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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區農業技術講習
暨農業政策說明會

文圖/吳建銘

新社區是優質葡萄的

生產地之一，為精進農友

栽培管理技術，本場於 7
月 30日假新社區農會辦理
「臺中市新社區農業技術

講習暨農業政策說明會」，

由李紅曦場長與新社區農

會羅文正總幹事共同主持。

李場長致詞時表示，新社區葡萄在本場的技術輔導與農會的協

助下，品質優良並打進連鎖通路，成為優質葡萄的代名詞，除藉由本

次講習會再次提升農友技術外，並希望透過會議讓農友了解當前重要

農業施政。

講習課程由葉文彬副研究員講解遮雨設施於葡萄栽培之應用，

陳俊位分場長細說農業循環物質在葡萄復育與產量品質提升上之應

用，政策說明則由于逸知助理研究員介紹荔枝椿象之蟲害管理與雜草

綜合防治技術，吳建銘助理研究員說明實耕農認定，防檢局臺中分局

宣導非洲豬瘟防疫措施。現場農友仔細聆聽，並提出問題向與會人員

進行討論，充分達到精進栽培技術與政策宣導目的。

▲ 李紅曦場長 (左 )、新社區農會羅文正總幹
事共同主持會議

▲ 現場農友仔細聆聽並與研究人員進行討論

「農產品加工餅乾冰品班」讓農產品變身清涼冰品
文圖/陳世芳

繼開辦蔬果醃漬加工班之後，為培訓學員製作多樣化農產加工

品，本場 7月 24日至 7月 26日辦理農產品加工－餅乾冰品班。洪梅

珠副場長主持開訓時表示，農委會瞭解小農投入農產品簡易加工不

易，特別於本場、高雄區、臺南區、臺東區、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及農

業試驗所設立農產加值打樣中心，並於中部設立農產加工整合服務中

心，如有需要可以就近諮詢；並歡迎學員於此次訓練課程相聚結緣，

認識講師與學員，互相交流豐富知識，使農產品加工技術成長。

▲ 大家開心展現製作成品收穫滿滿

此次訓練課程安

排本場、東海大學食

品科學系、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

學系、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學系、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與義美食品公司前廠

長擔任講師，分別講授農產品加工技術概論、食品基礎衛生安全知識

與食安自主管理、農產品初級加工場規劃與管理實務、食品包裝特性

與選擇、食品添加物的功能性與安全性，並教導學員實作簡易水果霜

淇淋、水果冰棒、義大利脆餅、果乾巧克力磚，經由課程讓學員瞭解

加工與食品安全管理環節，選擇適合餅乾冰品加工之農產品，做好投

入之規劃與準備，提升加工產品穩定度。

▲ 修平科技大學陳春容助理教授 (左 1)指導學員製
作義大利脆餅

芽孢桿菌防治胡瓜白粉病之成效

文圖/郭建志

胡瓜白粉病是由病原

真 菌 Sphaerotheca fusca

感染所致，屬於絕對寄生

菌，此病原菌可在病斑上

產生成串的分生孢子，藉

由風力傳播，在乾燥及光

線不足的環境下，為害更

為嚴重，特別是設施栽培

的花胡瓜，全年均受到白粉病持續侵擾。本病害最適發病溫度為

21-25℃，病原菌以子囊殼在罹病殘株存活，在低濕度環境下，其
分生孢子於 2小時內即可發芽，3-4天後可再產生分生孢子，因此
病害發生迅速，造成防治不易。發病初期於植株下位葉的葉表及葉

背開始出現零星白色粉狀病斑，由此病害蔓延的速度很快，粉狀物

可迅速覆蓋整個葉片，影響葉片光合作用；若未能有效進行防治，

約 2週後全株枯萎死亡，嚴重影響產量，而且白粉病原菌容易對化
學藥劑產生抗藥性，對於後續田間管理更添加困難。

本場研發的「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Tcb43」，具有廣泛的抑菌能
力與多種分解酵素活性，並可抑制白粉病菌之孢子發芽。經過多場

次的田間試驗，於白粉病發病初期，利用 Tcb43水懸劑稀釋 200倍
開始進行葉面噴施處理，連續施用 5-6次，對胡瓜白粉病具有優異
的防治效果，防治率可達 60%以上。此外，應用 Tcb43菌株搭配
其他植物保護

資材，未來可

融入胡瓜之慣

行、有機及友

善栽培管理中，

有助於降低病

害發生，可提

供給栽培農友

參考。 ▲ 應用 Tcb43微生物製劑防治胡瓜白粉病之結果 (右 )，與
對照組 (左 )相比，可降低白粉病之發生

▲ 胡瓜白粉病發生嚴重時，病原菌如白色粉覆
蓋在胡瓜葉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