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东区农业改良场技术专刊《特辑》

杭菊病蟲害發生與防治

(五 )灰黴病（Botrytis cinerea Pers.ex Fr.）

1. 發生生態及病徵：

(1)好發於冬春季低溫多濕季節，溫度介於 20~25℃，高於 25℃若冬季連續

下雨時，發生亦相當嚴重，此時杭菊花期正值花期至採收前，嚴重時，直

接影響杭菊產量及品質。

(2)花器感染初期產生針尖狀褪色小斑點，呈水浸狀，後病斑漸擴大互相癒合

形成一大病斑，嚴重時花朵提前凋謝，影響品質及產量甚劇。

(3)本病於環境不適合時，病原菌入侵組織不會表現病徵，待環境適合時發病；

可藉空氣、水滴飛濺、昆蟲等方式傳播。

2. 防治方法：

(1)注意田間衛生：灰黴病病原菌罹病組織於環境適合時產生分生孢子傳播；

因此，必須清除罹病組織移出田間，減少感染機會。

(2)環境保持通風良好，避免過度密植，造成葉片擦傷，成為病原菌入侵的缺口。

(3)防除雜草：由於灰黴病寄主範圍廣，可寄生多種木本及草本植物；因此，

清除田間其他灰黴病寄主植物，可減少田間感染源。

二、蟲害

(一 )葉蟎類（Tetranychus spp.）

1. 發生生態：

(1)周年可發生，長期乾旱環境有

利於葉蟎繁衍，以夏季乾旱期

（7~9月）最為嚴重。

(2)多為害葉片，少數發生於花瓣，

主要棲息於葉背（圖 33），常

沿葉脈或凹陷處為害；被害部呈

銹色斑點，嚴重時葉片成火燒

狀、提早落葉，影響植株生長。

2. 防治方法：

(1)注意田間衛生：葉蟎類害蟲屬廣食性，除為害杭菊外，尚可寄生在其他草

本植物；因此，清除田間雜草、殘株、落葉，減少田間蟎類族群降低感染源。

(2)合理化施肥：氮肥過量植株受蟎類為害較嚴重，因此，氮肥勿過量使用，

均衡施用三要素及有機質肥料，以減少蟲害發生。

(3)使用噴灌取代淹灌：栽培時期水分管理格外重要，若能適時噴水於葉背上，

提高空氣溼度，則能有效控制葉蟎數量。

圖 33. 二點葉蟎聚集於葉背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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