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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場 Line 作物病蟲害
諮詢診斷服務

捕食農田害蟲的鳥類眾生相 政令宣導

文圖/廖君達

依據不同食性同功群可將鳥類區分為穀

食性、雜食性、蟲食性及肉食性共 4類。蟲
食性鳥類主要以捕食昆蟲為生，取食組成包

括水生昆蟲、飛行昆蟲、蜘蛛、蚱蜢、蝶蛾

類幼蟲等，扮演降低農地害蟲的重要角色。

雜食性鳥類兼食穀物種籽及昆蟲，常被視為

穀類作物有害生物的麻雀，在育雛期需要捕

捉昆蟲以提供雛鳥生長所需的蛋白質。肉食

性的鳥類如領角鴞，除取食野鳥外，也會捕

食大量昆蟲。

中臺灣平原農地常見的蟲食性鳥類可依其取食的方式區分如

下：

1.空中捕撈昆蟲的鳥：如洋燕、家燕、赤腰燕、棕沙燕、小雨燕
及燕鴴等，偏好在農田及水域上空，一面飛行一面張著嘴把飛

蟲迎入嘴內，捕食蚊、蠅、白蟻及小型甲蟲等飛蟲。

2. 追捕或攔截昆蟲的鳥：如大捲尾、樹鵲、棕背伯勞及紅尾伯勞
等，常停棲在電線、枝頭及棲架等制高點，伺機追擊或攔截飛

蟲，包括蜻蜓、蚱蜢、金龜、虻及蠅等。

3. 啄食昆蟲的鳥：如鷺科鳥類、白尾八哥、家八哥、紅冠水雞、黃鶺鴒及彩鷸等，經常穿梭
於農民耕犁後的田區，啄食翻出土面的昆蟲，如綠繡眼、棕扇尾鶯及褐頭鷦鶯等，偏好於

果園啄食果樹的小型害蟲。

相關研究顯示，蟲食性鳥類可降低作物害蟲數量達 25-75%，對於田間害蟲管理有重要的
貢獻。可嘗試提升農田生態系邊緣棲地的異質性，如保留田埂雜草、果園草生栽培及保護農

地周邊林木等方式，讓這些鳥類將農田視為它們覓食的場域。

臺灣新紀錄之白鳳菜疫病

文圖 /沈原民

白鳳菜與紅鳳菜同樣歸類在 Gynura屬菊科小葉菜類，可作為蔬菜、具有生

物活性、及潛在的藥用效果。此外，白鳳菜也是魯凱族原住民所運用的民俗植物

之一。近期於本場的有機蔬菜栽培試驗中，剛種植的白鳳菜有些出現基部黑化腐

敗、植株倒伏死亡的病徵，從患部分離之菌類鑑定為 Phytophthora drechsleri之

疫病菌，該種疫病菌為全世界首次發現可感染白鳳菜之新紀錄，經接種確認該疫

病菌可感染白鳳菜及紅鳳菜，因此選用健康的繁殖材料、避免不避要的植物傷

口、以及避免田間長時間過度潮濕，應能降低白鳳菜疫病菌對植株所造成的影

響。後續的試驗嘗試以亞磷酸防治白鳳菜疫病，然而亞磷酸雖能減緩接種白鳳菜

疫病植株之發病進程，但無法持續維持強勢接種病原之植株健康。白鳳菜疫病防

治藥劑可參考農藥服務資訊網及植物保護資訊系統之最新公告，以 9.4%賽座滅

水懸劑稀釋 3,000倍、72%鋅錳克絕稀釋 500倍預防，另可依菊科葉菜類疫病、

菊科小葉菜類疫病、菊科小葉菜類幼苗疫病之公告藥劑防治。有機耕作之白鳳菜

疫病防治方式可運用蓋棘木黴菌稀釋 2,000倍，於定植前 7天灌注植穴，定植當

天再澆灌全株，共施用 2次來預防疫病菌的發生。

▲ 白鳳菜疫病接種試驗，左為對照組健康植株，右為接種白鳳菜
疫病處理組之罹病植株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8月 24日至 28日 農民學院設施園藝栽培技術班 本場推廣課 2樓教室
8月 25日至 26日 109年食農教育宣導人員基礎培訓課程初階班 本場綜合大樓 2樓大禮堂
8月 28日 有益生物作物養分管理之應用研討會 本場綜合大樓 2樓大禮堂
9月 7日至 9日 農民學院番石榴栽培管理班 本場推廣課 2樓教室
9月 14日至 25日 農民學院蔬菜栽培管理初階班 本場推廣課 2樓教室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  大捲尾偏好停棲制高
點伺機而動

▲  洋燕是空中捕撈昆蟲的高手

▲  白尾八哥 (右 )及黃頭鷺 (左 )
於耕犁後農田覓食昆蟲

▲ 有機耕作白鳳菜苗期遭遇疫病菌感染，致使基部黑化 (箭頭
處 )、葉片乾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