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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重要害蟲之強效快速誘殺劑之商品化開發量產 

 

中文摘要： 

 

  本研究計畫之執行完成誘蟲專利配方方之比例調配，不同顏色黏板對田間黃條

葉蚤之誘蟲效果試驗，強效誘蟲貼片及強效氣味噴膠罐之田間誘蟲效果試驗，及

完成強效快速誘蟲貼片，強效氣味噴膠罐之生產製造，強效快速誘蟲貼片及強效

氣味噴膠罐行銷 DM 及產品使用影片及積極朝佈局產品之行銷通路。 

 

 
前言: 

台灣地處熱帶及亞熱帶，氣候溫暖，非常適合各種蔬菜之栽培生產。根據調

查估計台灣生產蔬菜種類計有 80餘種，其中十字花科蔬菜佔 10餘種，佔蔬菜種

植面積 32％，佔蔬菜總產量 41％(鍾，1981)；市售蔬菜則逾百種，種類極為繁

多。一般常見之蔬菜包括十字花科類蔬菜如甘藍、花椰菜、青花菜、白菜、芥藍

等。近幾年來，由於國民經濟不斷改善，生活水準持續提高，對蔬菜品質及數量

要求日益提昇，依據94年台灣農業年報統計，民國93年蔬菜種植面積為 108,903

公頃，僅次於水稻及果樹。本省因氣候屬於亞熱帶，病蟲害種類繁多，根據調查

研究(貢,1984)，於 1945-1980 年間台灣蔬菜主要害蟲種類為黃條夜蚤、蔥潛蠅、

小菜蛾、薊馬及紅蜘蛛等種類，至目前為止以上所述的害蟲種類仍是嚴重危害作

物的主要害蟲。因此大多數的農民為了防治這些害蟲仍以農藥為最直接之防治

法，根據行政院農委會的資料(2006 年網站)，台灣平均每年農藥使用量為 3.6

萬噸，根據天下雜誌的調查台灣農藥使用密度(單位面積之用量)約為日本的 2

倍，韓國的 3 倍，美國的 5.5 倍，高居亞洲之冠，號稱「農藥王國」(引用自

王,2000)，在長期大量應用農藥之壓力下，於是產生害蟲抗藥性、農藥殘留毒害

之發生及生態平衡之破壞。在消費者心理和社會穩定層面，報章雜誌每每報導蔬

果農藥殘留超量，嚴重影響消費者的健康外，甚至於造成社會民眾的恐慌，亦影

響台灣外銷產業的名譽，更造成農民血本無歸。黃條葉蚤之生態習性特殊(圖

1.)，幼蟲危害蔬菜根部，成蟲危害葉部且個體預善跳躍及易隨氣流遷移，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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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難防治。 

 

 

 

 

 

 

 

 

 

 

 

 

 

圖 1. 黃條葉蚤之生活史及危害特性 

 

  近年來有機蔬果之生產，符合大眾生活需要，已成為新興產業。根據估

計，2000 年及 2001 年全球有機食品市場產值分別為 160 及 190 億美金，成長

率高達 18.75％。另根據美國農部國外農業服務處之報導美國有機產品市場每

年以 15%左右成長，每年有 150 億美元之產值，可見有機產品市場之潛力。2002

年臺灣約有1000家有機商店，最大的50家有機商店年營業額平均高達32,000

美元(黃,1998)。行政院農委會所公布之資料顯示，有機農業面積及農場數快

速增加。2001 年有 538 戶有機農民，種植面積為 556.91 公頃，2002 年迅速增

加至869戶有機農民，種植面積達1003.55公頃，佔我國有機農業面積之0.012

％，未來臺灣有機農業之快速成長是必然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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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作物病蟲害不用化學藥劑防治所造成之損失 

有機蔬果就是運用有機農法生產所得到的健康蔬果，在田間生產過程

中，不得使用任何化學肥料、農藥、殺草劑及生長調節劑等化學資材。因此唯

有研發確實有效之非農藥防治資材，嚴格之檢驗及認證制度等措施，方可有效

杜絕農藥殘留以保障消費大眾之健康。根據報告(Nagarajan, 1986；引用自

柯,2003)在1981年之估計指出全球農業生產總值中，有23-40%的損失因病蟲草

害危害之緣故(圖 2)，其中蟲害佔14%，病害佔12%，而草害約佔9%，而在熱帶

及亞熱帶作物病蟲害的發生所造成之損失比溫帶地區更為嚴重，害蟲的種類繁

多，除了直接危害作物造成經濟損失外，更可能傳播植物病毒，因此研發對各

式害蟲具有強效誘殺效果之強效誘蟲複層總貼片及強效氣味噴膠罐之研發是

極具迫切需要及具市場開發價值的。 

 

 

研發理念 (或創作理念) 

昆蟲對顏色的敏感性依種類而異，多數的昆蟲對一定的顏色及光線具有

高的感受性，在行為上可表現出正、負趨光性。實際上目前以我們人類對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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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對寄主植物之感官視覺知識之瞭解仍有太多的神秘及未知。Prokopy(1983)

指出昆蟲之視覺器官(複眼)能接受的光譜波長有點類似人類之視覺反應(圖 3

國際標準 CIE 系統的色品圖)，如紫外線(波長約 300-400nm)、藍色光

(400-500nm)、綠色光(500-560nm)、黃色光(560-590nm)、橙色光(590-630nm)

及紅色光約 650nm，若光譜波長≦300nm，及≧750nm 則將對所有動物之感光細

胞造成傷害或者產生無視覺反應。 

 

 

圖 3. 國際標準 CIE 系統的色品圖 

 

學理基礎 
 

一般而言昆蟲之複眼是其主要視覺感受及影像形成器官，因此昆蟲對不同光譜波

長所反應出寄主植物組織之顏色具有不同之偏好，如蜜蜂偏好藍色及黃色，其對

能吸收紫外線之黃素母酮及黃鹼醇特別敏感。蜂雖對紅色不敏感但仍喜好到紅花

採密，主因就是紅花中具有吸收紫外線之黃素母酮。其它昆蟲如蝴蝶對花色較不

敏感，但通常喜好紅色及橙色的花。蛾類習慣於夜晚出現，喜愛淡褐色、紅色、

橙色、白色或淡紅色。而蠅類之成蟲喜愛暗色、褐色、橙光或綠色之物體；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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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蟲無眼而能避光，對於短波長之藍色光相當敏感，但對紅色光不起作用，主因

是光透過一部份皮膚刺激其知覺神經之故(Prokopy,1983)。顯示不同種類之昆蟲

對不同之光譜波長存在著偏好差異性，藉此特性可開發為害蟲誘殺器材，如黃、

藍等顏色黏板，黃色水盤及黃色誘殺器等之應用。據報告(Kjaer,1963)超過 200

種以上之十字花科植物均含有硫醣化合物類(thioglucoside)，而含有此成份之

十字花科作物極易遭受葉蚤類及十字花科害蟲之危害，Feeny and Demoney,1970)

曾指出黃條葉蚤偏好十字花科，主因是十字花科普遍含有化學誘引物質芥子油。

單一顏色及對天敵無選擇性為目前市售顏色黏板之使用限制且顏色黏板使用一

段時間後及黏滿蟲屍體後即失效，及藥劑過度濫用造成農藥殘留、危害環境生態

及衍生害蟲抗藥性等問題，綜合上述理由本研究計畫研發強效誘殺效果之強效誘

蟲貼片及強效氣味噴膠罐研發；乃結合黃色、黏膠及氣味化合物配方及擁進劑的

綜合應用，除了可以監測田間害蟲棲群密度做為害蟲危害經濟水平之參考及大量

誘殺害蟲予以防治，並可配合其它防治法綜合應用於害蟲防治之綜合防治。 

 

研究主題內容 

1、 完成誘蟲配方之比例調配 

2、 完成篩選試驗--誘蟲片之最佳吸附材料、最佳誘蟲片吸附材質 

3、 完成田間篩選出最佳誘蟲黏紙之顏色及強效誘蟲貼片及強效氣

味噴膠罐於田間試驗 

4、 生產強效誘蟲貼片 1000 片及強效氣味噴膠罐 200 罐 

5、 本研究開發產品之行銷通路佈局企劃 

 

 

研究方法 

A.強效誘蟲貼片及強效氣味噴膠罐專利技術(技術引進，技轉自美和科技大學) 

A1.誘蟲專利配方技術:(使用對比色之氣味黏紙 發明專利第 I 363598

號;2012/5/11-2029/6/10)  

申請專利範圍： 

１、一種誘蟲黏紙，主要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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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材，其表面係設置有一色層；淋膜層，係淋設於基材及其色層；黏膠層，係塗

佈於淋膜層上；其特徵在於，所述色層包含：形成於基材中央的背景色層，與形

成於背景色層端緣的誘集色層，該背景色層與誘集色層的顏色，係設置互呈對比

色；於黏膠層中並摻入得以產生揮發性氣味的氣味化合物；藉以增強昆蟲之視覺

與嗅覺反應。 

２、一種誘蟲黏紙，主要包含： 

基材，其表面係設置有一色層；淋膜層，係淋設於基材及其色層；黏膠層，係塗

佈於淋膜層上；其特徵在於，所述色層包含：形成於基材中央的背景色層，與

形成於背景色層端緣的誘集色層，該背景色層與誘集色層的顏色，係設置互呈

對比色；於誘蟲黏紙之適當處係黏有以氣味化合物製成之固態物質；藉以增強

昆蟲之視覺與嗅覺反應。 

３、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或第２項所述之誘蟲黏紙，其中，該誘集色層係形

成於背景色層之周緣。 

４、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或第２項所述之誘蟲黏紙，其中，該誘集色層係形

成於背景色層任二相對之側邊。 

５、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或第２項所述之誘蟲黏紙，其中，該背景色層係為

藍色，誘集色層係為黃色。 

６、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或第２項所述之誘蟲黏紙，其中，該背景色層係為

黃色，誘集色層係為藍色。 

７、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或第２項所述之誘蟲黏紙，其中，該氣味化合物為

Benzaldehyde。 

８、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或第２項所述之誘蟲黏紙，其中，該氣味化合物為

Ethyl nicotinate。 

９、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或第２項所述之誘蟲黏紙，其中，該氣味化合物為

Eugenol。 

10、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或第２項所述之誘蟲黏紙，其中，該氣味化合物為

Geranil。 

11、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或第２項所述之誘蟲黏紙，其中，該氣味化合物為

P-anisaldeh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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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或第２項所述之誘蟲黏紙，其中，該氣味化合物為

Saliccyldehyde。 

13、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或第２項所述之誘蟲黏紙，其中，該氣味化合物為

芥子油（Mustard oils）。 

14、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或第２項所述之誘蟲黏紙，其中，該氣味化合物為

異硫氰酸丙烯酯（Allyl-isothiocyanate）。 

15、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或第２項所述之誘蟲黏紙，其中，該氣味化合物為

異硫氰酸乙烯酯（Ethyl-isothiocyanate）。 

16、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１項或第２項所述之誘蟲黏紙，其中，該氣味化合物為

異硫氰酸苯烯酯（Benzyl-isothiocyanate）。 

A2.誘蟲配方之比例調配: 

篩選幾種黃條葉蚤較常啃食的十字花科（芥科）植物所萃取出之 植物油及

氣味化合物，包括：葵花油、玉米油、芥子油（Mustard oils ）、異硫氰酸丙烯

酯（Allyl-isothiocyanate）、異硫氰酸乙烯酯（Ethyl-isothiocyanate）、異硫

氰酸苯烯酯（Benzyl-isothiocyanate）等依植物油佔85-92.5%及氣味化合物從

7.5、10、12.5、15%，及以黃色背景色層的誘蟲黏紙約7-8公尺，置放3 天後，3 

重複，記錄黏蟲板上之蟲數。其中，誘蟲倍數（Attract ratio）為各組氣味化

合物所誘引之蟲數╱對照組（未添加氣味化合物）之蟲數。比較最佳之誘蟲成份

及配方比例。 

B. 強效誘蟲片材質種類之篩選試驗(委託研究) 

B1 誘蟲片之最佳吸強材質篩選試驗 

1.透明皂基吸附異硫氰酸丙烯酯之效果試驗 

  透明皂基的原料：1) 油脂：以棕櫚油，椰子油，蓖麻油 2) 鹼液 3) 酒精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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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酒精(乙醇)，甘油等製作而成，而本實驗為購自市售之皂基，80%皂基加 10、

5 %異硫氰酸丙烯酯及 10、15%植物油，做法為將切碎之皂基加溫溶降至液狀，

降溫後加入混合植物油之 10%異硫氰酸丙烯酯待凝固後，置放 1、2、3、4、5天

後，以氣味偵測儀及人工嗅覺比較異硫氰酸丙烯酯之氣味釋放比例程度。 

 

2.活性碳吸附異硫氰酸丙烯酯及氣味緩釋放效果試驗 

活性炭是一種多孔性的含炭物質，它具有高度發達的孔隙構造，是一種極

優良的吸附劑，每克活性炭的吸附面積更相當於八個網球場之多。而其吸附作用

是藉由物理性吸附力達成，其組成物質除了碳元素外，倘含有少量的氫、氮、氧

及灰粉，其結構則為炭形成六環物堆積而成。由於六環炭的不規則排列，造成了

活性炭多微孔體積及高表面積的特性。活性炭可由許多種含炭物質製成，這些物

質包括木材、鋸屑、煤、焦炭、泥煤、木質素、果核、硬果殼、蔗糖漿柏、骨、

褐煤、石油殘渣等。其中煤及椰子殼以成為製造活性炭最常用的原料。活性炭的

製造基本上分為兩過程，第一過程包括脫水及炭化，將原料加熱，在 170 至 600 

℃ 的溫度下乾燥，並使原有的有機物大約 80%炭化。第二過去程是使炭化物活

化，這是經由活化劑如水蒸氣與炭反應來完成的，在吸熱反應中主要產生由 CO

及 H2，組成的混合氣體，用以燃燒加熱炭化物至適當的溫度 ( 800 至 1000

℃ ) ，以燒除其中所有可分解的物質，由此產生發達的微孔結構及巨大的比表

面積，因而具有很強的吸附能力。 

本試驗以先前計畫原料(98 高雄市 SBIR)之檳榔桿活性碳為原料，檳榔桿分

別經 500 及 750℃之高溫碳化之炭收率分別為 23-28%及 20-25%，(而粒徑大於

40mesh)，技術指標為檳榔桿活性碳(500℃)與市售之椰殼活性碳之典值比較分別

為 1019 及 1225mg/g)，差異不大，表示檳榔桿活性碳可達市售水準。分別取檳

榔桿活性碳及市售 10 克活性碳各滴 1、2、4、6、8及 10cc 異硫氰酸丙烯酯，

置放 1、2、3、4、5天後，以氣味偵測儀及人工嗅覺比較異硫氰酸丙烯酯之氣味

釋放比例程度。 

3.複層紙貼片吸附異硫氰酸丙烯酯之效果試驗 

 複層紙貼片為市售電蚊香片之空白片、其組成物為多層紙製備而成，以一

片複層紙貼片滴 0.4、0.6、0.8、1.0 及 1.2cc 之一定比例植物油及異硫氰酸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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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酯置放 1、2、3、4、5天後，以氣味偵測儀及人工嗅覺比較異硫氰酸丙烯酯之

氣味釋放比例程度。 

B2 最佳吸附材質之誘蟲效果試驗 

 比較 80%皂基加 20 %異硫氰酸丙烯酯及植物油、1 克活性碳吸附 0.5cc 之異硫

氰酸丙烯酯及複層紙貼片滴 1.2cc 之一定比例植物油及異硫氰酸丙烯酯，固定於

黃色黏紙上置放約 7-8 公尺之十字花科蔬菜之菜田中，每處理 3 重複，3 天後

記錄及統計各處理間之差異。 

C.田間誘蟲效果篩選試驗 

C1 不同顏色黏板對黃條葉蚤之田間誘蟲效果篩選 

    將黑、紅、粉紅、深藍、棕、紫、藍、橘、草綠、綠及黃色西卡紙裁成長

28 公分，高 14 公分，均勻噴透明黏膠，每一顏色距離 7-8 公尺及 3 重複，3

天後記錄每一黏板蟲數，並統計分析比較各顏色處理間之誘殺效果 

C2 強效誘蟲貼片及強效氣味噴膠罐之田間誘蟲效果試驗 

   已篩選出之強效誘蟲貼片固定於黃色黏紙及對照組為只有黃色黏紙，及含有

各種不同濃度之 7.5、10、12.5、15%之強效氣味噴膠罐置放約 7-8 公尺之蘿蔔

菜田中，每處理 3 重複，3 天後記錄及統計各處理間之差異。 

D.強效快速誘殺貼片及強效氣味噴膠罐商品化開發量產 

D1 強效快速誘殺貼片及強效氣味噴膠罐之生產製造 

1.將電蚊香空白片置放於無菌抽氣榜櫃中滴入一定濃度之氣味化合物，接著放入

鋁箔袋中利用真空封口機包埋封口，一天一人工作量約可生產製做 4000 片/人/

天 之強效快速誘蟲貼片。 

2.將天然誘引香料調配為一定濃度之氣味化合物、並混合均勻黃色染劑、黏膠劑

、有機溶劑(烷類)後將推進劑(LPGA)灌入鋁罐中(此部份暫時請專業代工廠代工

，再利用包膜機包膜為強效氣味噴膠罐。 

D2.本研究開發產品之行銷通路之佈局 

目前市面上並無強效快速誘蟲貼片及強效氣味劑噴膠罐之產品，為了將本系

列產品快速推展至市面上，首先將招開經銷通路商之產品說明會，本公司擁有三

大通路系統為省農會之各鄉鎮農會、興農集團及各縣市經銷商，及進一步參加國

際生技產品展示展覽，強化產品之曝光度，及參加學校育成中心提供之展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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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及本公司擁有專業人員可到各有機農場及產銷班做誘蟲效果測試，相信可迅

速將產品推展應用到非常普及的地步。提高產業之收益及提供有機農戶及一般農

民最佳之綠色非農藥防治資材，降低農藥之使用量，保障消費者食用安全。 

 

研究結果 

 

A1.誘蟲專利配方技術:(使用對比色之氣味黏紙 發明專利第I 363598

號;2012/5/11-2029/6/10) 依據專利配方之組成份:異硫氰酸丙烯酯（

Allyl-isothiocyanate）及異硫氰酸苯烯酯（Benzyl-isothiocyanate）為

氣味誘殺害蟲成份及相關之黏膠及黃色為基礎配置。 

A2.誘蟲配方之比例調配: 

數種化合物添加於黃色粘板對黃條葉蚤之誘殺效果，試驗結果

發現在這幾種化合物中以異硫氰酸丙烯酯最具誘集效果，較對照組高

12.9 倍，次為異硫氰酸乙烯酯及芥子油分別高出 4.8 倍及 3.4 倍，

再次之為異硫氰酸苯烯酯亦多 1.20 倍 

表 1.數種氣味化合物添加於黃色粘板對黃條葉蚤之誘殺效果 

氣味化合物種類 平均誘殺蟲數 總誘集蟲數   誘殺倍數 

 對照組 

 芥子油 

異硫氰酸苯烯酯 

異硫氰酸丙烯酯 

異硫氰酸乙烯酯 

  8.33± 7.771a2 

 28.67± 5.03ab 

 10.00± 7.81a 

 40.00±17.35b 

107.33±21.73c 

      25 

      86 

      30 

     120 

     322 

   1.00 

   3.4 

   1.2 

      4.8 

  12.9 

 

比較不同顏色黏板有無、加異硫氰酸乙烯酯對黃條葉蚤之誘殺效果

，試驗結果如表2 ，發現在所有黏板中，仍以黃色誘殺最多達61隻

，加了異硫氰酸乙烯酯氣味後可多誘殺2.98-17.53倍，其中透明樣

增加17.53倍為最多，黃色加氣味更有加成作用,達283.67隻，而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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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氣味黏板則較平均約110.67-130.00隻。推測雙色氣味黏板之藍色

應修正為淺藍色搭配桔黃色會較好。 

 

表 2.不同顏色黏板有無、加異硫氰酸乙烯酯對黃條葉蚤之誘殺效果 

 
透明板 藍色 黃色 二邊黃中

藍 

二邊藍中黃 

無氣味 
8.3±1.2 13.0±7.2 61.0±21.1 21.3±9.5 43.7±14.5 

有氣味 
146.0±108.3 78.3±25.5 283.7±62.1 110.7±6.1 130.0±15.1 

誘殺倍數 
17.5 6.0 4.7 5.2 3.0 

 

 

另外試驗，氣味貼片(含 1.2ml FVC 01)黏附於市售黃色黏紙與

市售黃色黏紙(對照組)對有機蘿蔔田之黃條葉蚤誘殺效果比較，結果

氣味貼片黏附於黃色黏紙較對照組高 30.6 倍誘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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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強效氣味誘殺片於田間誘殺黃條葉蚤

試驗效果(約 1600 隻) 
圖 2.一般市售黃色黏紙於田間誘殺

黃條葉蚤試驗情形(約 22 隻) 

 

 

 

圖 3.強效誘殺噴膠罐噴於白色珍珠板

之誘殺黃條葉蚤情形 

圖 4. 強效氣味貼片、強效誘殺噴

膠罐及市售黃色黏紙之誘殺黃條葉

蚤效果比較 

圖 5.強效氣味誘殺片於田間誘殺黃

條葉蚤試驗情形 
圖 6.強效氣味誘殺片於田間誘殺

黃條葉蚤試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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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誘蟲片之最佳吸強材質篩選試驗 

B1.透明皂基吸附異硫氰酸丙烯酯之氣味釋放程度試驗 

  市售之皂基，80%皂基加 10、5 %異硫氰酸丙烯酯及 10、15%植物油，

做法為將切碎之皂基加溫溶降至液狀，降溫後加入混合植物油之 10%

異硫氰酸丙烯酯待凝固後，每處理 3 重覆，在長×寬×高=30×20×20cm

之透明壓克力箱中置放 1、2、3、4、5 天後，以氣味偵測儀比較異硫

氰酸乙烯酯之氣味釋放程度值(總氣味指數:CIAQ)。試驗結果如表 3. 

 

表3. 10 %及5%異硫氰酸丙烯酯溶於皂基後偵測1-5天之氣味釋放程度 

80%皂基+10% 異硫

氰酸丙烯酯 

+10%植物油 

0 天 1 天 2 天 3 天 4 天 5 天 

平均±標準偏差 183.3±1.2 144.7±3.8 109.3±10.2 112.3±3.1 129.3±5.5 130±15.1 
80%皂基+5% 異硫

氰酸丙烯酯+15%植

物油 

            

平均±標準偏差 184±3.6 145±5.6 120.7±10.4 114.7±8.1 122.3±2.3 135±0 

 

實驗結果為10 %及5%異硫氰酸丙烯酯經5 天後之氣味釋放程度值為

分別為183.3、144.7、109.3、112.3、129.3、130及184、145、120.7

、114.7122.3及135，顯示異硫氰酸丙烯酯混合植物油融於皂基經第二

天後之氣味即降低許多。 

 

B2.複層紙貼片吸附不同體積之異硫氰酸丙烯酯之氣味釋放程度試驗 

 將 90% 葵花油加 10 %異硫氰酸丙烯酯分別滴定 0.4、0.6、0.8、1.0

及 1.2ml 於複層紙貼片上，每處理 3 重覆，在長×寬×高=30×20×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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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透明壓克力箱中置放 1、2、3、4、5 天後，以氣味偵測儀比較不同

體積異硫氰酸乙烯酯之氣味釋放程度值(總氣味指數:CIAQ)試驗結果

如表 4. 

 

表 4.複層紙貼片吸附不同體積之90% 葵花油加10 %異硫氰酸丙烯酯

後偵測1-5天之氣味釋放程度 

 0d 1d 2d 3d 4d 5d 

0.4 

ml 

158.7±7.1 101±0 87±0 87±0 83.3±1.5 75.6±1.2 

0.6 

ml 

163.7±1.5 104.3±0.6 88±0 87.7±0.6 83.7±0.6 76.3±0.6 

0.8 

ml 

165.3±3.8 103±1.0 87.7±0.6 88.0±0 84.7±0.6 76±0 

1.0 

ml 

166±1.7 107±1.7 88±0 88±0 85±0 76.3±0.6 

1.2 

ml 

170±1.7 111.7±0.6 88.7±0.6 88±0 85±0 76.7±0.6 

 

實驗結果顯示複層紙貼片吸附不同體積之90% 葵花油加10 %異硫氰

酸丙烯酯後偵測1-5天之氣味釋放程度，亦是至第2 天後氣味即揮發

了，然而若以皂基與複層紙貼片(表3 及表4 )相較則氣味保存的較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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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田間誘蟲效果篩選試驗 

C1.不同顏色黏板對田間黃條葉蚤之誘蟲效果試驗 

本實驗進行田間小白菜之黃條葉蚤對橙、藍、紫、黑、粉紅、綠

、紅、青、黃、棕、深藍及白色共12種不同顏色黏板之偏好篩選試驗

(圖 7.)，試驗結果發現不同顏色黏板誘殺蟲數可分3等級以黃色198 

隻最佳、綠色139.3及青色 115.3隻次之，其餘橙、藍、紫、黑、粉

紅、紅、棕、深藍及白色為7-50.3隻不等，再次之。 

 

 

 

 

 

 

 

 

 

trap colors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16 

 

 

 

 

 

 

 

 

 

 

 

 

C2.強效誘蟲貼片及強效氣味噴膠罐(FVC01)之田間誘蟲效果試驗 

   已篩選出之強效誘蟲貼片固定於黃色黏紙及對照組為只有黃色黏

紙，及含有各種不同濃度之 7.5、10、12.5、15%之強效氣味噴膠罐

置放約 7-8 公尺之蘿蔔菜田中，每處理 3 重複，3 天後記錄及統計

各處理間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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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e

re
nt

 tr
ea

tm
en

ts

12.5% FVC01

no-color & 5% FVC 01

multi-layer paper & FVC 

圖 7. 不同顏色黏板對田間黃條葉蚤之誘蟲效果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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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結果發現 FVC01 7.5%、10%、12.5%及 15%對黃條葉蚤之誘殺

效果(圖 8.)以 15%最佳較對照組高 4.3 倍，其餘 7.5%、10%、12.5%

與對照組相較介於 1.6-2.3 倍，並無顯著差異。氣味貼片(含 1.2ml 

FVC 01)黏附於市售黃色黏紙與市售黃色黏紙(對照組)對有機蘿蔔

田之黃條葉蚤誘殺效果比較，結果氣味貼片黏附於黃色黏紙較對照

組高 30.6 倍誘殺效果 

D.強效快速誘殺貼片及強效氣味噴膠罐研發商品化開發量產 

D1.強效快速誘殺貼片及強效氣味噴膠罐開發量產 

 將異硫氰酸丙烯酯 50%+50%植物油滴 1.2ml 於複層紙貼片置乒錫泊

圖 8. FVC01 7.5%、10%、12.5%及 15%之不同濃度對黃條葉蚤之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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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內用封口機封口為強效快速誘殺貼片(圖 9.)及強效氣味噴膠罐先

調色及氣味化合物再代工充填 

 

 

 

    

 

 

 

 

 

 

 

 

D2.本研究開發產品之行銷通路之佈局 

為了將本系列產品快速推展至市面上，首先製作行銷 DM 及行銷

影片及招開經銷通路商之產品說明會，利用公司三大通路系統為省農

會之各鄉鎮農會、興農集團及各縣市經銷商，至今已參加 102 年上海

農業資材展及 102 年台北生技展，及 102 年 7 月底曾至大陸山東壽

圖 9. 強效氣味誘殺貼片 
圖 10. 強效氣味誘殺貼片產品 

 

圖 11 強效氣味噴膠罐開發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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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上海太倉及浙江紹興等地進行產品試驗及行銷得到極正面之評

價、10 月底進一步參加國際(馬來西亞)生技產品展示展覽，強化產

品之曝光度，及參加學校育成中心提供之展示平台，及本公司積極派

專業人員到各有機農場及產銷班做誘蟲效果測試，相信可迅速將產品

推展應用到非常普及的地步。提高產業之收益及提供有機農戶及一般

農民最佳之綠色非農藥防治資材，降低農藥之使用量，保障消費者食

用安全。 

 

 

 

 

 

 

 

圖 12.產品之行銷通路之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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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強效氣味誘蟲片行銷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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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強效氣味誘殺噴膠罐噴於保特瓶之誘殺黃條葉蚤情形 

圖 14.製作強效氣味誘殺噴膠罐之行銷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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