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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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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萬德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99年02月10日

統一編號 25169692

屏東縣908屏東縣長治鄉園西二路12號4樓通訊地址

連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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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wonderfulnpbc@gmail.com

職稱

傳真

專員

08-7620310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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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試驗調查有機黑木耳最嚴重之病害有木黴菌(Trichoderma spp.)、毛霉菌及害蟲有黑翅蕈
蠅、黃色癭蠅（Mycophila speyeri）、白色癭蠅（Heteropeza pygmada）、眼菌蚊 (Sciarids 
 sp)及菇螨(mite)等病蟲害。利用數種天然植物包括無患子、菸草、肉桂、黃柏及紫草等萃取
不同有效成份之萃取技術、奈米銀產品及自製抑菌劑如精煉素(含有苦楝油)及喜多收(含有亞磷
酸)對危害黑木耳最嚴重之病害如綠黴菌、毛霉生根霉進行試內防治篩選試驗及害蟲黑翅蕈蠅利
用研發之簡易誘蟲燈進行誘殺防治等非農藥防治法之綜合防治技術開發，根據實驗數據發
現，不同濃度的抑制劑抑制效果大不相同，在無患子、菸草、肉桂、黃柏及紫草之萃取液中以
無患子於500及1000ppm對木黴菌抑制3 小時之抑制率分別為71.9-63.3%，為5 種萃取液中較佳
的，其餘4 種植物萃取物之抑制率介於2.23-19.78%效果不佳，自製抑菌劑精煉素(含有苦楝油)
及喜多收(含有亞磷酸)對木黴菌之抑菌效果，精楝素稀釋400及600倍之抑菌%分為24.86及31.65
 %，喜多收稀釋400及600倍之抑菌%分為0.34及6.1%並無明顯抑制效果。而奈米元素有廠商提供
的奈米銀及自製之奈米銀均無明顥抑制效果。
另外,本研究計畫進行誘蟲器具進行組裝、測試其誘捕蕈蠅效果，本組裝簡易捕蟲燈之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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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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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計畫執行成果

一、 主要工作項目

1.協助有機黑木耳之主要危害病蟲種類鑑定及危害症狀之資料建立
2.預期可順利完成測試無患子、肉桂、菸草、黃柏萃取液等重要成分對有機黑木耳病蟲害防治之
效用。
3.協助進行簡易強效誘蟲器之組裝及誘蟲效果試驗
4.預期可順利輔導廠商建立產能，協助業界開發經濟實用產品，以促進產業升級
5.協助進行中草藥生物性觸殺劑之菇房有機黑木耳病蟲害防治效果試驗
6.協助向政府申請產學合作案補助研發相關產品技術計畫

附件

附件說明 附件

威鋒光電太陽能板下有機黑
木耳種植場病蟲害採樣調查
試驗點

菇蟎危害造成黑木耳皺褶症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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菇蟎嚴重危害造成潰爛狀

菇蟎之卵

黃色癭蠅（Mycophila 
spey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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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癭蠅幼蟲危害狀

綠黴菌初期危害狀

綠黴菌危害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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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黴菌嚴重危害狀

白色癭蠅（Heteropeza 
pygmada）幼蟲

白色癭蠅（Heteropeza 
pygmada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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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癭蠅成群幼蟲危害狀

眼菌蚊 (Sciarids  sp)成
蟲

菇蕈蠅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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菇蕈蠅成蟲

簡易組裝誘蟲燈於菇舍大量
誘殺蕈蠅情形

簡易組裝誘蟲燈於菇舍大量
誘殺蕈蠅成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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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定目標達成情形(應與原計畫書設定相呼應，並說明預定目標達成情形)

1.預定完成有機黑木耳之主要危害病蟲種類鑑定及危害症狀之資料建立,達成率為90%
2.預定進行中草藥生物性觸殺劑之成份之萃取及配製,達成率為100%
3.預定進行強效誘蟲器之組裝及誘蟲效果試驗,達成率為100%
4.預定進行中草藥生物性觸殺劑之菇房有機黑木耳病蟲害防治效果試驗,達成率為100%
5.預定協助向政府申請產學合作案補助研發相關產品技術計畫,達成率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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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調查有機黑木耳最嚴重之病害有木黴菌(Trichoderma spp.)、毛霉菌及害蟲有黑翅蕈
蠅、黃色癭蠅（Mycophila speyeri）、白色癭蠅（Heteropeza pygmada）、眼菌蚊 (Sciarids  
sp)及菇螨(mite)等病蟲害並建立其生態特性及危害特徵。
(2)進行數種天然植物包括無患子、菸草、肉桂、黃柏及紫草等萃取不同有效成份之萃取技術,並
進行奈米銀產品及自製抑菌劑如精煉素(含有苦楝油)及喜多收(含有亞磷酸)對危害黑木耳最嚴重
之病害如綠黴菌、毛霉生根霉進行試內防治篩選試驗及害蟲黑翅蕈蠅利用研發之簡易誘蟲燈進行
誘殺防治等非農藥防治法之綜合防治技術開發，根據實驗數據發現，不同濃度的抑制劑抑制效果
大不相同，在無患子、菸草、肉桂、黃柏及紫草之萃取液中以無患子於500及1000ppm對木黴菌抑
制3 小時之抑制率分別為71.9-63.3%，為5 種萃取液中較佳的，其餘4 種植物萃取物之抑制率介
於2.23-19.78%效果不佳，自製抑菌劑精煉素(含有苦楝油)及喜多收(含有亞磷酸)對木黴菌之抑
菌效果，精楝素稀釋400及600倍之抑菌%分為24.86及31.65 %，喜多收稀釋400及600倍之抑菌%分
為0.34及6.1%並無明顯抑制效果。而奈米元素有廠商提供的奈米銀及自製之奈米銀均無明顥抑制
效果。
(3)進行誘蟲器具進行組裝、測試等之綜合應用，本計畫組裝簡易捕蟲燈之燈管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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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依試驗結果調配無患子萃取液及其它植物成份之配方供廠商生產製造,做為菇類有機防治資
材。
(5)協助輔導廠商完成申請104年屏東縣SBIR計畫，因地方政府經費有限,不過未獲審查委員推
薦。

  1、 計畫執行成果

三、 計畫執行成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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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威鋒光電種植有機黑木耳，因不明蟲害危害,回實驗室診斷,確定為菇蟎嚴重危害,建議使用萬
德福生產之無患子植物萃取物防治,初步達到防治效果
2.威鋒光電再度反應有機黑木耳遭綠黴菌嚴重感染，其損失率達20-30%，建議菌種太空包宜妥
當選擇滅菌完全之廠商提供之菌包,才能降低綠黴菌的發生
3.高樹鄉之岳勝有機菇園曾遭受蕈蠅等害蟲嚴重危害達80-90%,建議使用簡易組裝式誘蟲燈誘殺
蕈蠅以降低其族群數量
4.協助萬德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調配植物萃取物含有無患子,苦楝等成份為菇類害蟲防治資
材
5.協助輔導廠商完成申請104年屏東縣SBIR計畫
6.廠商投入研發費用約200,000元
7.產值增加金額約600,000元

  說明：(請將重要績效情形加以說明，包括投資項目、訂單爭取情形或專利證號及應用情形
等)

  2、 量化目標達成情形：(請說明計畫執行量化目標達成情形)

解決即時問題5件 研發新產品或技術服務共1項

促成研發計畫申請或通過1案 投入研發費用200千元

促成投資額0千元 產值增加金額600千元

增加就業人數1人次 專利應用/申請共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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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產業界發展:建立無患子皂素快速萃取技術,雖然無無患子果實種皮含有相當量的無患子皂
素，其皂素主要由糖基及皂基所組成,將無患子皂果及水依比例為1:3 於一定溫度(60-90℃)進
行浸泡約24小時，浸泡軟化無患子皂果後，進行碎屑化處理後，利用離心固液分離純化無患子
皂素萃取液,及其它植物如肉桂、菸草、肉桂、黃柏及紫草之萃取技術,需要熟悉減壓濃縮機及
冷凍乾燥機之應用,對產業人才專業技術之訓練有相當之助益.此外，教育單位提供專業技術及
研發設備，可以彌補企業研發人力及設備之不足；更進一步提高企業核心價值與國際競爭
力，以發揮實質的效益，是未來學術及研究單位研究成果產業化必走的方向。
(2)此項植物萃取技術之建立對產業研發設備之投入有相當大的概念助益,及公司研發人員專業
技術之提升以便將來提升產業能量之升級及轉型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3)對學生學習之助益：經由授課教師之個人研發及實務參與產業之產能開發之經驗，讓學生充
分了解產業核心價值、產業產品生產控管流程與行銷通路佈局之重要性，並藉此提高學生學習
能量,提升學生積極學習的意願,以激發學生潛力與創新能力，進而提升學生就業率與社會競爭
力。
(4)對學界之助益：由教師至業界發現問題並給予診斷確定真正之問題源由，進而提出試驗研究
及發產品,教師將產業界的實務經驗帶回學校以改進教學及提升教學品質；及可以獲得產業界經
濟資源協助研提政府相關輔助計畫，如產學合作計畫經費可增加研究設備及藥品資源，以提升
教學設備與實驗學習環境；長期建立與業界的合作伙伴關係，繼續創新開拓其他領域的合作機
會。

  3、 質化指標(核心能量建立與研發投入、升級轉型、參與研發聯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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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計畫對廠商效益與影響性說明(請描述計畫執行期間之合作情形、協助或解決廠商問題及對
廠商未來發展之建議… 等，請以案例方式說明)

1.協助廠商萬德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克蟲威及誘蟲器針對菇房蕈蠅加以防治,以提高公
司之產品多元化
2.測試植物性觸殺劑是否會影響有益真菌菌絲於太空包內的生長?確定是不影響有益真菌菌絲之
生長
3.所開發的克蟲威植物性觸殺劑可部份防治蕈蠅及蕈蟎
4.所開發的產品提供給二處(竹田及高樹)有機菇類種植場試驗並進一步採購
5.建議廠商需增加萃取粉碎設備以提高萃取成份增加效果
6.有機防治資材對菇類真菌類有害菌之防治相當少,建議廠商未來可朝此方向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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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提政府研發補助計畫情形

申請狀態 申請/通過時
間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自籌款
(萬元)

政府補助款
(萬元)

計畫撰寫
中

其他 屏東轄區溫室有
機黑木耳重要病
蟲害之危害及非
農藥防治技術管
理系統建立

90 80

  說明：

於104年6月協助企業申請屏東縣政府「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SB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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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診斷工作記要

項次 訪廠日期 工作重點

1 104/05/14 討論研提104年屏東縣SBIR地方型計畫

2 104/05/28 研提104年屏東縣SBIR計畫公司之配合人力及資源討論

3 104/06/04 討論萬德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駐美和科育成中心

4 104/06/16 公司現有之設備了解及可利用資源

5 104/06/18 屏東縣104年SBIR撰寫完成交件

6 104/07/02 討論有機黑木耳主要病蟲害調查

7 104/07/08 討論有機防治資材之政府法規

8 104/07/22 無患子皂素之萃取技術

9 104/08/04 苦楝素之使用問題

10 104/08/12 討論研發植物萃取物產品於馬來西亞之市場可能性

11 104/08/26 公司研發產品對有機農業之資材包括那些

12 104/09/30 未來公司研發方向及題材

  1. 臨廠工作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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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輔導重要事蹟說明：

1.萬德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由簡朝任先生於民國99年2月所創立。籌設之初，乃計畫設立
於屏東縣萬丹鄉，後因基於對台灣環境生態維護的熱愛及因應全球糧食危機之到來，乃積極地投
入國家發展生技產業的運動，遂將進駐農委會農業生物科技園區設立農業資材研發中心及生產
廠。簡董本來即有一間化學農藥販賣公司及一間環衛用藥公司且經營20幾年,一直以化學藥劑為
伍感受到化學藥劑有快速有效等好處,相對而言,也產生環境毒害,農藥殘留及抗藥性的後遺症問
題
2.故簡董成立萬德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即以綠色生技產品之非農藥防治資材及有機肥為事
業的主軸,因此才希望學界專家可協助有關菇類病蟲害之非農藥防治資材開發
3.菇類是大多以太空包方式栽培,若是非密閉養菇場所及滅菌不完全即會衍生很多病蟲害,就以蕈
蠅而言,若不採取防治,危害損失率可達70-80%,可見問題之嚴重性,這是實際種植業者所感受的痛
4.計畫結果可提供合作廠商未來發展非農藥防治資材之參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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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案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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