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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生為臺灣重要雜糧作物，白絹病為其主要病害之一，高溫多濕環境有利此病害發生，目前防
治方法主要為化學藥劑，本研究於 2015 年在 8 個田區以木黴菌 T3 菌株（Trichoderma virens T3 isolate）
進行種植前粉劑拌種及開花期稀釋 100 倍澆灌處理，測試其對白絹病之防治效果，結果顯示 8 個田區
之木黴菌處理組罹病度均低於對照組，效果最明顯之田區，處理組之罹病度比慣行對照組低 39.38％，
統計分析結果顯示 8 個田區中有 7 個田區具顯著差異，由此結果可知木黴菌處理可有效抑制秋作落花
生白絹病之發生。 

Reference: Lo, C. T., Nelson, E. B. and Harman, G. E. 1996. Biological control of turfgrass diseases with a rhizosphere 

competent strain of Trichoderma harzianum. Plant Dis. 80: 736-741. 
 
  

現有技術：目前仍以使用化學藥劑拌種或澆灌做為落花生白絹病的主要防治方式。 

創新內容：使用拮抗真菌木黴菌來減少白絹病的發生，能有效降低白絹病罹病度。 

對產業影響：增加落花生白絹病防治方法的選擇，減少農民直接接觸化學農藥的次數及對環境造成的負擔。 

第一次田間試驗中所使用之木黴菌
T3 菌株 (羅朝村教授提供) 粉劑拌種比例
為100 倍，目的是使其處理時之孢子量
為106 spores/g，然而以此濃度粉劑處理
過後的花生植株，可觀察到其生長初期
會比對照組植株矮小，但後期即恢復，
花生果莢產量亦無統計上之差異，此一
特性可能會因不同菌株而異。而盆栽拌
種試驗及第二次田間試驗均顯示200 倍
之拌種用量對植株生長高度無影響，而
此稀釋倍數仍能使處理濃度維持在106 

spores/g 內，因此未來在使用木黴菌製劑
拌種時，稀釋100 倍到200 倍都是可選擇
的範圍。需特別注意的是使用前應再用
粉碎機將固態之木黴菌製劑再磨成較細
的粉末狀，拌種時才有較好的附著力；
也避免花期以水稀釋澆灌時堵塞噴頭；
不可與殺菌劑混合使用，而沒用完的木
黴菌粉末應避免光線直射，置於4° C 冷
藏。 

 

在本次試驗的 8 個落花生田區中，
經木黴菌拌種及開花期澆灌處理後之白
絹病罹病度均低區對照組，效果最明顯
之田區，處理組罹病度比對照組低39.38

％，其中5 區的罹病度具統計上之極顯
著差異；2 區具顯著差異；1 個田區無顯
著差異，可見木黴菌製劑對白絹病之防
治是一可行且有效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