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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傳播性病害之非農藥防治法 

前  言 
土壤為植物生長所必須之介質，具有保水與保肥

應植物養分與礦物元素，亦能提供眾多微生物生長與

土壤傳播性病害乃是指病原菌可藉土壤為媒介，感染

土壤因子影響病害的發生甚鉅，例如病原菌 Plasmod

病適合在酸性缺鈣土壤中發病，若添加石灰等資材

Streptomyces scabies 所引起的馬鈴薯瘡痂病在鹼性土

肥禁止用鹼性肥料如尿素、洋菇堆肥等，將土壤 pH值

一般病害的防治法多以噴施農藥為主，但防治土壤傳

原菌，所以防治效果較差，甚至於需使用系統性藥劑

的防治效果。為減少農藥之使用，以保障消費者與農

報告簡述土壤傳播性病害之非農藥防治法，以供農民

主要可分為下列幾種方式：一、拮抗微生物與有益微

三、耕作防治法，四、物理防治法。 

一、拮抗生物與有益微生物的使用 

(一)拮抗微生物 
此類微生物為腐生菌，多存在於植物根表與土

其作用機制與應用實例可參閱本期「根圈細菌在植

物商品化的例子，如「台灣寶」經田間試驗結果，

生。另外，已有許多拮抗微生物經試驗證明對土壤

黴菌 (Trichoderma koningii)防治紅豆根腐病 (Rhiz

(Bacillus megaterium)進行溫室生物檢定，證明本菌

引起的百合莖部的壞疽及倒伏，且百合種球之鮮重

(二)有益微生物 

有益微生物如固氮細菌、菌根菌與溶磷菌可幫

有促進植物抗逆境與病害的能力，抗土壤傳播性病

生菌根菌可防治洋香瓜根瘤線蟲，將預先培育囊叢

根瘤線蟲對洋香瓜的危害。 

二、土壤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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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且富含有機與無機物質，能供

棲息，所以土壤中微生物相十分複雜。

植物地下部或莖基部而引起病害，所以

iophora brassicae所引起的十字花科根瘤

可有效防治該病害；相反的，病原菌

壤中發病嚴重，馬鈴薯於生育中期施追

調整至酸性條件下，本病較不易發生。

播性病害時，藥劑較無法直接接觸到病

或大量農藥澆灌的方式，才可達到一定

友的健康，減少農藥對環境的傷害，本

參考。土壤傳播性病害之非農藥防治法

生物的使用，二、土壤添加物的使用，

壤中，該類微生物不會引起植物病害，

物病害防治之應用」。在臺灣，拮抗微生

可抑制番茄青枯病、芋頭軟腐病等的發

病害有防治效果，如屏東科技大學以木

octonia solani)，台灣大學以芽孢桿菌

可減少立枯絲核菌(Rhizoctonia solani)所

及乾重亦較未處理對照組為佳。 

助植物養分與礦物元素的吸收，有些具

害方面，中興大學的研究指出囊叢枝內

枝內生菌根苗，再移植於本田，可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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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生長需從土壤中吸收養分與礦物元素，但土

中所含之此類物質易流失或分解，多種養分與元素需

定期補充，土壤添加物的施用具此功效，除了供應養

分與礦物元素外，有些土壤添加物具有抗病的能力，

其抗病的機制有以下三種：1.供應作物營養，增加抗

病能力；2.土壤添加物直接抑制病原菌生長；3.誘導根

圈微生物繁殖而抑制病原菌生長。中興大學研發的 SH

土壤混合物即為具有抗病作用的土壤添加物，其組成

▲芋頭軟腐病可使用已商品化的拮抗
菌進行防治 

分為甘蔗渣、稻殼、蚵殼粉、尿素、硝酸鉀、過磷酸

鈣與矽酸爐渣，目前已經上市。經試驗證明該土壤添

加物可防治十字花科根瘤病、西瓜蔓割病、芹菜黃葉病、瓜類幼苗猝倒病、甘藍立枯病、甜

椒白絹病、番茄青枯病、薑軟腐病與唐菖蒲萎凋病等，本土壤添加物亦提供肥效並促進作物

根部發育。 

  

▲有益微生物芽孢桿菌屬細菌在人工
培養基上生長的情形 

▲土中添加 SH 混合物可防治薑軟腐
病等土壤病害 

另外，農業試驗所亦研發 AR-3-2系列之土壤添加物可防治多種作物的白絹病。若所施用

的土壤添加物中含有幾丁質成分可誘導土壤中放線菌的產生，其抗病機制與應用實例可參閱

本期「應用幾丁質防治植物病害之原理與實例」篇。 

三、耕作防治法 
作物生長期或休耕期間進行栽培管理不只促進植物生長亦可達到抗土壤病害的效果，主

要是根據病原菌的特性，應用適當的田間操作以營造出不利病害發展的環境，降低病害的發

生，策略如下： 

(一)田間衛生 
部分病原菌會殘存於落葉、落果、罹病枝條、罹病植株等，藉風吹、水濺或流水將病

原菌傳播至健康植株上，如疫病菌、猝倒病菌會殘存於罹病組織中，藉水的飛濺而傳播本

病害，所以應做好田間衛生，以降低田間病原菌的數量。另一方面，由於許多土壤傳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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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菌多存在土壤中，經操作過的農機具與行走的鞋子可能帶有含病原菌的土壤，所以於

罹病田操作後，應清洗農機具與裝備，避免將帶有病菌的土壤移至健康田區，造成病害的

傳播，如茄科青枯病易由此種方式進行傳播。 

 (二)輪作 
輪作制度適合用於寄主範圍窄的土壤傳播性病

害，如茄科青枯病可輪作茄科以外的作物，與水稻

輪作效果最好，鎌孢菌所引起的萎凋病如香蕉黃葉

病、胡瓜蔓割病等，與非寄主作物輪作亦可預防本

病的發生。但寄主範圍廣泛的土壤傳播性病害如白

絹病、猝倒病等不適合用本方法。 

▲田間落果、殘枝等易成為植物病原菌

的溫床 
 

(三)設施栽培 

部分病原菌會殘存在土壤中，如細菌性軟腐病菌、疫病菌，遇降雨使病原菌藉水滴飛

濺傳播，利用防雨設施如溫室、遮雨棚等以阻擋雨水而阻止部分病原菌的傳播。另外，可

設立台架，將盆栽作物架高以隔離地面土壤，防治土中病原菌傳播至盆栽作物上，不過本

方式一般用於較高經濟價值的作物，如花卉作物等。 

(四)田間水分管理 
土壤傳播病原菌多可藉水傳播，於田間應注意灌溉水源的清潔，流經罹病田區的灌溉

水容易傳播土壤傳播性病害，在設施內，若已有局部植株已發病，應避免用噴灑灌溉方式

給水，而改成點滴灌溉，避免病原菌藉水造成飛濺傳播，例如疫病菌在田間主要就是利用

此種方式進行傳播。 

四、物理防治法 
以物理原理應用在防治土壤傳播性病蟲害方面，可行的方式主要是利用蒸氣與太陽能加

熱消滅病原菌，而達到病害防治的目的。 

(一)蒸氣消毒 
土壤通蒸氣管進行蒸氣消毒，可消滅土中病原菌與雜草種子，但本方法成本高只適合

應用在高經濟價值的作物。國外研究者以蒸氣消毒土壤，再移植蘋果樹，可明顯降低移植

後易引起的土壤病害發生。 

(二)太陽能加熱 
以透明塑膠布覆蓋土壤，於陽光下曝曬，可提升土壤溫度，經一個月左右的曝曬，即

可明顯降低土壤中的病原菌含量。國外研究者以透明塑膠布覆蓋土面後經太陽光照射，有

效的降低西瓜數種土壤病害的發生，而且研究中發現，透明塑膠布覆蓋 30至 60天後，可

大量減少土表深度 25公分內的 3種病原真菌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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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透明塑膠布覆蓋與太陽照射提升
土溫以殺死土中病原菌 

  

▲溫網室等設施可阻擋雨水防止部分病
原菌的傳播 

▲設立台架，將作物架高以隔離地面土
壤，防治土中病原菌傳播至作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