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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於1968年首次出現在屏東縣佳冬鄉「北

蕉」蕉區，由於當時未能立即採取隔離及撲

滅措施，致使本病害在1980年期間已由南臺

灣擴及台蕉所有主產區，目前為影響香蕉產

業發展最大的限制因素。

二、病徵
外部病徵：發病蕉株的下方老葉葉緣首

先黃化，並逐漸擴大至中肋，葉柄軟化，彎

曲下垂，最後枯萎。上方幼葉亦逐漸變黃，

終至整個蕉株枯萎死亡，有時病株假莖外圍

的葉鞘自基部發生縱裂。內部病徵：縱切病

株的假莖或塊莖可以發現維管束呈黃色至褐

色，在發病後期，黃褐色的維管束纖維上下

貫穿成長條形。

香蕉黃葉病
病原菌學名：Fusarium oxysporum f.sp cubense（FOC）

英文：Panama disease; Fusarium wilt of banana

圖二：感染黃葉病之蕉株塊莖及假莖維管束組

織明顯褐化。

圖一：香蕉黃葉病蕉株典型外部症狀為下方葉

片先行黃化萎凋、假莖縱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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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害概述
（一）分類地位：

Deuteromycetes

Moniliales

Tuberculariaceae

Fusarium oxysporum Schlect. f.sp 

cubense （E. F. Smith）Snyder 

and Hansen

（二）分布

東南亞（中國、印度、菲律賓、馬來西

亞、泰國、印尼及臺灣）；大洋洲（澳洲、

巴布亞新幾內亞）；非洲（坦尚尼亞、剛果

共和國、蒲隆地、烏干達、盧安達、奈及利

亞、南非）；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佛羅里

達、墨西哥、尼加拉瓜、古巴、巴拿馬、宏

都拉斯、哥斯大黎加、海地、巴西、馬拉

威、牙買加）；馬德拉島（葡萄牙）；加那

利群島（西班牙）；哥德洛普島（法屬）。

（三）寄主

香蕉、赫蕉、纖維蕉。

（四）形態

屬於真菌。與一般鐮刀菌外觀相似，香

蕉黃葉病菌大分生孢子呈鐮刀形、隔成4 ~ 8

細胞，頂端細胞細長，27 ~ 55 × 3.3 ~ 5.5 

μm 。小分生孢子卵形至腎臟形，5 ~ 16 × 

2.4 ~ 3.5 μm。厚膜孢子7 ~ 11 μm 。已發

現四種生理小種（1 ~ 4號），利用KOMADA 

II選擇性培養基可區分僅感染「呂宋蕉」之

第1生理小種及可感染「北蕉」、「 仙人

蕉」及「呂宋蕉」之第4生理小種；第4生理

小種在該培養基上菌落邊緣一般呈放射狀。

以營養親和性組別（Vegetative Compatibility 

Group, VCG）進行分類，目前全球已發現16

種VCG。臺灣當今黃葉病疫區出現之4號生

理小種，多屬於VCG 1213 ~ 1216系統，致

病力強，亦稱熱帶地區之4號生理小種。

（五）診斷技術

一般藉由蕉株病徵予以鑑定即可。必要

時，亦可斟酌利用KOMADA II選擇性培養基

生長特性鑑定，或以PCR分生技術配合專一

性探針進一步鑑定。

四、發生生態
整年發生，10月至隔年2月為發生嚴重

時期，由蕉株根部感染。病原菌可靠河水、

灌溉水、農具及病苗而傳播。

臺灣南部地區自1968年出現黃葉病以

來，病勢逐年擴散，現已波及多數蕉園，蕉

農將發病殘株廢棄於水溝和從病區取苗，乃

本病傳播迅速之主要原因。病原菌在病株組

織內可產生大分生孢子、小分生孢子和厚膜

孢子，但在土壤中主要以厚膜孢子存活，其

存活期可達數年之久。一般言之，本病在酸

性砂質地較易發生，又排水不良及傷根情況

下可促進本病發生。本病病原菌有4個生理

小種，引起台蕉（北蕉、仙人蕉）黃葉病者

為第4生理小種，引起呂宋蕉（Latundan）黃

葉病者屬第1生理小種。病原菌自感染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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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外部病徵，潛伏期長達5 ~ 6個月；南部蕉

園種植期多在3 ~ 5月，因此一般在每年10月

以後才開始出現外部病徵。

五、防治方法
（一）新地以種植抗病或耐病品種如「寶島

蕉」（亦稱新北蕉）或「台蕉五號」

（玉山）之健康組織培養苗防病效果

最佳。

（二）發病率低於10 % 之蕉園，如欲再種

植香蕉時，應做病株撲滅處理。發病

株以殺草劑巴拉刈10倍稀釋液裝於壓

力式噴霧器之藥筒內，噴頭裝上注射

針，每株注射5孔，每株約需殺草劑

稀釋液200公撮，經注射1星期後，病

株之葉片急速枯乾，待2個月後葉片

和假莖完全枯乾，即可引火燒燬。病

穴殘留有部份組織尚未腐爛，亦應挖

出切碎，連同假莖一併燒燬。又可注

射嘉磷塞於病株，可順便殺死吸芽。

（三）發病率超過10 % 蕉園，宜種植抗

（耐）病品種之吸芽苗，增加防病效

果。連作多年發病蕉區，若能轉作水

稻2年以上再種植香蕉，可明顯降低

土壤黃葉病菌密度，病區與旱作輪作

則無治病效果。

（四）栽培管理上其他應注意事項：選擇排

水良好，土壤深厚之砂質壤土，富有

機質之蕉區種植。從病區挖取吸芽苗

時，須將塊莖外層削除，並檢查根跡

及臍部組織，若有褐色斑點者即為病

苗，應予淘汰。發病蕉園在種植之

前，應多施有機肥（經醱酵之豬牛雞

糞、甘蔗葉）或綠肥，以提高防治效

果；減少造成根部、塊莖傷口之機

會，如吸芽自地上部切除等；採用噴

帶（灌）設施，改善蕉園排水；所有

處理病株後的工具，必須以火燒法或

以15 %福馬林浸洗，如此可避免工具

沾染病原菌，而感染其他健康蕉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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