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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言

蓮霧果樹 (Syzygium samarangense Merrill et Perry) 為

國內重要熱帶果樹之一，國內主要產地北部在宜蘭縣及陽

明山，中部則在水里及信義，南部在嘉義梅山及高雄屏東

二縣，其中以屏東縣為最大產地。然蓮霧果實病害種類早

期未套袋時，常以炭疽病 ( 1 )、果腐病 ( 4 )、疫病 (6) 為主要病

害，近年來，果實在套袋栽培制度下，也常發生上述病害

並造成損失 ( 2 , 3 )，因此進行蓮霧果園生態調查，了解蓮霧

果樹果腐病原菌的分佈及週年發生頻度，特別是近年來，

由於農業試驗單位提倡果園設施，設立自動噴灌系統，是

否會對果園病害生態造成影響，亦一併探討。

材料及方法

果園罹病率調查

自 1 9 9 7 年 6 月開始，每月下旬前往高雄縣六龜鄉蓮

霧果園現場，事前選定六龜鄉新威村 ( A )，六龜鄉中正村

( B ) 及 ( C ) 等三處果園，A 及 B 係由同一農友栽培且 ( B ) 區

自 1 9 9 6年起增設自動噴灌設施具過頂式噴霧設備，A 及 C

區則未設立自動噴灌設施。僅具有簡易地面黑色塑膠軟管

噴溉設備。

調查方法係在蓮霧果園中逢機採取出現斑點的葉片，

或取葉片邊緣出現枯焦現象的葉片，每次取樣為 1 0 - 3 5

片，視果樹栽培期及管理制度採取葉片數不等，就葉片病

斑上的病菌鑑定，確認 Pestalotiopsis eugeniae ( 4 , 5 , 7 )，調查

上述三區果園，分析、比較不同果園間的差異及年度差

異。

蓮霧葉片病斑Pestalotiopsis eugeniae分生孢子盤調查

由田間採回的蓮霧葉片常在病斑上出現黑色點狀的分

生孢子盤 ( a c e r v u l i )，由於此分生孢子盤與其他菌類柄子殼

( p y c n i d i a ) 型態非常類似，為了確認葉片上的病斑係由 P.

e u g e n i a e 所感染，將田間葉片以塑膠袋套好，置於定溫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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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正忠、蔡叔芬. 2 0 0 1. 高雄地區蓮霧果園 P e s t a l o t i o p s i s病害發生調查. 植病會刊 1 0 : 1 2 3 - 1 2 8.

自 1 9 9 7年 6月至 2 0 0 0年 1 2 月調查高雄縣六龜鄉三區蓮霧果園內 P e s t a l o t i o p s i s 病原菌的出現頻度

與其造成葉部病害的發病情形，並探討二者的相關性。利用田間逢機選樣及攜帶式平板孢子採集器

(Burkard's portable air sample for agar plate) 二種方法來調查，結果顯示果園葉片罹病率依調查地點及

年度而異，1 9 9 7 年調查三區蓮霧園葉片罹病率在 3 2 . 5 - 3 7 . 0 %，2 0 0 0 年則六龜 B 及 C 區昇高到 4 9 . 3 %

及 4 1 . 0 %，三處調查點果園葉片受害罹病率發生較少的月份 ( 1 0 % 以下) A 園常在 11 - 1 2 月，B 園僅

1 9 9 7 及 1 9 9 8 年的秋及冬少數月份出現，C 園僅在 1 9 9 8 年的夏秋少數月份出現，其餘年份皆為高罹病

的現象。利用捕捉大氣孢子的數量及月份比較果園葉片的罹病情形，初步結果顯示 M E A 培養基較能

捕捉大氣中 Pestalotiopsis eugeniae 的孢子，大氣孢子被捕捉的月份，在不同的年度中有所差別，1 9 9 7

年夏季較多，1 9 9 8 年春及冬季較多，1 9 9 9 年 A 區以春、夏，B 區以春、秋二季出現較多，2 0 0 0 年則

以春季為主要，至於葉片上罹病率，新威 A 區以 6 月為最嚴重，較嚴重者為春及夏季等其他月份，至

於六龜 B區較為分散，年度之間也無重覆現象，詳細比較蓮霧葉片罹病與大氣孢子之出現之相關性，

顯示六龜 B 區葉片罹病程度愈高者，空氣捕捉孢子的機率愈高，呈現正相關，但在新威 A 區 1 9 9 7 年

正相關，1 9 9 9 年負相關。在大氣捕捉到孢子後與當月，前一個月及後一個月的葉片罹病率相較視不

同地區結果而異，如新威 A 區大氣孢子與後一個月的罹病率呈較大的正相關，上月的罹病率次之，

當月之罹病又次之，綜合視之，六龜不同果園的蓮霧葉片受 P. eugeniae危害程度大致相同，但隨調查

年度不同而改變，近年來己日漸嚴重，葉片出現病斑主要月份新威較固定，六龜無規律性，大氣孢子

對病斑的影響以次月的受害率有較大的正相關。

關鍵詞：蓮霧、果腐病菌、罹病率



℃ 下，依不同時間取出，觀察並記錄病斑是否為 P.

e u g e n i a e。

果園大氣中 Pestalotiopsis eugeniae族群密度調查

使用攜帶式平板孢子採集器採集 A 及B 區蓮霧果園大

氣孢子，大氣孢子分別培養於二種培養基 S a b o u r a n d ' s

Dextrose Agar (1L SBDA 含有 : Peptone 10g, Dextrose 40g,

Yeast extract 5g, and Agar 20g. 滅菌後加入 1 0 0 m g

c h l o r a m p h e n i c o l ) 及 Malt Extract Agar (一公升含有 3 3 . 6

Malt extract agar (Difico) in 1L Distilled water, 滅菌後加入

100mg chloramphenicol) 中，每月在果園 A 及 B 區採集 1

次，每處分別採集 4 皿，S B D A及M E A各 2皿，採集時間

每皿 3 0 秒鐘，後放置於室溫 ( 2 2 - 3 0℃) 中，待長出菌落後

個別挑出再加鑑定確認，了解二處果園大氣中 P. eugeniae

週年性族群密度變化及差異。

大氣孢子與蓮霧葉片罹病率之相關性

為了解 P. eugeniae 孢子在大氣中之族群密度與受其危

害的葉片病斑二者間之相關性，分別在二處果園〔新威

( A ) 區及六龜 ( B ) 區〕調查不同年度捕獲大氣孢子的數目

及葉片罹病程度，以比較當年度罹病相關性。另外，由全

程調查期間選出捕獲大氣孢子的月份，統計當月大氣捕獲

孢子數目 (利用菌落形成數目 (colony forming units, 簡稱

c f u ) 計算 ) 及當月，前一個月，後一個月的葉片罹病程

度，比較其相關性。

結　果

果園罹病率調查

自 1 9 9 7 年 6 月至 2 0 0 0 年 1 2 月調查三個果園中蓮霧葉

片斑點或葉緣焦枯組織出現 P. eugeniae 的分生孢子盤的月

數分別為新威果園 ( A 區) 9 3 . 5 %，六龜果園 ( B 區) 9 5 . 3 %，

六龜果園 ( C 區) 9 7 . 6 %，易言之，即此三個調查果園每月

出現P. eugeniae的機率極大，其葉部罹病率如表一所示。

三區果園 1 9 9 7 年下半年調查葉片罹病率，即達 3 2 . 5 -

3 7 . 0 % 之間，待 1 9 9 8 年時略有降低，三區果園亦有相似結

果，1 9 9 9 年調查時，A 區發病率較低，B 及 C 區發病率接

近且偏高超過 4 0 %，2 0 0 0 年時新威果園因故廢園，故未

能繼續調查，但六龜園的 B 及 C 區發生病害仍維持高感染

率在 4 1 . 0 - 4 9 . 3 %之間，以六龜 B 區為最嚴重，四年平均值

為 3 6 . 5 %，六龜 C 區次之 3 4 . 6 %，新威 A 區最輕為

2 6 . 8 %，根據分析此三區的年平均值皆未有顯著差異，顯

然園區的葉片感染值雖有大小但無差異，然如以不同年份

的三區平均值分析， 1 9 9 8 年顯然發病最輕，與其他年份

相較，具有 5 %顯著差異。

蓮霧葉片病斑上 Pestalotiopsis eugeniae 分生孢子盤

( a c e r v u l i )調查

自田間摘取具有斑點的蓮霧葉片，當日鏡檢時，經常

不一定出現 P. eugeniae 孢子盤或分生孢子可供判別，須將

葉片直接置入 1 6℃ 生長箱中，依不同時間取出調查，結

果發現不同果園所取樣品中，第 1 - 2 天調查有 P. eugeniae

的分生孢子盤者較少，1 9 9 7 年夏季及 1 9 9 9 年冬季，蓮霧

葉片平均感染率為 2 0 . 9 %，但隨調查時間愈久葉片出現 P.

e u g e n i a e 孢子盤的數目也愈多，調查最多天數達 1 8 天之

久，出現孢子盤的葉片數量也由原來的少數葉片增多，葉

片平均感病率為 4 5 . 1 %，此一現象顯示當地果園中存在相

當高密度的P. eugeniae。

果園大氣中Pestalotiopsis eugeniae族群密度調查

利用 S B D A 及 M E A 二種培養基採集大氣孢子，經過

4 3次調查與採樣，結果顯示 M E A 的採集孢子效果比

S B D A 為佳，P e s t a l o t i o p s i s 在 M E A 上產生的菌落數目較

多，如表二。

1 9 9 7 年 6 月開始採樣調查二處果園中 P. eugeniae分佈

情形，A 區 8 月、B 區 6、7 月皆出現，1 9 9 8 年 A 區 2、

3、4、5、1 2 月，B 區 2、4、5 月，顯示 1 9 9 7 年夏季發生

為主要，但 1 9 9 8 年以冬季及春季為主要，1 9 9 9 年 A 區以

4、5、7、8、9 及 1 2 月皆出現，顯示大氣中 P. eugeniae以

春及夏為主要，B區則以春及秋較多，2 0 0 0 年則 A及B區

出現月份則在 2、3、4 及 7 月，也是以春季為主要 (圖

一)，顯示 P. eugeniae大多數出現在春季，其次在夏季。

大氣孢子與蓮霧葉片罹病率之相關性

調查大氣 P e s t a l o t i o p s i s 孢子及蓮霧葉片罹 P. eugeniae

病情形，在不同的果園有不同的結果，調查結果如下表

示：每年在二處果園中調查蓮霧葉片罹病率最高的三個月

份與大氣中 P. eugeniae孢子被捕到的月份相較，新威 A區

葉片固定在 6 月出現高罹病現象，大氣孢子在春季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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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高雄縣蓮霧果園葉片 P e s t a l o t i o p s i s田間調查

Table 1. Incidence of Pestalotiopsis leaf spot in 3 waxapple
orchards in Kaohsiung county

Orchard location Disease incidence (%)1
1 9 9 7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S h i n - We i ( A ) 32.5 a2 20.0 a 27.8 a －
L i o u - G u e i ( B ) 32.7 a 24.0 a 40.1 a 49.3 a
L i o u - G u e i ( C ) 37.0 a 18.8 a 41.6 a 41.0 a
1 . disease incidence = % of diseased leaves/total leaves, surveyed

in one year
2 . Values fol lowed by the same let ter  in  column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0.05 according to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s.



出現季節，另外 8 月及冬季 1 2 月亦為主要出現時期；六

龜 B 區葉片出現 P. eugeniae 較無特定季節以 8 月及 9 月出

現頻度較高，但大氣孢子主要出現在春季。二地區比較結

果顯示，新威地區如果大氣中先連續出現 P. eugeniae 孢

子，則隨後葉片組織便會出現高罹病率；但六龜地區此一

現象較不明顯，當大氣中有 P. eugeniae 時，葉片也同時出

現高受害率。

此外，分別以 1 9 9 7、1 9 9 9 二年調查罹病葉片與大氣

孢子程度，了解二者間之相關性，其結果見下表 (表三)。

由資料顯示葉片受害率高者，對於當月大氣中捕捉 P.

e u g e n i a e 孢子的機率愈高，特別在 1 9 9 7年六龜B區如是，

呈現正相關，上述表中亦顯示地區的差異性，六龜 B 區二

者的相關係數皆為正數，預測大氣中 P. eugeniae 的準確性

較高。

蓮霧P e s t a l o t i o p s i s病害調查 1 2 5

表二、利用兩種培養基 S B D A及M E A捕獲大氣中 Pestalotiopsis eugeniae 數目之比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 of two media (SBDA and MEA) for trapping spores of Pestalotiopsis eugeniae from June,
1997 through December, 2000

M e d i u m % plates trapping Pestalotiopsis eugeniae (colony forming units, cfu)1

0 cfu 1-5 cfu 6-10 cfu 11-15 cfu 16-20 cfu >20 cfu To t a l

SBDA 5 6 . 8 4 0 . 5 2 . 7 0 . 0 0 . 0 0 . 0 4 3 . 2
M E A 4 6 . 0 4 3 . 2 5 . 4 2 . 7 0 . 0 2 . 7 5 4 . 0
1 . Spores of Pestalotiopsis were sucked into a plate (8.5 cm in diam) containing medium by Burkard's portable air sampler for 30 sec.

圖一、新威 ( A )和六龜 ( B )蓮霧果園大氣孢子中 Pestalotiopsis eugeniae 菌落數量及葉片罹病率調查。
Fig. 1. Annual survey of Pestalotiopsis eugeniae colony forming unit and leaf diseased incidence in waxapple orchard at Shin-
Wei (A) and Liou-Guei (B).



另以全程的調查過程，將大氣捕到 P. eugeniae 的孢子

數量與當月份罹病葉片率或前一個月或後一個月的罹病率

相互比較，以了解大氣孢子對造成病斑的影響，其結果得

知分析新威 A 區結果得之大氣捕捉到 P. eugeniae 的孢子與

當月、前月及次月的病斑相關性，以次月的相關係數較

大，相關係數為 r=0.3656 (p<0.05)，與前月的相關性次之

(r=0.2742, p<0.05)，與當月的相關性最小 ( r = 0 . 2 5 2 7 ,

p < 0 . 0 5 )。六龜 B 區的孢子捕捉量與葉片病斑數的相關係

數較小並且部分係數呈負值，孢子捕捉數與當月、前月及

次月的葉片病斑相關性分別為 (r=0.0877, p<0.05；r =－

0.3829, p<0.05；及 r=0.0634, p<0.05)。綜上顯示新威 A 區

如果大氣孢子數量增多，則病斑在次月會有增多趨勢，同

時病害程度會提昇。

討　論

蓮霧果腐病係國內蓮霧果實早期病害之一 ( 4 )， 果實

受 P. eugeniae 感染會造成紫色病斑，後期轉黑色，並會成

木乃伊化，懸掛枝條上或掉落地面，是蓮霧重要病害。蓮

霧在南部的經濟栽培歷史近 3 0 年左右，早期栽培管理簡

單，未有特殊處理，然因產期調節技術精進，蓮霧品質日

益提昇，價格高昂，同時配合人力不足問題，許多果園皆

開始設立自動噴灌系統，講求防治病蟲害能夠符合省工、

省時等要求，然根據 1 9 9 7 年 - 2 0 0 0 年的田間調查，蓮霧

生產情形卻每況愈下，病害的問題日益嚴重 ( 2 )，損失也增

加，甚至必須廢園，重新種植等問題。故以一個病害調

查，探討蓮霧園中病原菌生態，可供了解田間真正病害生

態與防治的優劣。

供試果園選定同一果農的栽培園 ( A ) 及 ( B ) 區，因此

二區域間的栽培技術差異不大，唯一差異者是 A 區位於河

床中央，B 區是為於一緩斜坡上。B 區的自動噴灌設施完

備，有過頂式噴灌設施，A 區僅有簡易的地面噴灌，噴灌

時水位高度低於地面 1 公尺高度。由表一結果，新威地區

( A 區) 葉部罹病率三年皆低於六龜地區的 ( B 區)，A 區雖

在 2 0 0 0 年廢耕，但比較二區葉片調查的結果，顯示過頂

式噴灌設施會造成葉片嚴重感染，如 1 9 9 9、2 0 0 0 年所示

結果，又比較同一地區不同年度時，發現年度間也會有差

異，以 1 9 9 8 年各調查區發病最輕，三區皆可得到相同的

結果，顯示不因地區、管理方法的影響，當年度發病輕的

原因與氣候條件似有相關，由氣象得知 1 9 9 8 年雨量分布

密集時期在 1 - 4 月之間，而 1 9 9 9 年及 2 0 0 0 年雨量分布最

多在 4 - 1 0 月之間，此一時期亦為果樹進行產期調節，調

整生產時期，也是果實逐漸進入採收期，田間發病葉片情

形如圖一。新威 A 地區低受害月份主在 11 及 1 2 月，發病

程度分別為 0 - 5 %及 5 . 1 - 1 0 %，其他月份則常超過 1 5 %，調

查三年的結果 11 月似乎是最低發病月份。六龜鄉的蓮霧

最早收常在 11 月底上市，此一時期葉片受害率低，果實

較不易感染，但六龜的 B 區在 1 9 9 7 年低發病率月份在 8

及 1 2 月，次低為 1 0 月，1 9 9 8 年在 1 月，次低在 9 月，顯

示蓮霧葉片病害控制在低發病率以秋季及冬季為主，但

1 9 9 9 年及 2 0 0 0 年則無低發病率，葉片受害率全年皆超過

1 5 % 以上，此一結果似乎反應到表一的結果， 1 9 9 9 年及

2 0 0 0 年六龜 B區出現的受害率分別為 4 0 . 1 及 4 9 . 3 %。另外

六龜 C 區為長條形果園，與六龜 B 區果園長邊相鄰，除

1 9 9 8 年有 8、1 0 月最低發病率，2、6、9 月次高發病率，

其餘月份發病率皆超過 1 0 %，此外，1 9 9 8 年全年發病率

也較低為 1 8 . 8 %，其餘年份皆是全年發病率超過 1 5 %，調

查期間兩園發病程度較為相近。

由田間取回的病葉檢視，葉片病斑屬 P. eugeniae 所感

染的比例會隨著檢查的天數增加而昇高，第一天在病斑上

出現 P. eugeniae 分生孢子盤者約為調查數量的 1 / 5，檢查

多天 ( 1 2 - 1 8 天) 之後，8 3 . 3 % 樣品中感染 P. eugeniae 的病

斑數增加，另發現夏季取樣後，病斑數目的變化較小，九

件調查中僅六件數目增加，且第一次調查與隨後多次及最

後一次的調查結果較為接近，冬季九件調查中， 1 0 0 %增

加，此一現象應與田間施藥情況有關，蓮霧重要收穫時期

係秋末冬初，藥劑防治也是以此時期為最重要，故容易發

生調查初期葉片受殺菌劑抑制，待觀察後期 ( 1 2 - 1 8 天

時)，藥劑抑制效果降低，顯示葉片原本受 P. eugeniae 感

染的病斑數量或原先受抑制部位出現成熟的分生孢子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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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不同地區果園罹患 P e s t a l o t i o p s i s的病葉片率與大氣中捕獲 P. eugeniae胞子之相關性比較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of % P e s t a l o t i o p s i s-infected leaves of waxapple and spores of P. eugeniae trapped on medium from air

O r c h a r d Ye a r s % of diseased leaves/no. spores trapped at C o r r e l a t i o n
n o .

J a n F e b M a r A p r M a y J u n J u l A u g S e p O c t N o v D e c
c o e fficient (r) &
significance (p)

A2 1 9 9 7 N T1 N T N T N T N T 6 1 / 0 5 5 / 0 5 0 / 4 2 7 / 0 2 8 / 0 7 / 0 0 / 0 0.32372, P<0.05
1 9 9 9 2 8 / 0 7 7 / 0 2 2 / 0 1 9 / 1 9 / 4 3 5 / 0 2 4 / 8 2 6 / 1 2 9 / 1 4 2 / 0 0 / 0 2 5 / 1 -0.2373, P<0.05

B 1 9 9 7 N T N T N T N T N T 7 1 / 5 6 5 / 1 0 / 0 4 7 / 0 1 0 / 0 3 6 / 0 0 / 0 0.6679, P<0.05
1 9 9 9 5 2 / 0 5 5 / 1 6 5 / 2 3 9 / 1 5 0 / 1 2 6 / 0 2 8 / 0 6 5 / 0 2 5 / 1 2 4 / 1 2 2 / 1 3 0 / 0 0.3347, P<0.05

1 . N T：No test
2 . A：waxapple orchard at Shin-Wei; B：waxapple orchard at Liou-Guei



為了解大氣中 P. eugeniae 孢子與葉片病斑的影響，利

用攜帶式平板孢子採集器採集孢子的結果顯示 M E A 培養

基效果較 S B D A 佳，採集次數 4 3 次中，M E A 培養基捕獲

培養成功率較 S B D A 高出 1 成，另就大氣採樣調查顯示每

年的發生週期規律性不太一致，地區不同，發生也不一

樣。新威 A 區在 1 9 9 8 年 5 月曾捕獲多量 P. eugeniae 孢

子，另外較多者為 1 9 9 9 年 7 月及 2 0 0 0 年 4 月，六龜 B 區

在調查過程中平均捕捉到的數量較少，最高在 2 0 0 0 年 4

月，1 9 9 8 年 2 月次之，1 9 9 7 年 6 月及 1 9 9 8 年 5 月次之。

至於捕捉到大氣孢子的月份， A 及 B 區略有差異，4 及 5

月為一重要大氣孢子釋放的時期，在新威地區 1 2 月也是

一重要時期，六龜地區除 4 月為一重要釋放時期，其餘月

份如 2、3、5、7 月亦為較多孢子釋放月份， A 及 B 區葉

部出現高罹病率以新威地區的 6 月較具代表性，六龜地區

則以 2 月及 8 月較具代表性，大氣孢子出現與高罹病葉片

率則以六龜 B區一致性較高。

如果分析大氣捕獲孢子的機率與葉片罹病率的相關情

形，比較 1 9 9 7 及 1 9 9 9 年二年，六龜 B 區的相關係數為

正，葉片罹病率高時，大氣中 P. eugeniae 孢子出現頻率也

較大。但二年來新威 A 區的孢子與葉片罹病率相關情形差

異大，正負各一，故預期能捕獲大氣孢子困難，準確度較

低。比較捕獲大氣孢子 P. eugeniae 的月份與當月或與前一

個月，或次月罹病率比較，顯示三者間均有差異，且依地

區不同而異。新威 A 區捕捉的大氣孢子數量愈多，對於次

月的罹病率會產生正相關，且相關係數最高，當月份及前

一個月之相關係數為正，較接近，六龜 B 區相關係數不管

是當月、前一個月或後一個月皆低與當月及次月呈正相

關，與前一個月呈負相關，可視為新威 A 區的大氣孢子與

葉片罹病率二者間在當地呈相當穩定的狀態，故防治 P.

e u g e n i a e 可由此項生態的資料加以利用，六龜 B 區上述關

係不穩定，防治困難，惟除地區的微氣候差異外，B 區蓮

霧園加設自動噴灌等系統，是否造成此種關係，仍待未來

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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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C. C.1 , 2, and Tsai, S. F.1 2001. Survey of Pestalotiopsis disease of waxapple at Kaohsiung area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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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ease incidence of Pestalotiopsis leaf spot and the occurrence of air-borne spores of
Pestalotiopsis eugeniae in three waxapple orchards in Kaohsiung area were investigated from June 1997 to
December 2000. The average annual disease incidence in the three orchards ranged from approximately
31% to 45%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orchards. The number of P. eugeniae spores trapped
d i ffered each month and the month when the largest number of spores appeared in the air varied each year in
the two orchards surveyed. In 1997 and 1999, the number of spores trapped each month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isease incidence in A orchard, but the correlation was positive in B orchard. When all
the data obtained were analyzed,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spores trapped and
the disease incidence occurred during the same month, one month earlier or one month later in A orchard.
The correlation was either negative or small in B or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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