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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1 6日及 2 2 - 2 5
日，2月7-8日、15
日、21-28日，3月
9-13日下雨，若高

接梨開花期遇到連

續下雨，梨農為增

加著果機會，會噴

施營養劑或生長調

節劑，延長花朵開

放時間，再加上空

氣中濕度高病菌孢

子增多，這種情況下病原菌進入花柱的機會大為增加，造成採

收時梨果的腐爛率居高不下。要降低梨果實心部腐爛發生率，

建議平時改善田間衛生，採收後撿除爛果、隨時剪除病枝，減

少田間感染源。開花前田間噴施殺菌劑，減少病菌數量，開花

期施用人工授粉，完成授粉及受精後，加速花柱乾枯封閉通

道，降低病菌經由花柱進入子房的機率。

中華民國 ○二○二年三月 臺中區農情月刊【第 六 期】第二版

圖1.梨花朵構造，花柱是子房
(果心)和外界的連繫通道

圖2.梨果實構造

道 降低病菌經由花柱進入子房的機率

圖2 梨果實構造

梨果實心部腐爛的原因及防減方法

表1.最近3年中央氣象局臺中觀測站下雨天數及累積雨量資料

年度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下雨

天數

雨量

(mm)
下雨

天數

雨量

(mm)
下雨

天數

雨量

(mm)
下雨

天數

雨量

(mm)
下雨

天數

雨量

(mm)
下雨

天數

雨量

(mm)

2010 9 34.1 12 118.3 4 22.6 16 158.4 11 145.3 17 529.9

2011 5 35.4 9 27.6 7 33.2 5 5.1 16 95.0 11 151.3

2012 10 57.1 11 77.2 5 40.8 17 234.6 14 267.9 18 331.6

文圖／徐錦木

圖3.病菌早已潛伏果實內部

病原菌潛伏在果心部位

花柱底端組織完整，病原菌
早 期已進入，不是生長後期
侵入侵入。

臺灣位於亞熱帶氣候，低海拔地區橫山梨經由高接作業

模式，將梨果成熟期提早到5-8月份。而5-6月份的梅雨季節，

橫山梨枝梢大量生長，但高接梨果進入快速生長期及成熟期，

常會因水分及養分競爭，導致裂果及果實腐爛的情形發生。去

年(101年)溫度較高，且前半年下雨天數及雨量較多，採收時

梨果腐爛的發生比例偏高。高接梨果腐爛情況可分為從心部開

始、從傷口開始、因病蟲害造成及曬傷4大情況。由傷口、病

蟲害及曬傷所造成的腐爛皆有明顯的引發原因，也能在一發現

馬上採用補救措施減少損失。惟獨由心部開始的腐爛，往往果

實外觀正常，消費者在食用時才發現果心部份腐爛，會對果實

品質產生不信任感，相對降低購買意願，連帶使梨果消費量及

行情下降，造成梨農在採收量、銷售收入及商品信譽的多重損

失。

梨花屬於子房下位花，花朵的結構如(圖1)，授粉受精

後，花柱、花絲花瓣等構造脫落，平常所吃的果肉部份由花托

肉質化所形成，而子房部位則形成果心。果心由開花時期到果

實成熟期，整個生育過程中，均包覆在花托(果肉)內部，沒有

裸露在外，而唯一和外界相連的通道及時間，是開花期間為完

成授粉及受精作用，花粉管可以經由柱頭→花柱的管道進入子

房完成受精。當開花期過後，花柱乾枯也同時封閉子房對外的

通道。

梨果實腐爛率高和下雨時空氣中高濕度脫不了關係，如

果是5、6月份的梅雨，在高溫多溼環境下，使病原菌大量繁

殖，會由果實外部開始侵入造成腐爛。那麼果實外觀良好的條

件下，為何會從果心開始向外腐爛？只有一個可能，就是病原

菌早就存在果心內部。由果實整個生育過程，果心和外界相連

通時間及管道，只有開花期間經由花柱通道進入。所以病原菌

在開花期間就經由花柱進入子房，因果實未成熟時含有大量酚

類物質，病原菌被抑制無法增殖，直到成熟期果肉中抑制成份

降低，才大量繁殖造成心部腐爛。對照近三年的高接梨採收情

形，101年和99年在1、2月開花期下雨天數多，在採收時梨果

心部腐爛的比例偏高，而100年開花期下雨天數少，梨果心部

腐爛的比例就大幅下降。這和梨穗在開花期是否遇到下雨，空

氣中濕度及病原菌多寡因素有關。

依據中央氣象局臺中觀測站資料，101年在1月5-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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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稻田紅米混雜的栽培技術及措施
文圖／鄭佳綺、楊嘉凌

去（101）年第2期作彰化地區相繼發生收購的稻穀混雜

比例偏高的紅米事件，造成公糧收購的困擾及農民收益的損

失。由於稻米是我國民眾的主要糧食，因此政府早就規劃水

稻良種繁殖三級制度，以供應稻農高純度的優良品種種苗。

此種水稻良種繁殖三級制度做法是經由原原種、原種、採種

三級繁殖系統層層倍增種子數，並經由嚴格的田間檢查及室

內檢查來控管品種純度、發芽率及異雜物等種苗品質，避免

優良品種發生退化、混雜而造成品質下降。但在稻作的栽培

與收穫處理的過程及操作也可能造成異品種混雜，採種戶與

農民宜多加注意。本場經調查後，分析造成此次紅米混雜的

原因可能：

（一）栽培習性的改變：通常水稻田採用乾、濕並行的兩次

整地法，可去除田間掉落的稻穀，近年農村人力老

化，改採一次整地，在缺乏勞力去偽去雜下，異品種

混雜問題增多。

（二）收穫機所帶來的汙染：收穫機在本體與輸送砲管內常

有上次收穫其他田區的稻穀殘留，再收穫時，掉落田

間造成混雜。

（三）秧苗稻種來源不純：此次事件期間本場調查7處田區，

其中落粒栽培3處之混雜率嚴重（18.7~53.5％），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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