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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季節來臨，氣候陰雨潮濕，造成多

種病害的發生與傳播。其中，茄科作物上的

細菌性斑點病即為此時好發的病害之一，本

病在各地區發生程度不一，籲請農友多加注

意園區，避免本病害發生，以確保茄果類的

產量與品質。

細菌性斑點病

英 名：Bacterial spot

病原菌：Xanthomonas axonopodis pv.

vesicatoria 

病原生態及病徵

本病菌主要殘存於寄主植物之殘體，其

主要傳播途徑為種子傳播及雨水飛濺。適宜

發病的氣候條件為溫暖(24~30℃)及高濕，連

續風雨的天候將有利於發病及加速病原菌傳

播。

為害的植株部位包括葉、莖、葉柄、果

實及花序。葉片上首先出現水浸狀小斑點，

逐漸擴大為直徑2~3mm不規則病斑，顏色由

黃綠或淡綠轉為深褐色，最後變為壞疽，中

央呈灰褐色，上位葉之病班多呈凹陷狀，而

下位葉之病斑則為突起，被感染的葉片常轉

黃化而易脫落。在莖、葉柄及果柄上病徵為

黑色或灰色，圓形或長窄形病斑。在果實

上，最初出現水浸狀斑點，初期病斑周圍有

時具有白色暈環，當病斑擴大後，暈環消

失，病斑顏色轉為黑褐色，呈瘡痂狀，中央

凹陷而邊緣隆起。

防治方法

1. 田間衛生：摘除田間嚴重罹病果與罹病

葉，以減少病原菌的來源。

2. 藥劑防治：防治番茄細菌性斑點病，於發

病初期可噴施53.8％氫氧化銅水分散性粒

劑2,000倍稀釋液或81.3％嘉矬銅可濕性粉

劑1,000倍稀釋液，於採收前6天停止施

藥。防治甜椒細菌性斑點病，於發病初期

可噴施27.12％三元硫酸銅水懸劑500倍稀

釋液或81.3％嘉矬銅可濕性粉劑1,000倍稀

釋液，於採收前3天停止施藥。

本場為提升花蓮縣有機米產銷班農民之

專業知能，於95年4月25日至28日假花蓮縣

富里鄉農會舉辦「花蓮區水稻有機栽培教育

訓練」，進行一系列礦富又精闢的課程，以

協助有機米產銷班農民強化有機栽培的專業

技術，並提升花蓮縣有機米之生產品質及市

場競爭力。

有機栽培是一種結合自然生態保護、促

進土壤地力、提供消費者安全健康飲食的生

產方式，扮演台灣農業轉型的重要角色，是

十分值得重視的產業發展方向。本場自民國

83年起在花蓮縣富里鄉輔導有機水稻栽培已

有11年，截至95年花蓮及宜蘭兩縣有機水稻

總栽培面積達294公頃，佔全國總面積664公

頃的44.2％，年產值約有1億元，是國內有機

米的生產糧倉。

有機米從栽培到包裝上市的所有過程都

需符合嚴格的標準，每個環節都需謹慎的把

關，才能生產出優質的有

機米。本次訓練課程礦富

且多元，包括栽培管理、

肥培管理、雜草防治、病

蟲害管理、微生物的應用

等，提升參訓者的生產技

能。此外，綠肥作物對地

力的恢復與環境的維護也

極為重要，課程亦聘請講

師教授栽培的技巧與多元

的利用價值，讓學員的生

產技術更純熟。

除了生產技能的課程

外，亦安排稻米生產履歷

的課程，讓農友了解生產

紀錄簿的好處與市場的優

勢。此外也聘請專家講授

有機農產品加工的課程，

拓展有機米市場的深度與

廣度。

本次訓練課程除了精

闢的課堂講授外，並安排

戶外實地觀摩與堆肥製作

實習，讓參訓者能將課堂

所學與實際應用相結合。本次參訓農友皆覺

得課程內容紮實且實用，學員與講師們皆互

相分享彼此的經驗與心得，交換意見與感

想，讓彼此對有機生產的理念更加堅定。本

場將持續轄區有機栽培的研究與推動，以優

質的技術及農產品建構花蓮縣有機農業的產

銷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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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針對進口米混合國產

米出售問題，為維護消費者權益，對於產地

及混合米之混合比例等項目，修正規定必須

於包裝袋正面之中間偏下方明顯位置清楚標

示，其字體長度及寬度並不得小於零點六公

分，以方便消費者辨識。為配合業務需要，

擬具「糧食標示辦法」第四條、第七條修正

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第四條　標示事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標示事項應以顯著且清晰可辨之中

文或通用符號標示之。

二、標示之中文字體應以正體字為限。

國外輸入之糧食應於銷售前完成中

文標示。

三、標示字體之長度及寬度不得小於零

點二公分艙惟產地項目標示字體之

長度及寬度不得小於零點六公分。

四、標示事項應印刷於容器或包袋之

上；產地項目應於包袋正面之中間

偏下方明顯位置清楚標示。

五、混合二種以上之糧食，應依糧食類

別之比例，由高至低標示之。

第七條　市場銷售糧食應標示製造糧食所需原料

之生產地，國產糧食應標示臺灣地區或

縣市別；國外輸入之糧食應標示生產國

國名；混合二種以上不同國別之糧食

者纔應分別標示其比例。

第四條　標示事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標示事項應以顯著且清晰可辨

之中文或通用符號標示之。

二、標示之中文字體應以正體字為

限。國外輸入之糧食應於銷售

前完成中文標示。

三、標示字體之長度及寬度不得小

於二公厘。

四、標示事項應印刷於容器或包袋

之上。

五、混合二種以上之糧食，應依糧

食類別之比例，由高至低標示

之。

第七條　市場銷售糧食應標示製造糧食所需

原料之生產地，國產糧食應標示臺

灣地區或縣市別；國外輸入之糧食

應標示生產國國名。

為維護消費者權益，修正產地標示字

體長度、寬度、單位及位置，方便消

費者辨識。

為維護消費者權益，修正混合不同國

別之糧食，應明確標示混合比例，方

便消費者辨識。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糧食標示辦法第四條、第七條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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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擴大成深褐色不規則斑禶最後變為壞

疽禶被感染的葉片常轉黃化而易脫落

近年來，有機農業蔚為風潮，有機農夫

在農場管理上常面臨不知如何選擇可信賴的

商品性有機資材等問題，農委會農糧萍、驗

證機構與專家學者為尋求改善之道，正共同

研擬有機資材的審核標準，預期今年可上

路；然而防治資材的運用仍屬權宜之計，長

期解決之道，實有必要落實養地觀念。

有機農耕技術更新隃農產品質優量足

種子發芽後，除了陽光、空氣與水外，

短期作物如小葉菜二、三十天的生長期，長

期者如果樹常年長在果園，其菜葉或果實大

量被採收後，土壤被移走的營養，有賴外界

適時提供養分與長期的土壤培育，才能獲得

補充，同時面對病、蟲、草的競爭，乃至侵

害，其防治方法亦是一重要的管理技術。許

多有關栽培的書籍告訴我們，適時適地適種

可避開天災及病蟲的為害，容易獲得成功，

有機農夫普遍週知這個原則。不過，只要在

田裡，植物不可避免的會遭遇各種疾病與昆

蟲的侵害，這一直是農夫傷腦筋的問題。

這些問題透由作物栽培與生理的認識等

農耕新知與技術不斷的改進，使得植物的營

養失衡可從外觀、植體分析及肥力分析等進

行精確的判斷，再給予正確及適當的補充與

調整，而有機液肥則成了快速補充的利器，

讓有機栽種不再只依賴粗重的堆肥來供給營

養；遭遇病蟲為害時，也可以運用有色粘

板、性費洛蒙、微生物、植物萃取液、油

類、皂、礦物等來控制。因此，就有機米與

蔬菜來說，外觀品質已凌駕老祖宗時代，甚

至在產量上，可與慣行農法並駕齊驅。

有機資材琳瑯滿目隃難以判斷適用與否

隨著有機農產品需求的日益增加，帶動

了有機農耕的風潮，其周邊產業如生產資材

的研發及銷售等也隨之熱絡。因此，上述各

種農業資材在廠商與研究者努力研發下，紛

紛在市面上流通販瞽，提供給農夫使用。但

在現今審查機制尚未完善，且無法令可依循

的情形下，這些資材是否可以被使用，在有

機農作上不免啟人疑竇。

國內外有機農作物生產之可用資材，基

本上以「原料」來規範，但商業性品牌資

材，則大多經過混合，或者加入其他添加

物、助劑等製造而成，而這些添加物及助劑

是否合格，或混合及製造過程是否產生另一

種有害物質則無從判斷。目前尚缺乏一套評

估商業性資材的方法，面對市面琳瑯滿目的

資材商品，有機農夫無法辨別，驗證機構也

莫衷一是。農夫為解決急迫性的蟲害問題，

在「病急亂投醫」下，可能買到不合格的防

治資材。過去以來，已發生數起使用資材

後，被檢驗出禁用物質殘留在農產品之案

例，造成大眾的質疑，傷害了有機產業的消

費信心。

共同研擬審核標準隃導正商業性有機資材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協助有機產業正常

發展，讓農夫可以正確選擇資材，自去（94）

年下半年起，由四家農委會認證的民間驗證

機構共同推薦國內具有這方面專長的專家學

者，積極研擬一套商業性有機資材審核標

準，其審核項目包含了土壤改良、固態肥

料、液態肥料、微生物等資材，希望讓國內

有心發展「有機生產可用資材」的廠商在生

產資材前，將資材原料配方、製程、安全性

調查與關鍵性的檢驗項目等資料，提交公正

的審查委員評估審查，如獲得認可後，廠商

可以依循這個標準製造，而農夫也可安心使

用。相信這個審核標準公布實施後，可以把

有機農耕的商業性有機資材導入正軌，避免

有機農夫用了不合格的資材而受損。這項工

作已獲得農糧萍計畫支助，預計在今年內可

以順利推動上路。

驗 證 Q&A

Q1：何謂有機資材呢？

A：泛指有機生產中所使用到的「元素

(substance)或原料」，或經調配並以品

牌形式販瞽的「商業性生產資材」，

大致有：(1)堆肥、液肥、禽畜糞肥；

(2)礦物資材；(3)微生物產品；(4)栽

培介質；(5)覆蓋資材等類別。有機生

產者需要知道何種資材可被允許使

用，並積極地培養一種有機的基本態

度：在驗證標準以內，有限度地使用

外界的物質及資材。

資料來源：慈心有機驗證通訊．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