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版 臺東區農情月刊《第一七○期》中華民國一○三年二月

臺東地區番荔枝已逐
漸進入萌芽期，本場籲請
農友加強巡視果園，注意
小黃薊馬防治，適時採行
防治措施，以降低害蟲密
度，減少損失。

小黃薊馬雌成蟲以產
卵管將卵產於番荔枝幼嫩
組織，孵化後之幼蟲即以
此幼嫩組織為食，進入蛹
期時會爬行或掉落至土表
化蛹，成蟲體型小活動性
強，可藉風或氣流進行長
距離移動。小黃薊馬的成
蟲及幼蟲主要為害番荔枝
新梢、花及幼果，造成被
害嫩芽捲曲、畸形且局部黑化。至開花結果期，
移至花器及幼果上危害，造成不規則褐色條斑疤
痕影響果實外觀。為避免小黃薊馬為害，影響果
實品質，請農友注意於萌芽期或授粉前進行防治。

有關小黃薊馬防治法，本場建議採行下列防
治方法：

1. 加強果園樹體通風，有利於藥劑噴施，同時減
少小黃薊馬棲息環境。

2. 小黃薊馬化蛹時會掉落至樹冠下之落葉堆或土
表，防治時土表亦應適度的噴灑殺蟲劑，以確
保效果。

3. 小黃薊馬為雜食性之昆蟲，清除果園中雜草等
其他寄主，以減少孳生源。

4. 番荔枝嫩心葉發現每 10 枚嫩心葉有薊馬
30~40 隻時，或每 1 嫩心葉有一幼葉呈不規則
褐色條斑疤痕應選用下列化學藥劑防治： 2.8%
畢芬寧乳劑 1,000 倍、9.6% 益達胺溶液 1,500
倍、2.8% 賽洛寧乳劑 2,000 倍或 34% 硫敵克
水懸劑 1,500 倍等任選一種全園噴施。

參考上列藥劑，藥液以動力噴霧器作全園噴
施；但必須注意避免在 11 點 ~ 下午 3 點間噴藥，
以免造成高溫藥害。此外，嫩芽對藥劑較敏感，
請務必選用植物保護手冊所核准使用之藥劑，並
嚴格遵守用藥規定，依推薦稀釋倍數正確使用；
其他防治藥劑及方法請參考植物保護手冊，若有
防治上的問題請洽本場植物保護研究室（089-
325110 轉 737）或洽各區病蟲害診斷服務站（免
付費專線電話：0800-069-880）。

釋迦果園的病蟲害防治，首重田間衛生及清
園管理，若清園管理作得好，可有效降低全園病
蟲害危害程度，減少農藥的使用次數和用量，確
保果實的品質與安全。

釋迦常見病害包括果實
病害 ( 黑腐病、疫病及炭
疽病 )、赤衣病、葉部炭
疽病、藻斑病及立枯型
( 褐根病、根朽病及青枯
病 ) 病害。這些病害的病
原菌及其孢子，經由罹
病的果實、枝條、葉片
及根系，藉由風吹、降
雨、噴灌及根系接觸，在果園內傳播及危害，也
是釋迦生育期間病害發生的最初及最嚴重的感染
源。至於重要蟲害主要有粉介殼蟲、蟎類、薊馬
類、斑螟蛾及東方果實蠅等，這些害蟲大多危害
果實、葉片和枝條，可藏匿於落果、葉片及枝條
上，再移行至枝條分叉處或樹幹裂縫越冬，成為
下一季的蟲源。為避免病蟲源殘留在釋迦果園內，
建議農友於果園徹底執行清園管理。

清園管理的唯一原則即是保持果園環境的清
潔衛生。釋迦果園於果實採收後、進行冬季強剪

清園時，可參考下列原則及方法進行。

1、 儘可能將枯死植株挖除，徹底清除罹病根系。
清除之枝幹及根系，應移出果園或燒燬。

2、 強修剪之枝條、葉片及殘果宜移出果園，或
燒燬或加以粉碎促加速分解，降低病蟲孳生
機會。

3、 罹病蟲害之果實及落果均以塑膠袋收集封死，
並移出果園，杜絕病原菌孢子飛散傳播，悶
死果實上的蟲體，勿直接置於園中。

4、 適當整枝修剪，調整樹型，使萌芽後樹冠內
保持通風，減少病蟲害發生。

5、 修剪後萌芽初期期間，
是病蟲害防治最佳時
期，尤其對越冬介殼蟲、
蟎類及其他病害，可以
推薦藥劑混合礦物油或
可溼性硫黃粉，以徹底
防治殘存病蟲害。

值此釋迦採收後整枝
強剪之際，是採後病蟲害管
理的關鍵時刻。徹底清園可
有效降低果園內病蟲源的密
度，對新一季的病蟲害防治
工作可達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對果園管理與結果品
質，將有很大的助益。

小黃薊馬銼食，造成葉
柄不規則褐色疤痕。

薊馬危害嚴重時造成被
害嫩芽捲曲、畸形且局
部黑化。

文 /圖 許育慈

文 /圖 李惠鈴

枯死的釋迦植株宜徹底挖
除並移出果園

釋迦強剪後枝條落果徹
底清除保持園內乾淨

徹底的清園管理降低釋
迦生育期間病蟲害發生

番荔枝萌芽期注意小黃薊馬防治

釋迦果園之清園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