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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晚腐病菌種類與
病徵跟以往的認知不同

一、前言

葡萄晚腐病 (grape ripe rot, grapevine 

anthrancnose)，為目前葡萄產業最嚴重的

病害之一，若未妥當防治，嚴重者可能

造成全園幾無收成(圖一、二)。本研究室

自2012年起，重新調查台灣葡萄晚腐病

的田間生態，並且以多重序列分析鑑定

葡萄晚腐病菌，結果顯示晚腐病至少由

2種以上炭疽病菌(Colletotrichum sp.)引

起，病菌種類以及引起之病徵與以往記

錄不同。因此，期望藉由本文提供之最

新研究進展，健全栽培防治處理面向，

降低晚腐病帶來的損失。

二、感染部位與病徵 

常見已知的果實被炭疽病菌感染產

生晚腐病徵外，經田間生態調查與實驗

室試驗證實，炭疽病菌也會感染葡萄嫩

梢、葉片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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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果實：果實表面針點狀黑色凸起

物，於潮濕時生成橘色菌泥；後期果實

乾癟、落果(圖三、四)。

2.花穗、嫩梢與鬚：表面呈現黑色壞

疽 (圖五)，嚴重時造成落花(圖六)，常被

誤以為是露菌病，因此可能用錯藥、錯

失防治時機。

3.葉片發病成為重要感染源頭：葉

片病徵包括初期黑色壞疽、後期褐化黃

暈、點狀斑點黃化、部分葉片葉脈黃化，

嚴重者甚至落葉 (圖七)。以往都以為葉

片不會受感染而未加以防範，卻成為重

要感染源頭。

三、生態：病菌長期殘存於園

區枝條

雖然園區看似在短時間（可能1∼2

週）內發病，實際上炭疽病菌一直殘存

於田間。

本研究室自2015起於苗栗、台中、

彰化，以及南投地區調查，結果顯示自

果實採收後、清園至萌芽這段期間，「乾

枯之葡萄葉」、「枝條」與「芽點」殘存

炭疽病菌的比率高 (圖八)，且在表面不

一定能看到明顯病徵。

推論病菌在果實採收後，仍持續殘

存在枝條與落葉上，成為下季感染源；

最新之

從病徵與生態看防治

台灣葡萄晚腐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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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高濕下，藏匿於枝條或落葉

的病菌在短時間內產生大量分

生孢子，隨風雨噴濺到新生葉

片、嫩梢或花上；結果期時，特

別是若逢下雨，晚腐病菌便再

從葉片感染到幼果上，一直到果

實逐漸轉色時才顯現出病徵 (圖

九)。

四、病原菌 

葡 萄 晚 腐 病 菌 根 據 文

獻報告紀載為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為炭疽病菌的

一種。以往僅能藉型態鑑定，近

年來藉由分子序列技術，鑑定技

術日趨精細，也因此發現許多新

種。本研究室蒐集自不同鄉鎮與

不同年代之晚腐病菌，利用多重

序列分析與親緣關係比對，結

果顯示引起葡萄晚腐病的炭疽

病菌可能包括C. viniferum與疑

似新種之Colletotrichum spp.，對

葡萄果實、葉片或者花皆具強烈

病原性。另外，C. fructicola, C. 

tropicale，C. siamense，對葡萄

亦有潛在的病原性，有待進一步

證實。

特別的是，即便是同一鄉

鎮，在不同園區或者不同年代，

分離到的的炭疽病菌種類卻大

不相同。病菌對於藥劑的敏感度

可能不同，因此每季藥劑的防治

效果亦不同，可能與田間存在的

優勢炭疽病菌種類不同有關。

圖三、巨峰葡萄(上)與綠皮品種(下)的晚腐病病徵：果
實表面出現黑色、針點狀的凸起物。

圖一、雖然結果累累，但是半數果串未拆袋前即可看出
落果、袋子表面有橘色污漬 等晚腐病病徵。

圖二、未套袋再加上防治不佳，一旦晚腐病肆虐可能
使全園幾無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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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治注意事項

炭疽病菌藏匿於枝條與落葉中，藥

劑施用接觸範圍有其限制性，使用化學

藥劑撲滅難免有所遺落，被遺漏的族群

一旦適合環境即快速再次繁殖，長期使

用藥劑下容易篩選出抗藥族群，防不勝

防。因此，欲防治葡萄晚腐病，應特別注

重綜合防治，從病害三角著手 (圖十)，尤

其注重「增強葡萄抵抗力」，再來「降低

病菌密度」以及「改善環境」。以下就病

害三角環原則，列出各要點之防治原則。

(一) 改善環境，使病菌不良生長，或

有利葡萄根系發育

可架設簡易網室隔離風雨，避免病

菌隨風雨傳播。再來，改善土壤結構，促

進葡萄根系發育，增強植物抵抗力。注

重環境衛生，例如枝條與落葉帶菌比例

高，清園期若暫置於田間，下雨時病菌可

能隨雨水飛濺到植株上(圖十一)，應儘速

帶離園區。而落葉方面，可施用益生菌

加速自然分解，且益生菌亦可與晚腐病

菌競爭營養與空間，降低晚腐病菌殘存

的機會。

(二) 增強葡萄抵抗力

1. 注重栽培管理，時時保持葉片常綠，

降低晚腐病菌感染與殘存機會

(1) 合理化施肥：經實際田間試驗，過多

之氮肥會增加炭疽病感染的機會，讓

病菌寄宿於上 (圖十二)。因此合理施

用肥料為晚腐病防治重要的一環，可

至各改良場諮詢適合自身田區之肥料

施用模式。

(2) 適時施用微量元素「鈣」：鈣有助於

圖五、葡萄嫩梢與鬚上的晚腐病病徵，表面呈
現黑色壞疽。

圖六、葡萄花上的晚腐病病徵：常被誤以為是
露菌病感染，錯失防治時機。

圖四、葡萄上的晚腐病病徵。潮濕時會出現
橘色菌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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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套袋；套袋前1天施用藥劑，降低病菌

密度。

(三) 降低病菌密度

1.清園期仍應注重環境衛生

汰除枝條儘速移除田間，落葉利用

益生菌加速腐熟，降低田間病菌密度。

2.清園期至套袋前施用藥劑

(1) 注重施藥時機，錯過則大幅降低防治

增強植物細胞防禦能力，根據報導

施用鈣能降低炭疽病菌引起的病害

(Madani et al. 2016 )。建議葡萄栽培過

程中可於萌芽後至結果後1個月內，

葉面每2週施用1次0.5-1%碳酸鈣。之

後暫停施用，避免鈣濃度太高可能影

響果粉生成。

(3) 施用益生菌：在幼果期至套袋後施用

益生菌於葉片，有助於植株生長，並

且維持葉片強健。

2. 隔離果實與病菌接觸機會─提早套袋

結果後一個月內，尤其在下雨前完

圖九、下雨時，晚腐病菌便從罹病葉傳播至
幼果上潛伏感染。

圖十、病害三角環延伸出防治原則。
圖八、果實採收後，晚腐病菌可殘存在褐化葉
片與枝條，成為下一季的感染來源。

圖七、葉片感染晚腐病病徵，成為田間重要感
染源頭。 A: 感染初期：葡萄葉由葉緣往內腐
爛；B:後期褐化黃暈；C: 葉片密布點狀斑點，
後期葉肉黃化；出現葉脈黃化。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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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藥劑，如波爾多液、亞托敏、鋅

錳座賽胺、鋅錳曼普胺，或鋅錳右本

達樂等。

3.減少殺草劑使用頻率

巴拉刈與嘉磷塞等殺草劑有助炭疽

病菌產生2-3倍分生孢子(高，2017)。因此

當殺草劑接觸地面上已罹病之落葉，有

可能會促使病菌產生分生孢子，待風雨

效果：尤其下雨前、後，視藥劑種類

盡速使用，須注意有些藥劑最短於6

小時內用藥完畢，最長為隔天。

(2) 「非化學合成藥劑」：可選用廣效型

的波爾多液(保護與治療，結果一個月

內適量施用不影響果品)、石灰硫磺合

劑(保護，適合下雨前施用)，或是肉

桂精油製劑(保護，適合雨前施用，雨

後則應於6小時內盡速施用，否則防

治效果差)，對多數晚腐病菌皆具有防

治效果。

(3) 「化學藥劑」參考植物保護手冊：值

得注意的是，各地區炭疽病菌種類

不一，而不同病菌對藥劑感受性可能

不同，所以每個區域的有效藥劑不一

樣。但幸好，劉等人 (2016) 蒐羅台灣

3縣市(南投、台中、彰化)共79株葡萄

晚腐病菌進行測試，結果顯示「得克

利」、「撲克拉」以及「撲克拉錳」

對多數晚腐病菌皆具良好菌絲抑制

效果，其次為「腐絕」、「賽普護汰

寧」與「百克敏」等，可參考施用。

(4) 添加展著劑，增加藥劑防治效果：在

開始結果後一個月內施用合適之展

著劑，非但不會影響果實果粉著生

況，更有助於藥劑發揮殺菌功效 (圖

十三)。各廠牌展著劑效果差異大，建

議使用前需經小面積測試，若無問題

再擴大使用。

(5) 花穗若出現疑似病害，注意葉片是否

同時出現晚腐病病徵(圖七)，以加強

防治晚腐病；葉片若出現黴霜狀露菌

病徵(圖十四)，則應加強露菌病的防

治藥劑；可施用同時防治晚腐與露菌

圖十一、清園期枝條暫置於田間，若未即時處
理，下雨時晚腐病菌可能隨雨水飄散到果園
內。

圖十二、試驗田A合理化施肥下葉片常綠； 試
驗田B氮肥過多之易藏匿晚腐病菌。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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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濺至幼果。因此應避免頻繁使用除草

劑，降低病菌傳播的風險。

六、結語

葡萄晚腐病係葡萄栽種最大限制因

子，本文由病菌的病徵與生態切入，結

合最新報告結果，歸類出以下結論加深

印象，提供規劃葡萄晚腐病防治工作時

參考：

(一)引起葡萄晚腐病的「病原種類」與

「病徵」與以往認知不同，種類繁多

藥劑輪用仍是防治的非常重要的一

環，可以降低抗藥性發生。由於不同園

區的晚腐病原可能不同，藥劑產生的防

治效果可能不一，因此每塊田適合的藥

劑可能會有不同；葉片與花亦會出現病

徵，且易與其他病害病徵混淆，應及時

注意管理。

(二)藥劑防治(包括化學合成與非化學合

成藥劑)雖然是必要的，但並非唯一途徑

透過本文可知，晚腐病原藏匿處複

雜，因此無法單透過化學藥劑全面撲滅

晚腐病原。

(三)防治管理首要注重增強植株抵抗力

保持葉片常綠，並且重視田間枯枝

落葉的衛生管理，了解該病菌在葡萄園

內可能的生態，以阻斷病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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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結果1個月內施用合格且適量之展著
劑，對果粉生成幾乎無影響。

圖十四、葡萄露菌病葉片病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