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一〇七年九月【229期】 植物保護－第 4版－

 

微量介質果菜栽培系統之應用

微生物製劑應用於
絲瓜連作栽培之成效

自製螞蟻田間防治資材

文圖/戴振洋

臺灣農業生產受不良氣候影響極大，蔬菜設施栽培已成為臺灣

蔬菜產業中重要的一環。近年來介質離地栽培方式更為激增，此方

式須自國外進口栽培介質使用，不僅成本高且耗費外匯。依設施「介

質袋」栽培估算，每公頃使用介質量約為 4,000 包 ( 以 70 公升 / 包

文圖/藍玄錦、陳俊位

絲瓜 (Luffa cylindrical) 又 
名菜瓜，其為中部地區夏季

主要生產的蔬菜之一，尤以

南投縣魚池鄉頭社地區生產

之絲瓜，最為耳熟能詳。然

近年來，因連年栽種，導致

土質劣化及土傳性病害等問

題產生，使得產量與品質下

滑。爰此，本場利用已開發

之抑菌介質及功能性微生物

製劑進行處理，期能改善農

友在絲瓜栽培上所面臨之困

境。本抑菌介質是利用菇蕈栽培之剩餘物質，經由有益微生物處理後，充分發

酵而成。功能性微生物製劑則為利用一定比例之奶粉、海草粉、甲殼素、矽藻

土及糖蜜等資材再添加芽孢桿菌及木黴菌發酵製成。

於絲瓜栽培前先以抑菌介質作為基肥，埋入土中使用，待種植後，於苗期

以功能性微生物製劑進行澆灌，待植株進入開花期時，再利用抑菌介質作為追

肥使用並將功能性微生物製劑改以葉部噴施。經由田間試驗結果顯示，利用上

述方法進行栽種之絲瓜，其土傳性病害危害之比例較農友慣行栽培方式低，從

以往 40-50% 降低到約 10%，其產量亦較慣行模式高出約 30% 以上。本方法已

應用於多種作物栽培上，如番茄、洋香瓜、苦瓜與胡瓜等，均有一定之成效。

未來將積極推廣此技術，以幫助農友克服絲瓜連作栽培上之困境，提高作物產

量及品質，並增加農友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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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裡的螞蟻大多時候對農作物和人體沒有危

害，但偶而仍有啃食農作物或叮咬、騷擾人體的案

例，甚至協助害蟲 ( 介殼蟲、蚜蟲 ) 擴散，造成農友

困擾。由於螞蟻並非主要作物害蟲，通常沒有推薦

的防治藥劑可用。此外，在外活動的螞蟻通常為無

法生殖的工蟻，真正能繁殖的蟻后都躲在巢穴之中，

故噴灑藥劑對防治螞蟻只能治標，無法治本。為了

有效控制田間的蟻害，農友可以嘗試自製便宜、安

全、低毒的螞蟻餌劑。作法如下：

1.準備水、砂糖、硼酸 (可至藥局或化工行購買)。
2. 取適量之水與砂糖，約3：1混合，並加入少量硼酸 

(占總量1-5%即可，濃度過高則螞蟻不願取食)。
3. 將上述混合液加熱，使之充分混合，並微呈現稠

狀，螞蟻液態餌劑即製作完成。

使用時，可將餌劑點施於田間竹欄、棚架等螞

蟻活動處，若怕雨水淋洗則可以水管、寶特瓶等切

段後橫放、固定，再將餌劑塗抹於內側供螞蟻取食。

工蟻取食餌劑後不會立即死亡，但會將其帶回巢穴

跟蟻后、幼蟲分食，進而毒殺整個蟻巢族群。此餌

劑並非速效，約需 1 個月才會有較明顯的成效，期

間應適時補充新鮮餌劑。雖硼酸對人體影響極低，

但調配、施用後仍應洗手，並需注意避免兒童誤食。

計算 )，購買介質成本在 100 萬元左右，佔生產成本極高。因成本高

無法每年更換新介質，農民重複再使用，在連作重複種植之下，如

操作不慎易衍生栽培管理的問題。因此，發展應用以微量介質 (1-2
公升 / 株 ) 栽培，相較傳統介質栽培可降低介質使用量 1/3-1/4，如

以肥料量及單株介質量等生產資材成本分析，慣行槽耕栽培成本為

130.5 元 / 株，而微量介質僅 18.7 元 / 株。本場投入微量介質栽培研

究已有顯著成果，應用微量介質栽培模式具有提高溫室週轉率，減

少後期病蟲害發生及建立標準作業流程 (SOP) 等特點，能使設施蔬

菜栽培更為精準操控，朝向設施蔬菜精緻化及高收益之發展。

本場近期配合財團法人農科院執行「潛力農業技術拓展新南向

模式建構計畫」，已協助輔導台鼎活動帷幕股份有限公司 ( 農委會

輔導創櫃農企業 )，前往馬來西亞柔佛州設置微量介質離地果菜栽培

示範場域。此微量介質栽培模式，冀能對國內或國外新加入或有興

趣投入之農民，作為未來規劃整廠標準化設施微量介質栽培之參考。▲ 微量介質栽培模式可提高溫室週轉
率，相對可降低生產成本

▲ 絲瓜利用抑菌介質及功能性微生物製劑栽培之田間生長狀況(左)，開花數及葉片生長皆較
一般慣行區(右)表現佳

▲ 本栽培模式已在馬來西亞柔佛州建
立設施果菜栽培示範場域

▲ 利用抑菌介質及功能性微生物製劑進行栽培可促使絲
瓜於連續節位上穩定的開花著果

▲ 可將摻入硼酸之糖蜜放入塑膠水管內，置於田間誘殺螞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