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粉病是一種常見的真菌性病害，可為害豌豆葉片、

莖、花及豆莢，初期呈灰白色小斑，以後病斑擴大成片狀，

嚴重時滿佈全葉，病斑佈滿分生孢子而呈黃灰或灰黑色，葉

片因罹病而黃化，嚴重影響植株行光合作用及發育，花及豆

莢上之病徵與葉片大致相同。豌豆白粉病發生與雨水有密切

關係，通常秋末乾季開始發生，最適發病溫度為20~26℃，

冬季尤其在乾、熱的白天及冰涼的夜晚條件下，病斑上產生

很多分生胞子，到處飛散，極易於短時間內造成嚴重流行性

病害。根據103年12月19日植物保護手冊網路版資料，防治豌

豆白粉病有50%白克列水分散性粒劑(稀釋倍數2,500倍)、5%
三泰隆可濕性粉劑(稀釋倍數2,000倍)及10.5%平克座乳劑(稀

豌豆白粉病之發生與防治

▲豌豆葉片因白粉病危害而逐漸黃化，
影響葉片光合作用及植株發育

釋倍數4,000倍)等3種化學性

農藥，而使用在防治碗豆白

粉病的生物製劑及非化學藥

劑防治資材則有50%枯草桿

菌可濕性粉劑(稀釋倍數800
倍)、99%礦物油乳劑(稀釋

倍數500倍)及80%碳酸氫鉀

水溶性粉劑(稀釋倍數1,000
倍)等3種藥劑。以上6種植

物保護資材提供農民防治上

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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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白粉病之病原介紹與防治技術小麥白粉病之病原介紹與防治技術

前言

小麥為冬季裡作栽培作物，臺中市大雅區為近年來主要

產區，栽培面積維持約70公頃。近年來政府為提升國內糧食

自給率，配合活化休耕地政策推廣小麥種植，使得小麥種植

面積逐年增加，栽培地區已擴及全臺各地，包括彰化縣大城

鄉、嘉義縣東石鄉、臺南市學甲區、苗栗縣苑裡鄉及花蓮縣

玉里鎮等。預估今年栽培面積將超過600公頃，主要的種植品

種為小麥臺中選2號。宥於單一品種作物的栽培面積逐漸擴

增，伴隨而來的是與日俱增的病蟲害課題。

病原菌與病徵介紹

國內小麥約在11月下旬開始種植，至隔年3月份採收，生

育期間會遭受許多病蟲害的侵擾；在1~2月間，適逢小麥分蘗

盛期至抽穗期，氣候環境適合，即在抽穗前後多濕、霧氣重

的環境下，容易誘發小麥白粉病之發生。小麥白粉病係由真

菌引起之病害，病原菌屬於子囊菌綱(Ascomyctes)、白粉菌目

(Erysiphales)、白粉菌科(Erysiphaceae)的絕對寄生菌。其病原

可利用分生孢子，藉由空氣飄散傳播。白粉病可危害小麥之

葉片、葉鞘、莖部與穗部。發病初期由下位葉互相傳播，之

後逐漸往上蔓延危害穗部。罹病部位初期，表面外觀如同覆

上一層白粉狀，故取名白粉病，病徵後期逐漸變為灰白色，

最後呈現淺褐色。白粉病在小麥抽穗後至成熟期危害最為嚴

重。

發病條件

依據國內外之報告指出，小麥白粉病的越冬方式有兩

種，一是以分生孢子形態越冬，二是以菌絲體潛伏在寄主組

織內越冬，適合好發於15~23℃，相對溼度85~100%間，此時

會開始大量產生分生孢子，靠風力的傳播進行危害，短時間

內可造成大面積的危害，特別在氮肥施用過量，環境通風不

良、日照不足之田區，發病較為嚴重。罹病之小麥葉片光合

作用受到影響，一穗粒數及千粒重減少，嚴重時植株提早枯

萎，導致減產10~20%。

防治策略

(1) 避免過度密植，田間減少積水，注意通風及光照，田間衛

生管理確實。

(2) 施肥時氮肥適量即可，增施鉀肥可增加對白粉病的抵抗

力。

(3) 依據植物保護手冊說明，發病初期施用84.2%三得芬乳劑

2,000倍進行防治，每隔10天施藥1次。容易發病之田區，

改善田間通風性，以降低病原菌感染之機會。

▲白粉病為害小麥葉片情形 ▲白粉病為害小麥穗部情形 ▲適當藥劑防治可保持小麥葉片及
穗部的健康

▲良好的田間栽培管理與適期防治
可降低小麥白粉病對產量之影響

文圖／郭建志、林訓仕、廖君達

小麥白粉病之推薦藥劑與使用方式

藥劑名稱
每公頃每

次施藥量

稀釋倍數

(倍) 施藥方式

84.2％
三得芬乳劑

0.6公升 2,000 開始發病時，應立即施藥，之後

每隔10天噴藥1次。

文圖／趙佳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