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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農業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2. 三星地區農會

3. 國立臺灣大學

青蔥是臺灣常見的辛香料蔬菜，一年四季均可栽培，其病蟲害種類繁多。本研究

以三星蔥為主要標的，針對其近年病蟲害問題進行試驗，包括：黑腐病發病生態及篩

選防治用藥、甜菜夜蛾對藥劑之感受性、探討低溫與藥劑殺卵效果、利用氣象參數研

發甜菜夜蛾預警模式及自動計數裝置，以及執行植保資材防治二點葉蟎田間試驗。本

場致力於病蟲害整合性管理 (IPM) 推動，引導農民整合運用多種管理技術，整體評估

投入成本與效益，可幫助蔥農降低成本 20-65.6%、增產 10~25%，並落實化學農藥減量

16.5~88.9%，生產出農藥殘留合格率可達 100%、健康安全的三星蔥。

青蔥、病蟲害整合性管理、化學農藥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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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蔥是我國相當重要的辛香料蔬菜，根據農糧署 2022 年資料，全臺青蔥栽培總面

積 3,946 公頃，以彰化縣栽植面積最大，達 1,613 公頃，雲林縣 1,346 公頃次之，宜蘭

縣 405 公頃為第三大產區。其中，宜蘭縣因氣候環境特殊，所產青蔥品質優良，為該縣

特別重要的特色經濟作物。根據農情報告資源網統計，宜蘭縣 2022 年度主要栽培在三

星鄉、壯圍鄉、宜蘭市及員山鄉等鄉鎮，以三星鄉所佔面積最大 (277.1 公頃 )，宜蘭縣

三星鄉所生產的三星蔥名聞遐邇，常成為颱風過後的指標性作物，蔥農對青蔥的產量品

質非常重視，也因此特別注意病蟲害發生。近年，宜蘭縣蔥農遭遇嚴重甜菜夜蛾及新興

病害黑腐病，雲林及彰化等青蔥主要產區則面臨二點葉蟎及炭疽病爆發威脅；為此，我

國政府與學研單位積極投入相關學術研究、診斷服務與技術推廣等工作。有鑑於國人對

食安的日益重視，及呼應農民對在地青蔥產業提升之期望，本團隊在三星蔥產區積極推

動作物病蟲害整合性管理 (IntegratedPestManagement，簡稱 IPM)，並協助農會成功申請

儲備植醫，與臺灣大學植物教學醫院共同輔導，落實化學農藥減量政策。

本研究就宜蘭地區青蔥發生之病蟲害問題，先個別實驗不同策略與技術的防治效

益，再整體評估及輔導農民依自身田區現況與需求應用 IPM 相關技術。以下說明本研

究近年試驗與推廣概況：

由於青蔥分株苗在定植前可能已帶有甜菜夜蛾卵塊，因此本試驗測試可抑制卵塊孵

化之冷藏條件，並從青蔥甜菜夜蛾核准用藥中挑選 9 支具殺卵潛力化學藥劑，進行卵塊

抑制效果測試。冷藏試驗部分，經過冷藏 5~8℃下 3、7、10 及 14 天後，卵的死亡率分

別為 30.7、82、98 及 100%( 表一 )；在藥劑測試部分，以噴藥塔定量噴灑藥劑於卵塊上，

結果顯示培丹抑制卵粒孵化效果最佳，致死率達 88.2%，其次為納乃得 84.9% 與硫敵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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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 表二 )。基於上述試驗結果，建議蔥農在定植前兩週進行種苗冷藏，以利減少蟲

源；並建議農友顯示可利用培丹、納乃得和硫敵克這三支系統性藥劑其中一支搭配另一

支不同作用機制藥劑同時防治卵粒和幼蟲，並 3 週輪換一組藥劑。

因蔥農反映化學藥劑防治甜菜夜蛾效果不如以前，在數次場合向本場及相關單位反

映是否可協助增加新的核准用藥使用。為協助評估田間甜菜夜蛾蟲體對目前核准用藥感

受性，故本場將 23 支藥劑個別對甜菜夜蛾幼蟲進行測試 ( 表三 )，測試之甜菜夜蛾蟲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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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取自三星鄉蔥田並飼養繼代。由於甜菜夜蛾危害習性為幼蟲鑽入蔥管內啃食蔥葉，因

此測試時係將稀釋藥液浸泡蔥管，取代噴藥塔直接噴灑蟲體及蔥葉方式進行藥劑處理。

將藥液風乾之蔥葉餵食三齡甜菜夜蛾幼蟲 24 小時之後更換無藥劑之新鮮葉片，每日觀

察記錄死亡蟲體，連續記錄至第 3 天 ( 除部分藥劑因作用機制考量延長觀察：包括破壞

昆蟲中腸膜微生物 (IRAC 11A)- 蘇力菌，幾丁質合成抑制第 0 類 (IRAC 15)- 克福隆、氟

芬隆、祿芬隆，以及脫皮激素結合 (IRAC 18)- 可芬諾、得芬諾以上 6 支藥劑，則延長觀

察死亡率至第 5 天 )。

測試結果 ( 圖一 ) 指出，可芬諾、得芬諾、蘇力菌、賜諾特和因滅汀致死率最高，

建議農民可和前述殺卵藥劑搭配使用。而藥效較差 ( 死亡率低於 20%) 之藥劑則建議暫

停使用，包含佈飛松、祿芬隆、氟芬隆、克福隆、硫敵克、畢芬寧、賽滅寧、克凡派、

培丹、因得克、剋安勃、氟大滅、賽速安勃、賽洛安勃、馬拉松 15 支藥劑，經查這些

藥劑大部分為農民近年來較頻繁使用之種類，期藉由停用一段時間後，使其經過甜菜夜

蛾世代交替後逐漸恢復其藥效。以上調查結果係於三星蔥之評估，蟲體對藥劑感受性情

形可能因農民用藥習慣及地區而異。根據阮氏之甜菜夜蛾藥效試驗，以硫敵克、賽滅寧、

剋安勃進行，3 種藥劑對彰化及嘉義族群之死亡率均低於 23.3%。而彰化族群在無藥劑

之環境經歷 15 代繁衍，對硫敵克與剋安勃之感受性並未上升 ( 阮，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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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監測甜菜夜蛾蟲口數之方式係以人力設置性費洛蒙，並定期以人工計算蟲量；

本場為節省監測人力及做到即時預警，與外部公司合作設置甜菜夜蛾自動計數裝置 ( 圖

二 )，以即時遠端監控青蔥產區夜蛾密度 ( 圖三 )。另外，也因考量甜菜夜蛾爆發情形與

極端氣候可能有密切關係，因此與數據分析專業公司合作，分析近幾年青蔥產區甜菜夜

蛾密度與各種氣象參數之間的關聯性，並於建立模型後做出一套預警系統，期望讓預警

系統提早準確預測一旬後的密度，以及時給予農民進行防治的時間點和管理方式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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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底至 2019 年初，在宜蘭縣三星鄉青蔥產區大規模發生黃斑及葉枯病徵，經

分離及鑑定發現為 Stemphylium 屬真菌所引起，且農民反映常用之化學藥劑無法有效控

制。故本研究進行此病原菌調查與鑑定工作，並了解病害發生條件與進行化學防治藥劑

篩選，以協助農友精準使用農藥防治。

利用分子生物技術以 ITS、 gadph、cmdA 等 3 種不同片段基因序列，並結合形態特

徵進行病原菌鑑定，鑑定結果指出，S. vesicarium 為三星鄉主要 Stemphylium 屬葉部病

害之病原菌種類，並完成柯霍氏法則試驗。接種實驗中，發現此病害病徵主要分布於老

葉，年輕葉片則幾乎無病徵產生。將此病原菌接種於葉部，環境維持 20˚ C 高濕 24 －

48 小時條件下，青蔥葉部罹病率可達到 58% 以上。而在藥劑室內試驗中，選用 17 種青

蔥病害核准藥劑，發現白列克敏對於 S. vesicarium 菌絲和孢子發芽抑制效果最佳，而亞

托敏、待克利、亞托待克利和保粒黴素甲等藥劑對於 S. vesicarium 菌絲和孢子發芽抑制

效果皆不理想 ( 王，2020)。在化學藥劑與植保資材防治黑腐病田間試驗，依普同、白列

克敏、白克列、保粒黴素 ( 甲 ) 等藥劑處理組黑腐病罹病度均較不處理對照組為低；而

待克利與中性化亞磷酸混施處理組較待克利單獨處理組之罹病度顯著較低。此外，除了

用藥管理外，根據筆者在田間與試驗 ( 數據未發表 ) 觀察，肥培管理與黑腐病發生程度

亦息息相關，氮肥過重或不足均較易發病，施用中性化亞磷酸及磷肥處理之發病較氮肥

加量處理者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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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部分宜蘭蔥農反映葉蟎嚴重；然而，因當時尚無推薦用藥，故本場進行

苦楝油等資材及藥劑施用於蔥管上葉蟎之致死率測試，之後在三星鄉蔥田進行田間試

驗，以藥劑或資材全株噴施青蔥，7 天處理一次，連續 2 次，結果顯示茶素精 300 倍、

苦楝油 300 倍及畢芬寧 1000 倍在第 2 次處理後 7 天各有 86.7、53.9 及 75.9% 的防治率

(%)，可供蔥農田間管理參考應用。

IPM

2019-2020 年，本場於三星鄉及宜蘭市青蔥黑腐病發病熱區，各別設置病害整合管

理示範田，田區分為示範區及慣行區，示範區於種植初期連續 3 次施用待克利混施中性

化亞磷酸，之後則改為白列克敏、依普同等不同作用機制藥劑輪用，並搭配合理施肥；

慣行區則依農友慣行操作。根據兩區黑腐病調查結果，示範區罹病度顯著較低，化學農

藥 AI 量每公頃減量 86.4%，用藥成本較慣行節省 32.7%。因防治效益良好，在田區召開

示範觀摩會，將建議用藥方式推廣予農友，並提醒農友注意肥培管理，勿偏施氮肥。觀

摩會現場亦有彰化蔥農前往參加。本技術推廣後，宜蘭地區冬季黑腐病均已獲得控制。

2021-2022 年，甜菜夜蛾夏季發生猖獗，為農友重點關注害物，本場與三星地區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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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除在年初蟲口攀升前辦理講習會提醒蔥農即早設置性費洛蒙進行共同防治，也在產區

設置試驗示範田，從種植前到採收期 ( 圖五 ) 進行綜合防治，並提供生產者針對甜菜夜

蛾不同生長期的防治策略，辦理示範觀摩會進行技術擴散，將相關操作細節發表在花蓮

區農業改良場農技報導刊物。

整體而言，根據本場近三年投入協助蔥農農藥減量分析，整體化學農藥減量約

16.5~88.9%、成本可降低 20-65.6%，及增產 10~25%。

從 2019 至 2023 年，本場在青蔥 IPM 相關主題已發表 13 篇文章、2 項技術指引，

在產地辦理 5 場示範觀摩會及 22 場講習會，另為讓青蔥產業落實 IPM 的努力更廣為

大眾所知與肯定，本場協助三星蔥農戶角逐並入圍永續善農獎 (IPM Award)，蔥農更在

112 年榮獲十大神農獎之殊榮。2022 年，本場和三星地區農會同時獲頒永續善農獎；

2023 年，本場因青蔥等作物 IPM 及化學農藥減量推廣教育與研發，獲得「第 3 屆綠色

化學應用及創新獎」，即在農業方面實現環境保護之作為受到肯定。作物病蟲害整合性

管理 (IPM) 的研究與推廣，是需要眾人共同努力的志業。試驗改良場所、學研單位及植

醫的重要使命為協助生產者解決在地產業病蟲害等管理技術問題。蔥農執行多種防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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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同時，也需兼顧經濟生產與環境友善的考量。本場未來將持續陪伴農友致力於病蟲

害綜合防治相關研究，和在地農會、地方政府、其他試驗單位及大專院校攜手合作，提

升我國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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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lsh onion (Allium fi stulosum L.) is one of the main vegetable crops grown in Taiwan. 

They can be cultivated all year round, and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pests and diseases on them 

during cultivation. This study takes welsh onion in Sanxing as the main target, and conducts 

experiments for controlling its diseases and pests in recent years, including: the pathogenic 

ecology and fungicides screening of Stemphylium leaf blight (SLB) and the screening of 

fungicides, the susceptibility of beet armyworm to pesticides, ovum-killing tests with cold 

storage of seedlings and chemicals, the development of beet armyworm early warning models 

and automatic counting devices using meteorological parameters, and field trials of plant 

protection materials against two-spotted spider mite. Along with the promotion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 it is one of the tools for low-pesticide-input pest management, 

which can help farmers reduce costs by 20-65.6% and increase production by 10-25%. It 

also implements a 16.5-88.9% reduction in chemical pesticides. Finally, we can help farmers 

produce healthy and safe welsh onion with a pesticide residue pass rate of 100%.

Keywords：Welsh onion、IPM、Chemical pesticide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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