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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式精油防蚊膏筆之製程、安全及效果試驗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safety and effective tests of portable mosquito repellent cream 

     中文摘要: 

     本計畫進行攜帶式天然精油防蚊膏筆之配方調製、軟管充填之技術

訓練及產品製作標準化建立，完成防蚊膏筆之無含敵避(Deet)及農藥殘留

及製作過程之照相存檔之佐證資料建立，完成小黑蚊田間密度調查數據及

完成攜帶式天然精油防蚊膏筆產品量產及行銷通路佈局。 
 

(關鍵詞: 精油防蚊膏、軟管充填、小黑蚊、防蚊) 

 

前言 

    因全球氣候之變遷及二氧化排放量愈來愈嚴重，使得環境愈適合蚊子、

小黑蚊及各種病毒之棲息及滋長，蚊蟲除了直接叮咬騷擾人類的起居生活

外，亦是傳播多種重要疾病之公共衛生病媒昆蟲。這些疾病常嚴重危害人類

的生命健康的安全，每年因感染瘧疾、登革熱、日本腦炎而死亡之人數達數

百萬人，但許多病媒蚊已產生嚴重抗藥性更增加施用化學藥劑防治的困難。

另外，小黑蚊近年來已在全省各縣市造成嚴重危害及騷擾，用殺蟲劑防治除

了造成生態危害、抗藥性及農藥殘留等後遺症外，並無法降低蚊蟲之危害，

因此施用防蚊忌避劑為保護自己最直接的辦法，市售防蚊液中大多含有DEET

（待乙妥、又稱敵避），據專家建議，最好外出時再使用，因研究發現高濃

度的DEET會造成皮膚不適，如起疹子，甚至也有神經方面毒性、昏迷，抽搐

或誤食致死的案例報告。此外，DEET的缺點是容易傷害塑膠、人造纖維、漆

器繪畫、手錶或家具等，最好避免接觸。雖然市面上亦有一些號稱天然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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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防蚊液，但大都藥效不持久。 

研發理念 

     本產品之研發為從數十種植物精油及萃取物篩選出最具防蚊效果之種

類加以研製，並與市售之多種防蚊液(如鱷魚牌及歐護等)對埃及斑蚊進行防

蚊效果比較，進一步調製為100%天然草本精油防蚊膏筆，在室內試驗可對蚊

蟲忌避達5小時以上，於室外忌避效果達2-3小時，並不輸化學忌避劑。因此，

本開發產品為100%天然草本成份之防蚊配方具極佳之持久性以確保使用者

之安全，將可大量降低蚊蟲之危害滋擾及減少流行傳染病之傳播，保護人類

之衛生安全。 

研究主題 

     本計畫目的為將技術產品化及建立標準化流程，從小型量產到產品安全

成份均經有系統的實驗室分析檢驗，執行方式為使用加溫、攪拌及充填設備

進行產品量產化。及標簽設計、小黑蚊田間密度調查、天然精油防蚊膏筆之

防蚊效果試驗(錄影測試情形)、及行銷通路佈局及參展103年台北國際發明

暨技術交易展等。 

    研究方法 

 

1.量產攜帶式天然精油防蚊膏筆之製作流程標準化、完成產品充填、 

2.標簽設計印刷 

3.小黑蚊田間密度調查 

4.天然精油防蚊膏筆之防蚊效果試驗(錄影測試情形)、行銷 DM。 

5.參展103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等 



3 

 

 

結果 

一、完成攜帶式天然精油防蚊膏筆之配方調製、軟管充填之技術訓練及產品

製作標準化建立 

1. 天然防蚊精油膏之之配方調製: 

       從精油篩選試驗中，篩選出茶樹精油、香茅油、薄荷精油等依一定比例 

       混合為混合精油，及添加基底油 (植物油)、蜂蠟 。 

2. 軟管充填之技術方法: 

 取一定量蜂臘 + 基底油於加溫至溶解，溫度降至一定溫度時 ,加入混合  

 精油開始充填，約 15-20min 後凝固貼標簽，完成產品。 

   3.天然防蚊精油膏之完成產品 

    

 

 

 
     圖 1.手工量產防蚊精油膏筆 

 

 

 

 
 
 

 

 

圖 2. 防蚊精油膏筆盒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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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成製作過程之照相存檔之佐證資料建立  

 

 

 

 

 

 

 

 

 

 

 

 

 

 

 

 

 
    圖 3.完成防蚊精油唇膏成品管 

 

 

 

 

 

 
                                                   圖 4.完成一批防蚊精油唇膏成品 

 

 

 

 

  

 

 

圖 1.固定溫度融解蜂臘加混合防蚊精油

情形 

圖 2.降溫充填防蚊精油唇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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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黑蚊田間密度調查數據成果(台東市) 

時間:2014/7/14~2014/7/16 (第一區) 

 

 

   

 

 

 

 

 

   時間:2014/7/14~2014/7/16 (第二區) 

縣

市 

性質 地點 蟲數 等級 

 台

東

市 

社區 台東糖廠 冰品部 15 中度 

社區 台東糖廠 舊昌庫 13 中度 

社區 美術館東邊 0 無 

社區 美術館西邊 0 無 

社區 美術館南邊 0 無 

社區 美術館北邊 0 無 

學校 台東女中 35 中重度 

社區 教育部聯絡處 0 無 

休憩 國際地標市立有游泳池 25 中重度 

縣市 性質 地點 蟲數 等級 

  
  
台東市 

遊樂 公園路口(遊
戲區) 

7 中度 

風景 森林公園辦
公室 

9 中度 

風景 生態池 0 無 

風景 綠水橋 150 極嚴重 

風景 琵琶湖 2 輕微 

風景 活水湖兩側 0 無 

風景 鷺鷥湖 4 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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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 國際大草原 13 中度 

 

時間:2014/7/14~2014/7/16 (第三區) 

縣

市 

性質 地點 蟲數 等級 

  

  

台

東

市 

學校 台東高商 0 無 

社區 博愛路星巴克 12 中度 

社區 大同路兒童故事館 5 輕微 

風景 鯉魚山 前山附近博愛路上 17 中度 

風景 鯉魚山內 25 中重度 

風景 鐵花路鐵路局舊鐵道 19 中度 

社區 新生公園 17 中度 

風景 台東海濱公園堤防 67 嚴重 

風景 台東縣政府後端 18 中度 

 

根據文獻相關報告指出小黑蚊吸血時間大約在早上七、八點起即開始吸血

活動，吸血活動隨時間增加呈逐漸上升趨勢，並以中午十一點至下午三、四

點為吸血高峰，然後下降至黃昏時停止。但依本次小黑蚊密度調查發現，小

黑蚊吸血在台東市大多是早上7點到11點及下午3點半後到6點半出沒 (於森

林公園路口旁遊戲場可抓取正在吸血小黑蚊約9隻)，而早上11點到下午3點並

無小黑蚊蹤跡。推測有可能當天台東市氣候炎熱而其溫度高於32度以上讓小

黑蚊停止吸血，另台東市焚風也有可能造成小黑蚊消失匿跡的原因，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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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市小黑蚊出沒數量高峰都在下雨天後與次日早上時間最為嚴重，及以風

景區台東海濱公園堤防及綠水橋附近達67-150隻最為嚴重。 

 

 

 

 

 

 

 

 

 

 

 

 

 

 

 

 

 

 

 

 

 

 

 

 

 

 

 

 

 

圖 3.小黑蚊調查前路線及地點之討論 

 
 

圗 4.以小腿誘引小黑蚊調查密度

情形 

  

圖 5. 小黑蚊密度調查點 圖 6. 小黑蚊密度調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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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成天然精油防蚊膏筆之防蚊效果試驗(錄影) 

 

 

 

 

 

 

 

 

 

 
圖 8.塗抹產品後蚊蟲不敢叮咬 

 
圖 7.未塗抹產品被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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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攜帶式天然精油防蚊膏筆產品量產及行銷通路佈局 

(1)完成攜帶式天然精油防蚊膏筆產品量產 

 

 

 

 

 

 

 

 

 

 

    圖 9.   量產攜帶式天然精油防蚊膏筆產品 

 

 

 

 

 

 

 

 

 

 

 

 

 

     圖 10.  攜帶式天然精油防蚊膏筆近照 

 

(2) 攜帶式天然精油防蚊膏筆產品之行銷通路佈局 

 A.完成產品進入美和科大育成中心之商品展示店之販售(屏東縣內埔鄉) 

 B.美和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苑(屏東市) 

 C. 完成產品進入潮州農會超市之販售(潮州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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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其它販賣點之佈局 

E.網路行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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