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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動輒發生破紀錄的強降雨、乾旱、寒冬或暖冬等極端氣候，顯示氣

候變遷已成為常態，導致作物生育期間頻頻面臨非生物逆境的考驗，進而造成產

量及品質的下降。為因應此變局，農業試驗研究單位加速選育耐非生物逆境之作

物品種，並積極研發調適作物耐非生物逆境之資材與微生物產品，期能減緩及降

低農作物損失。

歐洲是研發可調適作物耐非生物逆境之資材及微生物產品的先行者，將此類

產品稱作生物刺激素 (biostimulants)，產品成分主要由天然物質或微生物所組成，

普遍定義為：施用於植物體或根圈附近可提高作物水分及養分的利用率，進而提高

產量與品質，並能協助植物抵抗逆境的能力及耐受性，但不直接提供植物營養及防

治病蟲害。國內相關法規對生物刺激素產品的界定仍不明確，尚未歸屬於肥料或農

藥範疇，然其對於作物栽培具有正向的功效，可作為微生物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向。

本場長期致力於微生物資材之研究與開發，近年來為因應非生物逆境對作物

生產的影響，已研發數種功能性有益微生物菌株，包括：地衣芽孢桿菌 TCLigB、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Tcba05 及木黴菌 TCTr768 等，證實可緩解不結球白菜、青蔥及

青花菜的淹水逆境。其中，TCLigB 與 TCTr768 委由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進行

表型體溫室試驗，證實具有緩解木瓜遭受低溫障礙 (10℃ /48 小時 ) 的能力。同時，

本場亦建立可評估微生物菌株調適不結球白菜耐淹水測試平台，有助於加速篩選

具耐淹水特性之菌株。後續將進行製劑配方調整及建立施用技術，透過技術移轉

業者產製商品，提供農友新的栽培管理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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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經過秋天乾旱及冬天低溫的交互作用後，已在 1 月陸續抽

萌花序，在芽體萌動後應密切觀察田間蟲害密度及病害發生情形，

對於開花期可能出現的病害如白粉病、炭疽病及黑斑病，蟲害如薊

馬、芒果螟蛾、芒果夜蛾及介殼蟲等應加強防治。在雨水偏少的時

段，白粉病、薊馬及其他蟲害容易發生，而雨水偏多時，炭疽病及

黑斑病則為防治重點。若氣象預報可能出現 3 天以上的連續降雨，

須在降雨前預防用藥，雨後加強防治。對於降雨預測資訊可多多利

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開發的「氣象＆農業防災 APP」，

該 APP 針對鄉鎮農業專區提供 7 天的預測氣象資訊，包括：溫度、

降雨機率、風向風速及相對濕度，可供農友田間作業規劃參考使

用。為確保芒果開花時順利著果及提高有子果比率，應在花序抽出

約 5 公分時，飼養麗蠅等授粉昆蟲，可在田間放置魚粉 20% 及黃

豆粉 80% 的混合餌料，每桶約 4 公斤，每分地約放 5 桶餌料，誘

引雌蠅前來產卵，增加盛花期的麗蠅族群數量。在開花至幼果期需

噴施 500 倍水溶性硼素等微量元素，每 10 天葉面噴施 1 次，共 2-3
次，可以降低果實生理劣變發生機率。在花序順利抽出後，需視田

間土壤水分狀況適度灌溉，確保花序及小果順利發育。最後在生理

落果期結束後進行疏果，並在果實約雞蛋大小時完成套袋，以生產

優質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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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早晚溫差大，露水亦較多，田間濕度隨之升高，此時中部

芒果產區將進入開花期，在此環境條件下花穗極易遭受白粉病與炭

疽病感染，因此建議農友因應天氣變化，把握防治時機提早進行病

害防治。

芒果白粉病主要發生於冬末春初，降雨較少的開花季節，此病

原可感染花穗及幼果果柄。花穗受害後表面呈現白粉狀，如抹上一

層白粉，此為病原菌之分生孢子，危害後期表面則轉為黑色、組織

壞死枯萎，導致落花；幼果果柄受害後則容易提早落果。藥劑施用

時機，建議於開花初期開始施藥，直到幼果期為止。

芒果炭疽病則好發於多雨環境，可感染葉片、花穗、幼果、枝

條、成熟果實及儲藏期。炭疽病菌以分生孢子為主要感染源，每次

風雨過後就是一個感染高峰。而芒果自開花期至果實發育期間皆易

受到炭疽病入侵及潛伏感染，尤其以開花期為甚，若遇連續降雨時

期，則促進病原菌擴散感染，後續會造成提早落果及成熟果實染病

率提高。由於臺灣位於多濕的亞熱帶區域，加上炭疽病在芒果不同

生長期皆能致病，因此炭疽病菌在芒果園中無法完全斷絕，除加強

田間清潔、移除罹病組織外，可在適當時機加強藥劑防治：在每年

秋梢時開始進行 1-2 次防治，以防新梢受病原菌感染，而到開花前

後也需加強防治，直到果實約雞蛋大小時立即用藥並提早套袋。

微生物製劑協助作物耐非生物逆境之應用

芒果開花及小果期整合管理 芒果抽花期病害管理

 芒果花序抽出約 5 公分時，應準備魚粉
及黃豆粉混合餌料來飼養麗蠅等授粉昆
蟲，提高授粉率及有子果實數量

 芒果白粉病菌感染花穗病
徵

 芒果炭疽病菌感染幼果

 芒果花序順利授粉後，會產生許多小
果，待生理落果結束後，應儘速疏
果，確保養分集中利用

 施用地衣芽孢桿菌可提升不結球白菜在淹水逆境下之存活率與單
株鮮重

TCLigB 對照組

 施用本場研發之木黴菌 TCTr768，可減少青蔥因強降雨淹水造成
之產量損失與品質下降，並提升存活率與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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