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高溫逆境下花椰菜栽培技術
文圖/戴振洋

花椰菜性喜冷涼乾燥氣候，屬於綠植株春化型植物，其食用部

位為花球，對栽培環境條件要求極為嚴格，尤其是溫度變化與花芽分

化形成期間極為敏感，也會影響最後販售價值。110 年全臺栽培面積

1,521 公頃，其中彰化縣栽培面積 903 公頃，占全臺 59.4%。臺灣夏季

高溫炎熱對花椰菜屬於逆境生產，花球形成不易，花球整齊度極差，

產量明顯偏低，故在夏季供應不足且價格居高不下。因此，高溫逆境

下花椰菜生產技術進行最適化因應調適措施，以克服炎熱高溫逆境下

生育障礙，減輕因高溫而造成花球品質不佳及夏季供應短缺的問題。

本場 111 年 7 月於彰化縣竹塘鄉進行降低高溫逆境對花椰菜結球

障礙之研究，僅在花芽形成前期至花球初期 (7 月 27 日至 9 月 7 日 )，
進行不同遮光率處理，此期間環境背景資料之平均氣溫為 28.6℃，在

不同遮光率處理在平均土壤溫度以對照組 ( 無遮陰 )29.2℃最高，遮光

率 50% 為 27.4℃。土壤溫度紀錄最高時以對照組 39.5℃最高，遮光率

50% 為 34.9℃。土壤

溫度紀錄最低時以

對照組 23.8℃最高，遮光率 50% 為 23.5℃。試驗結果顯示，利用遮陰

方式在夏季能達到降溫效果，對

花椰菜在花球結球率以遮光率

50% 的 97.4% 最高，而對照處

理 30.5% 最低。花球結球整齊度

亦由對照處理 30.5% 提升至遮光

率 50% 處理的 97.4%，在花球

結球率及整齊度達顯著性差異。

花球重及產量方面以遮光率 50%
處理之花球重 395 公克及其產量

830 公斤 /0.1 公頃表現較好。葉

片元素則顯示無論是有無遮光

或不同遮光率其植株葉片元素

吸收並無影響。綜合該次試驗結

果在 7 月高溫逆境下，以遮光率

50% 處理可達到維持標的物花

球產量與品質，降低高溫逆境對

花椰菜結球障礙之目標。

近年來氣象統計結果顯示，

夏季降雨日數逐漸減少、高溫不

斷刷新紀錄，嚴重影響對溫度敏

感的花椰菜生長與品質，為了因

應氣候變遷衝擊與挑戰，本場針

對夏季花椰菜栽培利用遮光設

備進行調適策略，將可維護夏季

高溫期花椰菜安全生產、降低氣

候風險。

不同遮光率處理對 7 月高溫期種植花椰菜園藝性狀之影響

處理
(遮光率%)

株高
(cm)

展幅
(cm)

葉長
(cm)

葉寬
(cm)

花球整齊度
(%)

結球率
(%)

A (50%) 44.3a1 77.2a 44.3ab 17.7a 63.4a 97.4a

B (70%) 44.7a 79.7a 43.4ab 17.7a 54.2b 88.2a

C (80%) 45.9a 78.9a 45.0a 18.6a 48.1b 84.1a

CK(0%) 42.3a 77.5a 41.1b 17.6a 30.5c 30.5b

1. 同欄中相同英文字母表示未達統計分析顯著性 (P ≦ 5%)

不同遮光率處理對 7 月高溫期種植花椰菜花球品質與產量之影響

處理
( 遮光率 %)

花球高
(cm)

花球寬
(cm)

花球單球重
(g/plant)

花球產量
(kg/0.1ha)

A (50%) 13.3a1 13.9b 395a 830a

B (70%) 14.1a 14.5a 374a 710ab

C (80%) 13.8a 14.6a 378a 636b

CK(0%) 13.7a 14.5a 349b 372c

1. 同欄中相同英文字母表示未達統計分析顯著性 (P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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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椰菜屬於綠植株春化型植物，花芽形
成對栽培環境的溫度變化極為敏感

 高溫逆境下花椰菜利用遮陰設施克服炎
熱高溫逆境下生育障礙

 不同遮光率處理以 A 處理 (50% 遮光率 ) 
對花椰菜逆境下花球重及產量等方面均
表現較佳

文圖 /郭建志、鄧執庸、歐玠皜

水稻為臺灣重要的糧食作物之一，然生育期間常會遭受許多

病害的侵擾與危害。近年於本場轄內彰化縣竹塘鄉與南投縣仁愛

鄉水稻栽培田區內，發生零星水稻稻欉呈現枯萎死亡情形，檢視

其田間發生情形，初期為稻欉中數株水稻葉鞘黑褐化，惟非典型

水稻紋枯病病徵，後續嚴重則整欉枯死。受害稻株葉鞘經組織分

離後，獲得 1 種真菌菌落，經菌株純化及分子技術鑑定，結果為

水稻小粒菌核病 (Nakataea oryzae)。該菌所產生之菌核與常見水

稻紋枯病菌之菌核有所不同，紋枯病菌之菌核初期白色，成熟後

轉為暗褐色、常相互癒合，菌核直徑介於 1-5 mm 之間。小粒菌核

病之菌核為深黑色球形，表面無毛，有光澤，直徑多介於 0.2-0.4 

mm。小粒菌核病可直接從葉鞘或葉鞘傷口侵入感染，罹染小粒菌

核病之水稻植株，病株死亡後，常於葉鞘表面及內側組織內形成

大量黑色菌核，可作為下一期作之感染源。此病害之管理方式如

下：

一、避免施用過量氮肥，合理化施肥有助於降低此病害之發生。

二、輪作防治，種植其他非水稻作物，可減少田間菌核之數量。

三、田間管理，稻田中之雜草可做為本菌之寄主或中間寄主，因

此雜草管理可減少感染源。

四、國內對此病害無正式推薦藥劑，本場應用水稻防治紋枯病之

常見 6 種藥劑進行菌絲抑制試驗，結果以菲克利、待克利及

維利黴素之菌絲抑制率達 85% 以上，可作為農友防治之參考。

水稻小粒菌核病之發生與管理

 為南投縣仁愛鄉發生之水稻小
粒菌核病之病株，可見數株分
櫱株已經褐化死亡

 小粒菌核病入侵水稻葉
鞘後，常於葉鞘內側組
織內形成黑色菌核

 左為人工接種後之典型水稻紋枯
病菌之斑紋病徵，右為人工接種
小粒菌核病之黑褐化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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