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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椿象 (Tessaratoma papillosa (Drury))為近年來台灣本島新浮現之入侵害

蟲，主要為害荔枝、龍眼及其他如台灣欒樹等無患子科植物，國外也曾記錄其

次要寄主包括柑橘、梨與香蕉等果樹。以其刺吸式口器吸食為害荔枝與龍眼的

枝梢或花穗，造成嫩梢枯萎或黑化，也會為害花器與幼果，造成授粉受阻或落

果。另荔枝椿象受驚擾時，會由臭腺噴出具有刺激性的液體保護自身，因此人

體的皮膚或眼睛若被其液體噴及，會立即引起灼傷般的潰爛或過敏，此時需先

以大量清水沖洗，並儘速就醫，因此民眾切勿徒手抓蟲，以免遭到傷害。 

生態習性：荔枝椿象 1 年約一個世代，成蟲壽命長，在台灣冬末春初的冷涼氣

候，成蟲個體越冬，多於無風、向陽及較稠密的樹冠叢中，或植株縫隙處棲

息。卵多產於葉背，也會在枝梢、樹幹以及樹體外的場所產卵。每次產卵約 14

個卵，卵粒一般聚集排列呈塊狀，雌蟲一生至少產 5-10 次。成蟲產卵期自 3 月

中旬至 10 月上旬，產卵盛期為 4、5 月。初齡若蟲有群集取食現象後逐漸分散

為害；若蟲期也會分泌臭液，但刺激性不如成蟲強烈。五齡若蟲發育至成蟲期

間，會大量取食累積脂肪，準備越冬，越冬成蟲體內具較多脂肪，且對外界環

境反應不敏感，包括化學藥劑。 

防治策略  

最佳防治策略係依荔枝、龍眼生長期及荔枝椿象本身生態特性來擬定，可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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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防治、生物防治、整合防治、物理防治及農業防治。尤其越冬後的成蟲因

消耗體內脂肪對藥劑的容忍度降低，此時為最佳的化學防治時期。防治方法如

下： 

1. 化學防治：成蟲過冬後，需補充食物作為交尾繁殖所需之能量，因此在 1 月

下旬至 2-3 月荔枝與龍眼開花之前，實施 2-3 次的藥劑防治 (藥劑種類與施用

方法依農藥資訊服務網施用)，並建議採區域防治觀念，同步實施防治，噴藥時

間最好選擇早上十點 (氣溫約低於 20℃)。 

2. 生物防治：荔枝與龍眼開花期間，應停止藥劑防治，藉此提高蜜蜂授粉，同

時適值荔枝椿象產卵期，可配合釋放平腹小蜂，減少荔枝椿象族群數量。 

3. 整合防治：荔枝與龍眼果實發育期，可配合荔枝細蛾防治藥劑，藉此撲殺荔

枝椿象。 

4. 物理防治：結果期間，適值荔枝椿象發育至若蟲期，因若蟲不具飛行能力，

可透過輕拍其棲息部位，讓若蟲掉落地上，此時可在植株樹幹基部塗黏膠，就

可阻隔若蟲攀爬樹幹到樹梢。 

5. 農業防治與化學防治併用：除配合栽培管理徹底清園外，尚可實施 2 次藥劑

防治，以壓制越冬族群之存活率。 

  



防治曆: 

 

有關荔枝椿象研究之相關連結： 

1.荔枝椿象的防治與安全用藥-PDF 

2.更精準的荔枝椿象防治用藥建議-因應新登記用藥及平腹小蜂的釋放保護-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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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荔枝椿象交尾 圖二、荔枝椿象以口器刺吸嫩枝汁液 

  

圖三、大部分卵粒為 14顆,初產出為淡綠

色 

圖四、當卵粒顏色接近粉紅色,表示即將孵

化，田間也會發現非典型的成堆卵塊 

  

圖五、初孵化之若蟲 圖六、老熟之若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