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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有機栽培之害蟲管理 

近年蔬果衛生品質備受關切，民眾尤其重視農藥殘留的問題。因應消費市場的趨勢與環

保意識，諸多農友漸漸朝向減少使用農藥或不使用農藥之有機栽培法從事耕作，以確保農友

本身及消費者的安全。目前蔬菜害蟲種類繁多，茲將蔬菜重要害蟲之危害習性及其防治要點

敘述如下，提供農友參考。 

蝶蛾類害蟲 
危害蔬菜者有斜紋夜蛾、甜菜夜蛾、小菜蛾、紋白蝶等，此類害蟲為完全變態昆蟲，有

卵期、幼蟲期、蛹期及成蟲期四個時期，成蟲自由活動飛翔能力不弱，主要是以幼蟲期危害

蔬菜植株。 

防治要點：降低成蟲密度，減少幼蟲危害。 

1. 田間耕作前可先行全區浸水，可有效防治隱藏於土中之夜盜蟲。 

2. 於栽培初期可以用網目 16目之阻隔網防止成蟲於蔬菜生育初期時產卵於葉上。 

3. 配合使用性費洛蒙誘殺雄性成蟲，目前已有市售之斜紋夜盜及甜菜夜蛾性費洛蒙可供使

用，平均一公頃田區使用兩只誘蟲器即可有效誘殺。 

4. 若發現已遭受上述之蝶蛾類害蟲幼蟲為害，則可適時噴施蘇力菌製劑，可有效控制害蟲取

食，因蘇力菌製劑含蘇力菌之內毒素，其主要效用為破壞害蟲之腸道使其無法取食，而造

成死亡，因此從噴施到發生功效通常需要約二天時間。 

5. 天敵昆蟲則有黃斑粗喙椿象可防治鱗翅目害蟲幼蟲，姬蜂及小繭蜂亦常見於田間寄生翅目

害蟲幼蟲。 

蚜蟲類 
危害蔬菜重要蚜蟲類有桃蚜、棉蚜、偽菜蚜等，桃蚜、棉蚜可危害瓜類、豆類、茄科、

十字花科等蔬菜，偽葉蚜主要危害十字花科蔬菜。蚜蟲屬於同翅目害蟲，若蟲、成蟲皆可以

刺吸式口器危害蔬菜，可傳播多種病毒，其族群主要是以雌成蟲之孤雌生殖繁殖後代，往往

於短時間內即可大量增生，並藉由風力及上升氣流將有翅型蚜蟲帶往高處，若遇有黃綠色之

田區即降落。 

防治要點： 
1. 初期避免有翅型蚜蟲入侵，可以用銀色塑膠布舖設於畦上，可有效避免蚜蟲降落。 

2. 田區若已有蚜蟲出現，亦可以用黃色黏紙或黃色水盤誘殺。 

3. 可以市售之苦楝油 500倍可得到不錯之防治效果。田間常見天敵昆蟲主要有瓢蟲、草蛉、

食蚜蠅、蚜繭蜂等。 

薊馬類 

危害蔬菜最重要的有南黃薊馬、台灣花薊馬等，其中南黃薊馬寄主範圍較廣，包括冬瓜、

苦瓜、洋香瓜等瓜類，另外豆類、茄子、青椒等皆可被危害，通常以瓜類受害較嚴重，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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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薊馬可危害豌豆。薊馬年發生約二十代，通常棲息於新芽處成蟲、 若蟲皆以銼吸式口器危

害，使心葉皺縮，無法伸展。 

防治要點：薊馬成蟲具有飛翔能力且對藍色有偏好性，因此可以藍色黏紙誘殺成蟲，於

田區每隔五公尺內設置一張，高度低於一公尺，可誘殺大量薊馬成蟲。天敵昆蟲小黑花椿象

可有效防治薊馬為害。 
蟎類 

危害葉片者有二點葉蟎、細蟎，危害根部及地基部之莖者有根蟎。二點葉蟎危害作物包

括瓜類、豆類、茄子等作物，細蟎主要危害甜椒、青椒等，根蟎主要危害韭菜、蔥等作物。

葉蟎大多群集於葉背以刺吸式口器吸食葉液，大都發生於高溫、低濕時期。 

根蟎類主要危害地基部之根及莖部，使植株出現黃化、萎縮現象，於高溫、多濕的季節

較易發生，每年三至五月為高峰期。 

防治要點： 

1. 根蟎之防治重於預防，對於預定耕作之田最好能與水稻田輪作或於種植前翻犁土壤使充分

曬田以減少殘存於土中根蟎密度。 

2. 栽培時期水份管理格外重要，若能適時噴水於葉背上，則能有效控制葉蟎數量。田區儘量

築高畦，使排水良好避免積水，即可避免根蟎族群增長。 

3. 葉蟎之天敵種類甚多，包括瓢蟲、草蛉、捕植蟎、椿象、癭蠅等，目前已經推廣應用者有

基徵草蛉，其幼蟲、成蟲均能捕食多種害蟎，且其行動迅速捕食能力強，防治效果相當好。 

潛蠅類 
蔬菜上主要有番茄班潛蠅，非洲菊班潛蠅、蔥潛蠅、韭潛蠅，本類害蟲主要以類似蛆狀

之幼蟲潛食於上、下表皮間之葉肉，造成彎曲之白色食痕，嚴重者葉肉被啃食剩上下表皮，

使被害植株生長緩慢。於葉片上或掉落土中化蛹，成蟲善飛行。 

防治要點：在於降低成蟲密度，較有效之方法為以黃色黏紙誘殺，田區之設置密度，以

兩黏紙距離五公尺內且高度低於 1公尺之防治效果較好。 

粉蝨類 
蔬菜上危害最嚴重之粉蝨類為銀葉粉蝨。銀葉粉蝨為害之寄主植物多達 500 種以上，包

括有十字花科蔬菜、莧科、豆科、葫蘆科、茄科等多種作物，若蟲為害時會分泌蜜露，若數

量多，則使葉片產生煤污，除植株本身營養不良外，煤污亦影響光合作用，使作物壽命減短

甚至死亡，產量亦相對減少，成蟲會傳播病毒。 

防治要點： 

1. 成蟲具有飛翔能力，並偏好黃、綠色，於田間可利用此種顏色之黏紙或水盤誘引，設置高

度以低於一公尺為宜，每隔五公尺設置一片可得較好之誘殺效果。 

2. 可使用 4.5％苦楝精乳劑 2,000倍及 90％苦楝油乳劑 500倍。 

以上介紹有機蔬菜栽培之非農藥防治基本管理方法，各種單一方法皆有部份防治功效，

若能配合多種方法一起使用則能得到良好之防治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