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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環境安全

第一節  綜論第一節  綜論

作物環境係以守護農業環境安全為己任，於民國87年成立包含3個研究室：

（1）土壤肥料研究室：負責苗栗縣土壤肥力檢測、作物需肥診斷、合理化施肥

推廣、作物施肥基準之規劃與執行及有機農業之改良研究、作物施肥基準之規

劃與執行；（2）植物保護研究室：負責苗栗縣農作物病蟲害診斷、特殊疫病蟲

害監測及防治技術之研究、農作物天然災害及公害汙染損害勘查鑑定及作物病

蟲害安全用藥輔導及示範推廣；（3）農業機械研究室：負責苗栗縣農業機械及

自動化之改良研究，惟民國105年人事異動調整後，農業機械業務由土壤肥料研

究室同仁兼辦。

第二節  推動土壤管理與合理化施肥
第二節  推動土壤管理與合理化施肥

一   合理化施肥推廣績效

苗栗地區許多農民為提高產量而增加肥料用量，常有超過作物需要量的情

形，肥料過多不但是一種浪費，且影響作物的品質，同時易造成病蟲害的孳生

與土壤的酸化及鹽分的累積，最後形成土壤營養不均衡的現象，甚者污染地下

水的品質，其對生活環境品質影響不可等閒視之。執行成果如下：

1. 自行辦理轄區各鄉鎮主要作物（水稻、梨、葡萄、紅棗、蔬果、甜柿、

柑橘、文旦、草莓、杭菊及芋頭等）合理化施肥教育講習會，宣導合理

化施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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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服務農民免費土壤及植體檢測，配合農民

管理紀錄，進行田間現場診斷與作物營養診斷

分析服務，協助農民栽培施肥管理之改善。

3. 為提升實驗室服務能力，參加每年度農業試驗

所主辦之土壤能力比對試驗及肥料能力比對試

驗，參加測試項目含一般養分及重金屬等，並

參與實驗室能力比對分析討論說明會，進行各

實驗室間之交流。

4. 執行苗栗地區合理化施肥輔導工作，辦理合理

化施肥產銷班示範（含水稻、梨、柑橘類、葡

萄及草莓等）。

5. 配合農民學院、產銷班、農會、合作社農場教

育訓練講習會，宣導合理化施肥理念和農民使

用國產有機質肥料。

6. 辦理102年度全國苗栗區施肥達人選拔工作，

評選推薦苗栗縣卓蘭鎮果樹產銷班第50班班長

吳長旭先生參加全國評選，並順利當選102年

度施肥達人。

7. 參與合理化施肥輔導成果研討會活動，發表轄

區重點作物合理化施肥技術及輔導成果論文及

海報。

8. 撰寫地區作物合理化施肥、有機質肥料施用及

土壤問題改良等相關文章，刊登於農業期刊雜

誌，並民國108年與其他改良場所合作撰寫出

版「作物土壤管理與施肥技術推廣專書」。

 ● 苗栗區施肥達人與長官合影

 ● 苗栗區友善農耕與節水灌溉技術講習

 ● 合理化施肥田間觀摩情形

 ● 合理化施肥葡萄示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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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壤肥培與水分管理

為了讓作物的養分能夠達到均衡發展，本場提供土壤或介質養分方面的檢測

服務，讓農民能夠針對肥分缺乏或不足之處給予適當的補充，讓肥料付出成本

獲取最佳化效益。考量苗栗地區氣候與土宜，本場推薦作物合理化施肥的通則

版本，提供農民作參考，以草莓為例，本田期管理方案簡要如下：

 ● 草莓土壤肥培與水分管理

草莓苗與一般作物栽培不同，近年因為生育期間容易遭受到土壤或種苗帶有

炭疽病菌之影響，為減少風與噴濺傳播，改以滴帶走水灌溉方式，能讓損失補植

情形降低，有些農民會用高架床栽植，惟在水分灌溉時，需注意營養液與肥料用

量問題，氮肥過多會造成營養生長旺盛，草莓僅生長葉片且少花，並加速其他土

壤營養分的消耗，進而縮短花期長度，另若以複合養液方式施用，若遇上冬季少

與偏乾影響在加上暖冬，容易造成肥傷根受損，過量肥料有析出鹽分情形，草莓

的耐鹽性不佳，可觀察到植株矮化，葉焦枯壞死，花的發展性不佳，研究顯示土

壤電導度值（土水比1:1）在1 ds/m（ms/cm）以上會導致減產，因此養液電導度

質以不超過0.7 dS/m為宜，否則對影響花期間的結果量，影響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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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疫病蟲害
第三節  重要疫病蟲害

一   草莓病蟲害管理

草莓萎凋病屬維管束病害，源頭管理為第一要務，選擇健康母株並生產健康

草莓苗，是降低萎凋病基本功。從柯霍氏法則驗證草莓感染土壤傳播性病害萎

凋病菌會出現典型大小葉及萎凋病徵，且研究結果顯示在第4片左右之成熟葉片

較大小葉容易分離到萎凋病菌。連年嚴重發生萎凋病之田區，於草莓季結束後

輪作水稻、玉米、綠肥等作物，定植前打田時每分地加入2包烏肥，比較土壤改

良前後萎凋病菌密度顯著降低。

草莓炭疽病為草莓頭號殺手，易潛伏感染於草莓植株，可感染植株葉、走

蔓、葉柄、冠部、根系及果實，但無病徵顯現，經本場自行開發之nested PCR及

酒精法（SDEI），可協助大型農戶及專業育苗場進行育苗母株炭疽病檢驗，檢出

可能潛在帶有炭疽病菌，建議農民分區管理或汰選母株，並以滴灌或滴帶灌溉，

搭配簡單雨遮，以避免炭疽病隨風雨或灌溉水傳播，降低罹病率。

過去草莓種植品種常以桃園1號（豐香）為主，近年來品種更替，農民改

 ● 草莓肥料過量、根系跟冠嚴重受損褐化  ● 氮、磷肥過剩及缺鈣捲葉症狀

 ● 草莓缺硼容易畸形而無商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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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香水或美姬等，出現未曾觀察到的病徵，經柯霍氏法則驗證，為真菌性草

莓葉枯病及細菌性草莓角斑病，分別由Neopestalotiopsis rosae及Xanthomonas 

fragariae所引起。香水及美姬等品種對葉枯病較易感病，葉枯病菌會感染草莓

葉、走蔓、葉柄、冠部、根系及果實，全年皆會發生，典型病徵為褐色同心圓

病斑，後期會有黑色分生孢子堆產生，嚴重時感染冠部會造成萎凋、新葉生長

異常。目前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已公告草莓葉枯病緊急防治用藥，農民可與草莓

炭疽病共同防治，惟種植桃園1號或苗栗1號則無需特別使用藥劑防治葉枯病。

草莓角斑病則可感染常見栽培品種，主要危害成熟葉，首先在葉背出現透明格

狀水浸狀斑，後期葉面出現紅褐色角斑，環境濕度高時，葉背會有菌泥溢出。

草莓病害管理除了使用健康種苗，定期巡田監測病害發生與否，並決定防治

時機點，搭配耕作、物理、生物及化學防治等綜合管理策略，才是面對多元病

害的不二法門。

 ● 大小葉為草莓萎凋病典型病徵  ● 草莓炭疽病葉部病徵

 ● 草莓葉枯病典型葉部病徵  ● 草莓角斑病典型水浸狀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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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餘甘子（油甘）病蟲害管理

餘甘子（油甘）起源於印度、中國滇緬地區，經由福建引進臺灣，在臺灣餘

甘子的栽培已經有300年的歷史，栽培面積已達120公頃。餘甘子果實可以直接

鮮食或常被製成蜜餞，初嘗鮮果時味道澀苦，不一會兒口中卻滿溢回甘感覺，

以客語將此等甘甜味音譯為「油甘」，大部分的地方，僅有見到零星栽培鮮少

有大規模種植，更欠缺栽培管理及病蟲害的研究，在臺灣分布的油甘品系相當

多元，以冬季休眠特性有些品系可維持常綠性和冬季落葉性的兩種品系，常綠

的品系在9月會再有一次開花結果的情況，另外果實大小，果實表皮褐化程度、

葉片大小在不同引種來源的品系間有很大的區別。

民國107 ~108年首次對餘甘子病蟲害進行調查，初步調查地點有苗栗縣、

臺中市、南投縣，比較有規模種植的農

地，彙整不同地區發生的病蟲害及發生

時間。並將重要的病蟲害發生情形製成

防治曆以供農民參考，並辦理現地的輔

導及病蟲害講習。

經過調查後以鱗翅目的咖啡木蠹蛾

與半翅目的介殼蟲幾乎遍及所有調查區

域，其中咖啡木蠹蛾危害嚴重時，將主

要結果枝的莖幹或主幹蛀蝕斷裂，斷裂

後枝條該年沒有果實可以採收，造成直

接的產量損害，為對產量最有威脅的蟲

害問題。其他主要的害蟲包含半翅目的

蚜蟲，鱗翅目的梨偽毒蛾、蝕心蟲、黃

毒蛾、小白紋毒蛾、基斑毒蛾、棗奕刺

 ● 剛羽化而出的咖啡木蠹蛾雌成蟲（上）、

枝條被咖啡木蠹蛾蛀斷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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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餘甘子栽培管理防治曆

項目/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生育階段

萌芽及開花期

幼果期

果實發育期

早熟果採收期

果實採收期

營養回流期

休眠期

病蟲害防治

咖啡木蠹蛾

介殼蟲類

蚜蟲類

梨偽毒蛾

毒蛾類

果腐病

■表示此類害物危害較嚴重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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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尺蛾與細蛾，鞘翅目的有截尾長小蠹蟲、素木六星吉丁蟲與天牛，病原性

的病害大部分是由真菌引起的果腐病；非病原性的生理障礙有低溫時，葉片會

有粉紅色的色素斑、果實也會有紅色的斑點，在結果期時過多的養分競爭會導

致葉片產葉緣褐斑缺鉀症狀。

第四節  農業機械
第四節  農業機械

一   研發黑豆顆粒大小分級機

大（黑）豆是我國主要進口作物之一，為提升糧食自給率，配合休耕轉作計

畫，輪作耕種大（黑）豆僅給付獎勵金每期作每公頃2.4萬元，為鼓勵增加種植

面積，獎勵金逐步提高，於民國107年時達6萬元。苗栗地區主要生產大豆的地

區有頭份、竹南、通霄和苑裡等地。因應生產量與品質，採後處理機械化更是

提升農業產值得重要工作。

黑豆顆粒大小分級機為民國104年進行研發：經過分級機能將黑豆田間收穫物

分成三個等級，車台工作效率達每小時25公斤，較人工揀豆分級快上3 ~4倍。

 ● 黑豆顆粒大小分級機  ● 黑豆顆粒大小分級機篩選分級運行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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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發醃製蔬菜切割機

福菜為大芥菜醃製醱酵的加工產品，早期將芥菜醃製入甕後倒置醱酵又稱為

覆菜，是苗栗地區最大宗的醃製蔬菜之一。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民國107年的

農業統計年報，大芥菜全臺種植面積為1,362公頃，總產量多達38,213公噸。

大芥菜除了鮮食用，也能醃製加工為其他產品，依序分別為酸菜、福菜與梅

干菜。芥菜經過加鹽搓揉後入甕醱酵首先成為酸菜，再經過日曬脫去60 ~70%水

份後再加鹽醃製後才便成了福菜，而將之完全曬乾就會變成梅干菜。福菜的性

質軟韌有彈性，能增加口感，然因具柔韌的性質導致切割難度增加，切片的目

的是為了讓福菜可充填塞入瓶中填補空隙以減少腐敗，方便於室溫下存放，雖

然能用塑膠袋作真空包裝沒有瓶裝的困擾，但許多餐廳為了省工希望能直接料

理，或是家庭料理需求，都需要切好包裝的福菜；加上經過醃製的福菜富有鹽

分汁液，刀具也容易耗損，因此耗費眾多的人工，在現今人力缺乏省工的議題

下，本場與公館鄉蔬菜產銷班第三班產學合作共同研發醃製蔬菜切割機〔原為

福菜切割（條）機〕。

醃製後蔬菜的性狀變得更加柔韌，不同於新鮮的蔬果質地脆嫩，如胡蘿蔔、

竹筍、芥菜特性上也是青脆易切斷，可用傳統的蔬菜切刴機械，然而當醃漬轉

變成福菜時，就如同具彈性的布料一般，變成不整平時柔韌難以切割，醃製蔬

菜中的筍乾，亦有相似柔韌的特性，導致傳統的蔬菜切割機械難以適用。

經過醃製蔬菜切割機裁切已可克服傳統切割機的缺點，經裁切後福菜切片相

較於人工切片大小稍微參差，但為合用的範圍。醃製蔬菜切割機運轉1小時的裁

切量約75公斤，若以人工裁切則為27公斤，機械裁切雖僅較人工快約2.8倍，但

人工1天最多也只能切出120公斤的量，機械運轉卻能切出600公斤，相形之下顯

得更具效率，省下不少的人力需求。

醃製蔬菜切割機的雛型機耗時多年研發製作完成後，於民國108年9月28日至

10月27日在桃園農業博覽會「創新農機館」發表展出，也於民國108年生機與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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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研討會上說明研製過程與成果，均獲得好評，並在民國109年取得中華民國新

型專利。泰國皇家計畫基金會為了解芥菜的加工產業，特地於民國108年11月22

日來訪，對公館地區福菜等加工產品和醃製蔬菜切割機研製非常有興趣，為日

後臺泰交流開啟先機。

第五節  農業天然災害及公害污染防治

第五節  農業天然災害及公害污染防治

一   農業天然災害

（一）農業氣象資源規劃與應用

本場農業氣象站自民國79年開始設立，也是中央氣象局協助設立之一

級觀測站，所收集之氣象資料，包括最高溫度、最低溫度、平均溫度、濕

 ● 2019桃園農業博覽會蔡總統與陳主委訪視福菜切割（條）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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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露點、地溫（5、10、30、50、100公分）、風速（平均、最高）、最多

風向、日照時數、日射量等，按時提報中央氣象局，以提供試驗及公共工程

單位設計參考。

二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本場因應農作物受害專業性判斷，由不同領域農作物栽培專家組成農業

災損鑑定暨農業保險團隊，視農作物受害類別派員協助農作物災害的認定。

依據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6條，配合苗栗縣政府協助勘查認定天然災害所

造成農業損失之程度，並由受災查報所在地公所會同領勘。經會勘後，與會

人員共同將認定決議結果填列於「農產業勘查結果報告表」，並由苗栗縣政

府函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俾以核定及公告辦理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項目。另

農業災害情形重大者，受損面積查報已逾縣市農情面積10%以上，則由中央主

管機關決議是否逕行公告，經公告後由公所受理農民申報並實地勘查損害情

形。損失率20%以上者，依現金救助項目及額度予以救助，以減輕農友損失。

再依據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12條，配合上開單位進行抽查工作，每一鄉

鎮抽查以兩次為限，如抽查兩次皆不合格（符合率未達90%），依抽查合格率

匡列救助金額。

 ● 1月寒流造成高接梨穗受損情形  ● 3月鋒面造成巨峰葡萄結果不良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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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月豪雨造成香瓜果實浸水及莖葉浸死  ● 9~10月乾旱造成桶柑落果嚴重

三   農業公害及汙染防治

民國103年起本場開始協助苗栗縣政府農業處辦理農業區公害案件、農作物

受害原因鑑定等工作，民國103 ~ 110年共辦理19件農業公害案件。

 ● 西湖鄉文旦公害經查驗受殺草劑危害造成枝梢落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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