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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心中感到疑問：「一度令人

聞之色變的紅火蟻，怎麼最近銷聲匿跡

了？媒體也沒有紅火蟻入侵的新聞，難

道紅火蟻已經被消滅了？」請看我們以

下的報導。

火蟻防治．成立國家級中心
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主任、台灣大學

昆蟲系教授吳文哲說：「入侵紅火蟻的數

量及密度雖然已大幅降低，但並未完全消

滅，尤其紅火蟻繁殖力強、復發機率高，

民眾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2003	年	 10	月，桃園及嘉義地區的

農地發現疑似入侵紅火蟻危害案例，疫情

持續擴大，不少地區的學校、行道樹、農

田都可見到入侵紅火蟻的蹤跡，即使是首

善之區台北市也曾傳出紅火蟻疫情。由於

紅火蟻的攻擊性強，不但會破壞環境生態

，人體一旦被叮咬，會出現傷口紅腫、甚

至過敏性休克等症狀，引發民眾高度關切

，農委會乃於	2004	年	11	月成立國家紅

火蟻防治中心，擬定撲滅紅火蟻的作戰大

計畫，全面圍堵紅火蟻入侵。

經過防治人員	3	年多來的努力，紅火

蟻的陰影逐漸從民眾的生活中褪去。吳文

哲主任說：「以前在市區行道樹、學校、

農地及公園均可發現紅火蟻的蹤跡，如今人

口密集區已經很少看到紅火蟻；以前經常可

見大如山丘的紅火蟻巢穴，現在也很難看

到了，這些都是政府各單位防治人員	 3	年

多來嚴密監測、偵察與防治的成效。」

紅腫刺痛．火蟻叮咬威力大�	
美國、澳洲、中國、香港及台灣是目

前發現遭紅火蟻入侵的國家，以美國為例

，紅火蟻入侵初期以每年約	 200	公里的

速度擴散，造成嚴重的危害；吳文哲主任

科技管理‧防火蟻大作戰
群策群力‧三年終有成

文圖｜陳祥麟   部分資料及圖片提供/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

植物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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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主任吳文哲與工作同仁

兩隻紅火蟻正透過觸角交談

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主任吳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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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寬回憶：「外勤防治人

員在外施藥及放置誘餌時

，被紅火蟻叮咬的機率很

高，有名外勤人員雖是體格

壯碩的男性，但工作第一天就

被紅火蟻叮咬，剛好他屬過敏體

質，沒多久竟昏倒，把大家嚇了一

跳。」

賴鴻寬說，還有一名日本昆蟲專家因

擔心紅火蟻入侵沖繩，特地到台灣隨著火

蟻中心人員到台北縣三峽鎮訪查紅火蟻防

治工作，該專家還特意讓火蟻在自己的手

背處叮咬	7、8	處，想試試紅火蟻的「厲

害」，半小時後，傷口出現搔癢、刺痛及

紅疹狀況，再過半小時，脖子及身軀也開

始出現發熱、發癢的紅疹。他立

刻帶著該專家就醫，打了	

2、3	 個小時的點滴，

紅疹才逐漸退去，也

讓人見識紅火蟻的

可怕。

不論男女．防治

甘苦一籮筐
火蟻中心製圖組組

長顏睦歆雖是女性，對於

紅火蟻的兇猛亦印象深刻。她

說：「紅火蟻活動力強，被火蟻叮

咬在所難免，只是紅火蟻咬人的速

度很快，可以連續叮咬	7、8	下，

因此發現火蟻上身時，一定要趕快

拍掉，否則火蟻釋放的毒蛋白很容

易引發嚴重的過敏反應。」

曾負責偵察台北縣土城市紅火

蟻發生情形的火蟻中心偵察員柯寬

說：「如果以美國紅火蟻的侵害速度來看

，台灣如未做好防治工作，只要	 2	年時

間，台灣即可能淪陷，被紅火蟻所『攻占

』。」

對付入侵紅火蟻，防治中心人員個個

練就一番好功夫。由於入侵紅火蟻原本分

布在南美洲巴拉那河流域，並非台

灣本土種螞蟻，火蟻中心人員

剛開始面對此外來種昆蟲，用

盡各種方法，從誘餌選擇到

施藥、以及採取科技方法偵

測及監測紅火蟻疫情，均煞

費苦心。

火蟻中心疫情組組長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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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噴藥相當辛苦

入侵紅火蟻的繁殖力超強

紅火蟻叮咬後，
會產生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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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說：「土城有市區有山區，市區交通混

亂、尋點不易；山區則道路崎嶇，若遇野

狗或蟲蛇經常險象環生。晴天時豔陽高照

、暑氣難擋；西北雨驟來時，又讓人措手

不及；有時設點後，再回頭收取樣管時，

卻遍尋不著，箇中滋味，只有親身體驗才

能感受。」

負責偵察桃

園縣大溪鎮紅火

蟻的偵察員王有

信也表示：「偵

察紅火蟻的工作

看似簡單，但若

要提高工作效率

及品質，即須發

揮軍隊對敵演習

作戰的精神，事

先擬定偵搜計畫

，我記得第一天

上班時，花了半天時間只有	 8	支偵測管

有收穫，卻累得不得了；另外，由於是單

獨行動，也得特別注意自身安全，充足的

飲食、簡易藥品、護身的打狗棒及驅蛇棍

都少不了。」

繪製地圖．監測防治嚴把關
要消滅紅火蟻，得先偵察確認紅火蟻

的分布，意即找出紅火蟻的危害範圍，經

投藥撲滅後，再觀察牠們是否持續繁殖。

設計誘捕紅火蟻的方法、過程相當有趣，

一般人以為螞蟻喜歡吃甜食，誘餌應該以

糖果、糕餅為主，但事實並非如此，賴鴻

寬表示，火蟻中

心人員參考美國

及澳洲的做法，

以熱狗、花生醬

等食物做為誘餌

，發現台灣的紅

火蟻並不愛吃，

經過多次實驗，

終於找到入侵台

灣的紅火蟻最愛

－高熱量的洋芋

片。

防治人員在紅火蟻入侵地區進行普查

，以每	 200	平方公尺為單位放置偵測管

，每個偵測管裡則放著紅火蟻最愛吃的洋

芋片並以	 GPS	衛星定位系統記錄偵測管

所在位置，藉以誘捕紅火蟻，平均每半小

時至	1	小時回收偵測管，此時管子裡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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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紅火蟻的蟻巢模型 火蟻中心人員遠赴澳洲取經

火蟻防治中心主任吳文哲 (中) 與疫情組長賴鴻寬 (左)、
製圖組長顏睦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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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只有	10	-	15	公頃；改用沙灘車施

藥後，工作效率大幅提升，一天的施藥面

積可達	20	-	30	公頃。

使用沙灘車之前，火蟻中心曾在台北

縣鶯歌鎮大漢溪畔

以直昇機進行困難

地形施藥及藥劑均

勻度測試，由於當

地地形及風速影響

，直昇機墜毀，計

畫失敗；火蟻中心

接著改裝農地搬運

車、耕耘機及曳引

機等測試，最後發

現將撒佈機裝置在

沙灘車上的效果最

好；遇到車輛無法

進入的困難地形，

也可以快速拆卸撒

佈機，由人工背負

施藥。

但對付紅火蟻

，並非噴了藥就了

事。火蟻中心研發

多重監督法，要求

防治人員施藥時，

還必須隨身攜帶衛

星定位儀記錄施藥

軌跡，並請專人以

黏紙監測施藥用藥

量及均勻度，兩者

交互分析結果，再針對未達施藥標準地區

，要求防治人員重新施藥或補施藥。

賴鴻寬說：「台灣這套紅火蟻防治系

統發展至今已經越來越完善，與先進國家

到的螞蟻是否為紅火蟻，就得送回火蟻中

心鑑定。鑑定人員倒出一根根偵測管裡的

螞蟻，經過肉眼初步挑選後，再放到顯微

鏡下分辨確認；確認為入侵紅火蟻後，經

核對	 GPS	的定位

紀錄找到紅火蟻發

生地點，火蟻中心

即可繪製防治工作

地圖，再轉交地方

政府執行防治。

除了誘餌，火

蟻中心還布下陷阱

捕捉紅火蟻，藉此

進行紅火蟻的長期

密度監測。在入侵

紅火蟻發生的台北

縣八里、三峽、樹

林、鶯歌、林口，

桃園縣八德、大溪

、中壢、平鎮、桃

園市、觀音、蘆竹

、大園及龜山鄉等

地，在地面打洞設

置掉落式陷阱，將

裝有酒精的偵測管

放在洞裡，監測紅

火蟻的密度增減。

防治系統．與先

進國家同步
找到紅火蟻後

，得施藥消滅。在施藥工具方面，火蟻中

心經過多次實驗，改裝出最適合台灣地形

及噴撒紅火蟻藥劑的沙灘車及撒佈機；賴

鴻寬表示，以前以人力施藥，每人每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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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改裝的沙灘車噴藥，效率提高許多

透過衛星定位系統繪製而成的防治工作地圖相當先進

偵測管中，有著各種螞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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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桃園縣新屋、楊梅、龍潭以及嘉

義縣殘存的紅火蟻。

賴鴻寬分析，紅火蟻大多躲在人跡罕

至的地區，如廢耕農地、山區產業道路、

廢棄營區以及尚未開發的重劃區等，若要

全力圍堵，需結合政府各部門的力量，加

強防治這些地區。

吳文哲主任強調：「紅火蟻防治工作

需要科技化以及現代化的方法，台灣的防

治工作技術層面已相當

成熟，不輸給先進國家

；未來如何持續提升防

治效率，端視政府各單

位以及民眾是否確實做

好各項防治工作。」

他說：「入侵紅火

蟻的撲滅工作，如同風

中的沙塵，總是捕捉不

全，需要整合政府各部

門的力量，同時加強教

育宣導，讓民眾更認識

紅火蟻，唯有政府與民

間一起合作，才可能讓

紅火蟻在台灣銷聲匿跡。」	 	

相較毫不遜色，火蟻中心人員曾到澳洲觀

摩當地如何防治紅火蟻，發現竟與台灣類

似，澳洲也採用改裝沙灘車以及	GPS	定

位進行施藥，不過澳洲主要仍採直昇機進

行大面積施藥。」

整合力量．政府民間齊努力
火蟻防治中心統計，經過這套嚴密的

防治及監測系統，目前台灣紅火蟻仍發生

面積寬估約	 5,700	多公

頃，占原規劃防治面積	

40,000	公頃的	 14.25％

，且密度持續獲得有效

控制。目前仍有紅火蟻

蹤跡的縣市包括台北縣

三峽、樹林、鶯歌與林

口等地；桃園縣主要集

中於蘆竹、大園、龜山

、大溪、中壢、觀音、

八德、平鎮及桃園市等

地區；嘉義縣經全面防

治後，目前僅剩中埔鄉

部分區域仍有發生，面

積約	65	公頃。未來將以「分區撲滅」為

策略推動防治工作，優先撲滅台北縣三重

紅火蟻的蟻巢相當壯觀，內部的結構宛
如蜂巢

紅火蟻正在搬運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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