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態系統中呈現不同面向的存

在價值。一般認為其弊大於

利，因此多數農友為了省工

與提高產量，常以化學除草

劑清除雜草，反而忽略雜草

在農業生態系統具有水土保

持、促進土壤營養循環與吸

收重金屬降低土壤環境污染

等作用，雜草也提供害蟲天

敵前來尋找寄主的重要環境。

事實上，過度依賴化學除

草劑進行農業生態系統中的

雜草管理，常因除草劑的防

治對象，造成生態系統雜草

種類產生變化，改變過程也

導致生態系統的植食性節肢

動物種類、或依賴植物生存

之微生物種類，同時產生變

化。在農業生態系統中，雜

草等有害生物雖然與人類經

濟明顯衝突，但使用化學除

草劑之「除草務盡」管理方

式，卻讓人類付出健康與精

神損害的代價。本文擬以作

者群在水稻的相關研究成果

及國外往昔重要研究實例，

說明雜草在農業生態系統與

作物蟲害整合管理的相互關

係，讓讀者瞭解不同作物的

農業生態系統，應有不同的

雜草管理策略，有效與合理

管理雜草所獲得的非農業經

濟利益 (國家人民健康與環境
受衝擊之後所付出難以估算

的社會成本)，遠優於「除草
務盡」的管理方式。

農業生態系統之雜草與
作物蟲害整合管理的相
互關係

農業生態系統可危害植

物的昆蟲，其取食對象包括

了作物與雜草等植物，所以

被稱為「植食性害蟲」，依

據植食性昆蟲取食的寄主範

圍，可區分為專食性害蟲 (僅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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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專．題．報．導

前言

農業生態系統的生物組

成，包括人類栽培／飼育之

目標植物／動物，以及其他

非目標野生動植物與微生

物，其中目標植物的各類作

物與非目標作物的野生植

物，其判定依據完全憑藉個

人的經濟觀點。所以，雜草

通常是指特定場域 (如稻田、
果園、菜園、花園及公園等) 
之所發生無利用性的植物，

這些生非其所與生未逢時的

植物，即泛指為雜草。但是

雜草一旦被發現具有特殊的

營養或保健價值後，就可能

被當作蔬菜或藥用作物栽

培。雜草除了會與作物競爭

養分及空間，造成作物生長

不良，產量與品質降低，有

時也是有害生物的寄主，更

是害蟲 或天敵躲避逆境的重
要棲所，使得雜草在農業生

雜草管理對作物害蟲及其天敵之影響

以水稻生態系統為例

◎農試所／石憲宗．黃守宏．陳健忠．李啟陽．李長沛．賴明信．黃維廷．蔡耀賢．郝秀花
藥毒所／蔣永正．何明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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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食單一種植物)、寡食性害
蟲 (指取食來自同一個分類群
的寄主植物，如同屬、同科

植物) 與多食性害蟲 (取食來
自不同科級分類群的植物)。
由於農業生態系統的植食性

害蟲，會在作物與雜草之間

取食危害與棲息，因此完善

的作物蟲害整合管理有必要

將雜草管理納入考量。瞭解

農業生態系統之雜草與作物

蟲害整合管理的相互關係，

可透過「害蟲的寄主植物範

圍 (包括作物與雜草)」，探
討「害蟲 - 作物 - 雜草 (非作
物) - 害蟲天敵 – 氣象因子」
的相互關係，釐清雜草在作

物蟲害整合管理的角色。茲

以水稻生態系統為例，說明

雜草管理對作物蟲害整合管

理的影響。

稻田生態系統之雜草管
理對害蟲及害蟲天敵的
影響

水稻為稻田生態系統唯一

作物，稻田周圍田埂與溝渠

的雜草，或鄰近農地其他作

物或雜草，都是害蟲與天敵

休息與生存的場所。當害蟲

所處環境缺乏適當食物  (例

如水稻收割)，或因害蟲生理
需求須取食適當食物以獲得

雌蟲產卵先趨物質，或因害

蟲取食及活動棲所受到人類

施用化學藥劑與機械割草等

田間管理干擾時，害蟲會從

生態系統中的干擾地遷往非

干擾地。由此可知雜草在任

何作物生態系統中，具有保

護天敵與調節害蟲密度的功

能。

無論是在臺灣或國外，

稻田田埂或田邊空地，都非

常容易滋生雜草，這些雜草

除了是部份水稻病蟲害的寄

主，同時也是入侵稻田的雜

草部份來源，農友只好利用

各種方法管理雜草，其中開

發中或開發國家農友的主要

雜草管理手段，就是使用化

學除草劑來達到省工及有效

管理的目的，但不正確的施

藥技術或不當使用除草劑，

造成許多影響生態系統的負

面代價。為此，對保護環境

健康懷有使命感的農友，開

始朝向稻田的有機栽培或低

毒友善管理，這些都是許多

先進農業國家所倡議對環境

友善的耕作方式。但對全球

絕大多數作物之栽培管理，

仍以追求產量與品質為目標

的慣行管理 (施用化學藥劑與
化學肥料) 為大宗。
對採行稻田慣行管理的農

友而言，考量稻田的田埂面

積那麼小，田埂雜草不僅影

響耕作措施與有礙觀瞻，還

會聚集有害生物，只需鋪設

抑 (防) 草蓆或施用除草劑，
就可達到兼防有害生物的作

用，為何還需大費周章來保

存田埂雜草。事實上，國內

外已有許多報告顯示適度保

持稻田植物的多樣性，有助

於保護生態系統的害蟲天

敵。本文擬就傳統慣行管理

的水稻田，提出合理的雜草

管理策略，以營造有利害蟲

天敵生存之例子，提供稻田

慣行管理農友思考如何在兼

顧稻作產量、品質與環境健

康的同時，考量如何降低稻

田化學除草劑與化學殺蟲劑

使用量的合理作法。

臺灣歷年記錄的水稻害蟲 
(蟎) 約 140 餘種，絕大多數
屬於寡食性害蟲，如水稻水

象鼻蟲、二化螟、大螟、瘤

野螟、白背飛蝨、斑飛蝨、

偽黑尾葉蟬類與電光葉蟬

等，僅極少數屬於專食性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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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細蟎、三化螟與褐飛蝨 (褐
飛蝨的寄主雖然包括水稻與

野生稻，但學者通常將其列

為專食性)) 或多食性 (大螟、
南方綠椿象及白翅葉蟬等)。
臺灣水稻田區及其周邊田埂

的常見雜草種類，主要為禾

本科  (如稗草、芒稷、千金
子、雙穗雀稗、牛筋草等) 與
莎草科植物 (如球花蒿草、碎
米莎草)，這兩科雜草同時也
是白背飛蝨、斑飛蝨、偽黑

尾葉蟬類等寡食性水稻害蟲

的寄主；至於其他常見的雙

子葉雜草種類，則有密穗桔

梗科 (Sphenocleaceae) 的尖瓣
花、莧科的滿天星、柳葉菜

科的細葉水丁香、菊科的鯉

腸等，這些雜草也是多食性

害蟲 (如某些夜蛾、蚜蟲或蟎
類，可取食危害水稻等不同

作物或雜草)，或此類害蟲的
寄生性或捕食性天敵的重要

棲息場域。

國際水稻研究所 (IRRI) 自 
一九九七年，在菲律賓、越

南與中國等國，推行「利用

生物多樣性穩定控制水稻病

蟲害」國際合作計畫，其中

在水稻有害生物整合管理部

分採行生態工法，其作法是

在稻田周圍保留 1 公尺寬度
的田埂，在田埂上適度維持

雜草或栽植特定植物  (如百
日草、萬壽菊、向日葵、

波斯菊、芝麻與大豆等) (圖 
1)，使田埂成危害蟲天敵之
生存、繁殖與進出稻田的基

地，以有效控制稻田首波害

蟲的族群密度與增殖速度，

這樣的作法顯示維持雜草生

長的田埂，其害蟲天敵的種

類與數量，高於種植大豆和

芝麻的田埂，但因田埂種植

大豆和芝麻的經濟收益，遠

比種雜草還來得具體，在中

國與東南亞的推廣過程，發

現絕大多數農友比較接受在

田埂種植大豆或芝麻。在臺

灣屏東縣東港鎮，農友林清

源先生於田埂種植豆科的蠅

翼草作為覆蓋作物，經估算

每年每公頃稻田可減少農藥

費用約一萬元，但這尚未評

估種植蠅翼草對於稻田有害

生物管理的影響。

其實古時候老祖宗並無藥

劑管理田埂植物，這相較於

現代施用除草劑或使用抑草

蓆的作法，是一種對環境友

善與害蟲調節雙贏的管理，

因此吾人實無必要抱著剷除

雜草上有害生物的緣由，就

採取除草務盡的作法。換個

角度思考，我們當真可將田

埂上的病蟲草有害生物趕盡

殺絕嗎？如果要在田埂上維

持植物生長，我們到底可以

選擇那種 /那些植物來種植
呢？事實上，所謂草生栽培

除需考量適合當地氣候條件

的本土植物之外，也需考量

可兼顧保護害蟲天敵或提供

害蟲天敵食物 (如蜜源) 的功
能，如此才能在水稻害蟲移

↑圖1. 國際稻米研究所 (IRRI) 之水稻生態工法。左圖：田埂保持當地雜草；右圖：稻田
周圍種植百日草等特定植物 (黃色箭頭所指處)  圖片提供／石憲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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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如斜紋夜盜或二點葉蟎
等 )，在缺乏雜草寄主可利
用的情況下，僅剩作物可取

食，這種因除草劑直接造成

植物多樣性降低，間接促使

利用雜草的害蟲及其天敵失

去保障，使多食性昆蟲或蟎

類只能危害作物，這就是為

何需將雜草管理技術，納入

作物蟲害整合管理策略的原

因。由於各類作物的生育期

及栽培管理策略各異，各自

形成不同的生態環境，因此

需有適地適作的雜草整合管

理策略。根據防檢疫局農藥

資訊服務網「農藥統計」

2016年資料，臺灣除草劑使
用量平均約佔當年農藥總量

的  62% ，建議政府可支持
兼顧作物產量、品質暨環境

友善的安全除草資材研發，

使之成為農友管理雜草的選

項，降低農友對化學除草劑

的依賴程度，使我國可發展

對環境友善的雜草整合管理

資材產業，使國內可持續朝

向農藥減量的目標邁進，另

可將產品行銷至海外市場，

建立永續經營之友善栽培環

境。

入慣行栽培稻田之前，已在

田埂建立適量的害蟲天敵族

群，進而達到緩和害蟲種類

與數量突發的目的。

以筆者等人在嘉義與臺

中，利用寄生蜂誘引箱 (在養
蟲箱內放置水稻與特定種類

飛蝨，誘引寄生性天敵) 與馬
氏網 (圖 2) 調查水稻飛蝨與
葉蟬類害蟲之寄生性天敵為

例，發現兩類害蟲具有共通

性的卵寄生蜂天敵，如纓小

蜂與赤眼卵蜂，某些卵寄生

蜂同時也是雜糧與果樹作物

之飛蝨或葉蟬類害蟲的同種

或同屬寄生蜂。此初步結果

顯示田埂優勢雜草若為本土

性的禾本科雜草，即可提供

水稻飛蝨與葉蟬類害蟲及其

寄生性天敵休息與生存所需

的處所，這塊地方也是其他

附近雜糧或果樹同類寄生性

天敵可以移入休息或找尋寄

主的重要場域；其次，田埂

或周圍的禾本科與莎草科雜

草，也可供應卵寄生蜂所需

之蜜源；再者，當褐飛蝨等

遷飛性的水稻害蟲遷入稻田

前，以田埂或周邊鄰近地區

植物為寄主的其他飛蝨或葉

蟬類昆蟲，就可成為這類卵

寄生蜂的替代寄主；最後，

水稻生態系尚有瓢蟲與蜘蛛

等捕食性天敵，這些天敵捕

食量頗高，在稻田休耕及秧

苗期，早已普遍存在於稻田

周邊的田埂雜草上，對於水

稻害蟲，也具有相當程度的

抑制作用。

總結

田間施用除草劑防治雜

草，對於原本可同時取食作

物與雜草的多食性昆蟲或蟎

↑圖2. 農業試驗所在水稻田利用寄生蜂誘引箱 (左圖，黃色箭頭所指處) 與馬氏網 (右圖)，
調查水稻害蟲天敵 (左圖／黃守宏提供，右圖／石憲宗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