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番石榴是我國重要的熱帶果樹之一，根據農糧署統計，民國 99年時，全台番石榴的栽

培面積約7,164公頃，全年總產量達 167,009公噸。由於番石榴果實可周年生產，且在栽培

管理時，常見花器與不同發育時期的果實同時存在，因此，在進行病蟲害防治時，常發生不

易掌握防治適期或重複用藥的困擾。本文針對目前番石榴生產時，常見的病害問題，逐一介

紹其病徵、病原特性、以及管理方法…等，期使果農對於番石榴病害有初步的認識，進而採行

適地合宜的防治措施，以降低病害發生的風險，並減少病害造成的損失。

常見病害介紹

番石榴常見的病害若依病原為害的位置，可分作根、莖、葉部及果實病害…等。其中，可

造成侵入根系或枝條，引起整棵植株衰弱、生長不良或死亡等病徵的病害包括：立枯病、莖潰

瘍病、疫病及線蟲等。為害果實的病害包括：黑星病、瘡痂病、炭疽病及疫病…等。為害葉片的

病害則有煤煙病、藻斑病及瘡痂病…等。以下分別介紹番石榴栽培時，常見的病害、病徵與管

理方法。

(一)立枯病(Nalanthamala psidii (Sawada & Kurosawa) Schroers & M. J. Wingf.)

近年來番石榴以「珍珠拔」為主要栽培品種，然而，不同品種的番石榴受立枯病為害後，

除感病性不同外，其病徵表現也略有差異。然而，該病害主要的病徵，會從部分枝條開始出

現新芽生長受阻、變黑或褐化，葉片逐漸黃化、枯萎，最終枝條乾枯、植株死亡(圖一 A)。田間

觀察罹病植株，有時可見枯死植株的部份枝幹表皮有深褐色至黑色，略微凹陷的病徵(圖一

B)，切開表皮凹陷與健康處的交界，則可見凹陷部組織呈黑褐色。

呂氏等(1976)研究指出，立枯病菌主要從修剪後的傷口入侵，經由木質部向下移行，並

在枝幹分叉處感染新枝條或向根系擴展，最終導致番石榴全株枯萎死亡。筆者曾與南非的

Schoeman氏討論番石榴立枯病的問題，Schoeman氏指出該病害在南非也嚴重為害番石榴產

業。然而，他們則認為該病害主要由根系侵入感染，且可由健康根系接觸罹病植株的殘根傳

播，因此，剷除罹病植株並清除殘根為避免該病害傳播的重點之一。

近年來，筆者等人針對番石榴立枯病菌的殘存與田間生態進行研究，結果指出，立枯病

菌可殘存於罹病植株的根系中，且該病原菌在田間可由根系侵染植株，此點與 Schoeman氏

等人的說法相仿，但卻與以往的觀念大相逕庭。因此，防治該病害的重點，並非僅止於保護

枝條修剪後的傷口，而應設法避免罹病植株的根系殘留在土壤中，成為日後種植的感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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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氏(2005)曾指出，果園如嚴重感染立枯病欲重新種植時，除將原植株挖除外，土壤也需經

過殺菌處理，或利用水稻輪作，使罹病植株的根系腐爛，以降低病原菌殘存於土壤中的機會，

藉以降低番石榴立枯病的發生機率。

圖一、番石榴立枯病田間病徵。(A)罹病植株全株枯萎死亡。(B)罹病枝幹表皮有深褐色至黑色，沿枝幹發展且略

微凹陷的病徵(黑色箭頭處)；表皮呈橘紅色略微凸起處揭開後，可見白色至粉紅色分生孢子堆(紅色箭頭

處)。(C、D)番石榴立枯病菌的兩型分生孢子。

(二)莖潰瘍病(Botryosphaeria rhodina (Cooke) Arx )

番石榴莖潰瘍病的病徵主要出現於植株主幹與枝條上(圖二A)，造成樹皮組織縱向開裂

(圖二B)及髓部組織褐化(圖二C)。嚴重時，病徵向木質部延伸至髓部形成扇形褐化，葉片呈

黃綠色，植株生長勢衰弱。王氏等(2005)指出，該病原菌在採果後遺留的果柄、罹病新梢或嫁

接接合處傷口的分離比率高於其他部位，因此，可能係由前述位置的傷口處侵入，並造成 1

～2年生的植株於數個月內乾枯死亡(1)。因此，番石榴莖潰瘍病的管理，平時應儘量避免不必

要的傷口，加強清除田間殘枝、落葉，以減少病原菌的殘存處所與族群密度，降低病害發生

的風險。此外，王氏等(2005)的試驗及調查結果指出，貝芬替、免賴得及腐絕等藥劑在 10 

ppm a.i.時，可完全抑制莖潰瘍病菌的菌絲生長；鐵鉀砷酸銨與滅紋在 100 ppm a.i.時，

可明顯抑制番石榴莖潰瘍病菌的菌絲生長。然而，上述藥劑尚未經由田間試驗與正式審查制

度核准推薦使用，因此，仍需留意以免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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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番石榴莖潰瘍病的病徵。(A)莖潰瘍病罹病植株生長勢衰弱。(B)枝條樹皮組織縱向開裂。

(C)枝條髓部組織褐化。(D)番石榴莖潰瘍病菌的分生孢子。

(三)線蟲病害(Nematode Disease)

在台灣可為害番石榴的寄生性線蟲種類多達 14 屬 15 種，其中，以根瘤線蟲

(Meloidogyne spp.)造成的為害最嚴重(2)。受根瘤線蟲為害的植株，常出現植株生長勢衰弱、

葉片黃化的現象，有時葉緣會由外向內成黃褐色焦枯，且伴隨微量元素缺乏與植株發育不良

的症狀(圖三A)。挖開土壤後，常可見根系呈不規則瘤狀腫大，且多數腫瘤會互相癒合(圖三 

B)。此外，根系受根瘤線蟲為害的傷口，常會遭受其他微生物的二次感染而導致根系腐爛，

也因此嚴重影響植株吸收養份的能力。

番石榴線蟲病害目前並無正式推薦的防治藥劑，因此，線蟲病害的預防應從選擇耕地開

始。李氏等(1998)的報導指出，番石榴園的土壤中可偵測到多種線蟲，因此，在選擇栽種地

點前，應儘量避免在已受線蟲危害的地區種植番石榴。若無法選擇耕地，在栽種番石榴前先

種植水稻 1～2季，也能有效降低線蟲密度，並減少線蟲病害發生的機會。再者，挑選番石榴

幼苗時，宜仔細檢查植株根系是否發育良好，避免挑選根系有腫瘤狀突起，已受根瘤線蟲為

害症狀的幼苗，才不會將線蟲問題帶進果園。若成株已有線蟲為害問題，可視植株生長情況，

施用蝦蟹殼粉或蓖麻粕等有機添加物(2,10)，以增加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的種類與族群，同時抑

制植物病原線蟲的數量，逐步改善線蟲為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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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根瘤線蟲為害番石榴症狀。(A)植株呈現生長勢衰弱、葉片黃化及微量元素缺乏症狀。(B)番石榴根系呈不規

則瘤狀腫大，且腫瘤會互相癒合，影響植株養份吸收能力。(C)根瘤線蟲雌蟲。

(四)疫病(Phytophthora parasitica Dastor)

疫病菌可為害番石榴幼苗、新梢與果實，幼苗或新梢受疫病為害時，受害部位逐漸萎凋，

並轉為黑色(圖四 A)，後期全株葉片乾枯死亡。果實受害時，初期受害部位呈水浸狀，表皮

呈淡褐色但不凹陷；罹病後期果實上長出綿密的白色氣生菌絲(圖四 B)，果肉內部組織呈水

浸狀不變色，果實略帶酸腐味道(9,12)。由於疫病菌可殘存於土壤中，並藉由雨水或灌溉水傳

播，因此在春夏雨季時，應儘量保持果園良好排水，以避免疫病發生。在生產期則應注意留

果位置避免離地面太近，以免土壤中的疫病菌藉由雨水飛濺而感染果實。此外，田間如有罹

病死亡的植株或病果，應儘速集中銷毀，以避免病原菌殘存與孳生。果園進行病害管理時，

則可參考《植物保護手冊》推薦的藥劑，如：52.5 % 凡殺克絕水分散性粒劑、80% 福賽快得寧

可濕性粉劑…等藥劑，擇一進行病害防治。

圖四、番石榴疫病的病徵。(A) 新梢受疫病為害逐漸萎凋並轉為黑色。(B)果實受害部位呈淡褐色水浸狀，罹病部

位長出白色氣生菌絲。(C)疫病菌的游走孢子囊(黑色箭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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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黑星病(Guignardia psidii Ullasa & Rawal)

黑星病為害果實初期呈現褐色圓形病斑，病害嚴重時多數病斑互相融合，形成邊緣呈褐

色、中央為黑色，且略微凹陷的大型不規則病斑(圖五 A)。病斑上有時可見同心圓狀排列的黑

色小點，是為病原菌的柄子殼；切開病徵處，可見果肉罹病組織呈藍黑色(圖五 B) (4,6,12)，

且與果肉健康部位有明顯的分界。由於番石榴黑星病菌可殘存於罹病果實、落葉或枯枝上，因

此，田間管理時，應清除落葉、枯枝及罹病果實等殘體，並集中銷毀，以避免病原菌殘存於

果園中。此外，可參考《植物保護手冊》推薦的藥劑進行果園消毒與病害防治。

圖五、番石榴黑星病病徵。(A)果實上呈黑褐色略微凹陷病斑。(B)病斑處果肉呈藍黑色，且與健康部位果肉有明

顯分界。(C)番石榴黑星病菌的分生孢子。

(六)瘡痂病(Pestalotiopsis psidii (Pat.) Mordue)

本病菌為害番石榴果實時，主要有兩種病徵(7)。第一種病徵罹病組織表皮呈黃褐色水浸

狀，並向果肉擴散，導致果實軟化腐敗；嚴重時病斑中央有黑色小點，成同心圓狀排列，為

病原菌的分生孢子盤；病斑周圍與健康部交界處表皮分離且分界明顯(圖六 A)。第二種病徵

主要於表皮出現黃褐色至黑色，組織開裂的瘡痂狀病徵(圖六 B)，罹病組織不會軟化，健康

部位與罹病部的交界則較不明顯。番石榴瘡痂病菌除可為害果實，亦能侵入細小的枝條、果梗

或葉梗等，並殘存於罹病果實、落葉或枯枝上，因此，在管理時需留意清除枯枝、落葉及罹病

圖六、番石榴瘡痂病病徵。(A)第一種病徵，罹病果實組織呈黃褐色水浸狀並向果肉擴散，導致果實軟化腐敗。

(B)第二種病徵，表皮呈黃褐色至黑色，組織開裂的瘡痂狀。(C)番石榴瘡痂病菌的分生孢子。

果實等殘體，並集中銷毀，以避免病原菌殘存。此外，可參考《植物保護手冊》推薦之藥劑，

於整枝修剪後及果實套袋前，進行果園消毒與病害預防。

5



(七)炭疽病(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Penzig)

炭疽病為害果實初期會出現果實軟化、水浸狀的褐色小斑點。嚴重時，果實上病斑互相融

合，呈褐色略微凹陷狀(圖七 A、B)，病徵中央呈黑色，溼度高時可見病斑處產生橘紅至粉紅

色黏性物(圖七 B)，為病原菌的分生孢子；切開果實後，可見果肉呈粉紫紅色或褐色水浸狀

腐爛病徵(5,12)(圖七 C)。由於番石榴炭疽病菌可殘存於罹病果實、落葉或枯枝上，因此，於田

間管理時也應注意田間衛生，以避免病原菌殘留於果園中，成為初次感染源。此外，可參考

《植物保護手冊》推薦之藥劑，於適當時期進行果園消毒與病害防治。

圖七、番石榴炭疽病病徵。(A)果實上病斑互相融合而呈現褐色略微凹陷，中央呈黑色的病徵。(B)罹病果實上產

生橘紅色的分生孢子堆(紅色箭頭處)。(C)罹病果實切開後，罹病部位果肉呈褐色水浸狀病徵。(D)炭疽病菌

的分生孢子。

(八)藻斑病(Cephaleuros virescens Kunze)

藻斑病主要為害葉片，影響葉片的光合作用而降低果實品質。藻斑病的病徵可分為兩種：

一種是由綠色頭胞藻引起，葉片上出現淡茶褐色圓形斑點，略凸起於葉表(圖八 A)；後期病

斑上長出毛狀物，呈黃綠或紅褐色。另一種病徵，在葉片上可見水浸狀或油浸狀深綠色斑塊

(圖八 B)，在葉片下表皮可見類似藻絲的菌絲及綠色圓形細胞，但後期不形成孢子囊梗與游

走孢子囊(8,11,12)。藻斑病主要感染時期一般在雨季，若果園有通風不良、相對溼度較高、過度密

植等情形，均有可能全年發生。由於本病害並無推薦的防治藥劑，因此，保持果園適度通風，

避免溼度過高，可降低藻斑病發生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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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番石榴藻斑病田間為害情形。(A) 受藻斑病為害的葉片出現淡茶褐色圓形斑點。(B)葉片上出現水浸狀深綠

色斑塊。

結語

由於番石榴的抽梢、開花及果實發育等不同階段常會同時發生，因此，從事番石榴的栽

培生產之前，最好能事先訂定生產計劃，以利進行產期調節，同時配合果園的主要產期進行

病蟲害管理。由於目前的栽培品種對於多數病害沒有抗性，因此，就病害管理的原則而言，

若能留意田間衛生，適時的進行消毒以降低病原菌密度，並藉由栽培管理技術使植株生長強

健，便能有效控制病害發生的風險(圖九)。此外，若使用藥劑進行病害防治時，也需慎選藥

劑，輪流使用不同藥劑以避免抗藥性，施藥時應避免同時混合多種藥劑，並應有完善的安全

防護，以及注意藥劑的安全採收期…等相關細節與規定，以生產優質安全的番石榴。

圖九、清園與未清園對番石榴果實病害發生比率之影響。其中，兩試驗區相鄰且栽培管理模式相同，清園(A、C)

後的果實腐爛率較未清園(B、D)處理的果實腐爛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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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植物保護手冊推薦於防治番石榴病害的藥劑

病蟲害 推薦藥劑 作用機

制代碼

稀 釋 倍 數

(倍)

注意事項

炭疽病 70% 甲基多保淨可濕性粉劑 B1 1000 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

53% 腐絕快得寧可濕性粉劑 B1+M1 1200 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

23% 亞托敏水懸劑 C3 2000 採收前 21天停止施藥。

50% 三氟敏水分散性粒劑 C3 4000 採收前 21天停止施藥。

23.6% 百克敏乳劑 C3 3000 採收前12天停止施藥。

50% 克收欣水分散性粒劑 C3 2000 1.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

2.亦推薦於防治黑星病。

39.5 % 扶吉胺水懸劑 C5 2000 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

62.5% 賽普護汰寧水分散性粒劑 D1+E2 1500-2000 1.採收前12天停止施藥。

2.亦推薦於防治黑星病。

23.7% 依普同水懸劑 E3 800 採收前12天停止施藥。

25.9% 得克利水基乳劑 G1 1500 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

80% 免得爛水分散性粒劑 M3 500 採收前14天停止施藥。

80% 鋅錳乃浦可濕性粉劑 M3 400 採收前 30天停止施藥。

33% 鋅錳乃浦水懸劑 M3 600 採收前15天停止施藥。

80% 錳乃浦可濕性粉劑 M3 400 採收前 30天停止施藥。

40% 克熱淨(烷苯磺酸鹽)可濕性粉劑 M7 1500 1.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

2.亦推薦於防治瘡痂病。

42.2% 腈硫醌水懸劑 M9 1200 採收前9天停止施藥。

16% 腈硫克敏水分散性粒劑 M9+C3 1500 採收前12天停止施藥。

疫病 52.5% 凡殺克絕水分散性粒劑 C3+un01 1500 採收前12天停止施藥。

9.4% 賽座滅水懸劑 C4 3000 採收前9天停止施藥。

18.7% 達滅克敏水分散性粒劑 F5+C3 1000 採收前15天停止施藥。

27.12% 三元硫酸銅水懸劑 M1 800 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

80% 福賽快得寧可濕性粉劑 un02+M1 1200 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

註：1.使用藥劑防治時，請針對病蟲害種類，輪流選用該病害之推薦藥劑進行防治。

    2.許多藥劑具有同時防治多種病害或害蟲的效果，無須重複用藥。

    3.相同粗框或作用機制代碼的藥劑，應視為同一種藥劑，建議不要同時使用；在選用藥劑時，應選擇與上

次使用之藥劑歸類於不同粗框或作用機制內的藥劑，以降低病原菌產生抗藥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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