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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彩色甜椒多以設施栽培方式來生產出高品質的產品，然甜椒設施栽培過程中仍會

遭遇到病蟲害侵擾，進入連續採收期更是如此，因此如何避免或減少損失則是農友所重

視且需要輔導。本研究利用新編著的甜椒栽培操作指引，讓農友透過病蟲害圖鑑快速且

有效區分田區內大部分的病蟲害種類，進而對症下藥達到「精準用藥」的目的，再配合

「清園」與「友善資材」等策略搭配使用的綜合防治管理技術，即可有效管理田間常見

病蟲害。本場透過推薦化學藥劑與友善資材（植物油混方、肉桂油、窄域油、柑橘精油、

石灰硫磺及亞磷酸等）的搭配使用來防治特定病蟲害，在不影響產量的前提下，可減少

20% 的藥劑種類、35% 的用藥頻率及 17% 的藥劑用量，所產出的農產品經農藥殘留檢

驗也皆符合標準。

甜椒、環境友善資材、病蟲害綜合防治

番椒為茄科（Solanaceae）番椒屬（Capsisum）的作物，其內種類眾多，具辛辣味

者稱之為辣椒，而不具辛辣味者稱之為甜椒，統稱為番椒，學名為 Capsicum annuum 

L.。而甜椒品種又可分成兩大群，一為果型似番茄扁圓而小肉厚，成熟果供做製罐用。

另一為常見供做蔬菜栽培用之品種，果體呈圓錐型且果內中空而果皮肥大可供食用，

即俗稱之甜椒。臺灣目前所栽培甜椒（含新香、青椒及彩色種）的面積約 1,24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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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農情情報資源網，2022），其中南投、雲林及嘉義等地栽培面積已達 976 公頃，

占全臺栽培產區近八成栽種面積。進一步經 110 年產量統計換算，設施彩色甜椒栽培

面積估計占 34.7%（約 430 公頃），其中又以南投縣（179 公頃）為主要產地，佔設施

甜椒栽培面積達 41.6%。甜椒種植期間主要害蟲種類為棉蚜（Aphid gossypii）、茶細蟎

（Polyphagotarsonemus latus）、二點葉蟎（Tetranychus urticae）、薊馬及夜盜蟲類為

主；病害則有毒素病（Virus diseases）、白粉病（Leveillula taurica）、青枯病（Ralstonia 

solanacearum）、疫病（Phytophthora capsici）及炭疽病（Colletotrichum capsici）為主 ( 陳

等人 , 1997)。由於甜椒屬連續採收作物，且可鮮採鮮食，有害生物防治藥劑不當施用極

易致生農藥殘留違規。依據 107 年度蔬菜農產品農藥殘留監測研究成果報告指出，果菜

類不合格率為 4.1%，甜椒不合格率更高達 9% ( 徐等 , 2018)；於 108 年藥毒所提供之資

料顯示，甜椒的不合格率更高達 13.1%。又依據近幾年農藥殘留監測與管制相關統計資

料得知，果菜類農藥殘留違規樣態又以使用未推薦藥劑占 7 成以上，可見農民用藥教育

仍需持續努力與推行。

甜椒為一年生作物，由於具不定期開花結果特性，因此在生長季可連續採收而管理

過程較為繁複 ( 圖一 )，所須應用之資源與技術亦較為多元化，且不同時期可能發生不

同種類之病蟲害，或對於病蟲害間的感受性不同而需進行相對應處置辦法。故本研究集

結農業部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本場）、農業部農業試驗所、農業部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農業部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及農業部臺東區農業改良場之研究人員，共同編著出甜椒綜合

管理技術操作指引一式，並依各個栽培期程規劃不同之害物管理流程，供農友選擇適合

當下與可承受之成本支出的防治策略。以下則以近年常見甜椒害物（如銀葉粉蝨、薊馬、

蚜蟲、介殼蟲、細蟎、白粉病及炭疽病等）之綜合防治管理技術進行介紹：

（一）加強肥培管理：

合理化施肥，促使養分平衡，可使植物生長正常，維持植株健康度而強化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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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甜椒作物對土壤適應性極廣，以中性、微酸土壤為宜，生育期較短的地區砂

質壤土較佳。一般選擇排水良好、pH 值 5.5 - 6.8 的土壤最適宜。

（二）使用健康種苗：

目前對於上述害物並無抗病品種的存在，因此僅能透過使用健康種苗來避免

將病蟲源帶入設施內的機率。若有見到疑似出現異常的苗株，建議直接移除或是

使用藥劑進行預處理。

（三）種苗預先處理：

為避免將病蟲體引入設施中，建議可以針對苗期病害如：立枯病或疫病進行

藥劑處理；而害蟲部分則是建議針對小型害蟲如：細蟎與薊馬進行藥劑處理。

（四）罹病田區種植前進行土壤處理：

包括浸水、高溫熱水澆灌、蒸氣消毒、藥劑處理等，視實際須要選擇合適方

法。

（五）田間衛生及雜草防除：

注意田間衛生，隨時清除落葉，清除園區周圍雜草，平時注意植株修剪，使

植株通風及日照良好，降低蟲源，受害部位徹底清除，以防蔓延。

（六）輪作：

勿於發病田連續種植，避免累積感染源，宜與禾本科作物輪作，降低田間疫

病病原菌族群。

（七）依害物習性調整田間管理方式：

銀葉粉蝨偏好在通風不良與日照不足環境產卵，高濕可降低族群及減緩其活

動性。必要時可配合在低濕度時段噴霧，提升空氣濕度以降低族群密度。以銀色

遮陰網遮陰或以銀色尼龍網覆蓋土壤，可產生強烈反光，可將空中飛行的薊馬趨

離。近中午時刻適度噴霧處理，提高園區之濕度，可降低白粉病分生孢子散播而

減少病害發生；夜間加強抽風，降低園區空氣中之濕度，可抑制分生孢子發芽而

減少病勢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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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視巡田：

檢視 50 處花與嫩芽紀錄有無害蟲活動 ( 蚜蟲、薊馬及介殼蟲 )，以及計算天

敵數量 ( 如：南方小黑花椿象、菸盲椿、蒙氏瓢蟲、草蛉 )；病害部分則可於田

區均勻抽取 20 處植株之下層葉片（老葉），觀測葉背是否有白粉病病斑出現並

計算其發病率。

（二）黃色黏紙監測 ( 銀葉粉蝨與薊馬 )：

吊掛 20 張半張黃色黏蟲紙 ( 尺寸約 7.5 公分 × 10.5 公分 )，每週更換 1 次，

監測目標害蟲。

（三）採樣送檢：

隨機採集 20 片下位葉寄送試驗單位用顯微鏡觀察，計算葉片上之粉蝨若蟲

數，以及被天敵：東方蚜小蜂寄生之若蟲數來計算其寄生率。

依據害物種類分述防治資材或藥劑之施用倍數、用量或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銀葉粉蝨

1. 成蟲偏好黃色，配合黃色黏蟲板誘殺，可降低族群密度，黏板應設於生長點上方

10-50 公分處，方可發揮效果。幼苗種植後立即懸掛，效果更佳。

2. 釋放天敵捕食性天敵，瓢蟲、草蛉、大眼椿象等均可捕食若蟲及成蟲。寄生性天

敵如東方蚜小蜂及淺黃恩蚜小蜂。

3. 防治甜椒銀葉粉蝨可應用之友善資材（表一）與登記之推薦藥劑（圖二），發生

時依為害狀及生長期任選一藥劑防除。施藥時由植株側面與植株保持合適距離由

下向上噴施。

（二）薊馬

1. 懸掛黃色粘紙，可直接用來減少害蟲數量，並可作害蟲發生偵測。

2. 釋放天敵包括數種捕食性椿象、草蛉或捕植蟎等，捕食薊馬。

3. 防治甜椒薊馬可應用之友善資材（表一）與登記之推薦藥劑（圖二），發生時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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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害狀及生長期任選一藥劑加以防除。

（三）蚜蟲

1. 使用黃色粘板或水盤誘殺成蟲。

2. 蚜蟲天敵極多，可分為捕食性和寄生性兩大類，捕食性天敵包括瓢蟲類、食蚜虻

類、草蛉類；寄生性天敵則為寄生蜂及真菌類。

3. 防治甜椒蚜蟲可應用之友善資材（表一）與登記之推薦藥劑（圖二），發生時依

為害狀及生長期任選一藥劑加以防除。

（四）介殼蟲

防治甜椒介殼蟲可應用之友善資材（表一）與登記之推薦藥劑（圖二），發

生時依為害狀及生長期任選一藥劑加以防除。

（五）細蟎

防治甜椒細蟎可應用之友善資材（表一）與登記之推薦藥劑（圖二），發生

時依為害狀及生長期任選一藥劑加以防除。施藥時須噴及葉片下表面，或選用系

統性藥劑。

（六）白粉病

1. 適度施用矽酸鈣，增加表皮厚度與保護層，降低病原菌侵入。

2. 防治甜椒白粉病可應用之友善資材（如表一）與登記之推薦藥劑（圖三），發生

時依為害狀及生長期任選一藥劑加以防除。

（七）炭疽病

1. 該病原菌主要是透過雨水傳播，因此栽培期需特別外部設施是否有破損而造成雨

水滲漏的情況。

2. 由於該病原菌具潛伏感染特性，故在栽培期需特別留意該病害的預防性管理措

施。目前經本場進行資材與藥劑抑制測試，化學藥劑仍為主要處理措施，同時須

留意輪用不同作用機制以避免抗藥性產生（圖三），同時需要做好清園處理，藉

此降低田區病原菌之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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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信義鄉之甜椒，主要栽培期為 2 月至 12 月，期間夏、秋兩季為薊馬類主要

發生期，故時有因薊馬類防治失當造成低產甚至廢園案例。甜椒薊馬類已核准登記藥劑

共分 5 類作用機制 16 種殺蟲劑，產地大多農友均依規定使用核准藥劑，但可能因急於

降低薊馬類密度及噴藥人力成本等考量，通常每週一次混用多種藥劑，短時間即造成多

種藥劑防治效力逐漸降低。據本場示範溫室於薊馬發生高峰期的採集紀錄顯示，謝花後

單朵花瓣內平均可躲藏約 10 隻成蟲及 25 隻若蟲 ( 不分種類 )。部分凋落花瓣於謝花後

會覆蓋小果約 2-5 日，少數花瓣會黏附在果實表面乾燥硬化，提供薊馬相當隱蔽的微型

棲地，可躲過防治藥劑直接接觸（圖四、A）。薊馬初入侵時多聚集在新芽與花朵上，

直至謝花後，成蟲與若蟲均能躲藏於凋落花瓣內。因此整枝留果作業時可順便去除預留

果上的花瓣可降低小果被害率（圖四、B），同時增加薊馬若蟲接觸防治藥劑的機會，

提高防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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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因地緣特性，未來遭遇新興病害勢必無法避免，以下則以近兩年來田區觀察到

新興害物為例，為各位說明其發生情形與相關處置辦法：

危害狀與發生生態：潛砂蟲（Gonocephalum sp.）為鞘翅目擬步行蟲科，雜食性具

咀嚼式口器。夜行性，白天躲藏於木頭、落葉或土縫中，傍晚才外出活動。為環境中常

見且重要之分解者。以腐植質為主食，輔以近地基部之幼嫩植物組織。而富含腐植質之

有機肥往往吸引許多潛砂蟲躲藏於其中大量繁衍。隨著腐熟未完全有機肥之大量使用，

高密度之卵粒亦隨之播施於田間。當腐植質不足以供應其取食需求時，孵化後之潛砂蟲

轉而攻擊周遭作物幼苗，導致植株死亡（圖五）。在環境相對單一，食物、空間受限之

網室中，受害田區幼苗缺株尤其嚴重，需大量補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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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品質良好、腐熟完全之有機肥。（二）有機肥埋入土中混合土壤，

適量施用。（三）清除園區雜草，減少害蟲棲所。（四）利用掉落式陷阱監測潛砂蟲密度。

病徵與其發生生態：受感染之莖部或果梗出現組織乾枯、褐變的情況，同時可於變

色組織表面觀察到明顯輪紋（圖六），若蔓延至主莖，則受感染以上部位則出現失水萎

凋的情況。目前已經分離鑑定到兩種病原菌，分別為 Plectosphaerella 屬與 Fusarium 屬

的病原真菌，且需傷口方能侵入感染甜椒植株並造成病徵，經 2022 年在信義多個甜椒

栽培田區的調查，該病害普遍出現但危害率不高，園區發病率介於 3-8%，然農友普遍

認為是疫病，因此常因為錯誤用藥而錯過防治時機。

（一）修剪器具需加強消毒，減少散播病原菌的機率（二）園區修剪後可施

用廣效性殺菌劑（非疫病類推薦藥劑），避免病菌自傷口侵入。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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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乃針對國內高農藥殘留風險的甜椒為對象，藉由整合相關專業領域人才

及其研究成果，研擬並建立一套甜椒安全生產管理體系，除瞭解甜椒栽培環境與病害發

生的關鍵，掌握防治時機，亦導入環境友善植保資材，減少化學農藥之使用，盼藉由生

態平衡的耕作理念，充分利用各種栽培管理措施，營造出樂活的環境與生產安全的甜椒

果實。而透過該技術的相關示範推廣，除了可與各農試改良場所分享試驗研發成果，亦

提供轄內儲備植物醫師累積甜椒病蟲害診斷經驗，作為未來技術發散的基石，同時希望

讓更多農友瞭解病蟲害綜合防治處理技術，強化國內優質農產品的安全與消費者對農產

品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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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sweet peppers in controlled facility-based methods is generally 

employed to produce high-quality products. However, bell pepper cultivation in such facilities 

is still susceptible to pest and disease infestations, especially during the continuous harvesting 

period. Therefore, preventing or reducing losses is a matter of great concern for farmers and 

requires guidance. This study utilizes a newly developed bell pepper cultivation manual, 

enabling farmers to rapidly and effectively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majority of pest and 

disease species within their fi elds through the use of a pest and disease identifi cation guide. 

This facilitates targeted and precise pesticide application, achieving the goal of 'precision pest 

control.' When combined with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techniques such as 'clean farming' 

and the use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aterials,' eff ective control of common fi eld pests and 

disease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use of recommended chemical pesticides in conjunction 

with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aterials (such as plant oils mixture, cinnamon oil, narrow 

range oil, citrus essential oil, sulfur, and phosphorous acid), this facility can control specifi c 

pests and diseases while minimizing the impact on yield. This approach reduces the variety of 

pesticides by 20%, the frequency of pesticide application by 35%, and pesticide usage by 17%. 

Furthermore,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duced in this manner comply with pesticide residue 

standards as confi rmed by residue testing.

Keywords：Sweet peppe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aterials;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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