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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花卉研究中心

莫拉克颱風災後莫拉克颱風災後
蘭花復育處理技術建議蘭花復育處理技術建議

蘭花疫病危害蝴蝶蘭（左）與嘉德利雅蘭（右）

造成葉片產生雲霧狀黑褐色或黑色病斑。

蝴蝶蘭黃葉病罹病株下位

葉黃化脫落，遺留之葉鞘

則出現黑色病斑（俗稱黑

頭）。

蝴蝶蘭細菌性軟腐病危害

植株地上部，造成葉片出

現軟腐的病徵。

蝴蝶蘭細菌性褐斑病罹病

葉片出現褐色斑點，外圍

有黃暈。

蝴蝶蘭(白花V3)葉面遭葉

蟎危害而呈紅色斑點癥狀

。

蝴蝶蘭葉背遭葉蟎危害癥

狀。

太平洋偽葉蟎的卵及成蟎
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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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蘭花技術服務團輔導成員通訊錄



　　本次風災蝴蝶蘭園遭受嚴重損害，損害的地區遍

及嘉義、台南、高雄及屏東等縣市，其中台南縣麻豆

、下營、北門等地區之蘭園受害最為嚴重，本次風災

蘭花產業估計損失逾2億8仟萬元以上。為幫助受災蘭

園於災後能順利復育，減少損失，特提出下列幾點災

後標準處理作業流程，供受災蘭園參考。

　　本次風災蝴蝶蘭園遭受嚴重損害，損害的地區遍

及嘉義、台南、高雄及屏東等縣市，其中台南縣麻豆

、下營、北門等地區之蘭園受害最為嚴重，本次風災

蘭花產業估計損失逾2億8仟萬元以上。為幫助受災蘭

園於災後能順利復育，減少損失，特提出下列幾點災

後標準處理作業流程，供受災蘭園參考。

風災後之緊急處理措施

後續處理程序

　　蘭園設施內外環境及植床應以漂白水或二氧化氯等消毒

劑進行全面噴佈消毒，注意設施環境衛生與清潔，並保持設

施內良好的通風環境，嚴重受損之蘭花植株則全數清除。

　　蘭園設施內應立即設法遮蔭、通風及降溫，避免強光直

射植株葉片造成日燒現象。

　　設施內存活之蘭花大苗（3.5吋盆苗）則應先脫盆，並施

用廣效性殺菌劑。處理後之植株葉片則應保持乾燥，並使水

苔儘速脫水乾燥。如果水苔表面已被污泥所覆蓋，則需重新

更換新的栽培介質。中苗（2.5吋盆苗）與小苗（1.5吋盆苗

）則可先施用廣效性殺菌劑，植株葉片保持乾燥，並參照後

續處理程序。

　　噴施可誘導植株產生抗病性的亞磷酸與幾丁聚糖

(chitosan)，增強花卉植株健康與抗病性。

　　未淹水之植株則依一般管理作業程序，加強病蟲害之管

理。

病害管理措施

害蟲管理措施

　　做好清園工作，去除罹病植株並進行銷毀，或隔離受害

輕危的植株，集中管理，避免病害蔓延。

　　本服務團隊協助病蟲害診斷鑑定工作，診斷正確病因，

針對特定病害進行藥劑防治與病害管理，控制病害的擴展。

　　根據本服務團隊的田間病害調查結果，風災過後3星期內

蘭園主要發生細菌性軟腐病與疫病，其次為細菌性褐斑病，

第3星期以後，黃葉病（俗稱黑頭）則開始嚴重發生。病害發

生時應儘快移除蘭園內的罹病株，因殘留在園區的罹病株，

可藉由噴水或噴藥動作傳播病原菌。一般細菌性病害可參考

施用銅劑與抗生素類藥劑防治，但仍需考慮藥害與抗藥性的

問題。疫病菌可隨田水入侵蘭園，因此建議未發病前植株可

噴佈稀釋1000倍的亞磷酸溶液，每星期噴一次，連續三星期

。亞磷酸溶液宜當日配置當日使用，配置時先溶解亞磷酸於

水中，再加入等重之氫氧化鉀中和其酸性，使酸鹼值為弱酸

性（約pH 6.5-6.8）。目前發病之蘭園則可施用具殺菌效果的

普拔克、快得寧或依得利抑制病害蔓延。或以亞磷酸溶液為

基礎溶液，加入普拔克、快得寧或依得利後噴施，加強病害

管理。如參考其他疫病菌用藥，則須注意藥害問題。黃葉病

的防治目前以田間衛生為主，將謝花後之花梗完全切除，摘

除黃化之葉片與葉鞘，避免根部裸露於水苔表面，並降低蘭

園濕度與保持介質表面乾燥。

　　進行肥培管理時，應先測量栽培介質之EC值，避免造成

新生根之肥傷。蘭園內給水方式改由滴灌或近介質表面給水

，以避免因灌溉水飛濺，造成病害的傳播。

　　目前蘭園一般加強乾燥通風以防止病害的發生，但此種

環境加上高溫時，亦是蟎類短期內繁殖潛力大增的條件，因

此需加強蟎類的管理工作。建議對於較大苗木（3.5吋）檢視

其老熟黃化之葉背，若發生凹陷情形時多半為遭蟎類危害徵

狀；對於某些小苗（1.5-2.5吋），其葉背遭蟎類危害後亦可

能產生類似寒害的紅斑徵狀。可輪流施用不同劑型之殺蟎劑

以防治蟎類危害，但仍需考慮藥害與抗藥性的問題。由於高

溫條件下，害蟎各齡期與其卵世代重疊，故建議在栽培環境

超過25℃時，若進行緊急防治時，需每隔7-10天施藥1次，3
個月內需留意害蟎的危害情形，並適時加強防治措施。

　　蘭園組培室遭受淹水時，在復原過程亦需對可能入侵培

養基內的蟎類（如細蟎）提高警覺，以避免污染組培室內的

瓶苗。若組培室瓶苗發生蟎類危害時，必須進行清園及全面

消毒工作，以杜絕感染源。

蘭園淹水後設施及設備緊急處理流程

　　風災後，由於設施與設備長時間浸水，機電設備容易有

漏電的情形，造成人員觸電危害或因短路或斷路造成設施與

設備電子零件燒毀。因此在退水期間狀況不明下，機電設施

應暫時保持原狀。為避免更嚴重的受損，請不要急著開機送

電，並速請設施與設備供應廠商派相關專業技術人員進行儀

器設備的維修保養與測試，待確認安全後方可再使用。

　　蘭園管理人員即使對自己熟悉的相關設施與設備，或因

因儀器不足，有時會愈修愈糟，因此儘量避免自行修理使用

。對於馬達或其它專業用品的修復，最好拆卸後外送專業廠

商修理，效果及人力運用將更佳。

　　一般抽水或退水後，建議蘭園管理人員對設施與設備控

制箱應採取「關」、「拆」、「清」、「擦」、「送」等5項

要訣處理。

　　關：拔掉所有插頭、關閉電源，若有使用交流電源，也

要一併拔除，並掛上「請勿送電」告示以維安全。

　　拆：拆掉內部電池，若有控制用電腦者應拆除硬碟、記

憶體與光碟機等重要零件，其他內部的零件儘量不要自行拆

卸。

　　清：清掉控制箱內殘餘的水份與污泥，一般可利用空氣

壓縮機進行清除，記住千萬不要利用隨手可得的吹風機吹乾

，因為吹風機高溫會耗損零件，膠質部份也易變形，而且泡

水後一般都會沈積沙質，高熱吹乾的機板會黏附沙粒，反而

更難清除，另外，吹風機的靜電也有可能造成電子零件的損

壞。

　　擦：快速擦拭乾淨並於遮陰狀態下陰乾，讓水漬自行蒸

發或用電風扇吹24小時以上晾乾，使保持乾燥。切忌外表乾

燥後就自行插電試用，因為內部零件有可能仍是潮濕而導致

短路。

　　送：儘速請設施與設備供應廠商派相關專業技術人員進

行檢測修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