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非化學性（有機農業可使用之資材）物資，防治病蟲

害。此方法雖然可以暫時達到抑制田間病蟲害發生的目的，但外

在施用的物質也會同時影響其他非目標昆蟲活動，仍是治標不治

本；施用資材防治病蟲害屬最後手段，非必要不建議選用。

物理防治

其他防治方法

(1)套袋：當臍橙接近採收前約1.5-2個月開始轉色及香氣較濃

時，進行果實套袋，可以防止東方果實蠅、粉介殼蟲

的為害，同時保護果皮避免因風雨造成之物理傷害成

為潰瘍病原菌之入侵途徑。

(2)顏色：於樹下懸掛黃色或藍色黏紙，誘殺粉蝨及薊馬，同時

可以掌握害蟲發生狀況，適時進行防治工作。

(3)燈光：利用多數昆蟲具有趨光的行為特性，在田間設置特定

波長的光源，全波長的白光或選用短波長的燈源誘引

昆蟲，如夜蛾類、天牛類等；惟這種方法不具選擇

性，可能因此誘殺到田間其他非目標昆蟲。

圖58 圖59

蜘蛛捕食雙翅目昆蟲捕植 捕食二點葉蟎

二 有機栽培之觀念與綜合管理策略七 結語

從事慣行農法的農友若要轉行有機農法，應有的認識包括：

一、施行有機農法時，不需要將對作物有害的生物趕盡殺絕，初

期（轉型期）只將其暫時控制在一定的密度之下即可，最終

仍要讓整個栽培園區中的自然生態環境達到平衡與穩定，才

能永續經營。

二、有機農法不可使用化學肥料及化學藥劑（含基因改造植

物），只能使用有機資材進行栽培管理工作。

三、施行有機農法初期（轉型期），必須投入更多的人力及物

力，而且會有減產與品質變差的情形，必須等到栽培環境整

體生態平衡後，產量與品質才會逐漸回升，這個過程最少需

3~5年，甚至更久。

四、從事有機農法，最好能以集團栽培或設立有機專區的方式經

營較易成功，並建立隔離帶以防止受到鄰區非有機栽培田區

的污染。

五、轉行有機農法，需申請並通過有機認證，果樹轉型期須3年。

近代農業，在農作物的栽培過程中，大量使用化學製劑（如

農藥及肥料等）來促進農作物生產，產量雖然增加了，卻也造成

土地劣變、環境污染與生態的破壞。因此，為了我們生存環境的

平衡與永續，改變既有的觀念與作法，施行不破壞自然環境生態

的栽培管理方式來進行農業生產，有其必要性。目前政府大力推

廣的有機農業，即是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利用原則，不允許使

用合成化學物質，強調水土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之管理系統，並

達到生產自然安全農產品目標之農業。此能兼顧作物生產與生態

環境，又可以生產出衛生安全健康的農產品，值得農友採行。

/陳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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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採行有機農法初期，田間生態尚未達到穩定平衡狀態

之前，要維持穩定的產量及良好的品質的確相當不容易，但如果

能秉持著理念堅持下去，並參考有機栽培綜合管理策略進行作

業，相信應該可以較快並順利渡過轉型期，那麼生產優質有機臍

橙就指日可待了。

圖60.本場有機栽培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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