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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於國內近年養生風氣之潮流，加上各種「木耳露」飲品的加工產品盛行，國人

食用木耳(圖一)量逐年增加，是台灣最近幾年栽培數量逐漸上升的重要菇種，主要栽

培品種為毛木耳(Auricularia polytricha)，產能則以嘉義縣中埔鄉和竹崎鄉為最多，約

占國內總產量1/3，此外，台中市新社區、苗栗縣南庄鄉和宜蘭縣冬山鄉也有規模化

栽培，加上太陽能業者推波助瀾，雲林縣和屏東縣許多太陽能設施下也大量購置木耳

太空包進行栽培。據農糧署統計，108年木耳總產量達到2.16萬公噸，較107年增加了

3,600公噸。栽培上，由於毛木耳出菇成長階段需要大量的新鮮空氣，農民大多以傳統

式菇寮栽種，方便在木耳灑水之後以及需要通風時能透過拉開四面黑網快速換氣，因

此導致木耳栽培場域對環境危害生物幾乎是不設防，所以時有耳聞一些病害發生。

二、栽培模式和出貨習慣演替

80年代前的台灣，木耳栽培量不到目前1/2，交易產品主要是生鮮木耳，由於木耳

容易吸水的特性，因此許多木耳販售前會經過泡水處理。

然而時過境遷，現在風行購買「鮮採」木耳，部分業者推出不經過泡水處理的木

耳包裝，同時主打保存期限長達一個月，此類進入超市或量販店販售，配合業者的把

關，產品需經過第三方驗證，產銷履歷驗證需要合法用藥登載紀錄，有機驗證則完全

不得使用農藥，在消費者逐漸傾向選購驗證農產品的風氣之下，以「養生」成為增產

主因的木耳，面對驗證與安全的需求，勢必要以嚴格管理模式取代用藥防治思維，來

預防或減少病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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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見病害

早期可能由於栽培者較少，加上

資訊流較為封閉，較少聽聞尋求木耳病

害防治之需求，隨著政府大力推廣驗證

生產制度，加上農民朋友也認識到安全

生產的重要，逐漸有一些農民朋友詢問

各種病害發生緣由與預防管理方法，由

近幾年的田間輔導經驗，我們發現木耳

栽培在台灣常見的病害，有太空包接種

養菌初期易汙染介質的紅色麵包黴菌 

(Neurospora spp.) ，各階段均能危害的

木黴菌 (Trichoderma spp.) 引起之綠黴

病，還有被菇農稱作虎皮菇（Polyporus 

udus）汙染是最為常見的雜菌與病原

菌，以下就這些菌害分別說明。

(一)紅色麵包黴菌

紅色麵包黴菌的學名為Neurospora 

spp.，應不只一個種，其孢子團的顏色

有紅色、橘黃色和白色等，初期發生時

太空包內會迅速佈滿纖細的菌絲，由外

向內觀察，可見猶如塑膠袋內側有層細

霧，貌似出汗狀，棉塞或塑膠蓋透氣孔

隙上產生白色團狀物，等到橘黃色至橘

紅色之分生孢子大量產生，便好似太空

包上被放上了一顆顆菠蘿麵包(圖二)。

在放置的環境溼度極高或者太空包有孔

隙時亦可突破太空包產生，受害太空包

上長出不規則的團狀物。紅色麵包黴菌

感染主要是藉受潮棉塞或太空包塑膠袋

微小破裂處侵入太空包內與木耳菌絲搶

奪養分和生存位置(圖三，陶氏等 2003；

顧氏、劉氏和張氏 2005；孔氏等 2014)，

屬於介質汙染型，另有部分則是菌種本

身已經污染紅色麵包黴菌，以致接種太

空包之後形成感染。

紅色麵包黴菌危害初期可見菌落為

白色，在太空包中看起來很淡，在陰暗

處尤其不易發覺，不過很快會在菌絲上

形成一層團狀孢子團，還會產生一種酸

味，是辨別此病害的重要特徵，產生的

孢子可隨氣流到處飛揚、傳播，此外還

能經由昆蟲及工作人員之手和衣物四處

散播，在高溫多濕適合之環境下紅色麵

包黴菌可快速生長，最快2-3日菌絲即可

長滿整個木耳太空包。紅色麵包黴菌散

播能力極強，發生後會使木耳太空包產

生酸味，並由於其菌絲生長快速，若接

種的木耳菌菌量太少，可能會因為被紅

色麵包黴菌菌絲包裹住而缺氧，導致木

耳菌絲生長勢減弱或全部死亡，不過木

耳菌種如果強壯而且量夠多，後面也會

蓋過紅色麵包黴菌的菌絲，成功出菇，

然而因為紅色麵包黴菌的味道容易吸引

蟎類，後續會造成蟎類危害，還是需要

小心預防。

紅色麵包黴菌防治管理模式：發

現此病害時應即刻將太空包移除，以免

感染之發生，並於空舍時期徹底清潔室

內。木耳栽培過程中，紅色麵包黴菌易

於在太空包棉塞受潮時藉由棉塞孳生，

若能在木耳接種前後避免讓棉塞潮溼，

該汙染便無法發生！接種前的棉花常會

和冷卻降溫的溫度有關，因此應盡量避

免溫差太大在棉花上面產生冷凝水，如

果接種時發現棉花潮濕，儘可能換成滅

菌後的乾燥棉花。而在接種後進入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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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也要避免高濕度的環境，如能避免

陰雨天入包，減少棉花潮濕的機會，或

是在菇舍地板上撒熟石灰藉以降低環境

濕度，均可降低此菌的汙染。如果嚴重

汙染，應將菇舍清空後，清洗乾淨，可

以配合使用0.5%漂白水做環境消毒。

(二)綠黴病

本病害主要由木黴菌(Trichoderma 

spp.)感染所引起，木黴菌可侵害生長中

的木耳菌絲導致太空包潰散爛包(陶氏等 

2003；孔氏等 2014； 劉氏等 2019)，可

同時汙染介質與侵害木耳菌絲；國外報

導可在菇蕈類引起病害之木黴菌不只一

種，國內則尚無對此進行研究之紀錄。

此病主要發生時間點可分為菌絲生長期

和養菌期，菌絲生長期是指太空包接種

後至初次出菇間，由於木黴菌菌絲之生

長速度較一般菇類菌絲快，因此會比菇

類更快速纏據太空包並產生綠色孢子，

因此若是接種時遭此菌感染，在3-5天內

可發現太空包接種部分呈現綠色。

如果木耳割袋後遭感染，因為木黴

菌菌絲除了會與菇菌競爭空間和營養

外，尚可分泌胞外酵素，會抑制破壞木

耳菌絲的細胞壁，此時期或者在未開包

時遭感染之太空包因為受感染部分菌絲

遭分解，太空包的培養基質因而崩散會

轉為柔軟，所以木耳包會軟化，之後大

約3-5日內木黴菌即產生綠色孢子，這就

是農民說的「青包」。在培養皿上進行

對峙培養可以發現，1週內木耳菌絲即被

木黴菌消滅殆盡，整個培養皿都開始生

成木黴菌孢子(圖四)。木黴菌這種對其

他真菌超寄生的特性，使它成為常被用

以防治植物真菌病害之拮抗微生物，常

見以其發展生物製劑的研究報導。

圖一、木耳栽培樣態。

圖二、紅色麵包黴菌由太空包棉塞處長出團狀
物，形狀像是菠蘿麵包。

圖三、木耳包因棉塞受潮後普遍遭受紅色麵包
黴菌汙染孳生，已由棉塞處長出白色至橘紅色
團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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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黴菌在環境中主要藉由分生孢子

(即其綠色孢子)傳播，透過風、水、人、

昆蟲或小型動物等加以傳播，如果在低

溫時，木黴菌本身活力以及生物傳播媒

介活力減低而較不易發生，但若遇環境

高溫或太空包內氧氣不足使得菇菌活力

下降時，木黴菌的菌絲可以快速蔓延佔

據太空包，因此，發現菇寮內有木黴菌

存在時應立即將之移除，任何罹病太空

包都會成為再感染源。防治青包的最佳

方法為降低環境中木黴菌之族群數量，

減少其在菇寮中傳播孳長。

綠黴病防治管理模式：木黴菌的

發生，有許多是在剛割包後管理方法有

誤造成，若能在剛割包後避免吹風，以

四面遮蔽物做好擋風，此間維持內部相

對濕度在85%以上，但不要以水霧直噴

太空包，等到木耳的菇體由缺口處長出

來，正常的通風換氣就比較不會受到木

黴菌汙染而致病。如果栽培時會有明確

潮次分野的話，兩水間要能休息數天不

通風和噴水，而若是連續採收方式，即

頭水尚未採就要從太空包底部開包的管

理的方式，最好在頭水木耳大到寬約10

公分以上再來割開後端，等頭水木耳採

下後，尾端的木耳也還在醞釀中，這時

一樣四面做遮蔽擋風，僅維持相對濕度

約85%，讓前端的傷口能有至少3日回復

期。至於菇體採收完畢後應將殘留基部

清除乾淨，避免遭受感染。

(三)虎皮菇(潮潤多孔菌)

虎皮菇是木耳栽培者對它的俗稱，

因為菇體表面有類似虎皮的紋路，經圖

鑑比對為多孔菌科(Polyporaceae)、多孔

菌屬(Polyporus)，形態上和同為多孔菌

屬的寬鱗多孔菌(Polyporus squamosus)

極為相似，經分離純化後進行ITS序列分

析比對，在NCBI網站上比對出和P. udus

的ITS序列之Query 

Cover達96%，代表在

木耳太空包所發現的

這些虎皮菇的學名應

是較為接近P. udus，

正式名稱為潮潤多孔

菌(圖五)。它和木耳

一樣都屬於木棲腐生

菌，不過它的菌絲在

培養基上生長極為緩

慢，單純培養在木耳

常用的培養基上，虎

皮菇的菌絲生長速度

都不及木耳菌絲生長
圖四、木黴菌與木耳菌絲塊對峙培養於PDA平板1星期後，木耳菌絲被
木黴菌覆蓋，平板上長出木黴菌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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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的四分之一，並不如其他病原菌生

長迅速的特質！

虎皮菇發生於中低海拔林地，主要

生長於春夏兩季較高溫時，許多栽培業

者認為該菌與木耳係屬共生關係，然而

純化培養與共存培養皆不見有何共生

現象，即便是單純接種虎皮菇的太空包

依然可以獨自出菇，而木耳栽培者描述

多在氣候溫暖時，木耳太空包會受其侵

害。我們進行虎皮菇和木耳的對峙培養

發現，兩種菌的菌絲可以在單相中共存

而互不侵犯(圖六)，培養基中觀察不到

拮抗線(圖七)，而實際的培養發現，該菌

可耐攝氏35度以上高溫與陽光直曬，且

接種其菌於木耳太空包後，數日內就可

以長出子實體(圖八)。

該菌之傳播主要可能係藉由風力將

孢子吹到木耳太空包表面，孢子萌發後

侵入，隨後並產生子實體，潮潤多孔菌

據載可以食用(Arko et al. 2017)，但遭受

該菌汙染之太空包，會影響木耳產量的

說法可能需要進一步確認。此菌之菌絲

生長緩慢，與木耳對峙培養亦不造成木

耳菌絲生長減緩或死亡，然而所發生的

木耳太空包都有木耳活力極差現象，或

者木耳已死亡，又或者太空包已遭木黴

菌侵染，研判與陶氏等2019年調查雲南

黑木耳病害時於潰爛木耳培養介質中發

現Ceriporia lacerata和Irpex lacteus兩大

型真菌菌絲體所推測之成因類似，可能

是木耳太空包燒菌，在木耳菌絲生長勢

轉弱或死亡後才有其潮潤多孔菌孢子侵

入介質生長。

圖六、木耳菌絲塊(置平板左側)先於MYG平板
培養9日後再移入木耳虎皮菇(潮潤多孔菌，位
平板右側)，培養皿未出現拮抗線，證明虎皮菇
完全不會抑制木耳菌絲。

圖七、木耳虎皮菇(位平板左側)先於PDA平板
培養15日後再移入木耳菌絲塊(置平板右側)，
除木耳菌絲無法覆蓋虎皮菇已生長處外，可見
培養皿中的地盤正被木耳佔據中。

圖五、木耳太空包虎皮菇(潮潤多孔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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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皮菇防治管理模式：木耳太空包

的接種通常較為粗放，滅菌完之後先在

開放空間放涼之後，再推入密閉空間中

接種，如果在放涼期間剛好遇到附近有

其他菇農正在清包，就會有機會感染，

因此建議接種時不要在開放空間或是降

溫時不要吹電風扇給虎皮菇孢子有侵入

機會外，春天以後疊包以3-4包一層的堆

疊方式，讓太空包較容易散熱，並且在

木耳寮上做足遮陰或隔熱，寮內適當以

水簾配合抽氣扇或微霧降溫系統，儘量

維持寮內溫度能低於攝氏30度，可以避

免太空包內木耳菌絲熱死，儘量維持木

耳菌絲還是充滿活力，便可降低虎皮菇

的危害。

四、結語

其實了解各種病害的發生緣由後，

對於如何防範應該能擬出個策略，不過

除了栽培時的管理，還要留意環境中衛

生，栽培期間除了淨空乾燥菇寮外，漂

白水和肥皂水都能夠幫助做環境清潔，

能夠刷洗的平面就利用肥皂水刷掉表面

灰塵和一些孢子、細菌，不織布或是一

些無法刷洗的表面，可以用漂白水來沖

洗消毒，本篇介紹能藉由不仰賴農藥的

栽培管控方式進行防治，期許可讓產銷

履歷和有機驗證農民朋友有防治方法能

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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