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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蜜蜂消失的議題常與農藥

使用劃上等號，在農藥核准的管理措施

上，各國都特別關注農藥對其他非目標

生物的影響；其中針對外來害蟲荔枝椿

象（Tessaratoma papillosa）危害下，

防檢局在106年1月6日公告多項荔枝、

龍眼的延伸使用藥劑，以協助農民取得

合法防治用藥，包含受注目的類尼古丁

藥劑益達胺。

今年受氣候影響，導致荔枝及龍

眼花期混亂，農民防治荔枝椿象時間不

一，使蜂群無辜受農藥影響，蜂農採蜜

時期蜂勢受損嚴重，因而紛紛把矛頭指

向多項延伸用藥是否為造成蜜蜂中毒的

元兇，並嚴正向農委會提出禁用益達胺

的異議。農委會積極處理此議題，遂於5
月18日召開專家會議討論並決議將益達

胺禁用兩年。104–106年而本場接受防

檢局委託辦理蜜蜂農藥中毒之調查，目

的就是要在此刻提出科學證據，提供各

領域專家作為研判依據。

但上述調查過去3年累積的案件數

僅32件，其中不乏本場主動出擊探訪

蜂農，並懇求蜂農提供死蜂樣品檢驗。

多數蜂農在中毒事件發生後多採消極態

度，常常自認倒楣，埋怨農藥使用，但

卻不願主動通報蜜蜂中毒事件，使得3年
來的通報受檢案件不多，與蜂農實際中

毒案件數有相當大的差距。

本場執行蜜蜂中毒調查，除採樣死

蜂檢測農藥殘留外，亦會採集巢片內的

蜂糧，檢測是否受到污染，萬一巢房中

蜂糧受農藥污染，才能提醒蜂農銷毀受

污染蜂糧，避免幼蟲再度取食，造成更

嚴重的傷害。為了瞭解作物農藥使用對

蜜蜂的威脅，落實農藥管理，改善農民

的用藥習慣，也需調查周遭作物，必要

時進行採樣。臺灣作物相複雜，農藥使

用的種類亦多，發生蜜蜂中毒案件非蜂

農所願，但為了拯救蜜蜂的生存環境，

蜂農們更應該積極配合蜜蜂中毒事件的

調查並主動通報，以求取得到更多有力

的證據，找出讓蜜蜂中毒的元兇，這是

為了替無法說話的蜜蜂發聲，更是為了

讓臺灣的農業生態環境能生生不息。

接下來的兩年是益達胺、可尼丁及

賽速安這些類尼古丁農藥的觀察期，本

場懇請蜂農協助蜜蜂中毒事件調查，讓

政府單位能確實掌握威脅蜜蜂的農藥，

進一步限制對蜜蜂劇毒性農藥的使用，

可洽蜜蜂中毒通報窗口：本場蠶蜂課

（徐助理研究員培修，電話：037-222-
111＃339）。

蜜蜂中毒通報對作物農藥管理之重要性

第二屆百大青農，展現食力、成果輝煌

  本場為蜜蜂中毒通報處理窗口，受理通
報後至現場採樣。

  林主委聰賢（左四）頒證予呂場長秀英
（左五）引領之青農與陪伴師。

  呂場長秀英（左一）向林主委聰賢（左二）
說明輔導成果。

  呂場長秀英（右）前往青農林椿淞（中）
攤位，關心蜂產品銷售情形。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5月13至14日
在臺北希望廣場隆重舉行第二屆百大青

農成果發表會，農委會大家長林主任

委員聰賢於5月13日開幕時親自頒發青

農、陪伴師及輔導單位證書，並將第二

屆的成果與經驗傳承給第三屆青農，象

徵臺灣農業的發展生生不息，林主任委

員聰賢也向消費者推薦青農在地用心生

產的農產品，活動圓滿溫馨。

第二屆百大青農本場輔導共有7
位，產業類別包括有機農業、水稻、果

樹、蔬菜、雜糧、種苗及養蜂，經由2
年陪伴式輔導，總產值超過3,000萬元，

平均成長94%。除協助栽培技術精進

與蜂產品加工技術外，另有設備（施）

補助、低利貸款、通路媒合等，以穩定

栽培基礎、增加作物收益、擴增產品通

路，成為青年農民標竿。上述7位青農，

其中王長添青農擔任新竹縣青年農民聯

誼會會長，是地區農民領頭羊；呂沛諭

為女性從農的最佳學習案例；謝富羽連

續2年榮獲紅棗王殊榮；魏盛璿將管理帶

入農業經營，並邁向二級產業發展；吳

謹全整合特色作物開創養蜂生態園區；

林文政多元化栽種，有機、慣行農法並

行；宋志鴻致力於有機與農業體驗。

第二屆青農中，本場輔導轄區有

4位來到活動現場，包括呂沛諭、謝富

羽、魏盛璿及王長添，陪伴師李文權博

士、賴守正先生也應邀出席，在呂場長

秀英的引領下，逐一接受林主委頒發的

證書，另外第二屆王長添與第三屆林椿

淞兩位青農則參與傳承儀式。

為配合母親節，農委會也同時安排

展售活動，轄區青農張智傑、呂沛諭、

曾喜男及林椿淞等也將他們優質的農產

品，帶到現場展售，與消費者分享健康

安全的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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