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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被咀嚼式口器有害動

物危害後，會在莖、葉部位

留下明顯的不規則及不同程

度的咬食痕跡，如蝸牛以齒

舌刮食莖、葉表面，造成受

害部位表皮部分或全部缺損

的食痕；昆蟲則取食莖葉，

幼齡幼蟲或若蟲僅能取食

表皮及其下的葉肉細胞，但

隨齡期增長，其取食部位擴

大，使莖葉留下不規則的缺

刻食痕。這些危害徵狀非常

明顯，農友可由肉眼輕易發

現，並採取適當防治措施。

對於某些在組織內部進行蛀

食 (如東方果實蠅幼蟲或天牛
類幼蟲) 或潛食性害蟲 (如柑
橘潛葉蛾幼蟲)，危害徵狀常
不明顯，果園中一旦出現樹

幹或枝條枯死，或蛀孔外排

出大量糞粒粉屑時，表示這

類害蟲在受害部位已危害一

段時間，農民常會失去防治

先機。以上屬於直接危害，

對葉部損害是降低光合作用

面積，並影響新梢發育；對

莖部的危害，則是阻礙維管

束水分與養分運送；至於間

接危害方式，則是取食過程

所形成的傷口，成為細菌或

真菌的入侵孔道，在樹勢衰

弱過程，樹體所釋出之次級

代謝產物，可能吸引小蠹蟲

類等昆蟲前來危害。柑橘類

有害動物的口器，除刺吸式

和咀嚼式之外，尚有刮吸式 
(如東方果實蠅幼蟲) 與曲管
式 (如刺果夜蛾類的成蟲) 口
器。為了讓農友可自主建立

早期預警技術，並即時採取

預防性或立即性之安全且有

效的防治方法，降低經濟損

失，本文提供臺灣柑橘類果

樹受咀嚼式、刮吸式與曲管

式口器等有害動物危害的特

徵，並加以歸類，使農友可

據此快速與正確判斷田間發

生有害動物的種類，配合有

害動物危害習性及正確防治

時機，作出有效的有害動物

整合管理決策。

臺灣柑橘類咀嚼式、刮
吸式與曲管式口器有害
動物之危害特徵歸類

柑橘類果樹已記錄之咀嚼

式口器有害動物類群，包括

昆蟲、蝸牛、蛞蝓、鳥類、

鼠類與臺灣獼猴，其中昆蟲

柑．橘．害．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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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柑橘類果樹有害動物危害特徵
系統歸類與防治應用 (二)

咀嚼式、刮吸式與
曲管式口器之有害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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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所占比率超過  93％。
這些昆蟲分類階層歸類，分

別為直翅目的蝗蟲科和螽蟴

科；鞘翅目的天牛科、太

古天牛科 (Vesperidae)、象
鼻蟲科與金龜子科；鱗翅目

的刺蛾科、尺蠖蛾科、夜蛾

科、毒蛾科、避債蛾科、潛

葉蛾科、捲葉蛾科、舟蛾科

與鳳蝶科。屬於刮吸式口器 
(scratching monthparts；口器
由頭咽骨特化組成) 的昆蟲，
則有東方果實蠅幼蟲；屬於

曲管式口器的昆蟲，則為蛾

類成蟲。至於軟體動物則有

蝸牛或蛞蝓危害；鳥類、鼠

類與臺灣獼猴則以近山區果

園較易發生。

下列依危害部位與危害特

徵進行歸類，提供農友判識

有害動物類群的依據。

一、樹勢衰弱且根部具咬痕

全球已記錄可危害柑橘

類果樹的「土棲害蟲」，

包括白蟻、蟋蟀、吉丁蟲、

象鼻蟲、天牛、金龜子等，

在臺灣已記錄的根部重要害

蟲，僅有金龜子類、臺灣三

月始灰象與柑橘窄胸天牛的

幼蟲。金龜子類、象鼻蟲與

天牛幼蟲，皆以咀嚼式口器

取食根部表面或全部，危害

徵狀相似，難以區別，嚴重

危害將使樹勢衰弱、延遲開

花、果實早熟以及落果，造

成產量降低。以柑橘窄胸天

牛 (圖 1) 為例，雌蟲多將卵

產於有隱蔽的落葉間或樹幹

凹處，因此臺南區農業改良

場建議農友使用兩片木板交

疊或報紙等材料，製造縫

隙，置於柚園吸引雌成蟲產

卵 (圖 2)。農友除可藉此檢

視是否有卵來監控成蟲正確

出現時間外，也可順便將卵

自木板移除，達到降低下一

代幼蟲密度的防治目的。剛

孵化的柑橘窄胸天牛幼蟲，

隨即鑽入樹幹下方土層 15∼

45 公分處，取食鬚根，隨齡

期增長，逐漸取食較粗的支

根 (圖 3)，最後僅剩主根。

幼蟲族群密度高時，也會取

食園區柚苗 (圖 4)，導致死

亡。另幼蟲取食柚根所造成

的傷口，經病原菌入侵後，

會導致根部腐爛。

二、樹體主幹、枝條表面具

有蛀食孔與粉屑

蛀食性害蟲危害過程，由

於蟲體在植物內部危害，農

友無法以肉眼觀察到蟲體，

一旦發現樹勢衰弱、黃化與

枯萎時，樹體已趨近死亡，

錯過防治時機。因此，有效

防治蛀食性害蟲的關鍵是在

幼蟲發生時期，觀察樹體是

否有初期危害徵狀，若有即

可快速進行化學或其他防治

方法，達到防治目的。茲將

蛀食性害蟲危害部位與危害

徵狀歸類如下，提供農友參

考。

(一) 地基部樹幹有蛀孔與

粉屑

斑星天牛 (圖 5) 雌成蟲多

選擇「樹幹基部」，作為產

卵部位，少數情況會將卵產

於主幹的側粗枝。雌蟲產卵

前，會將樹皮咬成 L 或 T 型

裂縫，再將卵產於縫隙內；

甫孵化一齡幼蟲，以大顎咬

食樹皮，隨後向下蛀食至樹

幹基部皮層，迂迴繞食危害

數月，此時蛀孔常有褐色流

膠排出；及至中齡幼蟲已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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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1. 柑桔窄胸天牛成蟲雄蟲 (左) 及雌蟲 (右) 3. 柑橘窄胸天牛老熟幼蟲取食柚樹支根
　　　2. 在柚園置放木板，吸引柑橘窄胸天牛雌成蟲產卵 4. 柑橘窄胸天牛幼蟲 (上) 及受其危害的柚苗鬚根 (下)
　　　以上圖片提供：林明瑩先生

入木質部 (圖 6)，往上或往
下環繞樹幹取食，形成直或

斜彎的環形蟲道，因此中國

大陸農友也將天牛幼蟲稱為

圍頭蟲，幼蟲會將含木屑和

蟲糞的粉狀碎屑，自蛀食孔

推出 (圖 7、8)。老熟幼蟲最
終會在樹幹內的蟲道，吐出

石灰質物質封閉蟲道兩端，

作室化蛹。經幼蟲蛀食的樹

幹，因輸導組織被破壞，使

水分和養分運送受阻，受害

程度較輕的枝梢逐漸黃化至

枯死，重者導致柑橘全株枯

萎死亡。

(二) 地上部枝條有蛀孔與
粉屑

可危害柑橘類果樹「地上

部枝條」的蛀食性害蟲，包

括斑星天牛與咖啡木蠹蛾。

斑星天牛密度高時，雌成蟲

會產卵於主幹分叉處的側粗

枝，因此可在側枝發現幼蟲

的蛀孔及孔道口外的粉屑。

咖啡木蠹蛾的雌成蟲則會

將卵產於幼嫩枝條及腋芽，

孵化後幼蟲遷移力強，一旦

尋獲適當枝條，即自表皮蛀

入，沿木質部周圍蛀食，形

成環狀食痕，取食過程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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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組織幾被食盡，因水分無法往上輸送，造成受害部位以上的枝條

枯萎 (圖 9A)。隨蟲體增長，幼蟲 (圖 9B) 順著髓部向上蛀食，形成隧
道，糞便則由排糞孔 (圖 9C) 排出，一般會有多個排糞孔；待幼蟲老
熟，開始營造蛹室，先以口吐絲結成疏鬆絲網，並將隧道兩端封

閉，形成蛹室，然後向外蛀出一個羽化孔，隨後幼蟲脫皮，進入

蛹期；成蟲 (圖 10) 則由羽化孔破蛹而出，並在羽化孔口留下一
半蛹殼 (圖 11)，此為咖啡木蠹蛾與斑星天牛區別的重要依據。

圖說：
5. 斑星天牛成蟲
6. 斑星天牛幼齡幼蟲 (陳祈男提供) 
與中齡幼蟲 (林明瑩提供)

7. 斑星天牛幼蟲取食過程，隨齡
期增長，從蛀食孔推出更多粉
屑狀排泄物 (林明瑩提供)

8. 斑星天牛幼蟲在文旦樹基部的
初期危害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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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咖啡木蠹蛾幼蟲危害狀及糞便：(A) 幼蟲蛀入蜜柑枝
條，蛀孔以上的枝條枯萎；(B) 將受害枝條剝開後，可見幼
齡幼蟲蛀食其中；(C) 由排糞孔排出的橢圓形糞粒

↑圖10. 咖啡木蠹蛾成蟲 (右側) 羽化後，在羽化孔
口留下蛹殼 (左側)
↓圖11. 咖啡木蠹蛾幼蟲 (張淑貞提供)

以上兩種害蟲如果同時在

枝條危害，雖未見蟲體，卻

可從糞粒外形加以區別，斑

星天牛幼蟲的糞便如同粉狀

木屑；咖啡木蠹蛾的糞便，

則為橢圓形的顆粒 (圖 9C)，
粒狀糞便大小，隨幼蟲齡期

增長而增大。

三、莖、葉、花器或果實表

面有不同程度的缺損

危害柑橘地上部莖、葉、

花器與果實等各部位的咀嚼

式口器有害動物，有不少種

類可危害兩個或兩個以上的

部位。茲將各類害蟲的危害

徵狀歸類如下。

(一) 受害部位附近可見糞
便，但無黏液痕跡

直翅目的蝗蟲類若蟲與成

蟲  (圖  12)、鱗翅目的蝶類
幼蟲 (圖 13) 與蛾類幼蟲 (圖 
14、15)、鞘翅目象鼻蟲成蟲
和金龜子成蟲等，在取食、

爬行或排糞過程，完全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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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
12. 在蜜柑樹上取食的斑腿蝗若蟲 (上方紅色圓圈)、成蟲與取食危害狀 (下方紅色圓圈)
13. 無尾鳳蝶幼蟲自泰國檸檬幼葉邊緣取食
14. 在蜜柑葉片取食的黑點刺蛾幼蟲
15. 斜紋夜蛾幼齡幼蟲自柳丁葉片逢機取食 (陳祈男提供)
16. 在桶柑葉片躲在巢中的避債蛾幼齡幼蟲，葉片上表皮有其取食留下的半透明黃色薄膜

分泌任何黏液取食部位以嫩

莖與嫩葉為主，初始多由

葉片邊緣或某一部位開始取

食，嚴重時會食盡嫩莖葉 (蛾
類所產卵塊，孵化後的所有

初齡幼蟲有聚集取食習性)，
隨齡期增長後，開始危害幼

葉或老葉，嚴重者葉片僅剩

主脈。這些害蟲的危害徵狀

都為相似，也都可在受害

組織附近發現蟲糞或蟲體，

但有極少數害蟲具有特殊習

性，危害徵狀有別於其他害

蟲，例如避債蛾科的幼蟲。

避債蛾幼蟲躲藏於巢內，幼

蟲活動取食時，只從巢中伸

出頭部與胸部，負巢行進；

初齡至幼齡 (約 1∼3 齡) 幼
蟲大多只吃葉肉，留下葉片

上表皮成半透明黃色薄膜 (圖 
16)，中老齡 (3 齡後) 幼蟲則
將葉片取食為孔狀或不規則

形缺刻，嚴重時僅留葉片主

脈。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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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
17. 臺灣三月始灰象之成蟲：(A) 背
面觀；(B) 側面觀；(C) 側背觀；
(D) 雌蟲 (左側) 與雄蟲 (右側)

18. 臺灣三月始灰象的成蟲取食白柚
接穗

19. 臺灣三月始灰象的成蟲取食茂谷
柑之葉片與花器，受害部位也可
發現明顯的黑色糞便

20. 臺灣三月始灰象危害茂谷柑幼果

19

除此，臺灣三月始灰象

成蟲  (圖  17)、金龜子科成
蟲、夜蛾科與毒蛾科等蛾類

幼蟲，除取食幼葉與嫩莖外 
(圖 18)，也會在開花期取食
花苞、花瓣或幼果 (圖 19、
20)，造成落花或落果；另臺
灣三月始灰象與金龜子等甲

蟲類成蟲，在爬行過程，足

部跗節的利爪，會在果實表

面留下傷痕。

(二) 受害部位附近可見糞
便，且有黏液痕跡

扁蝸牛屬於多食性軟體動

物，一般會在田間取食土壤

中的腐植質，但也會危害蕈

類、重要果蔬糧作、花卉和

雜草。扁蝸牛的成貝和幼貝

具有群集習性，行動緩慢，

凡爬行所過之處，均可見

其黏液痕跡，取食過程以齒

舌取食柑橘的嫩葉、嫩枝、

嫩莖及果實，造成葉片有缺

刻、空洞、或僅剩網狀葉

脈的危害徵狀 (圖 21、22、
23)。嚴重發生時甚至取食莖
部表皮，使受害枝條乾枯 (圖
24)；取食幼果造成表面有小
型凹孔，果實轉黃脫落；取

食中果造成近圓形凹孔或孔

洞，引起果實腐爛，喪失商

品價值。

17

1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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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21. 扁蝸牛取食柑橘葉片之危害狀
　　　22. 扁蝸牛將柑橘葉片取食成網狀
　　　23. 扁蝸牛取食葉片後，留下明顯的黑色糞便
　　　24. 扁蝸牛取食柑橘枝條表皮，使受害枝條乾枯
　　　25. 果實表面被東方果實蠅雌成蟲產卵管穿刺的產卵孔 (陳祈男提供)
　　　26.東方果實蠅雌幼蟲於果實內部取食，形成水浸狀的危害狀 (陳祈男提供)

25 26

(三 )  受害果實表面有蛀
孔，未見糞便與黏液痕跡，

果實內部腐爛

會造成「果實外表產生

明顯蛀孔」的柑橘類果樹害

蟲，包括角肩椿象、刺果夜

蛾  (如嘴壺夜蛾)  與東方果
實蠅，這三種昆蟲的口器都

不是咀嚼式。角肩椿象屬於

刺吸式口器害蟲，以口針穿

刺果實表面，造成細孔狀食

痕；刺果夜蛾成蟲則以其曲

管式口喙端部，穿刺果實表

面，吸食汁液，使果實受害

刺孔周圍出現水浸狀的腐敗

危害徵狀；東方果實蠅雌成

蟲，則以產卵管穿刺果實表

面  (圖  25)，將卵產於果皮

下方，孵化後的幼蟲屬於刮

吸式口器，鑽蛀到果肉中取

食，造成被害部位腐爛進而

呈水浸狀 (圖 26)，幼蟲數量
多時，常造成果實腐爛而落

果。

(四) 葉片表面無缺損，但
可見表皮下方有隧道狀食痕

柑橘潛葉蛾於嫩葉產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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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圖說：

27. 柑橘潛葉蛾於葉片正面表皮下方潛食為
害，並形成明顯的取食隧道，隧道末端
即為幼蟲蟲體所在位置

28. 由圖 27 同一葉片的背面，無法看到柑
橘潛葉蛾在葉片正面表皮的危害狀

29. 柑橘潛葉蛾老熟幼蟲化蛹前，其取食隧
道已接近葉片邊緣，化蛹前會將葉緣捲
起，並於其中化蛹

30. 柑橘潛葉蛾老熟幼蟲在葉緣捲起處化蛹

甫孵化幼蟲在卵殼附近取食

葉片表皮，並潛入表皮下方

潛食葉肉組織，由受害部位

的葉面可清楚看到幼蟲取食

造成的不規則迂迴彎曲的隧

道 (圖 27、28)。及至老熟幼
蟲，其取食隧道已接近葉片

邊緣，化蛹前會吐絲將葉緣

捲起 (圖 29、30)，並結繭化
蛹其中，在抽梢期間可見被

害葉片多呈縱向捲曲，發生

密度高時，影響枝條發育。

由於被害葉片捲曲、捲縮與

硬化，嚴重危害時造成落

葉，並使新梢生長受阻，影

響樹勢生長與果實結果。幼

蟲潛食所造成的葉片不規則

捲曲，也常成為介殼蟲、粉

蝨、螞蟻、葉蟎與蜘蛛的棲

息場所。另在春梢期所造成

的蛀食傷口，常成為潰瘍病

原的入侵通道，誘發柑橘潰

瘍病。

危害特徵系統歸類與行
為習性之防治應用

咀嚼式口器有害動物、

刮吸式或曲管式口器害蟲，

在柑橘類果樹所表現的危害

特徵，除蛀食性害蟲較難發

現，其他絕大多數種類，多

可用肉眼輕易發現。因此，

農友只要參考前述歸類的有

害動物危害特徵，大體上即

可知道田間有害動物所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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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柑橘類果樹重要有害動物危害資訊

分類群
名稱

危害
階段

口器
型式

危害
部位

果樹受害之生育時期或月份

刺果夜蛾類 成蟲 曲管式 果實 果實肥大期至採收期

毒蛾類 幼蟲 咀嚼式
嫩莖/枝條、
葉部、花器

抽梢期

潛葉蛾 幼蟲 咀嚼式 葉部 抽梢期

天牛類
幼蟲 咀嚼式 樹幹 每年 四至十月出現，六至八月為發生盛期
成蟲 咀嚼式 樹幹 每年三至十一月出現，六至七月為發生盛期

金龜子類
幼蟲 咀嚼式 根部 每年五至十二月出現

成蟲 咀嚼式 葉部 每年四至十月出現，五至七月為發生盛期

象鼻蟲類

幼蟲 咀嚼式 根部 生態資料不詳

成蟲 咀嚼式
莖部/枝條、

葉部、花器、果實
每年四至五月為發生盛期

東方果實蠅
幼蟲 刮吸式 果實 全年發生

成蟲 舐吮式 果實 全年發生

薊馬類
若蟲
成蟲

刺吸式
葉部、
花器、果實

抽梢期

蚜蟲類
若蟲
成蟲

刺吸式 葉部 抽梢期

介殼蟲類
若蟲
成蟲

刺吸式
枝條、
葉部與果實

每年六至八月為發生盛期

木蝨類
若蟲
成蟲

刺吸式 葉部 抽梢期

柑橘刺粉蝨
若蟲
成蟲

刺吸式 葉部 全年發生，夏、秋季節為發生盛期

柑橘裸粉蝨
龐達巢粉蝨

若蟲
成蟲

刺吸式 葉部 冬、春季節為發生盛期

椿象類
若蟲
成蟲

刺吸式 果實 中果期至果實成熟期

柑橘葉蟎
幼期
成蟎

刺吸式 葉部、果實
全年發生，每年三至五月及九至十一月
為發生盛期，雨水少更適合發生

柑橘銹蟎
幼期
成蟎

刺吸式 葉部、果實 全年發生，高溫、高濕更適合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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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群，然後參考表一所列該

有害動物之危害資訊，即可

在有害動物發生前，採取預

防性的耕作或物理防治等措

施，降低田間有害動物危害

密度。

再者，如果可掌握柑橘有

害動物的危害習性，也可研

擬有效的防治策略，例如臺

灣三月始灰象的成蟲，因其

左右前翅彼此癒合、兩後翅

退化，因此無法飛行，僅能

藉由三對足攀爬樹幹，因此

可在樹幹圍上表面塗有黏膠

的塑膠片或保鮮膜等阻隔資

材 (圖 31、32)，阻斷成蟲往
上攀爬；其中塑膠片塗膠的

方法，也可應用在扁蝸牛的

防治 (圖 31)。其他如柑橘窄

胸天牛，可參考臺南改良場

所開發的數種有效的物理防

治方法，在適當時期施用，

達到安全與成本低的有效防

治效果。未來農業試驗所將

進一步建立系統化的柑橘類

果樹有害動物危害徵狀查詢

圖庫，這些資訊將於「農

業害蟲智能管理決策系統 
(http://azai.tari.gov.tw/index.
html)」逐年建置與更新，農
友可自行比對田間發生的有

害動物種類，提升正確判別

有害動物物種比率，善用田

間整合防治方法以達到安全

有效與節省成本的目標。 

↑圖32. 在樹幹圍上塗膠的保鮮膜作為阻隔臺灣三月始灰
象爬行的資材

↑圖31. 在樹幹圍上塗膠的塑膠片作為阻隔臺灣三月始灰
象或蝸牛爬行的資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