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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藷基腐病發生生態研究及防治技術開發 1 

張為斌 2、莊國鴻 2

摘要

本研究旨在調查北部地區田間甘藷基腐病罹病率、評估不同甘藷品種抗感病性差

異、罹病田種植前土壤滅菌處理效果及防治資材評估。新北市金山區及萬里區慣行田

區進行基腐病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罹病率於 7月上旬急劇上升，採收前罹病率達 46%。

不同甘藷品種基腐病抗病性以桃園 3 號及台農 66 號罹病率較低，但仍高達 73%及

62%，無抗病性品種選出。土壤滅菌處理以種植前 1個月處理 96.5%邁隆微粒劑 400 kg 

ha-1 與對照具顯著差異，防治率 58.7%。藥劑處理以 40%腐絕可濕性粉劑稀釋 1,000

倍及 60%貝芬替可濕性粉劑稀釋 2,000倍處理效果較佳，採收前防治率 60.3%，健康

藷塊產量較對照分別增加 91%及 99%；非農藥防治資材以亞磷酸及氫氧化鉀合劑 500

倍稀釋液澆灌處理，誘導抗病效果約可維持 30日，但後期罹病率快速上升。 

關鍵字：甘藷、基腐病、土壤滅菌處理、藥劑評估、抗病品種

前  言

甘藷基腐病主要發生於美洲，如美國、阿根廷及巴西（Lopes et al., 1994; Ray and 

Ravi, 2005）等地，受感染之甘藷莖基部乾枯影響藷塊生長，更甚者造成藷塊褐化腐

敗。據文獻指出，本病害主要藉由風雨與扦插之藷苗傳播，嚴重時罹病率可達 80%，

嚴重影響產值（Lopes et al., 1994）。自 2008年起，臺灣陸續於甘藷產區發現本病害，

在 2012 年經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研究人員依柯霍氏法則分離並鑑定其病原為

Phomopsis destruens，是臺灣甘藷新報導病害（黃等，2012）。在巴西的研究中指出，

不同的甘藷品種對本病之感病程度有差異（Lopes and Silva, 1993），然而根據臺中區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報告第 486號。
2.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技佐(通訊作者，wbchang@tydais.gov.tw)及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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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改良場以接種方式測試台農 57號、台農 66號、台農 71號、台農 72號、台農 73

號及桃園 2號等 6種主要推廣品種結果，各品種間發病情形並無顯著差異，但在病徵

表現上，葉菜甘藷台農 71 號及桃園 2 號罹病莖葉無紫色或紅色病徵，不同於其它品

種（沈等，2013）。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亦針對本病於不同甘藷品種之感染率進行測

試，測試 10個品種中，雖然罹病率在各品種間有所差異，但罹病率較低的台農 31、

68、72及 73號，其罹病率仍高達 30%-40%（黃等，2015）。在病害傳播方面，依試

驗結果，認為扦插苗罹病對甘藷基腐病發生影響大於土壤帶菌（王，2014；沈等，

2013；黃等，2015），與國外認為本病會經由藷苗傳播相符（Lopes et al., 1994）。在

國外文獻中，利用腐絕、PCNB、免賴得、依普同及蓋普丹等藥劑浸泡的方式處理藷

苗，可有效提升藷苗的存活率，其中以腐絕效果 為顯著（Lopes et al., 1994）。利用

含藥培養基進行病原菌培養，可發現腐絕、貝芬菲克利、扶吉胺、腐絕快得寧、免賴

得、甲基多保淨、待克利及菲克利對菌絲生長有抑制效果（王，2014；黃等，2015）。

除藥劑防治外，將淹水處理 2週後之罹病藷塊與罹病藷蔓作為感染源，則新種植株皆

未發病（黃等，2016）。本試驗旨在評估罹病田種植前土壤滅菌處理效果、不同甘藷

品種間抗感病性與藥劑及非農藥資材防治效果，以提供甘藷基腐病綜合管理應用。 

材料與方法 

一、甘藷種苗及田間基腐病發生調查 

2014年於新北市金山區及萬里區調查不同批次藷苗來源田區（表 1）甘藷基腐病

罹病株數，6月 11日後每個月調查 2次，共調查 5-7次，每次調查 3小區，小區面積

50 m2（5 m × 10 m），每小區隨機抽樣 50株，藷蔓莖基部呈現黑褐化典型病徵者即

認定為罹病株，將罹病株數除以調查株數即為其罹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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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甘藷基腐病發生調查試驗材料資訊 

Table 1. The data of sweet potato field for investigation of foot rot disease 

地區及編號 
area 

定植日期 
planting date 

品種 
cultivars 

田區座標 
GPS (TWD97) 

萬里區 1 
Wanli 1 

2014/4/23 台農 66號 
Tainung 66 

314095,2784442 

金山區 1 
Jinshan 1 

2014/4/25 台農 57號 
Tainung 57 

311418,2790605 

萬里區 2 
Wanli 2 

2014/4/28 台農 66號 
Tainung 66 

314087,2784392 

金山區 2 
Jinshan 2 

2014/4/28 台農 66號 
Tainung 66 

313297,2792096 

金山區 3 
Jinshan 3 

2014/5/21 台農 66號 
Tainung 66 

312052,2790469 

萬里區 3 
Wanli 3 

2014/5/24 台農 66號 
Tainung 66 

314081,2784346 

金山區 4 
Jinshan 4 

2014/5/28 台農 66號 
Tainung 66 

313948,2788305 

二、甘藷品種抗感病篩選 

採田間罹病甘藷植株，清水洗淨後風乾，以解剖刀進行組織分離後，置於馬鈴薯

培養基（potato dextrose agar, PDA）以 25℃黑暗環境下培養，分離甘藷基腐病病菌，

純化培養後接種於 PDA 斜面試管中保存。接種試驗之菌株為促進其產孢，將甘藷藷

蔓截切小段滅菌後，置於Water agar平板培養皿中，接種菌株後於黑暗中培養 3週，

以 0.05% tween 20溶液將孢子洗出，經雙層 100 mesh尼龍網過濾後，以 0.05% tween 20

溶液稀釋濃度至 105 spores mL-1備用。 

於桃園市新屋區（本場）簡易設施種植台農 10 號、台農 57 號、台農 66 號、桃

園 1號、桃園 2號及桃園 3號共 6甘藷品種，種植後 3日接種甘藷基腐病菌孢子液

（105 spores mL-1）以每小區 1 L的量噴灑於全株藷苗，進行甘藷不同品種間抗感病性

篩選。試驗採逢機完全區集設計（Randomized Complete Block Design; RCBD），小區

面積 7 m2（1 m × 7 m），種植 28株，6處理，3重複。接種後 30、45、60及 75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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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罹病植株數量調查，並計算平均罹病率，調查資料以 LSD顯著性檢定分析（Fisher’s 

LSD test）各處理罹病率。 

三、土壤滅菌對甘藷基腐病防治效果 

2014 年選擇新北市萬里區前一期作發病較嚴重田區設為試驗田（GPS 定位座標

（TM2 TWD97）：314058,2784378），分別以 96.5%邁隆微粒劑（嘉泰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200 kg ha-1、96.5%邁隆微粒劑 400 kg ha-1、40%氫氮化鈣（德城行有限公司）

200 kg ha-1、40%氫氮化鈣 400 kg ha-1及苦土石灰（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1,000 kg 

ha-1，並以水處理者為對照組，進行土壤滅菌處理對甘藷基腐病防治效果評估。試驗

採逢機完全區集設計，每小區 50 m2（5 m × 10 m），共 6處理，3重複，種植前 1個

月進行土壤處理，施用後翻土混拌及澆水。採收前每小區逢機調查 50 株，計算平均

罹病率，調查資料以 LSD顯著性檢定（Fisher’s LSD test）分析各處理罹病率。 

四、防治資材對甘藷基腐病防治效果 

2015年於新北市萬里區試驗田（定位座標（TM2 TWD97）：314087，2784392） 

分別以 50%依普同可濕性粉劑（東和化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稀釋 1,000 倍、10%菲

克利乳劑（惠光股份有限公司）稀釋 1,500 倍、60%貝芬替可濕性粉劑（合林企業有

限公司）稀釋 2,000 倍、40%腐絕可濕性粉劑（雋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稀釋 1,000

倍、亞磷酸和氫氧化鉀（振詠興業有限公司）稀釋 1,000 倍、50%枯草桿菌可濕性粉

劑（百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稀釋 500倍及 5 × 10 cfu g-1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A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可溼性粉劑稀釋 400倍為處理，並以噴施清水為對照，進行防

治資材對甘藷基腐病防治效果評估。試驗採逢機完全區集設計，小區面積 18 m2（3 m 

× 6 m），共 8處理，3重複。種植後 45日進行第一次施藥，每次間隔 7日，連續 3

次，每次每小區用藥量 8 L，以動力噴霧機噴施於甘藷藷蔓基部，第一次施藥前及施

藥後每 14日調查一次，每次隨機調查 50株，計算平均罹病率；產量調查為每小區取

樣 6 m2約 24株甘藷，以電子秤（準確值至 10 g）分別稱取具商品價值之健康藷塊重

量及受甘藷基腐病危害藷塊重量。以每小區調查結果換算成公頃產量。試驗資料以

LSD顯著性檢定分析各處理罹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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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一、甘藷種苗及田間基腐病發生調查 

甘藷種植期間至採收前共調查 5-7次，調查發現 6 月下旬開始出現罹病株，7 月

上、中旬發病比率急劇上升，8 月中、下旬採收前有另一波上升趨勢，後期罹病率可

達 40%以上（圖 1）。本病發病進程慢且各田區罹病率差異大，依據接種試驗及前人

研究結果（沈等，2013），接種後至出現病徵需 30-60日，由此可推測田間藷苗應是

在種植初期即開始感染基腐病，由病勢持續上升的情形得知，病害感染應是在多個不

同時間點持續發生，此一結果可用於未來防治策略擬定之參考。 

 

 

圖 1. 試驗田區甘藷基腐病罹病率發生趨勢 

Fig. 1. The trend of sweet potato foot rot diseased inc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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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甘藷品種抗感病篩選 

供試品種台農 10號、台農 57號、台農 66號、桃園 1號、桃園 2號及桃園 3號

等 6 個品種；接種甘藷基腐病菌孢子液後 30 日調查罹病率，其中以桃園 2 號罹病率

51% 高，其餘品種罹病率介於 1%-23%，爾後各品種罹病率皆逐漸昇高；第 60日調

查結果以台農 66號罹病率 31% 低，台農 57及桃園 3號罹病率 58%次之，其餘品種

罹病率介於 68%-88%，三者之間達顯著差異；第 75 日調查結果，台農 66 及桃園 3

號罹病率分別為 62及 73%屬罹病率較低之品種，桃園 1號、桃園 2號及台農 10號罹

病率介於 98%-100%之間屬罹病率較高之品種，兩者間達顯著差異，台農 57 罹病率

80%介於上述兩者之間，皆未達顯著差異（表 2）。此結果與前人研究（沈等，2013；

黃等，2015）結果雖不盡相同，但仍以台農 66 號屬罹病率較低之品種；由此結果可

知，各品種對基腐病罹病率雖有差異，但皆受相當危害，仍需倚靠其它防治方法進行

病害防治管理。另由接種結果可發現，桃園 2號發病時間早於其它品種，或許栽植桃

園 2號可作為田區防治管理的指標，但相關應用尚需進一步實驗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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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甘藷品種接種基腐病菌後基腐病罹病率 

Table 2. The diseased incidence of six sweet potato cultivars inoculated with Phomopsis 

destruens 

品種 

Cultivar 

基腐病罹病率 
Diseased incidence (%) 

30z 45 60 75 

桃園 1號 
Taoyuan 1 

23 by 57 cd 87 c 98 b 

桃園 2號 
Taoyuan 2 

51 c 76 d 88 c 100 b 

桃園 3號 
Taoyuan 3 

5 a 37 bc 58 b 73 a 

台農 57號 
Tainung 57 

1 a 17 ab 58 b 80 ab 

台農 66號 
Tainung 66 

6 ab 11 a 31 a 62 a 

台農 10號 
Tainung 10 

12 ab 29 ab 68 bc 98 b 

z 接種後日數。 

y 同行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經 Fisher 小顯著差異性測驗在 5%水準差異不顯著。 
z Days after inoculation (Days). 
y Means within each column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 Fisher’s protected LS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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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壤滅菌對甘藷基腐病防治效果 

土壤滅菌處理試驗於種植後 30日開始調查，每 2週調查 1次，共 7次，初期罹

病率低，且處理間無顯著差異，至 7 月上、中旬，罹病株率開始上升，至 8 月 20 日

96.5%邁隆微粒劑 200 kg ha-1、96.5%邁隆微粒劑 400 kg ha-1、40%氫氮化鈣 200 kg 

ha-1、40%氫氮化鈣 400 kg ha-1及苦土石灰 1,000 kg ha-1處理發病率分別為 43%、27%、

53%、51%及 52%，對照 46%，統計結果顯示 96.5%邁隆微粒劑 400 kg ha-1處理與對

照達顯著差異，平均防治率 58.7%（圖 2），可作為甘藷基腐病罹病田種植前土壤滅

菌處理藥劑。 
 

 
圖 2. 土壤處理對甘藷基腐病罹病率之影響（D200為 96.5%邁隆微粒劑 200 kg ha-1、

D400為 96.5%邁隆微粒劑 400 kg ha-1、C200為 40%氫氮化鈣 200 kg ha-1、C400

為 40%氫氮化鈣 400 kg ha-1、M1000為苦土石灰 1,000 kg ha-1及CK為水對照組。

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經 Fisher 小顯著差異性測驗在 5%水準差異不顯著。） 

Fig. 2. Effects of different soil treatments on foot rot disease (D200 = 96.5% Dazomet 200 

kg ha-1; D400 = 96.5% Dazomet 400 kg ha-1; C200 = 40% calcium cyanamide 200 

kg ha-1; C400 = 40% calcium cyanamide 400 kg ha-1; M1000 = magnesiumu 

chloride 1000 kg ha-1 and CK = water (control ). Means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 Fisher’s protected LS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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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治資材對甘藷基腐病防治效果 

以 50%依普同可濕性粉劑等 8 種防治資材處理，處理後 28 日調查第一次藥效結

果，各處理罹病率介於 2.7%-14.7%，皆低於對照 15.3%；其中 10%菲克利乳劑稀釋

1,500倍、60%貝芬替可濕性粉劑稀釋 2,000倍、40%腐絕可濕性粉劑稀釋 1,000倍及

亞磷酸氫氧化鉀合劑稀釋 500倍處理，罹病率分別為 5.3%、2.7%、5.3%及 2.7%，皆

與對照具顯著差異。第一次施藥後 84 日調查結果，各處理罹病率介於 35%-81.7%，

皆低於對照 88.3%；其中 50%依普同可濕性粉劑稀釋 1,000 倍、10%菲克利乳劑稀釋

1,500倍、60%貝芬替可濕性粉劑稀釋 2,000倍、40%腐絕可濕性粉劑稀釋 1,000倍及

亞磷酸氫氧化鉀合劑稀釋 500 倍處理罹病率分別為 55.0%、51.7%、35.0%、35.0%及

50.0%，皆與對照 88.3%具顯著差異（表 3）。由調查結果可知，連續施藥三次後，大

部分處理可有效降低甘藷基腐病的罹病率，其中以 60%貝芬替可濕性粉劑稀釋 2,000

倍及 40%腐絕可濕性粉劑稀釋 1,000倍效果 佳，兩處理至採收前罹病率皆為 35%，

明顯低於對照 88%。亞磷酸處理於施用初期亦具有良好防治效果，但在第三次施藥 28

日後罹病率即快速升高，或許可嘗試改變亞磷酸施用頻率以確保保護效果持續至採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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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藥劑處理對甘藷基腐病罹病率影響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fungicides treatment on the incidence of sweet potato foot rot 

disease 

處理 

Treatment 

第一次施藥後不同天數之基腐病罹病率 
Diseased incidence at days after first treatment (%) 

0z 14 28 42 56 70 84 

50%依普同可濕性粉劑 
(50% Iprodione WP) 

0 0.7 aby 12.7 bc 16.0 bc 16.0 b 36.7 abc 55.0 ab 

10%菲克利乳劑 
(10% Hexaconazole EC) 

0 0.7 ab 5.3 ab 8.7 ab 12.7 a 18.7 a 51.7 ab 

60%貝芬替可濕性粉劑 
(60% Carbendazim WP) 

0 1.3 ab 2.7 a 4.0 a 5.3 a 13.3 a 35.0 a 

40%腐絕可濕性粉劑 
(40% thiabendazole WP) 

0 0.7 ab 5.3 ab 4.7 a 11.3 a 14.7 a 35.0 a 

亞磷酸+氫氧化鉀溶液 
(Phosphorous acid) 

0 0.0 a 2.7 a 4.7 a 15.3 ab 31.3 ab 50.0 ab 

枯草桿菌 50%可濕性粉劑 
(50% Bacillus subtilis WP) 

0 0.7 ab 14.7 c 27.3 de 29.3 c 48.7 c 81.7 c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A1可濕性 
粉劑(5 × 109 cfu g-1) 
(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A1 
WP (5 × 109 cfu g-1)) 

0 0.0 a 10.0 abc 21.3 cd 28.0 bc 34.7 ab 71.7 bc 

對照(水) 
(Water control) 

0 2.0 b 15.3 c 36.7 e 39.3 c 62.0 c 88.3 c 

z 第一次施藥後日數。 
y 同行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經 Fisher 小顯著差異性測驗在 5%水準差異不顯著。 
z Days after first treatment (days). 
y Means within each column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 

Fisher’s protected LS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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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藥劑處理產量調查結果介於 11,601-19,511 kg ha-1，皆高於對照 9,803 kg ha-1；

其中依普同 50%可濕性粉劑稀釋 1,000倍、10%菲克利乳劑稀釋 1,500倍、60%貝芬替

可濕性粉劑稀釋 2,000倍、40%腐絕可濕性粉劑稀釋 1,000倍及芽孢桿菌製劑稀釋 400

倍產量分別為 16,501、17,994、19,511、18,728及 15,313 kg ha-1，在 95%信賴區間下

與對照具顯著差異（表 4）。此一結果顯示，化學藥劑防治除可降低罹病率外，確實

也可有效降低甘藷受害，確保藷塊生產量。亞磷酸雖在施用初期具良好保護效果，但

保護效果僅約 30 日，後期罹病率快速上升，導致產量大受影響。值得注意的是芽孢

桿菌製劑在罹病率調查中與對照無顯著差異，但在 終的產量卻高於對照，且具顯著

差異，究其原因，可能與其結藷狀況良好有關，部分小區若病勢未蔓延至藷塊，對該

小區產量影響則較小。 

綜合各文獻接種試驗結果，本病接種感染至顯露病徵約需 1 個月左右的延遲時

間，本次試驗藥劑處理皆自種植後第 45 天開始防治，主要是依循基腐病發生調查結

果，於發病初期進行。防治間隔 7天，施行 3次，處理時間共 21天，相較甘藷 4個

月之生長期略顯不足，由試驗結果來看，防治效果 佳之貝芬替與腐絕，後期罹病率

亦達 35%（表 3），顯示此一施用方法無法有效防止病害侵染直至生長後期；但就藷

塊損失率來看，前述藥劑處理分別損失 1.6%及 0.9%（表 4），表示後期感染的基腐

病，並未於採收前嚴重侵染藷塊，考量防治成本與效益，此一防治方法應符合生產所

需。惟提前施藥時間是否降低感染初期罹病率或增加施藥次數降低後期罹病率是否可

增加甘藷產量，將有賴更進一步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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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藥劑處理對甘藷基腐病罹病率及產量影響 

Tabl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fungicides treatment on the incidence of sweet potato foot rot 

disease and the yield of sweet potato 

處理 

Treatment 

第一次施藥 
84天後罹病率 

incidence of foot rot 
disease at 84 days  

after first treatment 
(%) 

罹病藷塊重 
yield of sweet 

potato with foot 
rot disease  

 
( kg ha-1) 

健康藷塊重 
yield of sweet 
potato without 
foot rot disease  

 
( kg ha-1) 

藷塊損失率 z

loss rate 
 
 
 

(%) 

50%依普同可濕性粉劑 
(50% Iprodione WP) 

55.0 aby 1,368 a 16,501 abc  7.7 

10%菲克利乳劑 
(10% Hexaconazole EC) 

51.7 ab 2,123 ab 17,994 ab 10.6 

60%貝芬替可濕性粉劑 
(60% Carbendazim WP) 

35.0 a 308 a 19,511 a  1.6 

40%腐絕可濕性粉劑 
(40% Thiabendazole WP) 

35.0 a 179 a 18,728 ab  0.9 

亞磷酸+氫氧化鉀溶液 
(Phosphorous acid) 

50.0 ab 1,477 a 13,985 bcd  9.6 

50%枯草桿菌可濕性粉劑 
(50% Bacillus subtilis WP) 

81.7 c 1,940 ab 11,601 cd 14.3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A1可濕
性粉劑(5 × 109 cfu g-1) 
(Bacillus myloliquefaciens  
A1 WP(5 × 109 cfu g-1)) 

71.7 bc 1,852 ab 15,313 abc 10.8 

對照組(水) 
(Water control) 

88.0 c 3,538 b 9,803 d 26.5 

z 藷塊損失率 = 罹病藷塊重/（健康藷塊重+罹病藷塊重）× 100% 
y 同行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經 Fisher 小顯著差異性測驗在 5%水準差異不顯著。 
z loss rate = weight of sweet potato with foot rot disease/(weight of sweet potato without foot rot disease+ 

weight of sweet potato with foot rot disease) × 100% 
y Means within each column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 

Fisher’s protected LS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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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cology and Contro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Sweet potato Foot Rot disease 1 

Wei-Bin Chang 2 and Kuo-hung Chuang 2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ce of sweet potato foot rot 

disease (Phomopsis destruens) in the northern Taiwan, to evaluate the benefit of soil 

sterilization treatment, select resistant varieties of sweet potato, and to screen fungicides 

and non-pesticide materials for controlling. According to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t Jinshan 

District and Wanli District, the disease incidence of sweet potato seedlings increased 

quickly in early July and finally to 46% before harvest. The screening of resistant varieties 

against sweet potato foot rot disease showed that disease incidence of Taoyuan 3 and Tai 

Nong 66 was lower than the others each but still 73% and 62%, respectively. And thus no 

disease resistance was found. Soil sterilization treatment with 400 kg ha-1 of Dazomet for 1 

month prior to planting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disease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with 

an average control rate of 58.7%. We found the chemical treatment with Thiabendazole and 

Carbendazimat had better control effects with average control rate of 60.3% before harvest 

and the average yield increase of 91%-99%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The Phosphorous 

acid treatment induced disease resistance within 30 days, but later the disease incidence 

increased rapidly. 

Keywords: sweet potato, foot rot disease, soil sterilization treatment, screening of 

fungicides, resistant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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