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場吳副場長登楨開場致詞   農民朋友們踴躍發言
  前臺中農改場副場長高德錚博士分享稻

草回收再利用處理技術

  文旦柚果實炭疽病病徵

 炭疽病造成果樹嚴重落葉  炭疽病孢子   柑桔炭疽病葉部病徵

備註：標明*號者表示為延伸使用藥劑。

柑桔炭疽病發生生態與防治

不燃燒稻草是友善環境耕作的第一
步，有益微生物分解菌力上加力！

友善環境耕作的理念是對環境與人

的自然資源永續利用，而不燃燒稻草、回

歸大地也是永續農業的一環。今(107)年
3月29日由本場吳副場長登楨主持於苑裡

鎮農會山腳辦事處舉辦的107年度苗栗縣

「農業生產剩餘資源利用暨友善農耕」說

明會，現場聚集70位來自苗栗縣的鄉親

朋友一同了解有關友善與資源再利用。此

次邀請中興大學丘明智博士、前臺中農改

場副場長高德錚博士與本場張素貞研究員

兼課長講解友善農業及稻草回收再利用處

理技術。

本次說明會係由「不燃燒稻草及友

善農耕宣導與農法」、「地景與生物多樣

性」，以及「稻草回收再利用及現地翻耕

加速腐熟處理技術」，三大主軸組成。友

善環境耕作是目前新農業推動方向，最終

目標建立在人、環境、生物間永續利用，

其中包括藉由有機栽培、生物農藥、生物

肥料、害蟲天敵、非農藥防治資材以及

栽培管理技術等運用，而建立人們、作物

與生態間相互平衡的地景呈現。燃燒稻草

雖是解決田間稻草快速簡便方法，但也容

易導致水稻品質受影響，也不符合永續利

用的初衷。稻草再利用形式眾多，包括可

作堆肥敷蓋資材、畜產飼料、紙漿原料等

等，其中以有益微生物分解是一項很棒的

選擇。有益微生物分解除了可以增加土壤

有機質及肥力，更可以減少或取代基肥，

減少支出成本、增加收益。

不要燃燒稻草，要農業永續、友善農

耕需要大家一起攜手推動!!

柑桔類為苗栗地區的大宗栽培作

物，栽培面積約2,294公頃，近年來全球

氣候暖化及日夜溫差大，導致柑桔類炭

疽病發生嚴重；炭疽病好發於高溫多濕

的環境，嚴重發生時，造成落葉、落果

及經濟損失。

炭疽病發生生態及病徵：

主要感染葉片、枝條及果實，罹病

葉片先端或葉緣呈現枯萎，或葉肉部位

褐色斑產生且有凹陷。病原菌菌絲生長

溫度範圍極大，最適生長溫度，菌株間

差異極大，一般均介於 22-28℃之間。

因此本病一年四季均可見為害，但以中

溫多濕季節最為猖獗，梅雨季節或颱風

季節過後發生最為嚴重。植株老化或栽

植環境過於擁擠時，植株之感病性亦提

高。

防治方法：

一、非農藥防治

1.妥善管理柑桔園，保持植株

強健及通風。剪除枯枝，減

少病菌感染源。

2.使用 4-4波爾多液進行果園

清園。

3.使用窄域油1,000倍防治。

二、藥劑防治:

1.23.6%百克敏乳劑*(註)，每

公頃使用0.3-0.8 公升，稀釋

3,000倍，病害發生初期開始

施藥，必要時隔7天施藥一

次。採收前7天停止施藥。

2.80%免得爛水分散性粒劑

*(註)，每公頃使用2-4.8公

斤，稀釋500倍，病害發生

初期開始施藥，必要時隔7天

施藥一次。採收前25天停止

施藥。

3.50%免賴得可濕性粉劑，稀

釋3,000倍，落花後1星期至

8月中旬施藥，如遇下雨時，

每隔1～2週施藥一次。並須

經常清除果園內之枯枝與落

葉，如無雨時，施藥間隔可

酌情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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