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圖 / 吳庭嘉 枇杷因果實形狀似樂器琵

琶而名，是臺灣典型的季節性水

果，在每年的 12 月至隔年 5 月

期間上市，盛產期為 3-4 月。因

枇杷是開春後最早採收的水果，

素有「果子頭」美稱。目前枇杷

栽培面積約 1,117 公頃，年產量

7,690 公噸，主要產區為臺中市

新社區 (473 公頃，3,632 公噸 ) 與太平區 (258.5 公頃，1,790
公噸 ) 及南投縣國姓鄉 (113.4 公頃，649 公噸 )。國內枇杷

主要栽培品種為 茂木，其果皮及果肉為橙黃色，品質佳的

枇杷果粒大且飽滿、果皮茸毛密布而均勻、果肉軟Ｑ、果

汁量多、酸甜適口且具有清馥的風味。

枇杷為一年一收的水果，每年 10 月開始可陸續看見枇

杷花穗生長及開花。雖然 111 年年底寒流過境，種植在山

區的枇杷第一、二批開花著果受到影響，使得今年枇杷盛

產期稍有延後，但在農友將受到寒害的枝葉與果實去除、

果穗整理與套袋、低溫過後及時補充微量元素，並在果實

生育期維持土壤水分供應，使得枇杷果實獲得充足營養，

讓今年的枇杷果實品質及風味仍維持相當不錯的水準。鼓

勵消費者可以趁著枇杷盛產季多選購享用美味的枇杷。

文圖 /王照仁

馬鈴薯晚疫病是一種由疫病菌引起的病害，主要可侵染茄科作物 ( 如馬

鈴薯及番茄 ) 的葉片與莖部，初期受感染植株組織呈現水浸狀褐化病斑，爾

後病斑快速擴大並造成組織壞死，嚴重時植株會出現萎凋、葉片焦枯及死亡，

嚴重影響作物生長、發育及產量，屬全球性茄科作物之重要病害。該病原菌

透過菌絲或卵孢子殘存於馬鈴薯塊莖或其他茄科作物組織中，作為該病害的

初次感染源，隨後在田間利用風雨飛濺來傳播孢囊或遊走孢子作為二次感染

源，而環境溫度則是重要的調控因子 (16-22℃產生孢囊，12-15℃則刺激產生

遊走孢子 )。因此在低溫與高濕環境下最適合該病害的發生與擴展，而臺灣

馬鈴薯晚疫病的發生已有相當長的歷史，早於民國 8 年即被正式紀錄，對國

內馬鈴薯栽培業者而言，在產量與品質上為重要限制因子與威脅。現階段臺

灣馬鈴薯晚疫病的防治策略仍以化學藥劑防治為主，但由於長期使用農藥易

導致農藥殘留及菌株產生抗藥性等問題，因此需要尋找其他防治方法。近年

來，國內已有許多專家學者透過作物育種或生物防治等策略，研發出耐 / 抗
晚疫病的馬鈴薯品種與相關微生物製劑產品，以期能夠更好地控制疫情。農

民則可透過改善栽培技術與適當的肥培管理，提升馬鈴薯抗 / 耐病能力外，

對於已經感染的馬鈴薯，需盡速採取對應措施，如施藥或移除罹病植株，可

有效降低病害對產量的影響。

當季水果枇杷來報到
快請享用在地好滋味

馬鈴薯晚疫病介紹

 田間馬鈴薯晚疫病感染植株後，受感染葉片初期呈現黃化壞疽病斑 ( 左 )，而後造成組織褐

化死亡 ( 右 )

文圖 /廖君達、于逸知

現代的農業生產追求經濟規模，經常大面積栽培單一作物，對於非

目標物種採取堅壁清野的操作方式，復以化學藥劑與肥料長期大量地使

用，使得農業生態系及生物多樣性趨於貧瘠。草生栽培是指於農田內移

植培育特定的覆蓋植物，或以割草、除草劑來汰選特定的原生性雜草或

保留完整的原生綜合草相，使得農田土壤維持草生狀態的管理方式。草

生栽培可改善土壤理化特性、調節農田微氣候、提升養分及水分利用效

率，並能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與土壤碳匯，進而促進作物根系生長及提

升農產品品質。而且，農田覆蓋草生植被後，可以抑制其他雜草生長，

兼具美化農村景觀的功能。

水稻田田埂移植蠅翼草、心葉水薄荷及蔓花生，可做為蜜蜂、蝴蝶

及小型昆蟲的蜜源植物，營造適合昆蟲天敵的棲地；田埂記錄到多種瓢

蟲、蛛形綱及寄生蜂類等捕食性及寄生性天敵，對降低水稻田飛蝨類害

蟲有所助益。果園覆蓋單一草相或果樹下維持原生草相，同樣可以增加

蛛形綱及膜翅目昆蟲天敵的數量；而且，草生栽培區土壤蚯蚓數量高於

清耕區，且土壤微生物也展現不同的面貌，具固氮功能的微生物占比顯

著地增加。顯示覆蓋草生植被增加植物、動物及微生物的多樣性，使得

農田處處生機盎然。

農田可以不一樣，草生植被豐富生物多樣性

 茂谷柑園維持原生草相，營造生物多樣

性棲地

 蜜蜂於酢漿草花間採蜜

 枇杷果實橙黃飽滿、香甜誘

人，整體品質及風味佳

 枇杷果實逐串套袋，採收前可見套袋滿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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