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病害防治及相關研究 

(一) 高粱麥角病之調查及防治 

    高粱麥角病於本場試驗田觀察，麥角病持續發病，且低溫及降雨為影響本病發生之重

要因子，低溫時可在罹病穗上發現菌核，人工無法培養子實體之產生，田間寄主調查於几

內亞草、巴拉草、大理草及吉利草上發現麥角菌感染病徵，測定不同麥角菌之病原性時皆

能感染高粱，而人工接種 53 種禾本科植物，則只在珍珠粟及強生草上為害。理化因子對

麥角菌生長影響之實驗中發現，菌絲生長及產胞適溫皆在 24-28℃，菌絲生長及胞子發芽

能力在-10bar 水勢下最好，但在-60bar 以下則皆無法生長；而在光照情形下對麥菌菌絲

生長，胞子發芽及產胞能力皆有影響在有照光情形下，菌絲生長較快，大胞子的生成量比

黑暗培養的量高，小生子則以黑暗處理培養者高，總生成量於黑暗中培養高於照光者。菌

體添加 0.5%酵母精生長情形即有顯著增加的現象，適宜菌絲生長的 Ph 值在 6.5~7 之間。

測試 16 種碳素源，發現高粱麥角菌菌絲生長對蔗糖的利用效果最佳，有機態氮利用效果

比無機態氮好，碳氮比在 60 時最適高粱麥角菌生長。以 SEM 觀察侵染過程，發現麥角菌

除侵入柱頭外，並有貫穎片及葉表之現象。利用雙層式(DAS-ELISA)及間接式(ID-ELISA)

酵連抗體偵測高粱麥角菌，利用此法可區分麥角菌菌系及其它微生物，以幾內亞草上所分

離到之菌菌株讀值最高。利用前法偵測高粱麥角菌，發現以偵測種子中夾雜的麥角菌效果

最好；而病穗及土壤中所夾雜的麥角菌，只在高量(108Spore／ml 胞子量)偵測效果較佳，

利用免疫螢光抗體標誌則可區分不同的菌系，並且對高粱麥角之胞子及菌絲有極高之靈敏

度，可應用在田間偵測上使用。篩選拌種用藥劑，選取得 23%Folicur 乳劑對麥角菌絲有

抑制生長作用但屬靜菌作用。80%TMTD 可濕性粉劑，則為殺菌作用。   







 
 

 

 

(二)抑菌介質防治番茄萎凋病 

    自動化環控溫室育苗所需的介質，大都從國外進口，品質優劣不一，經常攜帶萎凋病

菌、立枯絲核病菌、疫病菌等病原菌，一旦發病，則病害蔓延迅速，很難防治。故開發抑

病介質是防治種苗病害的重要策略之一。本試驗收集十種土壤或介質，篩選出 M2 、BVB 

NO.4，Finnpeat 及溪湖土等四者兼具抑制番茄萎凋病及促進植株生長的功效。其中 M2 、

BVB NO.4 與 Finnpeat 分別由荷蘭與芬蘭進口，價格昂貴，而溪湖土有抑菌效果；但是育

苗介質必需質地輕，以利機械作業，故考慮以這三種具有抑菌效果的農業資材，嘗試合成

一種重量輕 價格便宜且具抑病作用的介質



一種重量輕，價格便宜且具抑病作用的介質。 

    本試驗證明 BVB NO.4，Finnpeat 與溪湖土等三種材料，按體積比 25%：25%：50%配製

成 TSS-01 介質，具有較單一介質顯著抑制番茄萎凋病與增進植株發育的效果(表一)。此

外，把經由 TSS-01 介質培育的番茄苗移植在病菌土時，植株感染番茄萎凋病的百分率也

遠較 BVB NO.4 介質及信義土所培育者低 15%左右。 

    TSS-01 介質可有效抑制番茄萎凋病菌之厚膜孢子的發芽。TSS-01 介質抑制厚膜孢子

發芽的能力隨酸鹼值下降而減弱。 

    TSS-01 介質較 BVB NO.4，Finnpeat 及溪湖土等含有複雜且豐富的微生物相。TSS-01

介質經熱蒸氣處理 0，5，10，15，20，25 與 30 分鐘後，可使抑制厚膜孢子發芽的效果逐

漸喪失。將 20%溪湖土或 20%Finnpeat 加入 100℃處理 30 分鐘之 TSS-01 介質後，可使

TSS-01 介質之抑菌作用回復。若在 100℃處理過之 TSS-01 介質各別加入 Trichoderma 

sp.(T-20 菌株)或細菌(B-05 菌株)時，亦可使 TSS-01 介質之抑菌能力回復。綜合上述研

究結果，證明 TSS-01 介質抑制番茄萎凋病菌的特性與其酸鹼值及微生物相間存在著密切

的關係。 

 

(三)園藝作物種苗(子)病害鑑定技術之研究 

    配合本場無病毒健康馬鈴薯種薯，自動化環控溫室種苗生產，以及蔬菜、花卉種苗

(子)傳種性病害檢驗技術，研究開發各種檢定方法，以建立種苗(子)病害檢驗體系。本場

今年度自動化環控溫室生產種苗，以甘藍、番茄、甜椒、洋蔥為主，針對這些作物發生之

病害，進行調查、分離、鑑定，結果以立枯絲核菌(Rhizotctonia solani)引起之幼苗立

枯病為主要病害，在甘藍、甜椒、洋蔥等幼苗均嚴重發生，而且病勢蔓延迅速，除了以賓

克隆防治之外，正進行生物防治試驗。至於馬鈴薯健康種薯生期間之病毒病害管理，以酵

素聯結免疫球蛋白的方法檢查馬鈴薯原原種薯 17,760 株，未有 PVA、PVS、PVX、PVY 之反

應。此外，對於馬鈴薯捲葉病(Potato leaf roll virus)進行指示植物接種試驗，測試 10

種指示植物皆無病徵出現。針對百合、金花石蒜、夜來香、彩色海芋等球根花卉調查產地

及本場之病害相，結果在百合上發現 Lily syptpomless virus、potyvirus、Cucumber 

mosaic virus、白絹病、萎凋病等，金花石蒜上發現有 potyvirus、軟腐病、花薊馬等為

害，夜來香上發現有 potyvirus、葉斑病等病害，彩色海芋上發現有 potyvirus，軟腐病

等病害。此外，利用濕濾紙法、平板分離法、冷凍濕濾紙法、幼苗病徵診斷法比較偵測十

字花科種子微生物相之效果，無論油菜上之 Alternaria brassicae、A. alternata 或是

甘藍、蘿蔔、介藍、白菜上之 Alternaria brassicicola、A. alternata 皆以 PDA 平板分

離法之偵測效果最佳。 

 

(四)進口植物之疫病、害蟲與雜草之鑑定及防疫偵測技術研究 

    由白菜、芥藍、甘藍、蘿蔔及油菜等五樣種子(每樣 50 公斤)，比較濕濾紙法、洋菜

平板法、冷凍法與幼苗病徵檢測法對進口十字花科蔬菜種子種傳真菌檢出頻率之差異。由

結果得知，對白菜與芥藍種傳 Alternaria brassicicola、A.alternata 及其它真菌之檢

出率，皆以 PDA-平板法較為顯著，濕濾紙法次之。而對甘藍種傳 A.brassicicola、

A.alternata 發生頻率，則濕濾紙法與洋菜平板法皆有顯著之偵測效果。對蘿蔔種傳

A.brassicicola、A.alternata 及其它真菌之偵測率，亦以 PDA-平板法最佳、濕濾紙法次

之。綜合上述結果，PDA-平板法為偵測十字花科蔬菜種子種傳真菌最顯著之方法，濕濾紙

法次之。此外，於 25℃、95%相對濕度、每日光照與黑暗各 12 小時之培養環境下，PDA-平

板法可在 5-8 天內得知結果，濕濾紙法可在 7-10 內得知結果，冷凍法與幼苗病徵檢測法

需 天方可獲得結果 因此就偵測率 偵測時效而言 平板法皆為偵測十字花科



需 10-14 天方可獲得結果。因此就偵測率、偵測時效而言，PDA-平板法皆為偵測十字花科

蔬菜種子種傳真菌之較佳方法，濕濾紙法次之。但 PDA-平板法之雜菌汙染率也較高，種子

消毒必須特別謹慎；PDA-平板法之成本在四者中最高，是值得考慮之因素。利用 PDA-平板

法及濕濾紙法偵測各國進口十字花科蔬菜種子種傳真菌相，共計 159 件郵寄之十字花科蔬

菜種子，包括蘿蔔、結球白菜、甘藍、介藍、白菜、芥菜、油菜、花椰菜及青花菜等，種

子上之真菌相含 Alternata alternata，A.brassicicola，A.raphani，Alternata sp.，

A.brassicae，A.longipes，A.tenussimae，Ascochyta sp.，A.spergillus sp.，

Aureobasidium sp.，Chaetomium sp.，Cladosporium sp.，Drechslera sp.，

Colletotrichum sp.，Cuvularia sp.，Drechslera sp.，Fusarium sp.，F. 

moniliforme，F.semitectum，F.oxysporum，F.solani，Murcor sp，Nigrospora sp.，

Penicillium sp.，Phoma sp.，Phyllosticta sp.，Pythium sp.，Pithomyces sp.，

Rhizoctoniasolani，Sclerotium sp.，Rhizosticta sp.，Trichoderma sp.，

Ulocladium sp.及細菌等。各種十字花科蔬菜種子種傳真菌相，大多以 A.alternata 發生

件數百分率最高，A.brassicae 或 Cladosporium sp.次之，可致病之種傳病原菌含

A.brassicicola、A.raphani 、A.brassicae、Phoma sp.與 Rhizoctoniasolani 等，這些

病原在培養狀態下，可靠胞子之飛散或種子萌芽後胚軸之接觸而傳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