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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油 茶 屬 於 山 茶 科 (Theaceae) 山 茶 屬 
(Camellia sp.)，為多年生常綠之油料作物。其

蟲害種類複雜，多為鱗翅目和半翅目種類之害

蟲，危害習性各不相同，不利於蟲害管理，若

農民採粗放管理模式，容易導致油茶產量降低；

病害則以炭疽病造成的果實為害為主。本文統

整近兩年轄區內油茶園區的病蟲害調查，提供

農民提前預防油茶重要病蟲害之資訊，目標提

升油茶產量及果實品質。

油茶有害生物簡介與防治

油茶管理粗放，雖然害蟲種類複雜但耕作

環境多與天然林地相鄰，生態相穩定，害蟲族

群不易急遽增加。多數害蟲以取食葉部造成危

害，且多集中於新稍嫩葉，嚴重時造成枝條光

禿，樹勢衰弱及果實產量減少。

一、茶姬捲葉蛾

( 一 ) 危害特徵與發生生態

宜花地區於 5 月份至

10 月分害蟲相調查發現，

捲葉蛾類幼蟲為主要危害油茶梢部害蟲，其幼

蟲主要危害葉芽內或未展開的嫩葉邊緣，藏匿

其中取食危害 (圖1)，老熟幼蟲會危害成熟葉，

且害蟲密度隨春芽萌發期間增加，嚴重時葉片

被取食殆盡，造成植株枯萎死亡。

( 二 ) 建議防治方法

1. 由於葉背不易觀察到害蟲卵塊，因此可

於 3 月至 10 月期間利用性費洛蒙防治

監測成蟲數量，建置早期預警系統，若

誘集數量短期內上升，表示須進行其他

防治作業 ( 如藥劑防治 )，性費洛蒙取得

方式可洽詢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2. 適當修剪危害枝條，減少族群密度。

3. 利用蛾類成蟲的夜行特性並於傍晚以燈

光誘捕。

4. 保留園區內的開花植物，以維持赤眼

卵寄生蜂、小繭蜂和姬蜂等擬寄生性天

敵的族群。其中以小繭蜂最為常見 (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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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茶姬捲葉蛾

2 茶姬捲葉蛾天敵 -小繭蜂

3 茶角盲椿象

4 茶角盲椿象危害

5 粉介殼蟲

6 薊馬等小型害蟲危害

5. 參考植物保護手冊—茶姬捲葉蛾之防治

用藥，但由於高敏感性之擬寄生天敵族

群易受殺蟲劑影響，因此不建議農民經

常使用化學藥劑。

二、茶角盲椿象

( 一 ) 危害特徵與發生生態

茶角盲椿象為台灣北部地區特有之油茶葉

部害蟲 ( 圖 3)，食痕為深褐色斑點 ( 圖 4)，經

常被誤認為病斑。其移動性高，當被害枝條多

時，被害葉芽停止生長並萎縮，造成油茶樹生

長受阻。調查發現，花蓮地區於 3~4 月和 8~9
月間害蟲族群密度較高，卵產於嫩梢，卵塊具

白色細毛，會露出幼梢表面。

( 二 ) 建議防治方法

1. 發現有白毛露出之卵塊，應予以剪除，

銷毀產卵枝條。

2. 通風不良處容易發生，可藉由修枝改善

通風。

3. 成蟲會飛行，擾動後會飛離取食位置，

故可利用捕蟲網掃網捉捕。

4. 害蟲發生時施用非農藥資材，苦楝油及

窄域油皆具有防治效果。

三、粉介殼蟲及薊馬類小型害蟲

( 一 ) 危害特徵與發生生態

粉介殼蟲 ( 圖 5) 及薊馬於乾燥溫暖的季節

密度較高，危害嫩葉導致變形及生長不良 ( 圖
6)。多集中於梢部或幼果，春梢尤其明顯。經

調查，粉介殼蟲於花蓮地區 4~7 月危害比例較

高，薊馬全年發生，但皆不會嚴重影響油茶樹

生長，不須以化學農藥防治。

( 二 ) 建議防治方法

1. 由於高溫與一定濕度有利其生存，故平

時應注意植株修剪，使植株通風，良好

之日照可抑制此害蟲的族群擴展。

2. 非農藥資材防治建議可用農皂、窄域油

以及苦楝油等資材，而防治時機為 3 月

上旬抽春梢以及 6 月上旬抽夏梢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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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有害生物－桑寄生簡介與防治

一、危害特徵與發生生態

桑寄生為寄生性種子植物，會以不定根分

化之吸盤構造吸收寄主植物的養分，並隨著寄

主植物的長大，寄生之枝幹會逐漸腫大呈瘤狀 
( 圖 7)，同時可在油茶樹的枝葉間發現不同於

油茶枝葉型態的灌木叢 ( 圖 8)。通常本病害不

會造成寄主植物的死亡，但會影響油茶的樹勢

及果實的產量。

二、建議防治方法

本病害開花期間可見紅綠對比的筒狀花在

枝幹上，且會分泌蜜汁吸引鳥類啄食幫忙傳

播，因此建議在其開花期前即進行砍除，避免

本病害的傳播以及樹勢和產量受到影響。

油茶重要病害簡介與防治

早期油茶被列為造林樹種時，未施行適當

的行間距種植，且缺乏適當修剪，導致園內通

風、日照量不足且濕度過高，利於病害發生 (
圖 9)。

一、個別病害危害特徵與發生生態

( 一 ) 炭疽病

炭疽病一般好發於 7~10 月，其發病時期

和嚴重度與當年度春季雨量相關，通常在雨量

較高及降雨天數較多時病害發生會較嚴重。除

了危害枝葉外，本病害對大果油茶產量影響較

為嚴重，初期在果皮上造成小型褐色斑點，後

期逐漸擴大成黑褐色圓形病斑 ( 圖 10)；病斑

上會出現粉紅色至橘色粉末，罹病果實易提早

脫落或開裂 ( 圖 11)，造成油茶產量損失。

( 二 ) 藻斑病

藻斑病主要危害植株中下位之老葉，葉表

及葉背皆可見到病徵。病徵初期為黃褐色圓形

小斑，逐漸以放射方式向四周擴大呈圓形或不

規則形的灰綠色至黃褐色病斑 ( 圖 12)。本病

害於每年 4 月發生，影響光合作用，間接造成

生長勢衰弱，在高溫高濕下藉由風雨可快速傳

播侵染。

( 三 ) 茶餅病

茶餅病主要危害植株嫩葉、梢、芽以及子

房等部位，受感染的組織受刺激肥大變形 ( 圖
13)，並於感染後期病部表皮開裂，露出白色

粉狀物，最終造成嫩梢枯死。本病害於轄區內

主要發生於小果油茶，且好發於密植的環境及

涼爽潮濕季節，雖部分農友曾提及增生組織的

油茶病蟲害與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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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食性，但由於感染後期白色粉狀物會受到黴

菌汙染，因此仍建議農友切勿食用，並應及早

防治。

二、油茶病害防治

建議採取綜合防治，以下列出主要幾項防

治重點供參考。

( 一 ) 適當修剪及田間衛生：將田區內之罹病

枝條和果實確實剪除，並移至園外銷毀。

於冬季及春季應進行適度修剪，使光照

能達樹冠下部，並可增加通風，降低環

境濕度以減少病害發生。

( 二 ) 非農藥資材施用：藻斑病之發病嚴重地

區可噴灑 1 % 波爾多液，波爾多液亦可

使用於修剪後之傷口保護。另適度酌增

施磷、鉀肥，增加植株抗病害之能力。

( 三 ) 化學藥劑施用：炭疽病及茶餅病可參考

植物保護手冊中。推薦之防治用藥進行

防治，惟必須遵守其建議用量，並注意

安全採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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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桑寄生造成枝幹腫大呈瘤狀

8 桑寄生造成枝葉型態的灌木叢

9 未修剪的油茶園通風性及日照度不佳

10炭疽病危害果實

11  炭疽病造成裂果

12藻斑病

13茶餅病

結　語

多年來油茶多採粗放管理的模式進行栽

培，病蟲害的問題長期受到忽略，病蟲害造成

落果之問題普遍發生。油茶樹，目前尚無抗病

品種可提供農民栽種。一般農民種植油茶時多

不會施用化學農藥。因此，需妥善綜合應用生

物防治、耕作防治以及物理防治等方法，穩定

油茶產量。倘若能配合定期進行雜草管理及徒

長枝的修剪，保持油茶園通風，便可增進植株

健全生長及發育，進而減少病蟲害的發生，提

升油茶的產量與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