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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番茄生理病害之預防 

曾喜一 

稻田轉作為目前政府的施政目標，利用水田轉作食用番茄有

效利用土地資源，調配農村勞力，可提高農民所得，增進農村收

益。番茄營養價值高且富含維他命Ｃ，對高齡老人常見之糖尿

病，高血壓等疾病，有預防效果。近年來由於國民生活水準提高，

蔬果消費量大幅提升，食用番茄是其代表之一。近年來栽培面積

亦逐漸擴大，在本轄區內頗具發展潛力，為使農民對番茄生理病

之症狀，種類發生形情形，有所認識並做正確之防患特予介紹如

下。 

底腐病 

果頂部分，開始呈現水浸狀，後變成黑褐色，乾燥後凹下，由於其他病菌的侵入，也會

發生腐爛現象，本病之發生是由於缺鈣，開花時若花序上下，2片葉的鈣含量在 1.5％以下，

果實的含鈣量 2％以下時容易發生，又一般在多濕，高地溫，乾燥的環境下亦較易發生。預

防措施，為整地時施用石灰將土壤酸鹼度調整到 PH5.5 以上，如果整地作畦未施用石灰，後

期可用苦土石灰補充，施放於畦面中央。或每星期以 0.4至 0.5％氯化鈣 200至 250倍，噴布

在番茄葉面和果實表面，施藥時間以下午四點鐘過後較佳。磷肥施用量不可缺乏。畦面應覆

蓋稻草，使土壤通氣良好，以利根群發育。 

筋腐病 

由果皮外壁的維管束組織部份，開始變褐色或果皮和果壁硬化，呈現白條白斑塊狀，這

可能是日照強度不夠，氨態氮過多或缺鉀等原因所引起。在宜蘭一般冬春季發生較多，初夏

梅雨季節也會出現，其預防方法，氮肥不要一次施用過多，以免枝葉過於茂盛，致使果實日

照不夠。同時避免土壤過濕過硬或缺乏鉀肥。 

空心 

果實橫切時可發現果肉與果皮部份不密接，兩者中空。其原因可能是受(1).氣溫過高或過

低；(2).土壤濕度過高或過低；(3).果實在綠熟期採收；(4).高溫強日照下用高濃度荷爾蒙處理

花序等環境因子影響致番茄的授粉、授精和果實內部組織後期不平衡發育所促成。其預防方

法是在高溫時用低濃度荷爾蒙處理花序（如番茄多旺 Toma Tone100

倍）同時避免土壤水份過多，並選用較不易空心的品種，如黑柿品

來栽培。 

，番茄大發 Toma Fix150

裂果 

果實以果蒂為中心，發生同心圓或放射狀的裂口，這是由於高

溫乾燥後下雨，果實急速肥大而發生。為預防裂果必須注意(1).提高

土壤的保水力，多施堆肥，並作高畦，畦溝中放水；(2).畦面覆蓋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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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或稻草，減少土壤乾濕變化過於劇烈；(3).在高溫強日照下行雙幹整

枝，減小果實受到日光照射；(4).果實在變色期前採收。 

日燒 

先是果皮表面發生白色或黃色斑紋，而後斑紋變成褐色，在果實

成熟時，此部份仍不變色如日燒狀。其原因為果實暴晒在強烈陽光

下，因異常高溫，使果實表面枯死，輕微時紅色素發生較少，僅呈黃

色斑紋。預防日燒現象可用荷爾蒙處理花序，採用番茄多旺

(Tomatone)100倍，又種植時應採用健狀苗，育苗時苗床注意通風，而

在生長期注意水份的供應，避免過份乾燥，氮肥不可施用過多，避免

密植等。 

畸形果 

果形不平整或畸形，原因係由於心皮生長過度，產生多重子房，

以及平整的花柱形成困難，而引起果實呈現畸形，發生上述兩種現象

的原因是由於植株生育旺盛，突然再遇長期的低溫(6∼8℃)致使心皮

多和花柱癒合不良所致。其預防方法為(1).注意不要使植株生育過於旺

盛；(2).選用對溫度較為不敏感的品種，一般粉紅色品種較易發生。 

缺硼 

番茄頂芽呈畸形，莖部節間變短，縱裂或結果不正常等，其

預防方法如下(1).多施有機質肥料作基肥；(2).缺硼土壤，每十公

畝施用硼砂 1∼2 公斤作基肥（但不可施用過多，否則對番茄生

育毒害作用）；(3).若發病時用硼砂加水 400倍行葉面噴灑亦可，

每一星期施用一次，連續 2∼3次。 


	食用番茄生理病害之預防
	曾喜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