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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流來襲怎麼辦？如何降低水稻受災風險！

番茄葉黴病之發生與管理

文圖 /鄭佳綺

水稻栽培過程包括浸種、發芽、秧苗、插秧、分蘗、曬田、孕穗、

抽穗、開花授粉、穀粒充實到收穫儲存等階段，每個生長環節都與

環境變化息息相關。水稻適合生長在 20-30℃溫暖的環境，但不同
的生育階段都有各自的臨界溫度，太高或太低都會影響水稻生育。

水稻生育初期至分蘗期對低溫的敏感度較弱，如果遭遇低溫可以透

過田間水位的調節來減低傷害，當寒流來襲時提高田間的水位進行

保溫工作，待天氣穩定後再排除讓植株恢復生長。

對低溫最為敏感的階段為幼穗形成期與孕穗期，這兩個時期遭

遇低溫容易造成穎花退化或花粉受損導致稔實率不佳形成白穗與空

穀等現象，對產量與品質影響極大，常發生的時期為臺灣春季 (1-4
月 )，稻株生育期適逢幼穗形成期，遭遇低溫容易造成傷害；另秋
冬季 (9-11月 )穀粒發育期間，若氣溫下降較快也常發生白穗空穀
的現象。

如何降低寒害造成的傷害，可以從品種選擇與栽培管理著手，

重要的觀念如下：

一、 慎選品種，地勢空曠
或易遭受低溫區域，

避免種植對低溫耐

性較差的品種，種植

早熟品種的農友應

特別注意栽培適期，

避免幼穗形成期與

孕穗期遭遇低溫環境造成傷害。

二、 隨時監看短期、中期及長期氣象預報，並配合氣象變化調整適
當栽培期，降低受災風險。

三、 施肥合理化，避免過量施肥導致植體軟弱，降低植體對低溫的
耐性，且過量施用氮肥導致稻株生育延遲或生長期延長，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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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為國內重要的蔬菜作物，其中南投縣仁愛與信

義鄉為國內重要番茄之主產區，目前生產面積已達 550
公頃以上。番茄栽培期間常受到多種病害的侵擾，番茄

葉黴病為其中重要的一種，係由病原真菌 Fulvia fulva所
引起。此病原菌可危害番茄葉、莖、花及幼果，發病初

期會於葉片表面呈現淡黃色斑塊，隨著病勢發展，病斑

顏色會轉為褐色乾枯狀；其病斑葉背處，會產生褐色黴

狀物，此為本病菌之分生孢子，可藉由氣流或雨水飛濺

傳播，在相對濕度達 90%以上，溫度介於 18-28℃時適
合傳播與感染。此病害於番茄開花前後開始發病，病害

嚴重時會造成葉片乾枯與死亡，影響葉片光合作用，造

成產量減少與品質下滑。防治之化學藥劑，包括：80%
錳乃浦可濕性粉劑與 80%鋅錳乃浦可濕性粉劑，於發病
初期開始施藥 1次，每隔 7天再施藥 1次。此外，可利
用下列方式對番茄葉黴病進行管理。

一、 注重栽培田區之衛生，即時清除罹病葉片與組織，
降低園區感染源。

二、 適度整枝修剪，避免生長過度茂密，保持光照及通
風良好。

三、進行合理化施肥，可使植物生長正常。

四、 除了施用化學藥劑外，可搭配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來預防與降低葉黴病之
發生。

掌握農時。

四、 良好的水分管理，水稻生育期間不需要長期湛水，田間儘量保
持高乾濕交錯的狀態，讓根系發育正常與植體強健，才有好的

抵抗力。當環境氣溫偏低時，可於白天有太陽照射時維持淺水

位 (1-3公分 )，陽光提高田間水的溫度，有效保溫，夜間再提
高水位保溫。另外當強烈寒流來襲時則應該維持高水位 (不能
淹沒植株 )，等寒流離開後，排除田間積水，恢復正常管理。

▲ 番茄葉黴病之初期葉片
表面病徵呈現淡黃色斑
點

▲ 番茄葉黴病之病斑葉背
產生褐色黴狀物，為此
病害之分生孢子

▲ 水稻各生育階段臨界溫度

生長階段
臨界溫度 (℃ )

低 高 適度

出苗期 12-13 35 25-30

長根期 16 35 25-28

葉伸長期 7-12 45 31

分蘗期 9-16 33 25-31

幼穗形成期 15-20 38

孕穗期 22 35 30-33

穀粒發育期 12-18 30 20-25
(摘自 Yoshida,1977)

▲ 遭遇低溫或寒流時透過水位調整避免寒害

▲ 幼穗形成期受低溫影響，
造成幼穗尖端穎花退化

▲ 孕穗期受低溫影響，造成
抽穗後白穗及空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