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莓 

1. 土壤肥培及水分管理 

為了讓草莓得養分能達到均衡發展，本場提供土壤或介質養分方面

的檢測，讓農民能針對肥分缺乏或不足之處給予適當補充，讓肥料付出

成本獲取最佳化利益，本田其管理方案簡要如下： 

 

近年因為草莓生育期易受土壤或種苗帶有炭疽病菌之影響，為減少

風與噴濺傳播，改以滴帶走水灌溉方式，能降低損失補植情形降低，有

些農民會用高架床栽植，惟水分灌溉時，須注意營養易與肥料用量問題，

氮肥過多會造成營養生長旺盛，草莓僅生長葉片且少花，並加速其他土

壤養分的消耗，進而縮短花期長度，另隨管路供給複合營養液，葉色深

綠及捲葉，是氮、磷肥過剩現象，磷肥與鈣肥會反應固定，呈現缺鈣捲

葉症狀，嚴重者產出的果實會不細膩且不耐儲存。 

2. 育苗期栽培介質 

近年來草莓苗期炭疽病發生嚴重，為因應此現象，採高架床育苗農

戶日益增加。高架床育苗以無土介質為主要材料，產業常使用的栽培介

質有椰纖、泥炭土、超媚土、滿地王等。以常見介質栽培種苗，進行產

苗數量及炭疽病死亡率調查的結果顯示，產苗量的部分依序為泥炭、滿

地王、超媚土、椰纖。炭疽病死亡率依序為滿地王、超媚土、椰纖、泥

炭。兩項結果皆以泥炭土當高架育苗介質較佳。 

本場研究探討椰纖土、根基旺 3號、沃鬆土、超媚土等四種商品化

栽培介質依不同比例調製，得知酸鹼值及交換性鈉含量，皆隨椰纖土組

合比例增加而呈現增加趨勢，在有效磷，交換性鉀、鈣，鎂及礦物性氮

含量，皆隨椰纖土組合比例增加而呈現遞減趨勢。物理性方面，在總體

密度（Bulk density），容器容水量（container capacity），皆隨椰纖土組合

比例增加而呈現遞減趨勢。在空氣孔隙度（Air-filld porosity）方面，皆

隨椰纖土組合比例增加而呈現增加趨勢。另以椰纖土（代號M01），超

媚土（代號 M05），椰纖土與超媚土（1：1 體積比 ）組合介質（代號



M03）等 3種為供試介質，進行添加木黴菌及不添加木黴菌之栽培介質

對草莓栽培生長生育之影響，結果顯示有添加木黴菌者，對草莓植株生

育有促進生長之效果，果實糖度提升。 

3. 病害檢測技術 

為從源頭管理病害，協助農民培育健康種苗，本場歷經 4年，研發

「炭疽病分子檢測技術-巢式聚合酶連鎖反應引子對」，解決草莓難以憑

外觀判斷是否感染炭疽病的問題，使育苗農民能夠快速檢測確認欲作為

採種母株的莓苗是否健康未帶菌。 

草莓另一種重要病害為萎凋病，本場應用選擇性培養基篩檢技術，

配合農戶經 2年篩檢母株及相關作業輔導，育苗期間母株發病率顯著下

降，成效良好。 

 

106年期間苗栗地區草莓田區及芋頭田發現大量根腐線蟲，經臺灣

大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楊爵因助理教授以型態及分子鑑定方式，確

認有臺灣未曾有紀錄的胡桃根腐線蟲及咖啡根腐線蟲，為研擬有效之防

治措施，本場與楊爵因助理教授共同開發多重聚合酶連鎖反應技術，輔

導進行該區域內草莓園之病原根腐線蟲普查，以便及早擬訂有效管理防

治政策。 

 



 紅棗 

紅棗是苗栗縣的特產，棗農慣用施肥時期：基肥﹙萌芽前﹚、萌芽後、

開花期、幼果期、白熟期前、禮肥﹙採收後﹚等。多數紅棗園水分管理採無

灌溉管理﹙下雨給水﹚，肥效不易發揮，土壤養份偏高且平衡性差。為了解

苗栗紅棗主要栽培區的肥培管理，本場建立紅棗產區土壤資訊，了解土層深

度、表土質地及排水性等資訊，結合土壤資訊系統之土壤分析資料，氣候、

作物生育期、水分管理等因子，區分土壤管理組，解決傳統施肥推薦量未能

充分反應地區環境差異、產量與品質之問題。本場分析紅棗肥料用量試驗，

包括氮肥、鉀肥、磷肥用量試驗，依據植體吸收量及肥料回收率訂定苗栗地

區紅棗三要素推薦量（公斤/0.1 公頃），樹齡 1 年者氮：磷酐：氧化鉀推薦

量為 6.4：1.0：4.3（公斤），樹齡 10年者每 2公噸果實產量三要素推薦量為

20：11：20（公斤），樹齡 20 年者每 2 公噸果實產量三要素推薦量為 20：

10：23（公斤），並擴編肥料施用資訊，增加紅棗生長期劃分與施肥方法，

強化作物健康管理。 

為促使土壤健康與果實品質，本場推廣紅棗栽培區草生栽培，於公館鄉

農會福基分部及Me棗居自然農園舉辦觀摩會，並搭配海報及實體樣品展示，

讓農友進一步認知草生栽培優點。另成立健康農業團隊，積極推廣友善農業

之耕作技術，針對轄區農作物輔導農民以有機質肥料、非化學農藥防治資材、

草生栽培、微生物及天敵昆蟲等整合性管理技術，輔導農民管理紅棗園。作

物環境課針對紅棗園進行土壤理化性質分析結果，土壤硬度方面，草生栽培

深度 20公分內的土壤為最疏鬆（穿刺阻力小於 25公斤/平方公分），有利於

根系伸展；非草生栽培只有表面 5公分的土壤屬於疏鬆。 

 紅棗園草生栽培優點如下: 

1、預防土壤水分及養分的流失，降低土溫及水分驟變。 

2、增加土壤有機質、有益微生物及改善土壤理化性。 

3、果樹與草類共存共榮，節省雜草防治成本；美化環境及生物多樣性，減

少病蟲害的發生。 

本場於每年 3月底~8月中旬每隔 10日至進行東方果實蠅監測，並輔導

農民以區域防治、撿拾落果及釋放東方果實蠅蛹寄生蜂格氏突闊小蜂於田間

降低東方果實蠅對紅棗危害狀況，格氏突闊小蜂可寄生土中的東方果實蠅蛹，

釋放於紅棗園共計有 13次。 



 

 

 餘甘子 

106年以前的病蟲害防治大多無研究支持，病蟲害發生主要以通報案件

來統計，直到 107年本場陸續於田間調查獲得較為完整之資料。餘甘子主要

的蟲害為木蠹蛾與介殼蟲類，木蠹蛾危害枝幹，一年大約發生兩次，嚴重者

整株植株枯死，損失甚鉅；介殼蟲群聚密度高時造成枝條萎縮，傷害枝葉，

也會造成煤污影響果實外觀。主要的病害為果腐病，成果實外觀不佳或果腐

病症，使得商品失去價值。由於新興作物沒有登記推薦農藥，所以餘甘子在

病蟲害防治技術上需要友善環境的資材，配合耕作管理，來教授農民非農藥

綜合管理的技巧，才能有效控制病蟲害，減少經濟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