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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八卦山區荔枝椿象發生現況與防治

多變的紅龍果冬季枝條寒斑
及因應對策

有機葉用甘藷病害管理策略

活動快訊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4 月 24 日 彰化縣農業技術諮詢暨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 田尾鄉農會

4 月 28 日 本場 107 年紫戀葡萄嘉年華開放日活動 本場場區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本場 FB 粉絲團

歡迎按讚
農業缺工好幫手
Android 載點

農業缺工好幫手
iOS 載點

▲ 紅龍果新生枝條遭受寒害後在枝條表面會出
現橘紅色突起或褐色凹陷斑塊

▲ 未妥善進行蟲害管理的果樹，容易發
現荔枝椿象在上面取食、交配

▲ 於田間發現荔枝椿象卵塊時應隨手
摘下銷毀

▲ 甘藷白銹病在葉用甘藷葉片表面產生
白色泡狀物且扭曲變形

▲ 甘藷基腐病感染在在甘藷莖上，多出
現在靠近土表的位置，繁殖時應避免
以帶有乾枯徵狀的插穗作扦插

▲ 紅龍果成熟枝條寒斑發生後
期，依受害嚴重度會形成不
同的癥狀，輕微者形成紅色
斑點，嚴重者產生黑色結痂
斑塊

文圖/陳盟松

　　當冬季寒流來臨時伴隨冰涼雨水常造成紅龍果新生枝條出現不

規則的橘紅色突起斑點，部分斑點會匯聚成褐色斑塊呈凹陷狀。有

時則呈現條狀、葉肉組織凹陷成黃褐色。若寒斑情形發生嚴重則有

組織潰爛情形發生。由於寒斑徵狀出現範圍大且快速，因此常造成

農友疑慮，而誤判為紅龍果莖潰瘍病。但兩者徵狀仍有明顯差異。

由於寒斑主要由低溫引起，品種間出現程度亦有差別，如富貴紅品

種則較易出現寒斑徵狀，改善方式如增強樹勢、搭設防風網或網室

等均可減輕寒斑出現。另已出現寒斑徵

狀的枝條，若生長點未受損則枝條仍然

可順利生長，所以不須剪除。若生長點

受害導致枝條停止生長，則應將其剪

除，再重新培養枝條。若全園寒斑大面

積出現，建議施用殺菌劑預防病害侵入

感染。

文圖/杜昆育、吳英民、沈原民

　　葉用甘藷適合熱帶及亞熱帶地區氣候栽培，於臺灣一年四季都

可以生長，盛產期在 4-9 月，對颱風及豪雨的抗性高，是適合國內

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栽培模式的蔬菜之一。有機葉用甘藷常遭逢多

種病害，包括感染葉片的白銹病、感染葉與莖的縮芽病 ( 瘡痂病 ) 及
感染地際部的基腐病、蔓割病 ( 萎凋病 )、青枯病 ( 細菌性萎凋病 )
等。白銹病常出現於高溫多濕、通風較差的環境，降低栽培環境濕

度並在收穫後徹底清除殘株有助於減少白銹病影響。而針對感染莖

部、地際部的病害必須注意避免使用異常或莖部有乾枯徵狀的部為

作為插穗繁殖，一旦發現罹病植株立即清除並移出田間，避免擴散。

建議可與水稻或其他作物輪替種植可減少存在鄰近土壤之病害對甘

藷的影響，另外，也可考量施用有機土壤添加物以及木黴菌、液化

澱粉芽孢桿菌等生物性資材。整體來說，許多葉用甘藷病害與土壤、

種苗相關，維持土壤環境的健康並採用健康苗種植為有機葉用甘藷

病害管理的關鍵。

文圖/于逸知、白桂芳

　　氣溫回暖近一個月，中部地區荔枝椿象已經開始活動。據本場

於 3 月實地調查，彰化市、芬園、大村、員林、社頭等八卦山沿線

與埔心、溪湖等地，皆可發現荔枝椿象取食、交配及產卵等行為。

荔枝椿象主要棲息於龍眼、荔枝、無患子與臺灣欒樹等，喜歡聚集

於向陽面的花穗、嫩梢取食、交配，並隨機於葉片、花穗、枝條及

樹皮等處產卵，每次產下大約 14 粒的卵。據調查結果顯示，持續進

行病蟲害管理 ( 包括矮化、清園與適時施藥 ) 的園區，荔枝椿象發生

情形較輕微，偶而可於枝叢間發現 1-2 隻成蟲；但未妥善管理的果

樹，包含棄作園、庭院果樹及路樹等，則荔枝椿象發生機率較高，

嚴重時每一叢花穗

即可看到 3-5 隻成

蟲及些許卵塊。荔

枝椿象全年首次最

適防治期應於 1 月

中至 2 月底前進行

1 至 3 次的化學防

治，以降低越冬成

蟲數目並避免後續

產卵。由於目前仍

為龍眼、荔枝開花期，為避免傷及蜜蜂，暫時不適合藥劑防治；建

議農友於園區內巡視時，即時摘除荔枝椿象卵塊銷毀之，並配合吊

掛平腹小蜂卵卡進行天敵防治，以降低荔枝椿象卵塊的孵化率。另

於荔枝、龍眼開花期結束後 ( 約 4 月底 )，可再進行藥劑施用，以除

去殘餘與新繁殖的荔枝椿象並同時防治荔枝細蛾。今年本場已於轄

內各荔枝、龍眼產區舉辦 3 場荔枝椿象防治講習，以及 5 場荔枝椿

象非農藥防治及寄生蜂應用示範說明會，未來仍會持續與各地農會

合作，舉辦相關講習與技術說明，籲請農友留意本場與農會的相關

資訊。平腹小蜂卵片之購買則可逕洽詢臺灣大學害蟲抗藥性管理研

究室 (02)3366-5526。▲ 荔枝椿象喜歡棲息於果樹向陽面，吸食嫩芽、花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