔紫外光之環境可維持罹

病率在25%以下。結果顯示不論冬夏兩季，阻隔紫外光的環境均可維持溫室有較

低數量的粉蝨入侵及繁衍，並減少病毒病害的傳播。

圖二、夏季銀葉粉蝨族群變動。

Figure 2. Population dynamic of whiteflies in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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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夏季番茄病毒病害罹病率。

Figure 3. TYLCV infection rate of tomato in summer.

圖四、冬季銀葉粉蝨族群變動。

Figure 4. Population dynamic of whiteflies in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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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結果，夏季粉蝨防治適期應在定植後2週內，粉蝨防治基準初步設定為

每週每張黏紙平均6隻粉蝨，病毒病害則於定植4週後顯著發生。冬季粉蝨數量穩

定，病害發生進程緩慢，但連續高溫可能加快病害進程。因此阻隔紫外光環境下

栽培番茄，若能配合防治措施，應可將粉蝨及病毒病害的發生降至最低。

試驗觀察發現夜蛾類約於定植3週後開始發生。夜蛾類大多從溫室兩側開口入

侵，產卵於成熟葉片上後產生大量幼蟲危害。細蟎及粉介殼蟲為偶發性害物，株

距太近可能造成此類害蟲快速傳播，栽培操作方式也可能協助散播。由於溫室內

皆不施用防治措施，寄生蜂類及草蛉數量穩定，種類仍待鑑定。

阻隔紫外光的環境下，溫室內的蟲害由粉蝨為主的防治策略轉為夜蛾類等次

要害蟲的防治，因植株及果實受害主要來自夜蛾類幼蟲。夜蛾類及其他害蟲相較

於粉蝨的防治策略寬鬆，番茄能夠忍受夜蛾類及其他害蟲的部分危害，但粉蝨危

害時傳播的病毒病害卻無法以任何防治方式治療，因此阻隔紫外光的環境下改變

了溫室番茄主要的蟲害防治對象及策略，且可以減緩病毒病害傳播或發生進程。

對栽培者而言，將防治成本投入較有效的防治對象可提高防治的效益與栽培收

益。

圖五、冬季番茄病毒病害罹病率。

Figure 5. TYLCV infection rate of tomato in winter.



 79低農藥管理設施番茄銀葉粉蝨

另一項試驗觀察發現此環境下的天敵數量穩定，只要應用對天敵無害的防治

方式，例如應用蘇力菌等生物防治資材，就可達到保育天敵的目的。且番茄花序

數量在此環境下未受明顯影響，後續觀察發現除果實成熟時間往後延遲約1週，對

番茄植株並無顯著影響，與許多以番茄試驗之文獻發現相同，部分瓜類及茄科作

物也可在此環境中正常生產。

由上述可知在阻隔紫外光的環境下，低農藥投入栽培番茄是可行的栽培措

施。此種方式不但可應用於番茄生產，也可改善苗期或小苗高密度栽培區的粉蝨

管理策略，未來更可應用在番茄長季節栽培管理上。除此之外，帶毒粉蝨入侵比

率監測亦是相當重要的研究方向，但目前尚未有研究證實帶毒粉蝨是否有行為改

變。生物性製劑及生物防治評估後若能搭配此溫室環境，溫室番茄的防治策略將

可進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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