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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害蟲誘引技術主要根基在昆蟲的趨性，現今運用較廣的趨性包括嗅

覺與視覺。現今嗅覺趨性的研究，主要針對費洛蒙及食物引誘物質與技

術開發，應用在害蟲監測、直接防治與性別誘引上，現今開發的產品包

括各類害蟲之性費洛蒙與害蟲偏好的揮發性食物引誘劑。此類化學物質

不但可利用在大量誘殺外，也可干擾或阻斷害蟲的生殖或其他行為，甚

至可吸引天敵協助防治或增加作物發育有利條件等，應用與發展價值值

得重視。害蟲視覺的趨性應用較廣，利用害蟲對特定顏色、光波長或反

射光具正、負趨性，改變害蟲的活動行為，結合黏膠、誘集盒、水盤等

資材達到監測與防治的目的。目前有有色黏板、銀灰色塑膠防蟲布、分

光誘集等應用。此類資材目前廣泛運用於田間栽培管理上，但其防治效

果亦受到田間管理技術的影響而有差異。目前誘引技術的發展已朝向整

合不同的趨性及科技進行防治，以期達到更有效的監測或防治。現今消

費者與農友對於非農藥防治的需求與要求日益高漲，害蟲誘引技術不但

可提供監測害蟲族群密度、評估藥劑施用或其他防治方法的施用時機，

對於害蟲防治亦是一種經濟且對環境友善的防治策略，未來應用的範圍

與整合值得更多投入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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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國人對食的安全日益重視，農藥的使用與殘留也經常是大眾關注的

焦點。農藥的安全使用一直是相關輔導機關的重點工作，大多數農友也



 1

積極配合安全用藥的工作。但消費者本身對農藥的疑慮仍深，農友在蟲

害、收成、安全三方面都受到消費者的關心與壓力，也因此有消費者與

團體開始推行並採購少數非農藥防治法所生產的農產品。此趨勢的癥結

在於消費者對農藥安全有疑慮，因此天然防蟲資材及各項物理防治資材

逐漸受到重視。在各項天然或物理防治資材中，部份資材仍須如一般農

藥施用方式，接觸作物與害蟲，在作物種類複雜的台灣，天然資材對害

蟲的效用不易評估。誘引防治是以害蟲的習性為基礎，針對害蟲的特定

需求或習性設計資材。此防治方法易搭配其他害蟲防治策略施行，隨選

擇的資材而有不同的誘引頻譜。在政府與民間積極的推廣應用後，國內

農友已開始重視害蟲的誘引防治法，目前已朝向共同防治的目標邁進。 

 

蟲害管理概說 
蟲害管理除了消滅田間害蟲外，其他的管理事項大多被農友忽略。

蟲害管理的目的不是消滅田間所有的害蟲，而是管理田間害蟲的密度至

不造成經濟損失。管理工作即是整合田間害蟲資訊與施用防治策略，確

認害蟲的種類及選擇對應的防治策略便是蟲害管理的基本工作。一般認

為農藥的殺蟲頻譜較廣，農友可根據各類作物上的推薦藥劑使用即可，

對於害蟲的種類通常較不關心。但誘引防治中有些資材的專一性高，若

沒有確認害蟲種類或種類鑑定錯誤，致使用錯誤的資材，即會造成農作

物的損失與資材浪費。確認害蟲種類後，可根據害蟲的習性、耕作方式、

作物種類及生長時期、經濟價值等，選擇蟲害管理的策略。例如多年生

的作物，較適合長效、低人力需求、低成本的防治策略；短期作物較適

合施用效果迅速的防治策略。 

目前病蟲害的防治多以化學藥劑為主，非農藥防治及誘引防治對農

友而言仍是不偏好的選項。但田間蟲害管理除了以速效的防治方法在短

時間降低害蟲密度，也應以長期、緩效的防治方法，長期管理田間的害

蟲密度，才能有效控制田間多種害蟲的危害。農友更應注意田間持續存

在且密度容易變化的害蟲種類，若能對此類害蟲安排長期緩效的防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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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將此害蟲密度壓抑在輕度危害的範圍下，對短期、突發性的蟲害防

治與防治成本將有極大助益。在一持續、穩定的耕作環境中，蟲害管理

的最終目標，是將田間的害蟲族群量維持在輕度甚至不危害的程度。誘

引防治技術正可提供農友長期緩效的防治田間特定害蟲，在與速效的化

學防治方法配合下，可使田間害蟲的密度穩定維持在一定範圍，節省防

治成本與人力花費。 

 

誘引防治之基礎 
誘引防治是根據昆蟲的趨性所設計。昆蟲在面對環境因子(如光、

熱、引力、化學物質等)的刺激時所產生的反應運動即為趨性。趨性有正、

負之別，例如許多蛾類與甲蟲會在夜間趨向光源移動；白蟻工蟻、衣魚

等昆蟲會趨向暗處移動。根據害蟲的覓食、繁衍、移動等需求所設計的

誘引防治法，可執行田間害蟲的監測、偵測、大量誘殺、干擾交尾等多

樣化的防治策略。 

現有的誘引防治資材多以光、顏色、化學物質等為設計媒材，其誘

蟲的頻譜也不盡相同，農友可根據田間害蟲的種類、組成，選用適合的

資材進行防治。誘引防治的效果表現會隨環境、使用方法、配合的防治

策略而有極大差異，也是農友使用此類防治時最大的障礙。此類技術是

讓害蟲主動移動至特定區域或容器內，若誘引媒材對害蟲當時的誘引力

不足，就會影響到防治效果，甚至造成田間害蟲密度增加。誘引技術的

另一特性是沒有方向性，也因此農友會質疑若將其他區域的害蟲誘入本

田中，會增加蟲害風險。 

誘引技術是必須搭配其他防治策略一起施行的技術，此技術適合用

於大面積的共同防治，目前已有許多縣市開始施用相關的防治技術，也

獲得良好的防治效果，尤其是位於防治區中心區域的農地更有顯著效

果。其實不論施用何種防治策略，田間害蟲都會不斷遷入本田中，施用

此技術不但可同時減少田間與遷入的害蟲族群，更可降低蟲害風險與後

續的防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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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顏色等誘引技術 
光與顏色是昆蟲活動、辨識寄主、遷移等生存本能的重要根據。不

同昆蟲對光本身即有不同趨性，故人造光源可吸引對光有正趨性的昆

蟲。田間多種夜蛾類與鞘翅類害蟲對光均有正趨性，在設備允許下，已

有不少農友使用這類防治資材。通常此類資材會結合水盆、風扇等捕捉

裝置，以避免誘引來的害蟲於燈光附近的作物上為害。 

顏色是光照射物體後反射特定波長而形成，對昆蟲應屬間接的效

果。研究顯示許多小型的害蟲可根據作物所反射的波長，決定是否降落

在作物上。例如環境中特定波長的紫外光可影響粉蝨類害蟲在作物間的

移動，在阻斷紫外光後，溫室內的粉蝨移動變慢，且傳播病毒的速度減

緩，對短期作物的生長不致有太大的阻礙。大多數的昆蟲對顏色具有不

等的偏好性，黃色是較多昆蟲偏好、應用範圍也較廣的顏色。通常此類

防治方法的誘蟲頻譜廣，會以水盤、黏膠等搭配顏色進行害蟲防治，其

中應用最廣的就是有色黏蟲紙。 

 

化學性誘引技術 
性費洛蒙及副費洛蒙是化學物質中應用最廣，也是專一性較高的防

治資材。費洛蒙是同種昆蟲個體間傳遞訊息的化學物質，同種個體可藉

不同的費洛蒙傳遞各類訊息，其中與繁衍後代有關的性費洛蒙最常作為

誘引防治的媒材。副費洛蒙是指與昆蟲的特定性別誘引有關，但此物質

與昆蟲交尾、繁衍的關係並不清楚。這兩類化學物質的應用已經相當普

遍，目前有多種夜蛾類的性費洛蒙已於田間廣泛使用；而實蠅類則是以

甲基丁香油及克蠅等副費洛蒙進行誘殺防治。 

另一類化學物質是利用蛋白質水解物，及昆蟲寄主本身的氣味或腐

熟香氣作為誘引的媒材，誘引的範圍較廣，受誘引對象不限定為害蟲種

類。此類媒材主要是彌補性費洛蒙大多用於滅雄的缺憾，因為田間雌蟲

才是主要繁衍與造成作物受害的個體。此類化學物質多為食物誘引劑，

田間雌蟲為繁衍後代需補充養分，便會選擇喜好的寄主氣味或食物趨



 4

向。食物誘引劑多半會添加廣效性的殺蟲劑成為誘殺劑，廣泛應用在

瓜、果實蠅的防治上，也有部分農友會以糖蜜、成熟瓜果混合來誘引雌

性實蠅產卵，以避免田間作物受害。 

以化學物質誘蟲的優點是專一性較高，種類間不會互相干擾，且不

會影響其他防治策略。但性費洛蒙或副費洛蒙防治多以滅雄為主，田間

雌蟲仍對作物具有威脅，所以目前仍在尋找對雌蟲具有引誘效果的成

分。 

 

誘引技術之發展及應用 
在安全農業的觀念高張的時代，非農藥防治法已經能得到消費大眾

的認同，誘引防治是一項不需要施用天然或人工合成物質於作物上的防

治方法，相信其安全性更能夠得到消費者與農友的青睞。誘引技術發展

至今已臻成熟，不論誘蟲頻譜的廣度如何，皆能獲得一定的防治效果。

目前研發的重點應在於如何提高誘引效果、與其他防治策略整合，以減

少農藥施用，降低農藥殘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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