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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親民的鐵甲武士 臺灣扁鍬形蟲
文圖 / 于逸知

鍬形蟲因其雄蟲大多具有特化強壯
的大顎，造型華麗威武，一直是深受大
眾喜愛的昆蟲。在臺灣目前已有約 60
種鍬形蟲被發表，其中以臺灣扁鍬形蟲
(Dorcus titanus sika) 最為常見。扁鍬
形蟲屬於中大型的鍬形蟲，野生雄蟲最
大可達 7 公分，體色黑至深紅褐色，有
著寬扁有力的大顎。扁鍬形蟲在臺灣的
分布相當廣泛，從海拔 2,000 公尺左右
的原始林至海邊的海岸林都是牠的生活
範圍，在鄉村的雜木林或都市的森林公
園也可見到。本場也有少量扁鍬形蟲族
群棲息，在夏夜時分，有機會在路燈下
或樹幹縫隙處發現其蹤跡。扁鍬形蟲在
野外吸食植物分泌的汁液或腐果維生，
鮮少造成植物危害；幼蟲生活於朽木中，
是生態系中的清除者，環境中保留部分

修整淘汰的朽木，可增加其族群生存的
穩定性。

若想觀察扁鍬形蟲，可以在夏季晚
上搜尋山區或樹林旁的路燈，鍬形蟲會
受燈光吸引聚集，或以發酵的鳳梨皮設
置誘引陷阱，經過 2-3 天後再去翻找，
很容易發現正吃得津津有味的扁鍬形

▼ 夜晚在樹林旁的路燈
下 可 以 發 現 趨 光 前
來的扁鍬形蟲

▼ 扁鍬形蟲的雌蟲大顎
短尖，方便牠在朽木
上鑽挖產卵

▼ 扁鍬形蟲大型雄蟲體態魁武，有著寬扁有力
的大顎

蟲。飼養方法也很簡單，準備一個堅固
的加蓋塑膠飼養盒，底部多放一些落葉、
水苔及樹枝供其攀附躲藏，保持適當濕
度並放置陰涼處。餵食可提供果凍或水
果等具有糖液的食物，3-5 天更換一次食
物即可。在人為妥善照顧下，扁鍬形蟲
普遍可存活至隔年，甚至長達 2-3 年喔！

大豆紫斑病之發生與管理
文圖 / 郭建志、陳鐶斌

大 豆 紫 斑 病 (Purple seed stain)
係 真 菌 性 病 害 Cercospora kikuchii
引起，主要病徵在種子上，受感染的種
子其病斑為紫色的斑點，嚴重時病斑會
覆蓋整個種子，造成皺褶或破損，影響

種子外觀、品質及商品價值。此外，罹
病嚴重的種子其含油量與發芽率均低於
健康的種子，且病原菌主要以菌絲體的
型態存活於種皮與大豆病株殘體上，罹
病種子經播種發芽後，病原菌自種皮侵
入幼嫩子葉再感染胚莖、胚根。在幼苗
上產生分生孢子再藉風、雨水傳播到鄰
株，罹病葉片、葉柄及莖部會形成圓形
或紡錘形的紫色病斑，此外，高溫高濕
有利於此病害的傳播，感染大豆植株
後，在結莢期前會保持潛伏狀態，當真
菌侵入豆莢後，進而感染內部種子，成
為下一期作的初始感染源。對於大豆紫
斑病之管理需要利用綜合防治概念以降
低紫斑病的發生，建議依以下策略進

行，應可有效降低與控制紫斑病菌，提
升大豆健康生長與穩定產量。
一、田間管理：選用健康種子、建立輪

作體系、降低病原菌族群量。播種
後，定期巡視田間，即時發現並直
接防治，以降低擴散速度。

二、栽培管理：避免過於密植，改善通
風環境，降低田間濕度及合理化施
肥，避免過量施用氮肥。

三、化學防治：目前大豆紫斑病可用之
化學防治資材為 80% 錳乃浦可濕
性粉劑 400 倍，播種後 4-50 天，
如發現罹病時，應立即施藥 1 次，
以後每隔 10 天施藥 1 次，並至採
收前半個月為止。▼ 大豆種子罹患紫斑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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