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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效捕蟲器之組裝及測試 

一、中文摘要： 

蕈蠅是菇舍之重要害蟲，菇農常束手無策，因此本

計畫針對此害蟲，設計開發誘蟲器具進行組裝、測試等之

綜 合 應 用 ， 本 多功效捕蟲器之 燈 管 為 L E D ， 波 長 為

380-410nm，扇頂等擾流裝置及強力風扇馬達，經在菇舍

分別進行誘殺測試 7 、14 及 21 天，不同天數之誘殺情形，

如 下 : 7  天 誘 殺 6 5 , 4 1 2 + 1 0 , 1 7 3 ； 1 4 天 誘 殺

198,400+67,200； 21 天誘殺 517,350+191,750 隻蕈蠅；

顯 示 本 組 裝 之 蕈 蠅 誘 蟲 器 可 有 效 的 將 蕈 蠅 加 以 誘 集 捕

殺，希望可提供給業者有效之菇舍害蟲防治，以生產更乾

淨及安全之有機菇 類農產品， 亦 可保障消費者吃的 更安

全 。 

關鍵字: 多功效捕蟲器、LED 燈管、蕈蠅、菇舍  

 

 

 

二、前言: 

據統計國內菇蕈類年產量近 116,466 萬公噸，產值 73 億元，產

區則集中於台中、南投等中部地區，其佔全國產量高達 9 成。栽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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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其 9 成皆採太空包栽培，數量達 1 億 6 千餘萬包，太空包每包成

本，售價 9.5 元；至於傳統段木香菇栽培，目前僅新竹、南投山區零

星栽培，年產量約 300 噸，僅佔菇蕈類 0.2％。有益真菌菇房，常遭

受蟎類(Mite)、蠅類 (Fly)、跳蟲及蕈蠅等害蟲之危害，就以蕈蠅而

言為害嚴重時，單位面積產量減損，可高竟達 50-75％，若僅保守以

年平均為害率 10％，菇農產量年損失達 7.3 億，太空包損失達 1.52

億，兩者相加高達 8.82 億。 

 

三、研發理念 

菇蕈類太空包栽培常見害蟲：菇場常見有:蟎類(Mite)、蠅類 (Fly)、

跳蟲，其中以黑翅蕈蠅為害發生時，減損率最為嚴重，被害菇床嚴重

者之產量減損幾達 75％。黑翅蕈蠅是一種雙翅目的小蠅。它的成蟲

不會為害，都是幼蟲在菌，或菌包為害菌絲、堆肥或木屑，並能為害

洋菇的幼小菇蕾。當菌絲被害後，菇類子實體的發生就漸漸減少，因

此對各種菇類單位面積影響很大。在洋菇舍發生嚴重時，單位面積產

量減損，最高竟達 75﹪。在台灣黑翅蕈蠅發生極為普遍，除能為害

洋菇外，尚能在春夏或秋季為害鮑魚菇及木耳等其他食用菇類。目前

栽培洋菇的堆肥都經過加溫後發酵，鮑魚菇及木耳都是用塑膠袋作純

粹培養。因此，在菇床或菌包中絕少有它的天敵存在，因此一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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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無法靠它的天敵來抑制，這是目前菇舍中發生嚴重的主要原因之

一。 

黑翅蕈蠅為害菇類均為幼蟲期，因其潛藏在裁培材料中，故防治

較為困難。以前有人用 DDVP 50％ EC 0.5 ml/M^3(已禁用)使用藥量

燻殺成蟲，效果甚佳，方法簡便。另以藥膜法(Residue film)測定

Diazinon 60％ EC 稀釋 60 倍預防成蟲，藥膜效果可達 25 天，

Malathion 50％ EC 稀釋 50 倍可達 36 天，Sumithion 50％ EC 50 倍

達 50 天，Sevin 50％ WP，MIPC 50％ WP，及 Meobal 50％ WP 各 50

倍稀釋液均達 50 天，Dursban 40.8％ EC 40 倍及 Baythion 50％ EC 

50 倍均達 73 天以上，而以 Dimethoate，Azodrin，Monocron，Gardona，

Nankor，Fenthion，Dipterex 及 Padan 之藥膜觸殺效果最差。 以 8

種藥劑稀釋液進行第 4齡幼蟲毒殺試驗，結果發現Gardona，Dipterex

及 Monocron 均無效果。Nankor 效果極差。Malathion （0.025％有

效成分），DDVP （0.025 及 0.05％有效成分）及 Safrocide 4-40％

之 1,000 倍稀釋液雖可達 95％以上毒殺效果，但由於濃度過高恐有

礙菌絲生育或菇體殘毒問題。 

 

四、學理基礎: 

目前台灣對菇類害蟲之防治大多施用化學藥劑加以防治，唯噴施

殺蟲劑對工作人員具有危險性，對環境也有污染之處，應加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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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人生活品質日益提高，追求健康的消費及環境保護特別重視，

飲食需求強調優質安全的農產品，進而帶動有機農產品市場蓬勃的發

展。展望台灣有機農業未來的前景，雖面臨農戶生產面積狹小零散、

生產成本過高、產量、品質不穩定及產銷通路不健全等產業瓶頸，亟

待解決克服，但只要結合各界的力量，喚醒民眾意識，積極發展有機

農業成為全民農業，然而有機農業是一種對環境友善的耕種方式，除

可生產安全、優質的農產品供應市場外，亦可降低因農業生產對環境

污染之衝擊。有機農業是兼具生產、生活及生態特性之產業。有鑑於

此，未來農業發展除了注重農業產值之提升外，還必須兼顧環境生態

平衡。 

五、研究主題內容 

但對有機菇農而言幾乎無藥可用，造成農民極大的困擾及不

便。因此本校接受萬德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委託試驗進行多功

效捕蟲器之組裝及測試，希望可有效降低之蕈蠅危害，及進一步量產

及配合氣味誘殺劑之可大量誘殺蕈蠅及提供給業者做為介質中最擾

人的蕈蠅危害之防治，連續記錄觀察 21 天，每隔 7 天採樣取出蕈蠅

及進行統計分析。 

六、研究方法 

1.計畫進行項目： 

(1)誘蟲器之設計組裝測試 

(2)誘蟲器於菇舍園實際示範觀摩試驗 

2.實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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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功效誘蟲器之設計組裝： 

將誘蟲器之燈光形狀、波長、誘蟲色板之製模，及風扇馬達之組裝測

試及誘體之配置封片等。 

(2) 多功效誘蟲器於菇舍園實際誘殺效果試驗: 

將上述組裝完成之多功效誘蟲裝置，放置於菇舍園中，不同日期

7,14,21 日後計算及鑒定所誘殺之之害蟲種類及數量,以統計分析繪

製為害蟲平均蟲數表。 

 

七、結果 

1. 多功效誘蟲器之設計組裝：下表為功效誘蟲器之設計組裝零件估

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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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功效誘蟲器於菇舍園實際誘殺效果試驗: 

將上述組裝完成之多功效誘蟲裝置，放置於菇舍園中，不同日期

7,14,21 日後計算及鑒定所誘殺之之害蟲種類及數量,以統計分析繪

製為害蟲棲群動態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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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多功效誘蟲器於菇舍誘殺蕈蠅情況圖 

表 1. 多功效誘蟲器於菇舍誘殺蕈蠅 7 、14 及 21 天之效果試驗 

誘殺天數 平均蟲數 標準偏差 

7 65,412 10,173 

14 198,400 67,200 

21 517,350 19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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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多功效誘蟲器於菇舍誘殺蕈蠅 7 、14 及 21 天之蕈蠅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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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 

本研究計畫進行誘蟲 器具 進行 組 裝、 測 試等 之綜 合 應

用，本多功效捕蟲器之燈管為 LED，波長為 380-410nm，扇

頂等擾流裝置及強力風扇馬達，經在菇舍分別進行誘殺測

試 7 、 14 及 21 天，不同天數之誘殺情形如下:7 天誘殺

65,412+10,173； 14 天誘殺 198,400+67,200； 21 天誘殺

517,350+191,750 隻蕈蠅；顯示本組裝之蕈蠅誘蟲器可大

量有效的誘殺蕈蠅，可有效降低菇房蕈蠅族群數量，不過

仍需加以其它之防治法如隔離網裝置、化學防治、植物萃

取物防治之綜合防治，才能有效希望可提供給業者有效之

菇舍害蟲防治，以生產更乾淨及安全之有機菇類農產品，

亦可保障消費者吃的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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