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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夏季催芽有法寶 - 氰滿素效果穩得得
文圖 / 葉文彬

葡萄為亞熱帶氣候地區栽培面積最
廣泛的溫帶果樹，在臺灣可利用修剪方
式進行一年 2 收產期調節，搭配催芽劑
使用可提高萌芽整齊度，以利後續田間
操作。

氰胺 ( 氰滿素 ) 為全球葡萄栽培廣
泛使用之催芽劑，國內於 74 年 5 月 18
日登記為農藥，商品名「春雷」，111
年原登記廠商主動申請廢除許可證，農
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則後續輔導廠
商緊急進口，使葡萄農友催芽無後顧之
憂。本場自 112 年 11 月開始於溫室及
露天栽培葡萄園區進行冬季催芽，試驗
園區超過 20 處，萌芽相當穩定達 95%
以上，並陸續辦理 7 場次田間說明會進
行推廣，計 1,700 人次參與。溫室葡萄
修剪後以 20-50 倍稀釋液噴施處理，萌
芽相當良好。露天葡萄夏季催芽，因颱
風及午後陣雨，葡萄園區水分充足，且

▼ 夏季留 6 至 8 芽進行修剪 ( 左 )，而若以氰滿素催芽可留 8 至 11 芽 ( 右 )

▼ 氰滿素稀釋液可添加紅色色素標示已進行催
芽芽體

落 花 生 冠 腐 病 係 由 植 物 病
原 真 菌 Aspergillus niger 與 A. 
pulverulentus 所引起，大多於幼
苗期與生長期發生，砂質土壤且靠
海田區之發生率較為嚴重。此病原
可於受汙染的種子、土壤及植株殘
體上存活，通常以植株殘體為重要
感染源。因此，當落花生種子發芽
後，土壤中或植株殘體上之冠腐病菌之菌絲會開始入侵根冠、子葉節及下胚軸的組織，初期病徵
為水浸狀，之後迅速腐爛呈現暗褐色，最後基部組織上會產生大量黑色分生孢子。幼苗期感染呈
現猝倒病徵，成株期莖基部被感染後，植株會逐漸萎凋，同樣感染部位會出現黑色分生孢子。目
前國內對於此病原菌於落花生本田期尚無推薦防治化學藥劑，因此，防治此病害應從預防著手，
可預防之措施如下：
一、落花生莢收穫後應迅速曝曬乾燥：主要是利用日照曝曬受冠腐病汙染的種子，使菌絲及分生

孢子死亡，降低病原菌侵入種子的機會。
二、落花生種子表面消毒：目前依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核准之 4 種拌種藥劑，

列表如下，施藥方式於播種前剝殼拌種後再使用，可降低冠腐病於落花
生生長的為害。

三、播種時避免深植：由於冠腐病菌可於土壤中存活，種子深植會延長子葉
長出土面時間，因此避免種植過深，可讓種子盡快發芽，減少幼苗猝倒
現象。

四、避免田區土壤過於
乾 燥： 高 溫 及 乾
旱 會 加 速 病 原 菌
發生及入侵危害，
因 此 播 種 前 可 灌
水保持土壤濕度，
於播種後 30 天適
當 灌 水， 降 低 此
病害發生機會。

落花生冠腐病之發生及預防
文圖 / 郭建志、林瑞家

註：詳細施藥方式請參閱植物保護資訊系統

落花生冠腐病核准使用藥劑簡表
藥劑名稱與劑型 每公頃施藥量 施藥方式

40% 腐絕可溼性粉劑 0.5 公克 / 公斤種子 播種前剝殼拌種
50% 依普同可溼性粉劑 0.5 公克 / 公斤種子 播種前剝殼拌種
34.5% 貝芬菲克利可溼性粉劑 0.2 公克 / 公斤種子 播種前剝殼拌種
41.8% 腐絕水懸劑 0.5 毫升 / 公斤種子 播種前剝殼拌種

▼ 落花生感染冠腐病後植株
乾枯死亡情形

▼ 落花生冠腐病之分生孢子型
態

▼ 落花生基部受冠腐病菌感染，
呈現黑褐化及產生許多黑色分
生孢子

白天溫度偏高，建議以氰滿素 30-40 倍
稀釋液處理枝條末端芽體，氰滿素稀釋
亦同樣可添加色素或殺菌劑做標示，以
確認芽體有無處理藥劑。此外，一般夏
季留 6-8 芽修剪，惟該期芽體容易萌動，
建 議 修 剪 時 宜 多 預 留 2-3 芽， 即 8-11
芽，避免過度萌動影響翌年一期作產
量。最後，提醒工作人員施藥後 24 小
時內不得飲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