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區支持型友善農業」傳遞友善食農概念
柑桔銹蟎之生態簡介及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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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舉辦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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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並在農友收割後取其乾稻穀，調查稻穀及

白米品質的表現。結果顯示，其稻穀容重量(590 
g/l)、碾糙率(79.8%)、碾白率(69.3%)、直鏈澱粉
含量(18.5%)、食味值(69.9)等各項品質指標表現
均非常優異。

臺東33號在各鄉鎮試種區田間的表現除了呈
現抗稻熱病、株型良好等優點外，第1期作稻穀
容重量平均為590 g/l，稻米品質表現亮眼；第2
期作稻穀容重量雖比第1期作稍低，但仍維持在
576 g/l，稻米品質包括碾糙率、碾白率、蛋白質
含量或食味值的表現均比第1期作為優。由此可

見，臺東33號是一個農藝性狀極佳的水稻栽培品
種，本場除了透過水稻良種繁殖三級制度推廣種

植外，亦將辦理「臺東33號稻種繁殖及採種技
術」非專屬授權技

轉；藉由雙軌並行

的推廣方式，不但

可提供農民選擇品

種種植之參考，藉

以提升稻米品質，

進而增加臺灣稻米

在市場的競爭力。

柑 桔 銹 蟎 又

稱柑桔銹蜱或銹壁

蝨，雌成蟎為長楔

形，淡黃至黃褐

色，體長約0.12公
釐（圖1），通常行
孤雌生殖。為熱帶

或亞熱帶之害蟎，

溫暖多溼下適合其

發育，當月均溫20℃時發生不嚴重，低於10℃則
幾乎不發生；若春季月均溫高於20℃銹蟎開始建
立族群，2-3個月內可達到族群高峰。

柑桔銹蟎主要寄生於柑桔屬植物，成、若

蟎偏好聚集於綠色果實表面及葉背取食，同時注

入唾液造成表皮細胞壞死，使被害果皮表面呈

銀色、紅褐色或黑褐色，後期轉深，俗稱「火燒

柑」，又因被害果皮粗糙故名「象皮病」。此

外，本蟎具有趨光性，但多聚集於陽光無法直射

處，故常在葉背造

成褐色斑紋或在柑

桔類果皮半遮光處

為害造成銹褐色斑

塊（圖2），若在檸
檬上則呈銀灰色；

同時果皮在高密度

銹蟎活動下，其蛻

皮及卵殼附著於其

上，使表面似有一

層塵埃狀（圖3）。
本 蟎 體 型 細

小，初發生時肉眼

不易查覺，因此不

易掌握防治時機；

除了在陽光下觀察

果皮表面是否有塵

埃，決定防治時機

外，重點仍應注意初期在葉部之為害癥狀，尤其

在4至5月為本蟎自老葉遷移至新葉的時期，此時
為重要的防治關鍵。目前尚未發現較有效抑制柑

桔銹蟎之捕食性天敵，田間發現較有效的天敵為

寄生性真菌-湯氏菌，但本菌卻受環境相對溼度影
響，對銹蟎的抑制效果有限。此外，含銅殺菌劑

及其他廣效性殺菌劑對本菌有抑制效果，導致自

然界無有效抑制銹蟎的天敵，致使本蟎成為柑桔

類作物重要害蟲之一。

因此，防治上除了施用化學藥劑外，應配

合加強樹體之整枝修剪，提高通風及日照，同時

注意冬季修剪後清園管理措施，均可降低田間發

生蟲源的密度。最後，田間銹蟎發生與降雨強度

及月均溫有密切關係，若長時間未下雨且月均溫

高於20℃，則應注意田間銹蟎發生情形，適時防
治。此外，也應減少銅劑或其他廣效性殺菌劑使

用，並輪流使用不同作用機制的殺蟎劑，避免抗

藥性產生，提高防治效果。

臺東33號為本場於
民國101年6月育成具抗
稻熱病、高品質之稉稻
中晚熟品種，102年開
始在全國各鄉鎮推廣試

種，頗獲農友好評；103
年第1期作的種植面積已
經超過1,250公頃，且為

103年的優良水稻推廣品種之
一。

本場102年第1、2期作
分別在臺東縣、花蓮縣、宜
蘭縣、雲林縣及臺南市等5個
縣市，共8個鄉鎮10個試種區
推廣種植臺東33號，栽培管
理方式依各地區農民的習性

為鼓勵在地生產在地消費，本場於4月14
日，邀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宋秉明教授蒞場，以
「社區支持型友善農業-將一個雲端上的理念拉到
地面上進行殘酷的市場競爭之實驗」為題進行一
場專題演講，內容精采豐富。

宋教授以「讓地球更綠色一點」做開場，
鼓勵現場朋友，集合個人力量足以讓地球環境更
好，他以大家常吃的漢堡為例，舉出製作1份漢
堡需要耗費700加侖的水，其中牛肉是耗費最多
水資源的食材。因此大家少肉多蔬食，即可有效
節省水資源，改善我們生存的環境。

宋教授進一步提出其「從有機農田到健康
餐桌」的概念，嘗試以一位庶民的力量，實踐友
善環境式之綠生活的可能性。接著他用大量幻燈
片，介紹一個以大學校園為中心向外發展的食農
教育實踐過程，結合有機農戶、創設綠色實驗餐
廳，並在校園中推動食農教育，向下扎根。

為實踐社區支持型友善農業的理念，綠色實
驗餐廳使用在地有
機食材，向當地
東華有機農場之農
戶採購，儘量縮短
食物里程，採用低
油、低鹽方式烹調
出營養餐點。藉由
促進消費者自己健
康，進一步關心農
民的健康與尊重大

自然，最終希望
能達到友善環境
之目的。

在殘酷的餐
飲市場競爭中，
經營綠色實驗餐
廳首需面對的難
題有三項：有機
食材價格高、消
費者對有機產品的信任度不夠、外食人口越來越
多。因此推動過程困難重重，理想與現實差距很
大，有必要從教育面來著手。所以宋教授又開設
食農學苑課程，將上課地點從教室拉到田間，讓
學生親自下田操作，教導農業知識，使學生了解
從產地到餐桌的辛苦生產過程，進而支持在地農
業。從180位學生熱烈報名的反應可看出開這門
課是相當成功的。綠色實驗餐廳的理念廣受社會
大眾的支持，有機農戶也受益良多，是一個成功
的經驗。

最後宋教授鼓勵與會的朋友大家一起來努
力，讓花東縱谷做為臺灣的綠生活基地。

演講結束後，本場林場長特別提到，今年
東華大學的綠色實驗餐廳已經是以自給自足的方
式在經營，宋教授的實驗是成功的。也期許農民
或業者們，可効法宋教授的理念『以下游來拉上
游』，藉由穩固的消費者支持更多的有機農場及
相關產業，推行食農教育，讓在地農業更有發
展。

文 /圖 許育慈

宋秉明教授專題演講情形

現場與會人員提問

臺東 33 號植株在田間生長表
現優異

圖 1. 柑桔銹蟎雌成蟎為長楔
形，淡黃至黃褐色。

圖 2. 柑桔銹蟎為害柑桔類，
造成果皮半遮光處為害造成銹
褐色斑塊。

圖 3. 高密度銹蟎在果皮活動，
其蛻皮及卵殼，使表面有一層
塵埃狀。

臺東 33 號的白米晶瑩剔透

水稻臺東3 3號
在各地區鄉鎮試種品質表現優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