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9.病斑沿葉脈擴大，呈橢圓形或紡

綞型，二端較圓，中央褐色，周

圍黃暈明顯擴大。

圖10.病斑發展較侷限且分明，不會

造成葉片乾枯。

發生時期：好發於水稻孕穗期後。

發病原因：本病原菌喜高溫高濕。在土壤缺氮、鉀、矽肥時最容易發生，尤其土壤貧

瘠缺乏有機質、保肥力差，或酸性土壤缺乏有效性鐵、錳，及其他病蟲害

發生後等，致使稻株生長勢弱，容易併發本病害（圖11）。

危害情形：本病害對產量影響不大，但對稻米品質影響甚鉅。稻穗被害後，空疵粒增

加，其糙米病變為銹米、死米或青米等（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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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稻穀感染後，表面產生褐斑，對

米質影響甚鉅。

圖11.田間管理不善，水稻生育後期常

造成病害發生嚴重。

耕作管理：1.插秧前行深耕，並多施有機質堆肥。

2.氮肥分次使用，抽穗前可視稻株氮肥實際需求，適量增施穗肥，及配

合施用含矽、鉀之肥料。

3.常發病田可進行客土，並注意排水。

結語
在鋒面過境時，葉稻熱病常發生嚴重，若防治不善，後期易得穗稻熱病，對產量

影響很大；而胡麻葉枯病常發生於水稻生育後期，對米質甚有影響，且藥劑防治上常

會有安全採收期之風險。又近年氣候異常，臺東地區田間環境及耕作方式不同，造成

病害發生時機不定，藉此提醒農友注意，可先配合田間管理做初步預防，有助於減少

病害發生，若發病時可依據上述病害描述簡易判斷，對症下藥，減少防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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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氮肥過多，易使植株柔弱，病害

發生更加嚴重。

圖7.發病初期會於葉片上形成小型

棕褐色病斑。

圖8.病斑逐漸擴大拉長呈橢圓形，如胡

麻種子，周圍通常有明顯黃暈。

圖6.穗稻熱病，病原菌使養分及水分

無法往上運輸，造成穀粒不充實

或不稔粒。

圖1.由左至右，發病初期會於葉片上

產生小型棕褐色病斑，逐漸擴大

拉長呈桿狀，邊緣有時帶點黃暈。

圖2.病斑逐漸發展，周圍出現水浸狀，

呈紡錘型，二端稍尖，中央黑灰色，

邊緣棕褐色，外圍有薄層黃暈。

圖3.稻熱病典型病斑，中央為灰白色。 圖4.發生嚴重時，造成葉片乾枯。

前言
水稻稻熱病與胡麻葉枯病為水稻栽培常見之葉部病害，這二種病害之病徵於發

生初期很相似，不易辨認，常因判斷錯誤，未能及時防治，造成稻米欠收或品質降

低。因此，本文描述二者病徵差異的區別及發病環境，方便農友田間判斷，掌握正

確防治時機，並介紹利用田間管理來降低病害的發生，減少用藥成本。

病害介紹
稻熱病(Rice blast)
病    徵：發病初期於葉片上產生小型棕褐色病斑，逐漸擴大拉長呈桿狀，邊緣有時

帶點黃暈（圖1）；病斑逐漸發展，周圍出現水浸狀，呈紡錘型，二端稍

尖，中央黑灰色，邊緣棕褐色，外圍有薄層黃暈（圖2）；病斑停止發展

時，中央轉為灰白色（圖3），病斑沿葉脈延長，嚴重時，會連結數個病

斑，造成葉片乾枯（圖4）。

發病時期：好發於水稻分蘗期間。

發病原因：稻熱病的發生與溫度、濕度及肥料有關。溫度約20-28℃，空氣相對濕度

90%以上，最適合發病。當鋒面過境，氣溫忽冷忽熱，溫差大，會減低植

株抵抗力；雨水或是葉面有露水時，有利於病原菌發芽侵入。通常梅雨

季節來得早，易發生葉稻熱病，晚則易發生穗稻熱病。而施用氮肥過多，

會使植株柔弱，加重病勢發展（圖5）。

危害情形：稻熱病俗稱『稻瘟』，葉稻熱病會造成葉片枯萎，受害植株延遲抽穗，

成熟期不一致。穗稻熱病會造成穀粒不稔實或不飽滿，致使產量銳減（

圖6）。 

耕作管理：1.插秧時加寬行株距，或是行距與季風方向同向，可增加稻株間通風性，

縮短葉面露水附著的時間，且株間空間加大有利於水稻生長。

2.插秧前基肥及本田勿施用過多氮肥，可配合多施含矽、鉀肥，增加稻

株抗病能力。

3.田間秧片於完成補植後，務必移出田間，避免成為感染源。

4.田間發病初期，可以淹水方式增加水中矽含量，促使稻株吸收，以減

緩病勢發展；或曬田且間歇性灌排水，可強化稻根，增加稻株抗病力。

胡麻葉枯病（Brown spot）
病   徵：發病初期會於葉片上形成小型棕褐色病斑（圖7），逐漸擴大拉長呈橢圓

形，如胡麻種子，周圍通常有明顯黃暈（圖8）；病斑沿葉脈擴大，呈橢

圓或紡綞型，二端較圓，中央褐色，周圍黃暈擴大（圖9），病斑發展較

侷限且分明，不會造成葉片乾枯（圖10）。植株缺氮、鉀或矽而顯現感

病時，病斑會繼續擴大，大型病斑沿葉脈呈長橢圓形，兩端較寬，黃暈

明顯但較窄，常易被認為稻熱病，但稻熱病之病斑兩端較尖，兩者間有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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