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
動
與
資
訊

活
動
與
資
訊

品
種
與
技
術

市
場
與
經
營

專
題
與
研
究

農
村
與
文
化

97年11月1日 43

當作物發生病蟲害時再予以施藥，往

往會造成農藥殘留量過高的問題，因此農

友應採用「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種植，

在種植前就營造合宜的生長環境，並落實

田間管理措施，病蟲害自然就會減少。

一.	前言
台灣位處亞熱帶地區，氣候環境適

於果樹生產及植物疫病蟲害發生與蔓

延，其中重要病蟲害，如黑斑病、炭疽

病及東方果實蠅等，為生產的重要限制

因子，因此，如何提升防疫技術及是否

能落實防疫工作，攸關該產業未來之成

功與否。對於一位果樹作物生產管理者

而言，為有效防止疫病蟲害的發生及符

合果樹產業的永續經營，一般會行整合

性防治，包括採行耕作、物理、化學、

生物或天然資材等方法進行防治，目前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以下簡稱防檢局)	正

推行合理施用化學農藥，並採行非農藥

防治等方法防治作物疫病蟲害，以達到

農藥減量的目的，並符合農業永續經營

的目標。

二.	建構果樹疫病蟲害整合性防疫體系
欲提高果樹產量及品質，果園的栽

培管理勢必有所調整，其中對於果園田

間疫病蟲害之防治策略，應以建構整合

性的防疫體系為原則，在此提供幾點淺

見以供參考：

(一)	清園及改變栽培環境

一般果園防治病蟲害的基本要件，

即對栽植園區於果實採收後進行清園，

此項管理措施可減少病蟲害因存活在枯

枝落葉或落果，降低下一季果樹生長期

感染病原或害蟲的機率，因果實蠅主要

為害作物包括芒果、蓮霧、番石榴、柑

桔、楊桃、梨、釋迦及印度棗等多種果

樹，當果園的果實採收後，落果若未及

時清除，果實蠅的幼蟲因產卵於果實

內，卵孵化後，幼蟲蛀食果肉，老熟幼

蟲跳出被害果，潛入土中化蛹，直到羽

化並鑽出土中成為成蟲，繼續危害作

物。另如芒果黑斑病菌主要藉由傷口侵

入感染，在台灣的環境下，最易在颱風

過後植株產生傷口時感染，此時清除田

間枯枝落葉與落果，並加以集中燒毀，

以完全杜絕潛伏的病原，若能在清園

後，適時的對園區及經修剪後的植株噴

施推薦藥劑，則該園區的病原量應會減

少，相對的，下一年度病害的發生率自

然會降低。另一種有效的防治植物病蟲

害的方法是改變栽培環境，當植物病原

進入果園後，必須迅速傳播病原，才會

造成嚴重的疫情發生，清園只是除去最

初感染源，並改善栽培環境，如修剪不

必要的枝條，使園區內保持通風日照，

則可減少病原，甚至可減緩害蟲於園區

迅速擴散。	

(二)	套袋或網室栽培

疫病蟲害防治一般以預防為重，尤

其果樹進入開花期即需進行藥劑防治，

以減少果實免受疫病蟲害危害，最簡單

有效的方法之一為套袋，當果實約拇指

做好果樹病蟲害防治工作
文圖｜邱安隆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植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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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時進行套袋	 (圖	 1)，且在套袋前一日

或當日徹底施藥	 1	 次，經風乾後再行

套袋，同時注意套袋袋口與果梗需密

合，以防病原藉雨水順著果梗經由袋口

間隙進入果實表皮，造成果實受病原感

染，並可降低果實蠅為害果實的機率，

降低外銷時的風險。近年盛行水果套

袋，如芒果、蓮霧、番石榴、梨、釋迦

及楊桃等，於幼果期即套裝以防止果實

蠅為害。網室栽培為另一項直接隔絕疫

病蟲害的方式，如蚜蟲蟲體含木瓜輪點

病毒，攜毒的蚜蟲可直接取食木瓜植株

後，致木瓜罹染病毒病，根本解決之道

在於防止蟲媒刺吸木瓜，網室栽培恰可

應用在蟲媒的防治	(圖	2)。

(三)	非農藥防治資材

果實蠅是危害果樹最普

遍的害蟲，目前以懸掛誘殺

器	 (圖	 3)	誘殺，應是重要

的防治措施。近年防檢局

積極推行含毒甲基丁香

油，希望經由大量誘殺

果實蠅雄蟲，達到全面

性壓制其族群的目標。如田間

懸掛果實誘殺板即屬目前普遍

性應用於田間防治果實蠅的方

法，每公頃建議懸掛	4	片，懸

掛位置以選擇較高大或枝葉茂

密的樹蔭底下、懸掛高度離地

面	 1.5	公尺，兩個誘殺板懸掛

距離為	30	 -	 50	公尺，惟本項

技術應全面實施，以達到共同

防治的效果。果實蠅屬小型昆

蟲，都有其偏好之顏色，利用

果實蠅偏好黃色或黃綠色粘板

或噴膠，懸於果樹誘殺果實蠅，約	 5	公

尺置放	1	塊，經	2	周或黏滿蟲及黏膠不

黏時更新，可同時誘殺雌雄蠅。另可於

果實成熟前	 2	個月或果實蠅密度急遽增

加時，局部噴施含毒蛋白質水解物於果

園四周或懸掛於果園內，也可達到誘殺

果實蠅的效果。

性費洛蒙應用在蟲害防治上，包括

偵測害蟲密度、誘殺害蟲及干擾害蟲交

尾行為以降低繁殖率等，於田間可有效

降低害蟲密度，減少果樹受害蟲危害，

如近年發生於台灣中部八卦山地區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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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梨樹果實均需早期進行田間套袋

圖 2. 木瓜栽培均以網室隔離媒介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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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舞蛾，防檢

局即透過縣市

政府等相關單

位全面吊掛黑角

舞蛾性費洛蒙誘蟲

器，成功的降低黑角

舞蛾的族群密度。黃色

黏紙則為另一項藉由誘引

效果達到防蟲的效果，許多

昆蟲如葉蟬、果實蠅、粉蝨及

蚜蟲等成蟲對黃色具有偏好性，故可

利用黃色粘紙或粘板來偵測昆蟲族群並

進行防治，如可在芒果園內應用黃色黏

紙偵測及防治葉蟬類及果實蠅類等。

(四)	做好用藥紀錄，掌握用藥時機

使用藥劑最佳的方式是參考病害發

生的時期及發生先後順序並提前噴藥，

栽培者最好對去年或前年果園內病蟲害

發生的時期有紀錄，依《植物保護手

冊》所推薦的藥劑，視實際需要提前	 2	

-	3	周進行施藥，用藥時應使用滲透移行

性藥劑，使藥劑於樹體中流動，以收預

防病蟲害效果，當藥效將失去時，再噴

施保護性藥劑，第	 3	次施藥視需要再噴

施系統性藥劑，如此一方面可避免病蟲

害發生蔓延，另一方面可藉由系統性及

保護性藥劑輪施用，藉以提高藥效、減

少用藥成本及降低抗藥性病原或害蟲的

產生，惟施藥時仍應遵守安全採收期，

以生產安全高品質的果實。

我國近年來越來越重視果品外銷，

其中果品是否能外銷的一項關鍵點在於

果品上的農藥殘留，故外銷供果園田間

用藥須謹慎使用，以免牴觸果品出口

時，因農藥檢驗不符合進口國標準而影

響外銷，如日本於	 95	 年推動農藥殘留

檢驗新制，其農藥殘留新制檢驗標準較

舊制規範嚴格，台灣果農若未妥善處理

用藥問題，將衝擊芒果銷日市場。防檢

局為協助果農用藥符合日本農藥殘留檢

驗標準，特整理輸日芒果、木瓜及荔枝

等果樹病蟲害防治用藥參考基準	 (http://

www.baphiq.gov.tw/welcome/welcome.

h tm)，列出台灣核准登記的推薦藥劑供

果農參考使用，另一方面，日方殘留量

較我國嚴苛之農藥，建議果農若要生產

外銷日本的芒果，應不得使用，目前該

項政策已順利推動，96	年及	 97	年台灣

均能符合進口國農藥殘留檢驗標準，使

芒果順利外銷至日本、韓國及澳大利亞

等。

三.	展望及結論
整合性防治的目標是將專家學者所

研究的成果與農友田間實作經驗相結

合，而達到對生產者有利潤、對消費者

吃的安心及對環境生態上能保持永續，

惟如何將理論與實務配合將是未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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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芒果果園內懸掛含
毒蛋白質水解物防
治東方果實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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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對於農友而言，建立「預防勝

於治療」是農友首先應有的基本認知，

而在田間實際操作時，則可應用不同的

病蟲害防治法達到此成效，如維持田間

衛生、套袋、網室栽培、吊掛含毒蛋白

質水解物或黃

色黏紙、適時

適量噴施農藥

或釋放捕食性

天敵等。另在

防治病蟲害觀

念上的建立，

參加果樹病蟲

害管理講習會

或座談會	 (圖	

4 )，由專業人

員對農友進行

講課及意見交

流，建立農民正確用藥的觀念，包括正確

購買及使用安全之推薦藥劑等，有助於提

升農友正確的購藥與用藥的新觀念。

展望未來，研究不同病蟲害生活

史與族群動態，減少施藥次數及抗藥

性病蟲害的產生，開發與應用非農藥防

治資材等，均為未來推展整合性防治的

基石。尤其欲生產符合安全用藥之高品

質果品，果園應遵循良好農業作業規範	

(TGAP)，由源頭管理開始進行，落實田

間栽培管理措

施，於適當的

時機噴施推薦

性藥劑並進行

套袋，確實將

田間施藥等資

料登記在管理

紀錄簿，並保

留農藥購買紀

錄單與憑證供

相關人員輔導

與查核；採行

正確的肥培管

理、落實疏果作業及採後之樹勢管理、

重視產品採後保鮮技術及包裝分級，積

極進行果品認證，藉以建構品牌，俾利

於該項產品的內外銷及永續發展。

圖 4. 舉辦果樹疫病蟲害防治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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