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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黃檀何時被發現有褐根病？
• 2021 年 7 月 7 日 臺大植物教學醫院接獲通報後第一次勘查

• 印度黃檀全株枯萎，僅剩稀疏枯葉掛在枝條，根基部周圍不同區域都呈
現嚴重白化腐朽，並有褐色網紋狀菌絲索，屬於典型的褐根病急速萎凋
及發病晚期病徵，經實驗室詳細診斷鑑定後確認無誤。

• 7 月 20 日 植物醫院將診斷鑑定結果及健康評估報告函送文學院。
• 2021 年 8 月 30 日 臺北市文化局邀集樹保委員會勘

• 認定根基部嚴重感染褐根病，已全株枯死，因此後續同意解除列管。

2021.07.07 全株萎凋情形

根基部稍微挖開，即可見
嚴重腐朽

樹冠僅剩
稀疏枯葉



為何無法及早發現褐根病？

• 褐根病主要感染樹木根系，若沒有透過破壞性採檢，
在初期幾乎不會被發現。

• 不同樹種的發病速度不一

• 榕樹：被感染後呈現「慢性萎凋」病徵，可以
維持活力好幾年，只是樹勢較衰弱，甚至也有
根系嚴重感染但外觀完全看不出來的案例。

• 大部分樹種：被感染後呈現「急性立枯」病徵，
一旦發現有異，約三個月內就會枯死。

• 文學院印度黃檀的案例屬於典型「急性立枯」，
發現時已屬於晚期。或許也因為 2021 年 5-6 月
Covid-19 疫情三級警戒期間，校內出入人員少，
樹勢出現異狀更難被發現。

2021.05 樹冠正常

2021.07 樹冠萎凋



印度黃檀確診後

• 文學院深知師生同仁印度黃檀有許多
情感記憶，因此即使已是發病晚期的
枯立狀態，仍維持澆水，並委請廠商
依照植物醫院建議，在印度黃檀根域
進行系統性殺菌劑澆灌，共計四次，
但經積極嘗試救治後仍不見好轉，樹
幹和枝條愈顯枯萎。

• 目前主要枝條並無新生葉，些許萌櫱
枝是由少量殘存的活組織潛伏芽長出
(因此並不代表整體恢復生機)。萌櫱
枝本身結構不穩固，即使留存，未來
也容易因強風等外力而折損。

2021.10 樹冠枯死，僅剩些許萌櫱枝



褐根病可以治療嗎？

• 目前已有可以抑制褐根病菌的化學藥劑和拮抗微生物，也有外科手術的做法，
但都以發病初中期 (樹木外觀仍有活力) 或預防性處理 (病樹周圍樹木) 為主，
於發病晚期無法發揮效果。

• 大部分系統性殺菌劑為向上移行，即使具有向下移行性，可向下輸送的藥量
也很有限。褐根病菌主要感染地下部的木材，木材是死組織，當樹體龐大且
感染嚴重時，施用藥劑無法向下輸送到罹病部位，故無法有效殺滅病菌；施
用拮抗微生物也同樣無法到達嚴重感染的木材部位。

• 褐根病菌的病原性比一般腐朽菌強很多，發病晚期的樹木，目前已知的任何
處理方式都無法將病樹治癒。



風險考量

• 人員安全：印度黃檀位於文學院師生出
入口旁，整株萎凋代表主要根系已有嚴
重感染，由於腐朽根系的支撐力減弱，
若樹體傾倒可能壓傷路過人員 (過去已有
不少褐根病造成樹木無預警傾倒，壓毀
人車，造成人員死傷的案例)。

• 病害擴散：褐根病菌容易在枯死的樹木
組織上長出菌絲面、子實體和孢子，成
為感染源。褐根病菌喜歡高溫，冬季會
自然受到抑制，天氣溫暖潮濕則非常容
易滋生擴散，危害附近植物。

發病晚期的病樹處理，和一般非生物性
傷害造成的樹木萎凋救治不同，尤其受
褐根病感染時，更應考量病原菌擴散，
危及周邊植株的風險。

2018.09.07 
臺大天數館罹病榕樹在雨天倒伏

2019.09
罹病樹頭未清除，子實體自花台長出



印度黃檀～再見・再現

• 樹木可以透過無性繁殖，進行大量繁衍。由印度黃檀根系萌發的
小苗，基因型和黃檀老樹完全一樣，是他的生命延續。

• 病地需要經過徹底清理和復育，才能給予小樹健康的生長環境。

• 植物醫院已針對文學院中庭的所有喬木進行全面健康檢查，若發
現其他受感染者將立即進行救治。

印度黃檀根部
萌發的小苗 文學院中庭樹木檢查



臺大植物醫院、植微系及植醫學程師生長期協助總務處
照護校園樹木病害問題。透過正確的診斷鑑定和評估，
針對不同病症和發病狀況，給予適當的防治管理建議，
並協助校方進行防治措施。



傅鐘鳳凰木
• 傅鐘旁罹染癌腫病之鳳凰木，原本枝葉十分稀疏，且在樹幹上有腐朽菌

子實體生長。自 2018 年 5 月起至今，每 2-4 週在根域澆灌拮抗微生物
肥料，長期觀察可見樹冠健康程度已有大幅改善，也能正常開花。

2018.01 2021.01

其他校園樹木救治案例



一號館流蘇
• 2021 年一號館流蘇樹勢衰弱，勘查發現根部腐朽 (採樣檢測結果並非褐根病菌)，
且土壤黏性高且密實。

• 總務處設置圍欄，防止民眾繼續踩踏造成土壤夯實，並委託廠商進行土壤改良。

• 2021 年 9-10 月，流蘇根域澆灌系統性殺菌劑兩次，11月起至今，每週持續澆
灌拮抗微生物肥料，促進樹勢發展。流蘇近期已順利長出繁茂新葉及開花。

2021.10.07 2022.03.26

其他校園樹木救治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