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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害過後

本場持續關心農友生產情形
暨 1 月 19 日寒流來襲後，2 月 16 日再

度影響臺灣，農業災損在宜蘭花蓮地區，目

前多為高接梨嫁接梨穗寒害，以及水稻秧苗

黃化等災情。為輔導農友災後復耕情形，本

場作物環境課植保研究室蔡依真、蘭陽分場

園藝研究室李建瑩助研員，於 2 月 20 日前

往三星鄉翁松根及古鳳秋農友之高接梨園勘

查。

翁松根農友經營有機高接梨果園，目前

園內蚜蟲危害嚴重，本場建議菸草浸液及苦

楝油等資材加強防治，後續將持續觀察防效。

古鳳秋農友梨園內，部分剛著果的小果因受

1 月底寒流影響導致萎凋，因農友無意願重

新嫁接，已建議接穗完全無果者可剪除枝條。

除現場勘查外，本場發布新聞稿包括水

稻、蔬菜及果樹等作物復耕建議，且由於近

期氣候不穩定，本場亦提醒農友隨時留意氣

象預報溫度及降雨情形，以及注意相應的病

蟲蟲害防治措施。

▲蘭陽分場園藝研究室李建瑩助研員 ( 左 ) 至三星鄉

翁松根農友高接梨田區 ( 右 ) 了解蚜蟲危害情形

▲植保研究室蔡依真助研員 ( 右 ) 至古鳳秋農友高接

梨田區 ( 左 ) 了解寒害影響情形

5. 拮抗微生物或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這類資

材通常對人及環境都較為安全，例如液化澱

粉芽孢桿菌對青枯病具有拮抗作用，亞磷酸

透過誘導植物抗病來達到防治目的，對疫病

具有抑制效果。

6. 化學農藥：不是每一種病蟲害都有相對的化

學農藥可以使用，而大多數的土壤傳播型病

害，化學殺菌劑的效果也很有限，須注意過

度施用可能讓病原菌產生抗藥性，反而更加

難以防治。

結　論

土壤具有複雜的生態系，除了病原菌之

外，還有難以計數的微生物存在，有的可以促

進植物養分的吸收，有的具有拮抗病原菌的作

用，也有的可以分解土壤裡的有機質，但這些

微生物只有很少數已經被鑑定出來，並發展成

為微生物製劑，大部分土壤微生物是無法分離

與培養，但由於分子生物技術的發展，有研究

顯示甜菜根圈的微生物種類就超過 33,000 種，

遠遠超過病原菌的種類，當植物受到病原性真

菌攻擊時，土壤裡其他的微生物可以保護植株

免於受到感染，由此可知維持健康土壤的重要

性。每一種植物或多或少都會有病蟲害，這是

很正常的現象，防治必須考慮效果、成本、產

 4  番茄根部受根瘤線蟲危害造成根瘤情形

 5  土壤傳播型病原菌生活史。從土壤裡殘存的病原菌

開始，在植物的生長季節造成感染，並在被感染的

組織中產生更多病原菌，於田間重覆感染使得病害

更為嚴重，當植物的生長季節結束後，則在土壤裡

殘留直到下一個生長季，再繼續循環感染

 6  甘藍生育障礙，葉球基部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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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安全性，不應以百分之百的防治率作為追

求的目標，建議農友綜合使用不同的管理手

段，防治較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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