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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樹木生命周期？

 所有生物都有「生命周期」 ，是指在
生命開始到結束內所經歷的發展階段。

 樹木是會隨著時間自然生長和老化的
有生命體。樹木的壽命因其品種和生
長條件而有所不 同。

怎樣使樹木健康成長？
 樹木的健康狀況會隨著年齡的增長和

周邊環境的轉變而變壞。

 透過妥善的栽種和護養，包括提供足
夠的種植空間、選擇優質的苗木及合
適的樹種等，並進行正確的樹木護理

樹苗

幼樹

半成年

成年

老年

和管理手段，樹木的健康便得以改善，從而延長其在城市中有效預期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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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生命周期的四個階段

1) 繁殖至樹苗 - 這個生命周期階段一般在苗圃中進行，種子
已經發芽或插枝已開始長出新根。應採用適當的種植技巧
和方法，因為樹木在這個階段是最脆弱的，亦對周圍的 環
境最敏感。 

2) 幼樹至半成年 - 一般來說，這是樹木最具適應能力並能夠
快速定植和生長的階段。為達 到即時視覺效果，一般會選
擇種植輕標樹或標準樹，而這兩種大小的苗木皆可以從生
命 周期中的幼樹至半成年幼樹階段找到。

這階段的樹種經常會被選擇移植至最終的種植地點，即中
央分隔綠化帶或路旁綠化帶。移植後，樹木可能需要 1-2
年才能從移植所引至的窒礙中恢復過來，回復正常生長。

因此選擇優質苗木十分重要。在此階段，妥善護養和管理
至關重要，特別是在移植後的首兩年，以確保樹木在市區
街道能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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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年 - 成年樹是指已完全定植並達到
其最高高度和最大樹冠的樹。它們
在改善環境和豐 富生態方面發揮著
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與幼樹至
半成年樹相比，成年樹承受壓力的 
能力較低。

4) 老年 - 樹木處於生命周期的最後階段，
生長活力開始下降，而且最容易受到
環境和致病 原的壓力影響。一般而
言，具有較長生命周期樹木的都市有
效預期壽命亦較長。在 判斷樹木是
否已達到其都市有效預期壽命的完結
和考慮應否適時更替樹木時，應徵詢
專 業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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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種植樹木的隱憂？

 城市環境主要由人為建設構成，對路旁種植樹木
特別不利。同時氣候變化的影響，亦可能令樹木
更難在擠迫的香港城市環境下生長。

 所以在種植樹木時，應考慮揀選的樹種是在高壓
市區情況下能夠紥根成長及存活，同時又能發揮
所需功能的品種，而非純粹局限於原生品種。

 植物多樣性是具適應力，亦是城市林木所必需的。
同時種植外來及原生品種有助維持城市樹林的健
康及適應能力。

 所以種植樹木應考慮外來樹種及原生樹種以配合
街道樹木的栽種要求。



什麼是「種植有方，因地制宜」？

 原則：在考慮種植目標、地點及空間限制、周邊環境、微氣候等因素後，選擇合適的
植物品種在適當的地點種植，以確保植物能持續生長。

 並以豐富樹木品種的多樣性為目的，藉以提升香港城市林木的適應力，改善上游的生
態健康，從而減低下游的樹木風險。

 挑選樹木的基本原則是在合適的地方種植合適的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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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樹木選擇 
1. 了解樹木品種成長後的大小、品種特性和生長條 件。

2. 考慮設計理念。 

3. 考慮植樹地點的限制和當地的環境狀況。 

4. 根據「植樹有方，因地制宜」的原則去挑選樹木。

5. 參考發展局綠化、樹木及園境辦事處的「街道選樹指南」。(只適用作街
道樹種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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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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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愉景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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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種植方法：種植地方的考慮！

 盡可能配合種植環境

 與建築物的距離

 距架空線或路燈的高度

 消防栓/街燈/電箱位置

 道路彎角的距離（視線）

 泥土量足夠樹根生長

 種植土壤結構及酸鹼度

 若要對場地進行改造以滿足種植的要求 – 需
要時間和金錢。



合適生長環境

•預留足夠生長空
間予樹木未來發
展 

•樹幹與樹幹最少
要有3-5米的距離，
視乎品種

減低未來樹木潛在風險和護養成本
To reduce potential tree risk and 
maintenance cos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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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不善所衍生的樹木管理問題

土壤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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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 2024年6月17日下午近1時
 地點：沙田大圍
 事件 ：有種在屋苑外花槽的大樹塌下，

連根拔起，阻擋行人路和部份行車線

個案參考

花糟是否適合種植大樹?

如何選擇合適地方?

什麼樹種/植物適合種在花糟?
圖片來源：香港01



15

荔枝角月輪街荔枝角消防局對開 (21.10.16)



適當地點種植適當樹種
Selecting the right tree at the right location

地點選擇
Site Selection 

樹種選擇
Tree Selectio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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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種植方法：選擇優良樹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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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植樹？

 適當的種植時間時於氣候起著
決定性作用，新種植的樹木在
適當的溫度和降雨條件下生長
效果最好，它們需要時間來生
根和適應環境。

 香港位於亞熱帶地方，整年都
溫暖多雨，大部份時間都適合
種植樹木。

 種植每一種不同類型的樹木
在細節上都各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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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種植方法：植樹不要
過深。

 種植樹木時的可能犯錯的地方
就是挖種植穴時，既太深又太
窄。其實樹木移植的深度超過
其最初生長的土壤。 

 另外在排水不良的粘土中挖掘
時，重要的是要避免“玻璃
化”(glazing) 。這樣會阻礙幼
樹的新根生長。

 樹木種植後的適當成長、發展

和善後護理，都是正確種植樹
木的要點。



正確種植方法

種植時挖一個合適植樹穴！

深度：將「根領」保持在種植泥面上；

寬度：比根球約寬2-3倍

將「根領」保持在泥面
上略高於地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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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collar根
領

妥善的種植  
Proper Planting

種植太深 – 根領不現
Plant too deep – Invisible root collar 24



定植護養 

• 淋水/施肥

• 覆蓋層

• 除雜草

• 支撐

• 修剪

• 防治蟲害

• 紀錄

樹木護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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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水

• 深而不頻密的灌溉有助根部
深入泥土

• 深夜或清晨為最好的灌溉時
間

• 因應風雨季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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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護養



施肥

• 樹穴表面

• 最好使用緩解肥，配以有機覆
蓋物

• 過度施肥會燒傷根部及殺死幼
根

• 最好的護理在於適當的灌溉、
覆蓋及定期除雜草

Sourc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rboriculture 
27

樹木護養



28Diagram from sulvaris.com

鉬硼

基本元素

重要元素

次要元素

微量元素



施肥

 施肥頻率取決於樹木和土壤條件

 黏土具有較高的CEC(正離子量交
換量)，這意味著它很容易吸引其
他元素和交換

 沙質土壤的 CEC 較低，因此需要
更頻繁地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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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護養



根系生長蓬勃時（春季）肥料吸收量最大：

 在這些時期應用快速釋放的元素(快肥)

 地面未結冰且有水可用時可緩慢釋放的肥料(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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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技巧

 表面施肥 – 最簡單且最便宜

 使用經過校準的工具(Spreader)
 氮(N )存在於土壤上部 12 英吋處，大部分活性吸

收根都位於此處

 在雨季施用或徹底澆水以沖洗土壤和其他植物

 缺點/注意事項:
• 野草爭奪養分和水份

• 高濃度的氮會植物的根(肥燒)
• 潛在肥料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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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下施肥

 正確施用 - 最活躍的根位於土壤近地面12 英寸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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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洞施肥法 – 顆粒肥料

 洞孔直徑 2 – 4 英寸，間距 16 – 36 英寸，
深 4 –12 英寸

 在樹冠滴水線周圍的同心圓環上鑽孔，
距離樹幹幾英尺，以避免根部損壞

 計算施肥量並施入面積

 用土壤、泥炭蘚、覆蓋物、石頭、豌豆
礫石或沙子覆蓋

 通氣土壤

 缺點/注意事項：
• 小心玻璃化孔洞(Glazing) ，不要在土壤表

面 2 英吋範圍內填土



鑽洞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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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除草機時避免損壞樹幹
和樹根

• 避免真菌入侵的機會

樹木護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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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植: 支撐和拉纜固定

Image source: Freepik

• 一般只限新種樹木

• 視乎泥膽及風向 

• 不應長期裝置 

• 避免損害樹根/泥膽

• 減少不小心錯誤

樹木護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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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固新種幼樹 (Staking)

 不要太高 – 不超過
總高度的 1/4 至 
1/3 。

 不要太緊——足夠
扶持樹幹，不要緊
緊繞著。

 時間不要太長——
盡量不超過兩年

37

使用布質帶
子，不要鐵
線或金屬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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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確使用可對樹木
造成負面的影響

• 對樹木造成傷害，影
響樹幹營養運輸

定植: 支撐和拉纜固定

樹木護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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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無機

• 保濕

• 緩減溫差

• 控制雜草生長

• 提供有機基質

• 防止壓實泥土

• 減低表土流失

覆蓋層

樹木護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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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修剪：

改善樹木的
健康和外觀

樹木護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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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Low leaf (food-making) ratio compared to biomass�葉片(製造食物)的比例相對生物質為低More exposure and energy required for defense and fruiting�更多機會遭受病蟲害侵襲以及需要更多能量來防禦和製造果實Less efficient vascular system�維管束的效率降低Avoid removing large limbs�避免移除大型枝幹Large wounds do not compartmentalize efficiently and often lead to decay�大面積傷口不能有效地區隔化，通常會腐爛CODIT depends upon species, age and health�樹木腐朽區隔化取決於樹木品種，樹齡和樹木健康Remove < 25% of crown/foliage at any pruning - Less is better�每次修剪只應移除少於25%的樹冠/ 樹葉 (越少越好)Removal of healthy wood and foliage further reduces resources & increases exposure�移除健康木質和葉片會進一步減少其資源和增加遭受病蟲害侵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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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當修剪樹木會影響外觀和健康，並會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

樹木護理 – 不適當修剪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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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尾式修剪或過度提升樹冠

• 減少下部枝幹的食物供應
令重心升高

• 增加倒塌風險

Lion-tailing 獅尾式修剪

Over crown lifting 過度提升樹冠

樹木護理 – 不適當修剪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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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一擬定的直線切割

• 可引致內部腐爛及樹木健康
受壓

• 截頂修剪，修枝後傷口會容
易腐爛和導致結構弱的水橫
枝增生

截頂

樹木護理 – 不適當修剪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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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修剪

•減少樹木的食物供應

•應盡可能避免大幅修剪大樹/成
熟的樹木。

•即使是年幼樹木, 也不應在一年
內剪去超過 25%的活樹冠。

•盡可能分階段完成

樹木護理 – 不適當修剪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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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修剪操作有助傷口癒合

樹木護理 –正確的樹木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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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5

2 4

樹木護理 –正確的樹木修剪

49

簡報者
簡報註解
Reduction cuts – prune back to proper lateral limb (~1/3 size of stem) �縮減修剪– 修剪至正確側枝 (約主枝的 1/3 大小)



• 清理樹冠

枯枝, 染病的枝條, 斷枝

• 樹冠疏理

樹木護理 –正確的樹木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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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減樹冠

• 樹冠提升

樹木護理 –正確的樹木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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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修剪

•幼樹

•移除有潛在問題的枝
條，如死枝和重疊枝

•建立優勢主幹

•選擇和建立最低永久
枝幹

樹木護理 – 結構性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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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修剪

• 移除有潛在問題的
枝條，如死枝和重
疊枝

樹木護理 – 結構性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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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修剪

• 建立優勢主幹

• 選擇和建立最低永久枝幹

樹木護理 – 結構性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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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植物病蟲害

 植物受不良環境或原生物的侵害干擾，而導致在外觀及生理上的不正常
狀態，稱為「植物病 害」。

樹木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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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非侵染性病害（又叫生理病害） 
 是指植物生長條件不適宜，或因環境狀況的差異所引起的病害 

 並未受病原生物的侵染，也不會傳染 

 對非侵染性病害的防治，主要透過良好的栽培技術及管理，來改善環
境和消除有害的因素

植物病害分類

非侵染性病害主要成因

陽光 
1) 陽光灼傷：夏天時新生的葉簇被過烈陽光焦灼，破壞葉綠素，使之

變黃；

2) 光照不足：植物枝條變得細軟、徒長、葉片淡黃、不會開花。

溫度
 在嚴冬時，植物常受霜凍寒害；當氣溫突降，往往造成植物細胞受損，

影響水分 於細胞間的活動，使細胞生命力降低，出現嫩枝和葉凋萎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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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侵染性病害主要成因

水分

1) 若土壤排水不暢，積水過多，減少土中空氣含量，令根系窒息，
容易腐爛。 

2) 若土壤過乾，則土壤溶液濃度大增，使根細胞發生反滲透作用而
死亡。

礦物質缺乏 
或不平衡

1) 植物所生長的土壤中，須有多種元素適當配合，才可令植物正當
生長。 

2) 若缺乏某種元素，便會出現某種病徵。 

化學物質的 
傷害  使用化學肥料或不小心施用農藥，都會燒傷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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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侵染性病害 
 侵染性病害是由病原生物所引起，有傳染性。一般侵染性病害產生的原因，

多由以下三種病原生物所引致： 

• 真菌 

• 細菌 

• 過濾性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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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侵染病害分類：

A. 真菌 

 大多數植物的侵染性病害是由真菌所引起 

 由無數菌絲所組成（合稱為菌絲體） 

 沒有葉綠素，不能自行製造食物 

  一定以寄生或腐生形式存在，倚靠其他有機物質維生 

 可直接破壞植株表層，或經傷口及氣孔進入植株體內 

 通常在高溫潮濕的環境發生 

 真菌果體成熟後，會以孢子隨風或水散播 

 真殺真菌之殺菌劑可以防治蘭花疫病 

 菌通常分三種形式危害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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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絲在植株表面，如白粉病、猝倒病。 

• 菌絲侵入植株組織內，子實體則外露；如锈病、炭疽病和真菌葉斑病。 

• 整個真菌體侵入植株組織內；能堵塞維管束，如枯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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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點病

白粉病

鐵鏽病

灰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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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細菌 
 細菌引起的病害與真菌相似，但細菌比真

菌細小很多，要由高倍數的顯微鏡放 大才
能看到 

 沒有菌絲，也沒有葉綠素 

 細菌可分三大類：桿菌、球菌和螺旋菌。
植物細菌性病害多由桿菌所引致 

 以細胞分裂繁殖，蔓延極快，感染範圍也
較廣

 細菌通常會引起葉斑病、軟腐病、潰瘍病

 細菌類病害，是可使用四環黴素、氫氧化
銅及鏈土黴素藥物治療，但不包括大生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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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過濾性病毒 
 此類病菌比細菌更細小。 

 病毒必須寄生在植株體內。 

 複製繁殖，不能隨風傳播，一般是由吸吮類昆蟲傳播，例如蚜蟲。 

 受害植株會出現花葉（葉片顏色變濃、淡或生黃斑、白斑，常稱嵌紋病）、
黃 化、萎縮及畸形，大多表現萎縮、不結實。 

 植株一經感染受襲部分，便無法治愈，因過濾性病毒是不可能被殺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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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植物病害名稱 

A. 真菌類 

立萎病 
（猝倒病）

病原 土壤中的真菌 

侵害對象 以危害各種草本花卉幼苗為主

病徵

1) 種芽腐爛型：種子或幼芽未出土前即遭侵染而腐爛。 
2) 猝倒型：地面的莖部呈現水潰狀腐爛、發黑，進而

組織崩 解， 幼苗倒伏。 
3) 立枯型：嫩莖木質化後被侵染，死後仍然直立，容

易折斷。

成因
1) 土壤不潔，且排水不良。 
2) 幼苗過密，妨礙空氣流通。

防治
1) 種子消毒；土壤消毒。 
2) 間疏幼苗；改善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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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霉病 
（溫室中常 
見的病害） 

病原 真菌 

侵害對象 葉、莖和花均可感病 

病徵
病株的受害部分腐爛變啡黑，潮濕時病部出現灰色
到黃啡色的 霉層，嚴重時整葉、整花或整株枯死。

成因

1) 真菌在土中越冬，果實成熟後，翌年分生孢子，
借風雨傳 播，感染植株。 

2) 種植過密，通風不良，晝夜溫差過大，濕度過
高時容易發 病。 

防治
1) 加強環境衞生，清除殘枝。 
2) 燒毁病株，加強通風透光。



67

炭疽病 

病原 真菌 

侵害對象 莖、葉、花、果

病徵

1) 發病初期，葉中上部出現圖形、橢圓形，內淡
黃或灰褐色， 周綠黑褐的凹陷斑點。 

2) 凹斑點上，密生黑色小斑點。 
3) 如天氣潮濕，則病部產生淡紅色黏液物。 
4) 肉質或厚葉有壞疽形葉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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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粉病 
（白粉病） 
（影響觀賞 

價值）
有損 植株健 
康的病害

病原 真菌 

侵害對象 主要發生於葉片及嫩梢上（九里香、紫薇、玫瑰） 

病徵
在嫩枝、嫩葉花蕾四周，有一層像發酵的白粉，葉
片皺縮或翻捲 ，並非平直攤開。 

成因
1) 真菌以病殘體中越冬，年夏季孢子經風雨傳播。 
2) 天氣濕熱，通風透光不良時，發病嚴重，8-10月

為害最重。

防治

1) 少施氮肥，多施磷鉀。 
2) 多照陽光，注意通風。 
3) 冬季修剪後，可噴石灰琉磺合劑。

4) 藥物防治：施噴「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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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萎病

露粉病

灰霉病

煙煤病



70

煙煤病/ 
煤病

病原
1) 吸吮性害蟲（主因） 
2) 真菌 

侵害對象 枝幹、葉片

病徵

1) 灰黑煤粉被覆植物表面，當揩拭後，植物不受損傷。 
2) 全株污染成黑色而致嚴重醜化，且減弱光合作用。 
3) 植物四周可能有吸吮性害蟲，如蚜蟲、介殼蟲，也有

可 能會有螞蟻、蠅類在附近徘徊。

成因
1) 吸吮類害蟲往往分泌「蜜露」，該等蜜露能黏著空中

的 泥塵，並且成為真菌的食物。 
2) 四周通風，日照不良、高溫。

防治

1) 消滅害蟲。 
2) 以水/稀釋洗潔液清洗。 
3) 燒毁嚴重受害的病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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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霉病/ 露
菌病

侵害對象 葉片、新梢和花均能發病

病徵 
1) 初起時葉上呈不規則的淡綠色斑塊，後擴大並

呈黃褐色，最 後為灰褐色，邊綠較深。 
2) 潮濕天氣下，病葉底面可見白色霉層。

發病成因
幼苗密集，施肥過多，尤以氮素肥料過多時容易發
病；以四月上 旬和十月下旬較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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銹病

病原 真菌

侵害對象 主要集中於葉片 

病徵

初起時葉片正反面著生小黃斑，然後隆起成瘡狀，破裂後
出金黃色的粉末，致葉片、莖、芽畸形擰曲；由於葉片表
皮破裂，植株 水分蒸發大，嚴重時整片葉全是病斑，枝葉
乾枯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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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細菌類

葉斑病

病原 多為真菌及細菌

侵害對象 枝、葉，多在葉片上發生（玫瑰）

病徵 1) 被害部位產生各種顏色和形狀不同的病斑。 
2) 屬於細菌性者，斑點大多如水潰化開；屬於真菌性者，

斑 點多呈黑褐色，或間有輪紋，生小黑點。

病原 多為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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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腐病 

侵害對象 多在木本植物發生 

病徵
組織萎縮及逐漸枝萎，其後破裂而露出木質部；並有液由
傷口流出。 

潰瘍病 

病原 多為真菌及細菌 

侵害對象 枝、葉，多在葉片上發生（玫瑰） 

病徵 
1) 被害部位產生各種顏色和形狀不同的病斑。 
2) 屬於細菌性者，斑點大多如水潰化開；屬於真菌性者，

斑點多呈黑褐色，或間有輪紋，生小黑點。 

軟腐病 潰瘍病 潰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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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過濾性病毒

嵌紋病 病原 病毒

侵害對象 葉 

病徵
症狀是葉上出現輕度斑暈，斑紋交錯斑駁；葉片畸形，皺曲； 
植株矮化，發育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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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粉病 霜霉病 葉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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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蟲害

嚼嚙類昆蟲
此類昆蟲多數是有善於咀嚼的上下顎，將葉片吃成殘缺，而植物
各部分都 會受到侵害。如毛蟲。 

吸吮類昆蟲
此類昆蟲的口部多具有吸管。當獵取食物時，多先刺破葉的表面
需吮啜其 內的汁液。此類昆蟲尚有一害處，就是時常傳播植物的
病害。如：蚜蟲、 介殼蟲、小紅蜘蛛。

鑽木類昆蟲
此類昆蟲鑽入喬木或灌木的枝條內，利用其木質或汁液作為食物。
如：天 牛科的昆蟲。

潛葉類昆蟲 
此類昆蟲能由葉面或嫩莖上，嚙食一小孔潛入葉表皮內，潛入行
於葉內， 凡所經之處，即成一隧道，使葉面呈現一條透明白線，
破壞葉的組織。 

線蟲類昆蟲
根瘤線蟲（這類昆蟲體型微細，肉眼不易察看。侵入根部後，根
部形成大 小不一的腫瘤）

軟體類昆蟲 蝸牛及蛞蝓（這類昆蟲日間藏匿，晚間出沒或雨後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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薊馬

蚜蟲

紅蜘 蛛 瓢蟲 

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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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病蟲害的綜合防冶方法

栽培方法  正確的栽培方法，可減少病蟲害的侵入。 

環境衛生

 使用己經消毒的植料。 
 採用健康種子、球莖及枝條，或種植有較高抵抗能力的品種。 
 注意修剪有病蟲害的枝條。 
 經常清除植物的落葉、枯枝 
 經常清理土壤中的雜草、殘株。

治理方法

1) 將植株受到病害感染部分剪下燒掉，嚴重者將整株、整盆、整批植
物 銷毀。 

2) 當使用了以上預防方法，仍出現嚴重蟲害，我們亦可以考慮以下方
法 來控制蟲口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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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防冶 
A. 聲音 – 用天敵的聲音去驅逐；用求偶的聲音去吸引前來捕殺 

B. 物件陷阱 

C. 光線 

D. 環境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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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套袋用紗網、棉網、膠袋、紙袋套在
幼瓜上，直至收成可有效防止瓜實蠅
產卵。 

2. 黃色黏板或黏紙條蚜蟲、瓜實蠅等對
黃色有正趨色性，可用黃色黏板捕捉。 

3. 反光板 在場地懸掛反光板，可驅嚇雀
鳥、薊馬、蚜蟲。 

4. 蝸牛陷阱可用淺盆盛啤酒或變壞的酸
乳酪加水，埋入土中，盆口齊泥面。 

5. 焗泥 焗泥機、火燒(噴火筒)、人工紫
外燈和天然紫外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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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防冶 
以生物去控制蟲害，可以是種植吸引害蟲天敵，亦可以是釋放獵食害蟲的昆蟲、寄
生蟲、令 害蟲生病的微生物。

A. 蘇雲金桿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Bt） 
 Bt 是目前唯一大量商品化的昆蟲致

病菌，它是自然界存在的孢子型桿
狀細菌。 

 Bt 制造毒素蛋白晶體，這些晶體只
會在害蟲高鹼性的腸內溶化，毒素
會令害蟲停止進 食，同時會破壞腸
壁組織，3—4 天內就會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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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殺蟲 ？

 使用時，應避免與任何鹼性物質混合。不
同 Bt. 防冶對象不同，如 Bt卻氏卡奇（ Bt
kurstaki）和 Bt亞莎華（Bt aizawai）亞種，
主要對鱗翅目（毛蟲、吊絲蟲、蛀心 蟲）
的細蟲有效；Bt 以色列亞種（Bt israelensis）
主要對蚊子幼蟲最有效。 

 使用用時可根據包裝上的指示加水噴灑葉
面及葉底，避免在猛烈的陽光下及雨天 施
用，因為大部分 Bt 毒素晶體會被紫外光破
壞，亦易被雨水沖走

 使用量及密度亦要小心衡量，否則一樣可
以令害蟲產生抗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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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斯氏線蟲（Steinernema
carpocapsae） 

 斯氏線蟲是一種在自然界寄生於昆蟲體
內的線蟲（昆蟲病原線蟲），可用來防
治多種地 下害蟲及莖幹蛀心蟲。 

 線蟲內帶有共生菌，當線蟲從害蟲的氣
孔、口部或肛門進入蟲體後放出共生菌，
2- 3天後，昆蟲便會受感染死亡。

 線蟲在死蟲體內發育成熟並繁殖，以共
生菌和蟲體為食 糧。食物消耗殆盡時，
線蟲會再進入泥土內尋覓新寄主；當害
蟲數量減少，線蟲就老化 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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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殺蟲？ 

 使用時應避免在猛烈陽光，因 
41℃下線蟲將在一小時內全部死亡，
所以最好在黃 昏時施放。 

 使用前應將泥土及植物灑水弄濕。

瓜實蠅雄蠅引誘劑 
 昆蟲對某些氣味有特喜好，若將帶有

這些氣味的誘劑放入誘捕器內，便可
誘捕害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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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防冶 

 可分為無機和有機類(包括有驅逐劑、觸殺劑和胃毒劑作用) 

 當物理防治均告無力阻止病害蔓延，這裡有些藥物可減輕問題。

殺菌劑 
A. 海藻水 

將海藻浸水，腐爛後開水噴灑於植物上。這種海藻水實際上是生長劑，提供
輔助養份， 令病情輕微的植物生長得更健康。 

B. 梳打粉＋肥皂 
一茶匙梳打粉加一公升水加勞工皂少許，噴灑全株。可預防多類真菌。 

C. 硫酸銅 
硫酸銅（膽礬）可阻止孢子的萌發與生長。 

D. 硫磺 
硫磺可阻止孢子的萌發與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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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蟲劑 
A. 印楝油 

印楝是原產緬甸和印度等熱帶地區的常綠喬木，早在兩千多年前已有人使用，
可作醫藥 ，亦可作殺蟲劑。因印楝油及印楝素，對昆蟲有拒食、避忌、調節
生長及絕育作用，兼 且可殺菌和殺線蟲。榨油剩下的油粕，是上等有機肥料。 

B. 除蟲菊 
除蟲菊是原產歐洲的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花朵含除蟲菊酯，是一種高
效廣譜的殺 蟲劑， 使用十萬之一就可觸殺所有的農業害蟲、蒼蠅、蚊子，
跳蚤、蟑螂等。除蟲菊 酯遇陽光及空氣極易分解，毒性低。除蟲菊酯現時
已有化學合成：擬除蟲菊酯。 

C. 輕礦物油（礦物油） 
是從石油精煉而來，俗稱蚊油。基本上是令幼蟲及蛹窒息至死。如應用在植
物時要小心 濃度，溫度高於 35℃或濕度高於 90％不宜使用。

D. 硼砂 
用淺碟盛硼砂加砂糖，放在螞蟻出沒的位置，並經常更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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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酒精 
主要用在植株出現小量粉介時，用棉花棒點一些
酒精抹走；或以一份70﹪酒精加二至四 份清水噴
灑全株。

F. 皂 水 
• 皂水可以麻痺昆蟲，令其生長受影響，甚至窒

息而死，有效制止葉蟎、粉虱、蚜蟲、粉 殼蟲
和蚧蟲。

• 但一些肥皂加入了添加物如：香料、染料等，
這些對植物有害。故我們使 用勞工 ，又稱扇 
或洗衣 。

• 一茶匙加一公升。試用後，如植物無燒傷痕跡，
蟲害控 制亦不收效時，可將分量加倍。每一至
兩星期覆用一次，但不應超過三次。

• 另外，許多農藥，均可與水同用。因它可以破
壞水的表面張力，令農藥更易附於葉上。 



其他

• 避免於根領範圍內種植一年生植物
或灌木

• 會對樹木造成壓力，導致樹基腐爛，
根系呼吸窒息

• 茂密植被會造成潮濕環境，助長真
菌於樹基或根領滋

樹木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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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留意樹木生長特性

• 安實際情況把氣根引導至枝
幹或種植土上，使它在木質
化後能提供支撑改善樹木的
穩定性 

樹木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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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人為破壞；保護環境整潔

樹木護理

其他

91



92

完、謝謝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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