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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物 防 疫 專 欄

預防重於治療是作物病蟲害管理的最高指導原則，農民如何應用

有效、可行的工具來洞燭先機，精準地掌握水稻有害病蟲的防治時機，

合理、簡約地使用化學藥劑，俾能維護水稻生育及健康的農業環境。

對於水稻害蟲發生的監測，高空捕蟲網及預測燈是農業試驗改良

場所慣用的工具，可有效掌握觀測點周邊的害蟲族群動態；但對於個

別農戶稻田的實際狀況無法一體適用。至於，昆蟲性費洛蒙是昆蟲為

了達到有效交配與生殖以繁衍後代為目的而分泌的物質，可應用害蟲

發生的監測、大量誘殺或交配干擾等。因此，水稻害蟲性費洛蒙的發

展與應用，它的專一性、使用便利性及單價，恰可彌補這個缺口。

水稻生育期間遭逢二化螟  ( C h i l o  s u p p re s s a l i s )  及瘤野螟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等蛾類害蟲的危害。二化螟幼蟲取食會造成

插秧初期的側黃莖、分蘗期稻株出現枯心或於抽穗後稻株出現白穗；

至於瘤野螟幼蟲將葉片縱捲成苞，藏身其內取食葉片上表皮及葉肉，

性費洛蒙與水稻害蟲監測性費洛蒙與水稻害蟲監測

水稻蛾類性費洛蒙監測作為防治決策的依據瘤野螟危害造成水稻捲葉  二化螟危害造成水稻白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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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分蘗盛期造成白葉及抽穗期後危害提供稻穗主要養分來源的劍

葉，影響稻株生長及稻穗稔實，造成嚴重的產量損失。農民對於水稻蛾

類害蟲的管理，常憑藉多年的田間經驗決定防治時機，或於田間稻叢出

現枯心、白穗或捲葉等危害徵狀之際，才進行必要之管理措施；往往過

早或延遲管理時機，致使未能有效壓制該害蟲的危害。若能於本田期導

入蛾類害蟲性費洛蒙，監測二化螟及瘤野螟等的發生情形，提供農民瞭

解蛾類害蟲的發生時期及族群數量，據以掌握最佳的防治時機，並依據

誘集成蛾數量判斷是否需要施藥防治，俾能有效節省防治成本。

本場近年來積極投入水稻蛾類害蟲性費洛蒙的開發與應用，並透

過轄內稻米產銷專業區及各鄉鎮市區農會等來推廣這項技術，每年計有

超過600公頃水稻田採用。若農民有意願使用相關的技術來監測自身稻

田的蛾類害蟲，歡迎聯繫本場作物病蟲害發生預測研究室 (04-8523101 

分機 330)。

2007年於彰化縣大村鄉農友所種植之胡瓜田發現一種類似由病毒

引起葉片產生壞疽斑點、黃化、嵌紋病徵之植株。病徵通常於新生葉片

出現嵌紋病徵，隨病勢進展在較老葉片上出現黃化、嵌紋病斑，鄰近斑

會互相癒合成大型黃化塊斑，黃化後期逐漸轉為壞疽，導致全葉壞疽。

健康胡瓜苗機械接種罹病組織汁液後會出現與田間發現之相同病徵。

且罹病株經電子顯微鏡觀察、酵素連接免疫吸附反應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及電泳免疫轉漬試驗分析，證實其為番

茄斑萎病毒屬(Tospovirus)之甜瓜黃斑病毒 (Melon yellow spot virus，

MYSV)。番茄斑萎病毒屬病毒是唯一經由薊馬傳播之植物病毒屬，病

毒直徑約在80-110 nm，是具有脂質蛋白之球型病毒。目前於臺灣發現

並報導之番茄斑萎病毒屬病毒至少有六種，其中又以西瓜銀斑病毒( 

WSMoV) 與甜瓜黃斑病毒(MYSV)嚴重威脅臺灣西瓜及洋香瓜等重要瓜

類作物，及辣椒黃化病毒(CaCV)對國內蝴蝶蘭產業的衝擊最為重要。

國內發現之洋香瓜黃斑病毒現亦經證實可由南黃薊馬 (Thrips palmi) 傳

播，且將此病毒接種於市面上常見之8種胡瓜商業栽培品種，皆出現病

毒感染之病徵；因此加強胡瓜抗病育種及生長期間對媒介昆蟲-薊馬之

防治需特別注意。花胡瓜薊馬防治藥劑有3種分別為(一) 4.95%芬普尼水

懸劑，使用稀釋倍數為2,000倍，害蟲發生時開始施藥，每隔7天施藥一

次，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二) 9.6%益達胺溶液，使用稀釋倍數為1,500

倍，害蟲發生時開始施藥，每隔7天施藥一次，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

(三) 9.6%益達胺水懸劑，使用稀釋倍數為1,500倍，害蟲發生時開始施

藥，每隔7天施藥一次，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

胡瓜感染甜瓜黃斑病毒，在葉片上
產生壞疽斑點、黃化、嵌紋病徵。

甜瓜黃斑病毒感染胡瓜在較老葉片上
出現黃化、嵌紋病斑，鄰近斑互相癒
合成大型黃化塊斑。

感染甜瓜黃斑病毒之胡瓜，病徵通常
於新生葉片出現嵌紋病徵。

感染甜瓜黃斑病毒之胡瓜葉片會造成黃
化，後期逐漸轉為壞疽，導致全葉壞疽。

由薊馬傳播之甜瓜黃斑病毒病害由薊馬傳播之甜瓜黃斑病毒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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