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柚為國內近年甚受矚

目的水果產業之一，主要分

布於台南、台東、嘉義、南

投、彰化、雲林等地，目前

栽培面積尚不足	 1,000	公頃

，但甚具發展潛力。台灣有

紀錄的柑桔病害達百餘種，

其中白柚病害亦有數十種，

常見者包括真菌引起的黑星

病、黑點病、瘡痂病、油脂

病、白粉病、煤煙病、疫病

、綠黴病與青黴病、蒂腐病

、炭疽病、赤衣病；藻類引

起的藻斑病及與真菌共生引

起的地衣；細菌性病害－潰

瘍病與立枯病；此外尚有根

腐線蟲與柑桔線蟲危害根系

。原本白柚栽培較其他小果

柑桔較為粗放，病蟲害亦較

容易管理，但近年來或許因

病菌變異、或因栽培方式改

變，使得導致潰瘍病與黑點

病發生嚴重，本文將簡扼說

明白柚潰瘍病與黑點病之防

治方法。

正確防治白柚潰瘍病
與黑點病 (上)

文圖｜安寶貞1‧蔡志濃1‧王佩瑾2

1 農業試驗所植物病理組

2  防檢局台中分局

植物保護

圖 1. 白柚葉片罹患潰瘍病 (上)，縱然施藥亦無法妥善根治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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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柚分成早生白柚、中生白柚、晚生白柚 3 種，早

生白柚產期大約在國曆 10 月下旬。近年來或許因病菌

變異，或許因栽培方式改變，導致潰瘍病與黑點病發生

嚴重，對產業的衝擊可說是相當大，為此，農友應適時

加強防治，有效控制危害，以確保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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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時，果實、葉片均會提早掉落，並造成

枝枯現象。

(二)	病原菌

細菌	－	Xanthomonas	 axonopodis	 pv.	

citri	(=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citri)，

該菌病原型有	5	種，台灣菌株大部分為	A	

型。細菌具單極生鞭毛、短桿狀，單胞或

呈短鏈狀聚集，菌落黃色，好氣性，生長

溫度	10	-	38℃，最適溫度為	25	-	30℃。

(三)	發病生態與時期

每年	4	 -	 10	月為易發病季節，降雨

有利病害發生，颱風侵襲時病害發生最為

嚴重。病原細菌由氣孔或傷口侵入寄主。

病菌一般存活於樹上枝、葉病斑中，或地

面落葉或土壤中。病斑或土壤中之細菌為

初次感染源，如遇降雨即隨風雨飛濺散布

，亦可藉潛葉蛾傳播，侵入寄主幼嫩或受

潰瘍病	(Citrus	canker)	
白柚對潰瘍病本有相當抗性，一般僅

有幼年樹會發生該病害，甚少在老樹的葉

片與果實上出現病斑。無奈近年柚農喜歡

栽培多樣性的柚子品種，經常在白柚園內

種上幾株帝王柚	 (香柚)、西施柚、蜜柚等

，這些柚子品種的抗病蟲害能力不等，也

改變了果園內的病蟲害生態。其中帝王柚

對潰瘍病極為感病，造成細菌密度過高，

導致果園內的白柚也跟隨遭殃，經常罹患

潰瘍病，苦惱不已。

(一)	病徵

主要危害果實、葉片及枝條。

1.	葉片病徵：感染幼嫩葉片或有傷口

之成熟葉，染病幼葉初現透明水浸狀暗綠

色斑點，病斑逐漸擴展變為褐色，最後表

皮破裂隆起木栓化，表面粗糙堅硬，病斑

周圍有明顯之黃色暈環	 (圖	 1)；有時多數

病斑連結癒合而成不規則之大疤，葉片之

兩面皆可見到。

2.	枝條病徵：病徵與葉片者

相似，但病斑邊緣缺少黃色暈

環。

3.	 果實病徵：病斑

初期與葉部病徵相似，

但一般亦無黃色暈環

，表面木栓化更甚

，外觀甚為粗糙

醜陋	(圖	2)，幼

果罹病時甚而

造成果實畸

形。病害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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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白柚果實
罹患潰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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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組織，誘發病害。柑桔品種間罹病程度

差異甚大，在台灣，帝王柚、葡萄柚最為

感病，其次為檸檬、萊母、甜橙、茂谷類

，椪柑較抗病。柚類幼年時較感病，樹齡 

10 年以上之老樹甚少發生，但如果耐病

品種與感病品種混植時，耐病品種亦會發

病。白柚單獨栽培時，並無潰瘍病發生，

縱然感染，病菌無法完成病害環，再產生

新細菌感染健康白柚；但是當白柚與香柚

混植時，香柚可以不斷提供感染源，侵染

白柚，才會發生嚴重的潰瘍病。

(四) 防治方法

1. 白柚園內勿栽培香柚、葡萄柚、

柳橙等感病品種，尤其是種植極為感病的

香柚，不但易誘發病害，造成嚴重損失，

且增加防治成本。如果已與感病品種混植

，最好的防治方法為將感病品種遷移與隔

離。

2. 如果無法將感病品種去除，應隨時

剪除發病枝葉與果實，並將罹病枝葉燒毀

，或深埋於土壤中。尤其於果實採收後清

園時，應將所有罹病枝葉剪除，同時清除

地面病葉與雜草，再噴布 4-4 式波爾多液 

1 - 2 次，藥液噴及地面，以降低病原密

度。

3. 藥劑防治：(1) 4-4 式波爾多液，

自 4 - 8 月間，每隔 15 天施藥 1 次，約

連續 3 - 4 次 (高溫時易發生藥害)。(2) 

56％ 氧化亞銅可濕性粉劑 600 倍，自 4 

- 8 月間，每隔 15 天施藥 1 次，約連續 

3 - 4 次，尤其颱風過後，須加強防治 (視

發病程度增減之)。此外，許多藥劑不可

與波爾多液混合使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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