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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荼園害瞞類防治技術

文圖/茶作課曾信光

近年來由於農藥的廣泛施用，影響了天敵的繁殖與生存環境，降低了天
敵對害瞞類的制衡作用，又因瞞類有特殊的生殖方式，世代短、繁殖力強，

容易發展成為高度抗藥性族群，導致瞞害問題日趨嚴重。若用藥不當，或勤

於用藥，不僅容易產生抗藥性問題，同時也會因而改變其生態分佈，使防治

工作加倍困難。目前在其他防治技術尚未成熟之際，其防治方法仍以藥劑為

主，但就有機茶園而言，因無法以藥劑防治害瞞類，為減輕危害威脅，謹提

供以下建議:
l.必須先知道發生的是何種瞞類，並瞭解其生態習性，而調整其防治技術	 。

如神澤氏葉埔棲息在嫩葉背、茶葉埔棲息在成葉正面、錫蘭偽葉瞞棲息在

葉柄及葉背主脈。 

2.	 隨身攜帶放大鏡，經常到田問作逢機取樣，檢查葉片(應採自不同層次或

老、嫩葉) ，若發現平均一片葉上有一隻以上葉瞞危害時，即應、採取防治措


施。
 

3.	 儘量避免不必要的用藥，在茶園週圍種植蜜源植物 ，增加天敵在田間生存
繁殖機會，增強其對害瞞之制衡力量。在茶園常見害爛的捕食性天敵有捕


植瞞(幼爛、若瞞、成瞞)、草鈴(幼蟲)、瓢蟲(幼蟲、成蟲)等。
 

4. 若水源充足，利用高壓動力噴霧機噴水的方法 ，亦能達到防治的效果 。 

5.	 採用非農藥防治資材，如窄域油(一路 )11頁)、糖醋液(必須自製) ，稀釋 500

倍，每隔 7天連續施用二次以上，但茶葉施用後應隔 10天以上採收，以免茶

葉殘留異味。 

6.	 平時多注意天候變化，雨水充足時以發生神澤氏葉瞞為主，乾旱季節則以

發生茶葉瞞為主，而錫蘭偽葉瞞則發生在夏秋季節。

參考以上方法，再視茶園耕作方式，作適當的調整，對於埔類之危害可

達到安全、經濟、有效的防治目的。

散裝食品應標示品名及原產地(國)自 99年 1 月 1 日起實施，保障消費者知的權益


資料來源、/衛生署


基於保障消費者選購散裝食品知的權益 ， 衛生署於本 (98) 年 3 月 25 目公告 「散裝食品標示相關規定 J 並

自 99年 1 月 1 日起實施。屆時，具有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食品業者，其陳列販售場所陳售之散裝食品，應、依規定

以卡片、標籤或標示牌，採懸掛 、立(插)牌、 黏貼等方式， 顯著標示該散裝食品之品名及原產地(國) ，以利

消費者認明。

衛生署食品衛生處表示，品名及原產地(國)資訊係常為消費者選購散裝食品時所需要及關切之事項，尤

其是原產地(國)訊息，更是消費者據以判定價格、品質與購買信心之關鍵。衛生署積極推動散裝食品標示，希

望藉由此項措施，使消費者於購買散裝食品時，獲得更多的產品資訊，避免買到來路不明的黑心食品。

衛生署呼籲，具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的食品業者，陳列販售散裝食品時應負起企業主責任，及早規劃及準

備標示事宜，以保障消費者權益，否則正式實施後，如經查獲有不符合規定者，將依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7條

之 1 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之罰餒。詳細公告規定請逕上衛生署網站 (www.doh.gov.tw) 或食

品資訊網 (www.food.doh.gov.tw)之新聞公告項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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