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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採收期蟲害用藥策略

甘藷栽培技術暨機械收穫成果觀摩會 ~
二期稻作轉作甘藷，契作生產有保障

兼具景觀的糧食作物 - 蕎麥

文圖/林大淵

　　豌豆採收期常見蟲害有斜紋夜蛾、甜菜夜蛾、豆

莢螟與薊馬等，農友大多針對薊馬類及甜菜夜蛾對豆

莢之危害進行防治。農友因栽培品種及習慣差異，重

複採收天數多在 2-5 天不等，但多數藥劑安全採收期

超過 6 天，易造成農藥殘留違規問題。以植物保護手

冊登記之殺蟲劑而言，核多角體病毒、蘇力菌、賜諾

殺、百滅寧、畢芬寧、賽洛寧、因滅汀、乃力松與馬

拉松等藥劑，較能符合採收期用藥需求，其他藥劑則

應考量於栽培期至開花期前使用。

　　因豌豆採收需要大量工時，栽培面積較小的農戶

可能採收較快，重複採收天數可在 2-3 天，用藥種類

更加侷限，若要施用安全採收期較長的藥劑，建議先

採收期間內可收穫之較嫩豆莢再用藥，可避免豆莢過

熟影響收購價格及造成植株負擔。而畢芬寧等部分藥

劑可同時防治多種害物，如薊馬類、蚜蟲類、鱗翅目

蝶蛾類等，防治範圍廣且安全採收期短，適合採收期

管理應用。豌豆採收

期可長達 3 個月以

上，合理分配藥劑應

用時期與範圍，才能

達成防治目的，同時

兼顧產品安全。

文/廖宜倫

　　蕎麥在臺灣為是冬季裡作栽培之作物，適合生長期為每年 10
月至隔年 2 月，因為其生長期短，僅 90 日 即可採收，不會影響隔

年一期稻作插秧期，深受農民喜愛，因為短期即可收穫之特性，蕎

麥亦被稱作為救荒作物。蕎麥主要用途可製成蕎麥麵、蕎麥脆片、

蕎麥餅乾等，具有高含量的芸香苷等功能性成分，而芸香苷具有修

復微血管及保健等功效，也是消費者購買蕎麥產品之主要誘因。

　　臺灣冬季田間景觀作物多為波斯菊、向日葵、油菜等，可以美

觀環境並當綠肥，然而五彩繽紛花田中，若有花色純然雪白的蕎麥

花海，更顯出孤芳自賞的別緻，古代詩人白居易「村夜」的詩句裡，

描述著「獨出門前望野田，月明蕎麥花如雪」等千古流傳詩句中，

更能襯顯的蕎麥花海的氣勢與優雅。彰化縣二林鎮每年舉辦以蕎麥

花海的系列活動，今年更結合路跑與音樂節活動，吸引大量旅客前

往拍照，增加地方觀光產業及農特產品銷售。除此之外，兼具景觀

作用之蕎麥，更可在蕎麥成熟後進行收穫，增加農民收益，帶動地

方觀觀產業，因此，冬季裡作栽培蕎麥可說是一舉數得。

文圖/廖宜倫

　　配合政府推廣二期稻作轉 ( 契 ) 作雜糧作物政策，本場 105
年 12 月 22 日於臺中市大甲區柯長慶先生示範田，辦理甘藷栽

培技術暨機械收穫成果觀摩會，由林學詩場長、農糧署中區分

署林美華副分署長與大甲區農會黃瑞祥總幹事主持，介紹甘藷

栽培技術、契作通路與機械採收觀摩，現場 130 名農民與會，

就甘藷栽培技術及契作問題進行熱烈討論。

近年來中部地區二期稻作抽穗開花至成熟期容易受颱風影響造

成減產，故推廣沿海二期稻作地區轉作甘藷。甘藷植株低矮，

▲ 廖宜倫副研究員介紹甘藷栽培管理

▲豌豆豆莢受薊馬類危害造成品質低落

不易受颱風及東北季風

影響，二期甘藷與一期

水稻輪作可降低病蟲害

及雜草防治成本，生產

的甘藷品質優良，加上

中部地區甘藷生產集中

在秋裏作 (8-11 月 )，農

友如與甘藷合作社場或

業者契作生產，可確保

收益。

　　本次示範甘藷田區

由農友與合作社契作生產，甘藷種苗由業者提供為無病毒健康種

苗，避免甘藷病毒病發生，影響產量。農友整地作畦後移植甘藷

種苗，栽培過程依照甘藷良好農業規範進行水分肥培及病蟲害管

理。甘藷收穫由契作業者以機械採收，農友僅需負擔整地作畦、

移植及田間管理費用，不需另外僱工收穫，不用擔心銷售通路問

題，對農友更有保障。本次示範甘藷品種為台農 57 號，生長情況

良好，預估產量每公頃可達 35,000 公斤。

▲ 二期稻田轉作甘藷塊根充實飽滿

▲ 如雪花般的蕎麥花海 ( 圖 / 林學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