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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入侵紅火蟻 (red imported fire ant,

Solenopsis invicta) 原分布於南美洲巴拉那河

流域颬其蟻群分工細密颬喜群聚且好攻擊颬

除對棲地環境之生物相具有威脅性外颬也由

於入侵紅火蟻的毒液中含有毒蛋白颬民眾若

被叮咬會產生紅腫泡膿的過敏現象 (圖 1)颬

體質過敏者可能引起響克颬甚至有雔死的危

險颭該蟻於 1929 年入侵美國南方颬造成美

國農業韓環境安全上的問題颭由於入侵紅火

蟻在美國的發生範圍相當廣泛颬其防治目標

以降低危害程度為主颬並未採取撲滅的防治

措施颭2001 年該蟻於紐西蘭邊境發現颬立

即採取撲滅措施颬目前已宣布撲滅颭澳洲也

於 2001 年 2 月於布里斯班市 (Brisbane) 發

現颬6 月則在昆霿蘭省成立火蟻防治中心颬

推動 6 年撲滅計畫颬迄今防治成效良好颭92

年 10 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於桃園韓嘉義地區發現疑似紅火蟻入侵農

地案例颬經國立台灣大學昆蟲學系鑑定確

認颭之後颬陸續有民眾被紅火蟻叮咬颬引起

社會各界的注意颭由於入侵紅火蟻剛侵入台

灣颬國內對其認知相當有限颬危及範圍也無

法確知颬防檢局旋即展開全國性調祒顫確立

防治方法顫緊急採購防治藥劑颬並積極推動

跨部會相關防治工作颭在台灣大學等校及農

業試驗改良場所之專家學者協助下颬藉由地

理資訊系統 (GIS) 為輔助工具颬來了解入侵

紅火蟻發生分布的範圍颬並劃定限制區域

(restricted area)颬以圍剿防治方式颬颯行撲滅

計畫及評估撲滅的成效颭

嘉義地區入侵紅火蟻防治及撲滅計畫由

防檢局及嘉義縣政府主導颬並於 93 年 10 月

組成 2 個行動團隊颬第一大隊由水上鄉及中

鞭鄉農會組成的防治大隊颬為實際施藥防治

的團隊；第二大隊則由台南區農業改良場顫

嘉義大學生物資源系顫中興大學昆蟲系顫農

業試驗所嘉義分所及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組

成颬負責火蟻為害區的定界調祒顫衛星定位

韓製圖顫防治效果評估顫施藥範圍圖層的提

供顫協助督導施藥顫資料彙整及分析等颭第

二大隊由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負責團隊之召

集及資料彙整颭95 年起監測及防治效果評估

工作僅由台南場顫嘉義分所及藥試所三機關

負責颭

植物防疫

嘉義地區入侵紅火蟻
防治效果評估及監測調查概況

圖 1. 農民被紅火蟻叮咬後紅腫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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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紅火蟻於嘉義地

區的分布調查

嘉義地區紅火蟻發

生範圍初步僅發現於水

上鄉及中埔鄉，為了標

定發生區域，先以台南

農改場提供的衛星定位

資料為中心，匯入水上

鄉及中埔鄉之電子地

圖，以確定其發生的位

置。並將圖層套入2 km

× 2 km 的方格後，暫劃

定發生區 6 格及緩衝區

14 格，以此 80 km2為紅

火蟻可能發生的範圍 (圖

2)，並以該圖層作為往

後定睬調查及防治區域

睬定的模板。

93 年至 94 年定睬調

查由 5 個機關共 6 組分

區進行調查，由於調查

範圍廣大，又因人力及

時間的關係，經 2 個月

的調查，6 組工作人員仍

無法完成預定調查 80

km2 的範圍，此期間農民

不斷通報新發現點，經

工作小組會議決議，未

來在 2 km × 2 km 範圍內

只要有紅火蟻的發生，

該方格即視為發生區。

發生區外圍 2 km × 2 km

的方格為緩衝區。由於

時間有限，定睬調查的

目標一直無法完成，僅

能藉由農民通報後，由

工作小組進行衛星定

位與製圖。至 95 年 12

月發生區增加為 12

格，包含的行政區有

嘉義市、水上鄉 3 村

(三睬村、國姓村、南

鄉村)、中埔鄉 9 村 (金

蘭村、龍門村、同仁

村、隆興村、富收

村、義仁村、裕民

村、鹽館村、和美村)

及番路鄉內甕村。96

年 4 月新通報點又增

加 1 個行政區 (中埔鄉

頂埔村)，至目前為止

嘉義地區紅火蟻發生

區共有 3 鄉 14 村及嘉

義市 (圖3)。

94 年度由農試所

嘉義分所另外執行緩

衝區河川上游流域附

近紅火蟻的發生調

查，共調查 9 條溪流

及其支條，分別為會

埔大圳、八掌溪、灣

潭支流、灣潭溪、後

坑仔溪、石石弄溪、橫

坑溪、尖山溪及澐水

溪。由劃定發生區向

上游沿途調查，採目

視法及誘餌法調查，

每條河川 4 - 6 個調查

點，每調查點取樣 2 -

6 處。目視調查共計

209 處，並未發現入侵

紅火蟻；誘餌調查共

圖 2. 初步規劃嘉義地區入侵紅火蟻定界調查

的範圍共 20 方格 80 平方公里 (每方格為 2
km × 2 km)

圖 3. 96 年 4 月嘉義地區入侵紅火蟻發生區域

(紅色線) 及緩衝區域 (黃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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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119 件颬也未︷獲入侵紅火蟻颭

嘉義地區入侵紅火蟻的防治工作

嘉義地區於 93 年 10 月底起

在已確定紅火蟻的發生區實施第 1

次餌劑防治颬以人工全面撒布 (圖

4)颭隨即於 11 月 8 日以加保利可

濕性粉劑 1,000 倍針對發生嚴重區域

內的獨立蟻巢颯行灌注撲殺的措施 (圖

5)颭同年 12 月 16 日再實施第 2 次餌劑的

撒布颬則改用機械撒布機撒布餌劑 (圖

6)颬94 年共實施 4 次的餌劑撒布颬95 年

度因天候狀況僅施藥 3 次颭第 1 次餌劑防

治面積水上鄉約 111 公頃颬中鞭鄉約 110

公頃颬第 2 次防治面積約 660 公頃颭由於

民眾陸續通報紅火蟻的發生颬加上緩衝區

防治範圍的擴大颬94 年度增加至 850 公

頃颬至 95 年度防治面積達 1,100 公頃颭由

於嘉義地區紅火蟻防治成效良好颬96 年 4

月實施第 1 次餌劑防治後颬為達撲滅的計

畫颬將防治重心放在幾個發生熱點區如中

鞭鄉金蘭村顫鹽館村及頂鞭村颬對於目前

未再發生的區域如水上鄉三界村顫國姓村

及中鞭鄉和美村顫同仁村等地區擬採取 1

年防治 2 次的措施颬再逐一監測確認紅火

蟻的發生情形颬希望縮小防治範圍颬達到

撲滅的目標颭

紅火蟻防治效果評估

嘉義地區紅火蟻工作團隊成立後颬立

即颯行二階段防治工作颬因時間關係颬第

1 次防治效果評估調祒於二階段防治後才

颯行颬因而無法取靠防治前發生區域內紅

火蟻的發生密度颭第 1 次防治效果評估調

祒於 93 年 11 月颯行颬僅選定水上鄉三界

村約 14 公頃農田作為評估

區颭以 5 m × 5 m 為一

個樣方颬共調祒 70

個樣方颬記錄每一

樣方內不活動蟻

巢數及活動蟻巢

數颭每一樣方均

以 GPS 定 位 4

點颬以了解取樣分

布的情形颭第 1 次調

祒結果顯示平均每樣方活動

蟻巢數有 3.9 個颭

為了能確實追蹤防治成果颬自第 2 次餌

劑施用起颬凡施藥前後均颯行評估區內紅火

蟻發生密度的調祒颭93 年 12 月- 94 年 12 月

選定水上鄉三界村約 14 公頃農田及中鞭鄉

金蘭村約 18 公頃農田為防治效果評估區颭

調祒方法仍採用 5 m × 5 m 為一個樣方颬調

圖 4. 人工撒布餌劑防治紅火蟻情形

圖 5. 以灌注器及噴灑器上下共同灌注藥劑於獨立

蟻巢，進行撲殺的情形

圖 6. 機械

撒布機撒布

餌劑防治紅

火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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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記錄不活動蟻巢數及活動蟻巢數，三界村

分為 7 小區分組調查，金蘭村則分為 6 小

區。第 2 次餌劑撒布於 93 年 12 月 16 日展

開，防治前調查則於 12 月 15 日進行，並以

此次的調查結果作為基準，以估算防治率。

調查結果顯示平均 1 個樣方內有活動蟻數約

3.5 個，至 95 年 1 月 17 日調查時，僅剩約

0.2 個/樣方，防治率在 92％ 以上 (表 1)，顯

示防治效果極為顯著。從每小區內活動蟻巢

數的分布來看 (圖 7)，93 年 12 月 15 日調查

時，三界村每小區平均活動蟻巢數約 70

個，金蘭村約為 85 個，其變異也相當大，

圖 7. 93 - 94 年嘉義水上鄉三界村及中埔鄉金蘭村

紅火蟻餌劑防治前後每小區平均活動蟻巢數之變

化 (箭頭表示施藥時間)

調查日期

12/15/04 (第 2 次施藥前)

01/05/05 (第 2 次施藥後)

01/18/05 (第 2 次施藥後)

02/03/05 (第 2 次施藥後)

03/16/05 (第 3 次施藥前)

04/20/05 (第 3 次施藥後)

05/04/05 (第 3 次施藥後)

06/30/05 (第 4 次施藥前)

08/16/05 (第 4 次施藥後)

09/20/05 (第 5 次施藥前)

11/22/05 (第 5 次施藥後)

12/20/05 (第 6 次施藥前)

01/17/06 (第 6 次施藥後)

樣方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平均 (S. E.)

3.48 (0.39)

1.89 (0.20)

1.44 (0.19)

1.68 (0.26)

1.94 (0.23)

1.46 (0.16)

0.47 (0.11)

0.29 (0.08)

0.14 (0.09)

0.04 (0.05)

0.24 (0.06)

0.11 (0.04)

0.14 (0.07)

防治率 ％

－

45.7

58.6

51.7

44.3

58.0

86.5

91.7

96.0

98.9

93.1

96.8

96.0

樣方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平均 (S. E.)

3.39 (0.37)

1.71 (0.19)

0.93 (0.19)

1.60 (0.25)

1.17 (0.22)

0.69 (0.16)

0.61 (0.11)

0.31 (0.08)

0.47 (0.09)

0.24 (0.05)

0.17 (0.06)

0.10 (0.04)

0.24 (0.06)

防治率 ％

－

49.6

72.6

52.8

65.5

79.6

82.0

90.9

86.1

92.9

95.0

97.0

92.9

三界村 金蘭村

表 1. 93 - 94 年嘉義水上鄉三界村及中埔鄉金蘭村紅火蟻餌劑防治前後平均活動蟻巢數及

防治率 (1)

(1) 防治率％ = 1- (每次調查蟻巢數∕第 2 次施藥前蟻巢數)



區約 9 公頃農田，再分成 3 小區，每小區由

一個單位負責調查，每區以調查田埂上之活

動蟻巢數為主，每小區取 30 個樣點，每點

10 m。95 年度因氣候因素僅全面施藥 2 次，

部分區域再補強施藥 1 次。95 年共調查 5

次，水上鄉三界村及國姓村與中埔鄉隆興村

的防治率已近 100％，而中埔鄉金蘭村局部

小區域的密度有回升 (表 2) 的情形，使得防

治效果呈現不佳的結果，與雨季長，防治工

作中斷有很大的關係。

96 年度於 4 月啟動嘉義地區紅火蟻的

第 1 次全面施藥，第 1 次施藥前調查結果

顯示，4 個評估區中水上鄉三界村及國姓

村並未發現任何活動蟻巢，而中埔鄉隆興

村僅發現 1 個活動蟻巢，金蘭村則有 38

個之多。施藥工作則因氣候關係於 5 月 16

日才完成，也因連續下雨的影響，施藥後

調查工作於 7 月 3 日完成。結果顯示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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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活動蟻巢的分布極為聚集，且嚴重；

經過 5 次的施藥防治，每小區平均活動蟻

巢數降為約 10 個，其信賴區間也明顯縮

小，顯示火蟻的發生已獲得控制，而活動

蟻巢的分布也趨於均勻性。至此之後，鮮

少有農民反映再被紅火蟻叮咬，當地農民

也表示少有紅火蟻的出沒，對於農事活

動，他們也放心不少，也為紅火蟻撲滅工

作注入新的希望。嘉義地區紅火蟻明顯的

防治成效，團隊的分工與積極的投入及相

互合作是最主要的原因。

95 年度工作團隊做了些微的縮編，防

治效果評估及監測工作僅由台南農改場、

農試所嘉義分所及藥試所三機關來執行，

在人力縮減及農事操作的因素干擾下，重

新規劃防治效果評估區域及調查方法。評

估區域有中埔鄉隆興村及金蘭村、水上鄉

三界村及國姓村等四個評估區，每一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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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村仍有紅火蟻發生外，另 3 個評估區均

無發現紅火蟻的蹤跡，顯見，金蘭村有必

要再加強防治，以避免向外擴散，徒增防

治上的困擾。

未來防治及監測工作

嘉義地區入侵紅火蟻在全面防治下，防

治成效極為良好。目前僅部分區域零星的發

生，易造成防治上的死角，也是目前防治績

效無法再提高的主要因素。為此，95 年 11

月郭組長克忠博士於藥試所召開工作小組會

議，決議以嘉義縣二鄉農會初步認定的中低

風險區，優先進行定界調查。監測方法採誘

餌誘集法，調查時間以每月 1 次為原則。96

年 2 月及 3 月先於義仁村進行全村調查，全

村面積約為 2.8 平方公里，共芃置 30 個誘集

點，每誘集點均以GPS 定位，以確定誘集點

的分布位置。二次調查結果均無捕獲入侵紅

火蟻。由於監測區域面積廣大，工作小組無

法於短時間內完成，郭組長再於 96 年 5 月

10 日於藥試所召開工作小組會議討論未來

監測工作如何規劃。為了能達到全面性的

定界調查，以確定紅火蟻發生區域，會中

決議由縣政府主導請防治隊員協助進行紅

火蟻發生區的復查，復查前先召開說明

會，並提供每村空照圖予防治隊員，作為

調查路徑的參考，另外，也請國家紅火蟻

中心提供簡易型 GPS，以了解復查的路

徑。該說明會於 6 月 11 日召開，防治隊於

6 月底完成普查工作。

普查時發現有紅火蟻發生的地區，再

經由工作小組現場觀察確認並衛星定位，

以重新劃定發生範圍。96 年 7 月 20 日於藥

試所召開普查後工作小組會議，討論如何

劃定發生區域及防治範圍，會中決議以行

政區界為藍本，依紅火蟻發生密度來劃定

暫不防治區、一般防治區及特別防治區。

將確定仍有火蟻發生且具高風險區的中埔

調查日期

03/03/06

(第 1 次施藥前)

05/02/06

(第 1 次施藥後)

08/15/06

(第 2 次施藥前)

11/14/06

(第 2 次施藥後)

01/25/07

(第 2 次施藥後)

04/12/07

(第 3 次施藥前)

07/03/07

(第 3 次施藥後)

平均
(S. E.)

0.11

(0.04)

0.01

(0.011)

0

0.02

(0.01)

0

0

0

防治率
％

－

90.0

100

82.0

100

100

100

平均
(S. E.)

0.03

(0.03)

0.01

(0.01)

0

0

0

0

0

防治率
％

－

66.7

100

100

100

100

100

平均
(S. E.)

0.13

(0.04)

0.03

( 0.02)

0.111

(0.043)

0.29

(0.06)

0.24

(0.07)

0.42

(0.13)

0.11

(0.05)

防治率
％

－

75.0

16.5

0

0

0

15.4

三界村 國姓村 金蘭村 隆興村

表 2. 95 - 96 年度嘉義水上鄉三界村、國姓村及中埔鄉金蘭村、隆興村紅火蟻餌劑防治前

後平均活動蟻巢數及防治率 (1)

(1) 防治率％ = 1- (每次調查蟻巢數∕第 1 次施藥前蟻巢數)

取樣數

90

90

90

90

90

90

90

平均
(S. E.)

0.13

(0.04

0.033

(0.02)

0

0.02

(0.01

0

0.01

(0.01)

0

防治率
％

－

75.0

100

84.6

100

9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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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金蘭村、鹽館村及頂埔村列為特別防治

區，其中頂埔村為 96 年 4 月新通報點。中

埔鄉富收村、義仁村、裕民村雖有發生但

火蟻蟻巢數在 10 個以下，另外，和睦

村、隆興村及龍門村雖有通報，但現場衛

星定位時並未發現火蟻蹤跡，以上六村列

為一般防治區。原有發生的中埔鄉和美

村、同仁村、番路鄉內甕村及水上鄉的國

姓村、三界村及南鄉村並未發現有火蟻的

發生，暫列不防治區 (表 3)。96 年 8 月起

的防治重點擬放在特

別防治區及一般防治

區，防治面積由原先

的 1,100 公頃，減到

350 公頃。並建立特別

防治區金蘭村、鹽館

村、頂埔村三村的藥

效評估模式，以監控

防治成效，務必降低

其擴散的風險，朝撲

滅目標邁進。

第 1 次普查的範

圍主要以原防治區域

為主，為免疏漏，擬

於 8 月第 1 次施藥

後，啟動第 2 次普查

工作，希望擴大普查

範圍。另外，先選定

水上鄉國姓村、三界

表 3. 96 年嘉義地區紅火蟻發生區域第 1 次普查面積及防治區

面積估算

水上鄉

合計

中埔鄉

合計

合計

番路鄉

總計

村面積

(公頃)

324.27

272.43

1027.75

375.05

337.54

316.08

213.3

282.48

390.81

261.59

357.15

150.46

553.94

268.07

883.87

普查面積

(公頃)

25.95

121.2

10.81

157.96

131.52

5.05

1.39

137.96

55.21

165.43

15.9

70.99

116.34

35.28

459.15

69.77

9.43

6.69

840.96

防治規劃

暫不防治區

暫不防治區

暫不防治區

特別防治區

特別防治區

特別防治區

一般防治區

一般防治區

一般防治區

一般防治區

一般防治區

一般防治區

暫不防治區

暫不防治區

暫不防治區

防治區面積

(公頃)

－

－

－

81.45

35.69

49.99

167.13

40.81

47.98

13.80

15.31

50.56

11.40

179.86

－

－

－

346.9

三界村

國姓村

南鄉村

金蘭村

鹽館村

頂埔村

富收村

義仁村

和睦村

隆興村

裕民村

龍門村

同仁村

和美村

內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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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紋夜盜蟲屬鱗翅目、夜蛾科，俗稱

黑肚蟲、黑蟲或行軍蟲。一年可發生 8 -

11 世代，初孵化之幼蟲為灰綠色，具群

集性，三齡以後幼蟲漸轉為黑色。幼蟲晝

﹀夜出，雜食性，可危害多種作物如葉菜

類、茼蒿、落花生、田菁、毛豆、豌豆、

大蒜、青蔥、甘藷、玉米、蓮花及花卉等

數十種作物。成蟲全身均呈黑褐色，成蟲

翅中央有 1 條寬長灰白斜帶，有趨光性，

雌蟲交尾後飛至植株葉背產下數百粒之

卵，卵上並附有雌蟲之鱗毛。

台南區農業改良場說明，在防治上應

注意下列事項：1. 於幼蟲及成蟲傍晚開始

活動時噴藥，效果較佳，噴灑時應注意使

用充足水量；2. 參考植物保護手冊推薦用

藥，選擇藥劑交互使用，以避免害蟲產生

抗藥性；3. 利用性費洛蒙長期誘殺成蛾，

以降低田間蟲口密度。每公頃芃 5 - 10 個

點，放置高度為作物生長點高 30 - 60 公

分，每月更新誘餌 1 次。作物種植密集地

區應採共同防治，成效更佳；4. 注意清園

工作，間作之作物應同時施藥，徹底清除

蟲源；5. 旱田作物於種植前整地翻犁後浸

水 1 天以上，可將土中之蛹或幼蟲淹死；

6. 收穫前注意化學藥劑的使用，或改用蘇

力菌防治，注意安全採收期，以免造成農

藥殘留過量之問題。

及時防治斜紋夜盜蟲．確保農作物收成

台南區農業改良場：06-591-2901轉303

村及中埔鄉金蘭村為定期監測區域，以食

物誘集法執行全村監測調查。由台南農改

場、嘉義農試分所及藥試所 3 組分工調

查，以每月調查 1 次為原則。將調查結果

提供給防檢局及嘉義縣政府，作為解除列

管的參考。

結語

92 年 10 月嘉義地區於水上鄉三界埔

苗圃及其附近農田發現入侵紅火蟻後，經

由政府宣導及農民的警覺與通報，發生面

積迅速擴大，包括水上鄉三界村、國姓村

及中埔鄉金蘭村、龍門村、富收村、義仁

村、裕民村、隆興村，農民受攻擊的案例

也明顯增加。防檢局及嘉義縣政府基於防

治時效的考量，93 年 10 月立即成立工作

團隊，並展開防治計畫，在農會與防治大

隊全力配合且用心防治下，經 1 年 2 個月

的 6 次施藥防治，不但紅火蟻發生區沒有

繼續向外擴散，防治效率更達 90％ 以

上，為當地農民解除受紅火蟻叮咬的危

機。然而，防治成效固然卓越，但因零星

的發生，及農田耕作狀態，撲滅計畫因而

遇到了瓶頸。為達撲滅目標，遂進行復查

工作，以確定紅火蟻的發生區域，重新規

劃防治方針。96 年 6 月已完成第 1 次複

查工作，並重新規劃防治區域，8 月起的

防治工作將依新的規劃及防治方針進行加

強防治，希望今年 12 月能再縮小重點防

治區域，也希望當地農民多注意周圍環境

是否仍有紅火蟻的出沒，一有發現，請立

即向縣政府或農會或農業試驗改良場所通

報，以採取立即撲殺的行動，好讓嘉義地

區入侵紅火蟻的撲滅計畫早日達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