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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病蟲害管理
文圖/郭建志

大豆分類上屬豆科，蝶形花亞科，大豆屬植物。依種皮顏色

差異可分為黃豆、黑豆與青皮豆。近年來由於政府推行「活化休耕

地」及「小地主大佃農」等政策，國內種植大豆面積逐漸擴增，

伴隨而來是病蟲害的威脅與侵擾日趨嚴重。大豆栽培初期會受到莖

潛蠅、苗根腐病與苗疫病的危害，特別是莖潛蠅幼蟲鑽入大豆莖內

部，在外觀上無法判別是否受害，待植株發生生長異常時，全區幾

乎已被莖潛蠅感染，造成產量下滑與品質受損。排水不良的大豆田

區易發生苗根腐及苗疫病。栽培中期則會受到銹病、露菌病、白粉

病、炭疽病、紫斑病、斜紋夜蛾與銀葉粉蝨的危害。採收期間則是

會受到豆莢螟的危害，若發現幼蟲開始危害時，立即噴施化學藥劑

或生物農藥蘇力菌防治，即可降低豆莢螟的危害。有關大豆病蟲害

用藥請參考植物保護手冊推薦藥劑，並注意安全採收期。

大豆病蟲害管理要點～

(1)栽培初期防治策略：部分針對莖潛蠅、苗根腐病與立枯病為

害，進行預防措施，於萌芽後，推薦施用8.9%賽滅淨溶液1,000
倍、進行防除作業，每隔7天施用1次，連續2-3次。苗根腐病與

苗疫病發生初期，可利用25%依得利乳劑1,500倍施用1次。

(2)栽培管理及田間衛生：避免密植與施用氮肥過量、選擇耐病品

種或品質佳且無病種子種植，可降低葉部病害的發生。此外，

種植前整地浸水7天以上，可將土中的蛹及幼蟲淹死。

(3)化學與生物藥劑防治：發病初

期配合化學藥劑之施用，可有

效降低病害之發生。栽培中後

期要特別注意蟲害的發生，除

化學藥劑施用外，另外可利用

生物農藥蘇力菌防治夜蛾類害

蟲。此外與田區周圍放置斜紋

夜蛾性費洛蒙，可減少其幼蟲

對大豆的危害。

▲林志騰青農利用自產的苦蕎麥磨粉製成麵條，廣受銷售者喜愛

林志騰青年農民 販「麥時尚」
文/蔡本原 圖/林志騰

青農林志騰先生，

是彰化土生土長的大城

囝仔，雖然家中世代務

農，但小時候骨子裡卻

隱藏著叛逆的性格，國

中畢業後隔天即離開家

鄉，北上半工半讀，退

伍後擔任百貨銷售業務

及店經理等職務。可能是哈日風的關係，在一次偶然

的機會，志騰經由本場研究人員的介紹接觸到苦蕎

麥，他認為該作物在日本可以生產，以臺灣優越的環

境氣候，品質應該不會輸給日本。

繞了一大圈，志騰終究還是回到了農村，在家

中試著種植5分地的苦蕎麥，由於不懂該作物的特

性，栽種初期幾乎天天跑改良場，與本場研究人員

討論栽培管理、土壤肥培及病蟲害防治等資訊，他

笑說，當時親戚還懷疑他是在改良場上班呢！生產

階段搞定了，接著是苦蕎麥的採收與加工，由於國

內當時並無相關採收機器，加上初期試種產量少，

加工上遭遇瓶頸，但志騰靠著不服輸的個性，試

著將自產的苦蕎麥磨粉製成蕎麥麵，沒想到在市場

上大獲好評。他的努力獲得了產銷班班員的肯定，

103年從父親的手上接任產銷班班長職務，更創立

「麥時尚」品牌，採友善栽培，堅持讓消費者食用

安心。

▲蕎麥營養成分高，是林志騰青
年農民眼中的綠金

田雲生副研究員
取得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生機系博士學位

葉士財助理研究員
取得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園藝系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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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保加利亞番茄栽培及育種現況
文圖/林煜恒、羅筱鳳、陳葦玲

保加利亞為東歐重要茄科蔬菜生產國家，亦

為歐洲重要鮮食番茄出口國，輸出國家主要為羅馬

尼亞、德國及希臘。保國番茄總栽培面積約14,500
公頃，總產量約379,500公噸，其中露天生產約

123,400公噸，溫室生產約256,000公噸；40%供應鮮

食市場，60%為加工製罐用途。

保加利亞屬溫帶大陸型氣候，每年適合種植

番茄季節為4-11月，年降雨量介於450-600毫米，

夏季露天番茄栽培常有雨量不足問題；

又栽培過程常發生番茄嵌紋病毒病、

胡瓜嵌紋病毒病及炭疽病等病害，另保

國番茄品種多為政府部門所研發，並以

OP品種為主，少有F1品種，常有產量

及品質不穩等問題。為解決番茄栽培

時所遭遇之問題，保加利亞蔬菜研究

中心(Maritsa Vegetable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及國家種原庫(Institute of Plant Genetic Resources)長年持續進行番茄育

種研究及種原蒐集工作，並以大果全紅番茄為主要方向，期選育中、早生且耐

旱、高茄紅素含量、授粉良好、硬度高及抗病之番茄新品種供農民使用。本場

研究人員訪保期間不僅建立臺保兩國研究人員間之互信及情誼，亦於當地種子

行蒐集番茄當地商業品種20個，除作為我國番茄育種之材料，更可作為我國研

發品種時之對照品種，以評估未來育成品種之生育表現。

▲本場蔬菜研究同仁與臺灣大
學羅筱鳳教授前往保加利亞
國家種原庫進行學術交流

▲保加利亞以大果全紅番茄為主要流行品種

本場動態
文/編輯室狂賀

▲大豆苗根腐病發生情形 ▲大豆莖潛蠅危害後之大豆內部徵狀

本場作物環境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