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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蘭花栽培面積不如其他觀賞植物廣，且

早期多屬於業餘栽培，近來則逐漸轉為大面

積之經濟栽培;然業者為達最高經濟效益，

往往過於密植，致使環境不佳，導致植株之

抵抗力弱，而炭疽病為一弱生寄生性病原

炭疽病
病原菌學名：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Penzig

英文名：Anthracnose

圖一：蝴蝶蘭感染炭疽病之典型病徵。(楊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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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此一情況下極易侵入、感染，故而病害

發生率隨之提高。炭疽病病原菌亦為一寄主

範圍相當廣泛之病原菌，且對環境亦無特殊

之需求，故在臺灣發生非常普遍，幾乎所有

蘭花品種均可被害。

二、病徵

初期葉片上產生淡褐色凹陷之小斑點，

以後病斑逐漸擴大成圓形，病斑顏色亦轉變

成褐色，後期病斑呈黑褐色凹陷 (圖一)。病

斑之進展常受葉片之生長勢影響，可為圓形

或不規則形，嚴重時多數病斑可互相癒合而

形成不規則形之大病斑，病斑中央並有壞疽

現象，嚴重時病斑部脫落而呈穿孔現象。環

境不適合或管理失當、植株生育不良時，病

斑多由葉尖或葉緣之自然開口侵入，且病勢

迅速發展而導致葉片褐化、乾枯、甚而落

葉，此以虎頭蘭及文心蘭最為明顯 (圖二、

圖二：炭疽病感染報歲蘭。(楊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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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後期病斑處形成黑色小顆粒體，遇

高濕度時可溢出粉紅色至桔紅色之黏狀物，

乃病原菌之分生孢子堆，分生袍子堆之形成

受光照影響而常成輪紋狀(圖四)。花朵被害

時，呈褪色枯萎；若花苞被感染，則無法開

放而提前凋謝。

三、病原菌

(一)分類地位

Deuteromycetes (不完全菌類)

    Melanconiales (黑盤菌目)

        Colletotrichum

(二)分佈

全球性分布，但以熱帶及亞

熱帶地區較為嚴重。在臺灣地區亦

普遍發生，但以果樹發生較為嚴

重，花卉則以管理不善者較易發

生。

(三)寄主範圍

寄主範圍相當廣泛，花卉、

果樹及蔬菜均可為其寄主。

(四)形態

分生袍子著生於分生袍子柄

頂端，長橢圓形，無色透明，大小

差異極大，成熟之分生孢子堆溢出

分生孢子盤而呈粉紅色至桔紅色之

圖三：炭疽病由葉尖

感染。(楊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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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液狀。在人工培養基上產生灰色至褐色菌

絲，後期菌絲特化形成分生孢子柄而不形成

分生孢子盤，成熟時分生孢子極易脫落。

(五)診斷技術

本病之病徵極為典型，病原菌之形態特

徵甚為明顯，藉由病徵及病原菌極易診斷。

於高濕度下極易產生黑色分生袍子盤而溢

出，粉紅色分生孢子堆為相當明顯之特徵。

(六)生活史

本病病原菌主要以分生孢子為感染源，

在高濕環境下發芽侵入寄主組織，並漸表現

病徵，罹病後期在罹病組織上產生分生袍子

盤，其內著生分生孢子，遇高濕度分生孢子

釋出，再次成為感染源；分生袍子盤形成之

罹病組織偶而可見形成有性世代之子囊殼，

子囊殼黑色、球形具明顯口孔，多為聚生。

四、發生生態

本病病原菌菌絲生長溫度範圍極大，

3-37℃ 之間病原菌之菌絲均可正常生長，但

最適生長溫度則菌株間差異極大，然一般均

介於 22-28℃ 之間。因此本病一年四季均可

見為害，但以中溫多濕季節最為猖獗，梅雨

季節或颱風季節過後發生最為嚴重。植株老

化或栽植環境過於擁擠時，植株之感病性亦

提高。

圖四：炭疽病由

葉尖侵入蝴蝶

蘭，產生同心輪

紋狀病斑。

(楊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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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治方法

(一) 加強肥培管理：本病病原菌為弱寄

生型之病原菌，往往於植株老化或栽培失當

植株衰弱時較易感染，故加強肥培管理，增

進植株之健康，可增進植株之抗病力。

(二) 改善栽培環境：不良之環境可導致

植株生育不良，或因光照不足導致植株徒

長，致使抗病力降低，適度修剪植株，使通

風良好、光照充足，可強化植株，增進抗病

力。

(三) 適度施用鈣肥，可增進中果膠層，

強化細胞壁而加強抗病力。

(四) 合理施用殺菌劑，於發病初期，或

連續陰雨後預測可能發生感染時，早期施

藥，但需注意防範藥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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