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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氣候變遷頻率加劇，近年於 1、2 月份時聞發生低溫霜害影響低海拔茶區早春

茶生產，109 年 1 月 31 日於南投名間茶區發生降霜現象，對該區域早春茶生產造成

一定程度影響，霜害之發生除低溫環境外，倘同時具備特定大氣條件則更易發生，

針對霜害之成因、影響及應對策略簡介如下。

一、成因與影響：

低海拔早春降霜成因多與「輻射冷卻」效應有關，太陽於日間提供能量使地表

及萬物溫度上升，然入夜後能量將以紅外線長波輻射方式逸散，造成地表及物體溫

度下降。由日落起至次日日出前物體能量逸散導致溫度降低的過程，是謂「輻射冷

卻」作用。若茶樹周遭氣溫過低 (0。C 左右 ) 且輻射冷卻效應顯著時，恐於子夜過後

結霜進而發生霜害現象。

我國冬末春初常有大陸冷氣團 ( 寒流 ) 南下，氣溫降至 10 度以下之情況，此時

田間局部區域相對溫度更低，倘同時大氣條件為晴朗無雲、午後濕度低且無風或風

速緩慢，則入夜後輻射冷卻效應更加明顯；另茶園立地條件也為霜害發生重要影響

因子之一，冷空氣因密度較熱空氣大，具有自然下降積累現象，故位於山谷底部或

凹槽處及山間盆地等地勢低或凹陷處，冷空氣易聚集累積無法消散，發生霜凍害的

危險性也較大。

霜害產生後，茶樹因低溫進而影響生理機能，症狀多發生於新芽及嫩葉，常見

之徵狀有新芽嫩葉 1. 呈紅紫色 ( 圖一 )、2. 葉緣褐變 ( 圖二 )、3. 向內捲曲 ( 圖二 )、
4. 出現凍害斑點 ( 圖三 )，直接影響茶樹正常生育；而老葉對低溫之耐受度較高，相

對症狀未及新芽嫩葉明顯。對茶樹整體而言，霜害輕則造成減產及品質下降，重則

導致葉片枯焦落葉，促使駐芽形成進一步導致停止生長、提早老化、大量減產、品

質低下及產期延後。

另茶樹遭受霜害後，常出現樹冠面一半受霜害損傷，另一半相對正常之情形 ( 圖
四 )，尤以南北向栽培者更加明顯。日本研究指出可能原因為低溫降霜時之氣象條件

常出現微西風，使西側溫度較東側微高，致使東側之危害較為嚴重。然也可能與日

出方向或東西側之生長速度有關，實際機制仍待相關研究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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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葉緣褐變、捲曲圖一、新芽嫩葉褐變

圖四、兩側霜害不均圖三、葉片凍害斑點

( 圖一 ~ 圖四係 109.1.31 攝於南投縣名間鄉 )
二、應對策略：

1. 選擇適合茶樹耐低溫品種，提高茶樹自身抗禦低溫能力。

2. 冬季休眠期加強肥培管理及病蟲害防治，強化樹勢、提高對低溫的抵抗力。

3. 低溫發生前於離茶樹冠面高約 30 公分以上處搭蓋棚架覆蓋 PE 塑膠布、不織

布、黑色紗網 ( 過於靠近植株則效果下降 ) 或在地表撒上薄層稻草以提高地

溫，防止或減輕茶芽凍害。

4. 建立茶園蓄水池及自動噴灌系統，並於降霜前開始灑水，且須持續至日出回

溫後，但一定要確認水源是否充足。

5. 設立防霜扇，將高層較暖氣溫向下吹拂，破壞茶樹周遭冷空氣，提高茶樹樹

冠氣溫，降低茶樹受霜害程度，防護效能佳，缺點為價格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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