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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旦柚害蟲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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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旦柚係花蓮區主要果澍，栽培面積花蓮及宜蘭兩縣已超過 2,000

公頃，約佔全省 42％，由於氣候及環境適合，加上栽培管理技術之改善，

所生產之果實深受一般消費者所喜愛，因此文旦栽培可穫得較高收益。

本區氣候型態為高溫多濕，日照短，日射強度低的環境，為害文旦害蟲

種類甚多，果農對各種害蟲發生及防治適期不甚明瞭，以致造成藥劑的

誤用，害蟲未能控制而影響文旦果實產量及品質，同時誤將有益天敵毒

殺，破壞自然生態平衡。為增進果農對文旦害蟲之認識，茲列舉較重要的經濟害蟲概述於下，

供做害蟲發生適期，適藥的經濟防治參考，進而維護文旦果實品質，提高市場競爭力。 

一、柑桔潛葉蛾： 
1.為害特徵： 

主要為害嫩葉、嫩芽、嫩枝，偶而為害果皮，卵孵化後幼蟲就近潛入葉片組織內，潛食

葉肉，造成蜿蜒曲折的隧道，狀如地圖，幼蟲好食表皮下之葉肉，使表皮透明，可見幼蟲之

形狀、取食情形及其排泄糞便，老熟幼蟲多潛食到葉片邊緣，絲結繭化蛹，被害葉片多縱向

捲曲，變形萎縮，停止生長，影響幼枝生育，夏秋梢被害最嚴重，尤以未結果之幼樹受害更

烈。 

2.發生生態： 

本蟲終年發生，凡有嫩芽葉出現，即有潛葉蛾為害，但春芽為害不烈，而在 4月下旬，

氣溫 25℃以上時則為害劇增。 

3.防治方法： 

新株種植後，6∼8月間應注意防除，可任選植物保護手冊推薦一種藥劑防治。 

二、銹蟎： 
1.為害特徵： 

成蟲及若蟲均以口器刺破表皮細胞吸取汁液危害，早期被害果

發育受阻，產量減少。使被害果實果皮呈枯朽色澤，後期危害可使

果皮變黑，通常稱為象皮病。在果實上的密度很高，果皮呈白粉狀，

此時噴藥已來不及了。葉片受害變黃黑色，被害嫩枝呈乾枯狀。銹

蟎為害對產量影響不大，但對商品價值影響極大。 

2.發生生態： 

本省周年發生。體極微小，長約 0.1∼0.2公厘，發生多時，蟲體佈滿果實表面，極似披

上一層塵埃，乾旱季節發生特別嚴重，有果時為害果皮，無果時為害葉片，常於 4∼5 月出

現，8∼9月達密度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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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治方法： 

(1).銹蟎 3∼6 月均在葉部為害，藥劑防治宜在此期進行，並應著重施藥於老葉葉背，可任

選植物保護手冊推薦一種藥劑防除，並注意藥劑應輪流施用。 

(2).雨季和颱風季節可不必施藥，但 7∼9 月間，若無颱風暴雨則特別注意鏽蟎大發生，適

時予以防治。 

三、赤葉蟎（紅蜘蛛）： 

1.為害特徵： 

成蟎與若蟎均吸食為害葉片的兩面，葉柄、嫩枝及至果實，被

害部呈現小形密集的灰白色斑點，發生嚴重時全葉為淡黃綠色，生

長受阻，甚至落葉落果，甚至有不正常的開花和發芽現象，影響整

株之發育。 

2.發生生態： 

年發生 25至 30世代，卵主要產於葉背、主脈兩旁或葉片上凹陷處。卵球形，有光澤。 

3.防治方法： 

(1).自 4月∼5月起選用數種有效殺蟎輪流施用，以防抗藥性產生，且一種藥劑在一年內，

不得使用超過 3次。 

(2).把握葉蟎發生高峰前期防治，即以 10∼20倍放大鏡檢視葉片，平均每葉有 5隻葉蟎時，

即應防治。在 7∼10月內應連續施藥兩次，才可達徹底防治效果。 

(3).殺蟎劑不得與其他殺蟲劑或殺菌劑混合使用，否則易發生許多副作用。 

(4).使用夏油防治冬季越冬害蟲，可抑止紅蜘蛛在冬季及春季的密度。 

(5).為保護天敵，可選擇對天敵毒害較低的藥劑，但仍宜輪流使用。 

四、星天牛 
1.為害特徵： 

被害株基部常可發現由隧道口排出之木屑及蟲糞，嚴重被害葉片黃化凋落，樹勢衰弱，

最後枯萎死亡。 

2.發生生態： 

本蟲一年一世代，成蟲一般於每年 4∼9月間於樹幹咬出一圓孔外出，而以 5∼7月間最

多，成蟲平時棲息於枝葉間，咬食嫩枝皮部及葉片，使嫩芽枯死，被咬食的小枝條，葉片黃

化，葉脈會大質化。剛羽化的成蟲，在「產卵前期」的 1∼2星期內，先咬食 1年生的果樹

枝條樹皮或葉片，等到雌成蟲卵巢充分成熟後，約在端午節前後交尾，多在距地面約 0.5公

尺樹幹地際部以口器咬破樹皮成Ｔ字形裂縫伸入產卵管，產卵於其內。 

3.防除方法： 

(1).4∼10月成蟲產卵時，清除樹幹基部周圍的雜草，以防本蟲藏匿為害，並應隨時檢視樹

幹基部，是否被產卵為害，以及早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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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隨時捕捉星天牛成蟲。如發現有幼蟲為害，樹幹基部流出白色汁液或木屑狀排泄物時，

可以鐵絲鉤出幼蟲，或以棉花吸取殺蟲劑原液，塞於蛀入孔內，然後以泥土密封，燻殺

其中幼蟲。 

(3).在成蟲出現前，在樹幹自地面至一公尺高度處塗布石灰乳或包紮塑膠布或網，以防產

卵。4至 5月間成蟲出現時，每隔 1個月，將 40.64％水懸劑 100倍液噴撒於離地面 45

公分之樹幹基部，至 8月為止。 

五、介殼蟲類： 
1.種類：介殼蟲種類有下列數種： 

(1).粉介殼蟲（球粉介殼蟲、橘粉介殼蟲、吹棉介殼蟲）。 

(2).有殼介殼蟲（黑點介殼蟲、褐圓介殼蟲、牡蠣介殼蟲、黃黑介殼蟲、透明介殼蟲）。 

(3).軟體介殼蟲（綠介殼蟲、半圓堅介殼蟲）。 

2.為害特徵： 

介殼蟲類為害文旦同時分泌蜜露誘發煤病，阻礙光合作用。有些蟲體會殘留果實影響品

質。 

3.防治方法： 

(1).注意栽種環境之改善，使園區通風，光照充分並剪除受害枝條集中燒毀。 

(2).冬季以夏油加殺蟲劑施用，減少越冬蟲源。 

(3).發現枝葉芽有介殼蟲時應即施藥防除，藥劑可選用下列一種施用 50％馬拉松乳劑，44

％大滅松乳劑，40％滅大松乳劑，33％福木松乳劑。 

六、角肩椿象： 
1.為害特徵： 

成、若蟲喜吸食果實汁液，使果皮硬化呈黑褐色斑點，甚而果肉緊縮，減少水分，影響

果實品質，以致早期落果。 

2.發生生態： 

年發生 2∼3代，12月∼3月時喜棲於樹冠的上部和外圍枝條上，4??月開始出現，成蟲、

若蟲均吸食果實汁液，高溫時非常活躍，不易捕捉，晚秋羽化的成蟲當年不交尾而行越冬。 

3.防除方法： 

(1).清晨有露水或下雨過後時，因蟲體翅膀潮濕，不易飛行，可用網捕捉。 

(2).選用 44％大滅松乳劑 1,000倍或 85％加保利可濕性粉劑 850倍噴施。 

七、大橘蚜： 

1.為害特徵： 

成蟲、若蟲多群集嫩芽葉及枝條上吸食汁液為害，葉部出現

較少，被害新梢生長受阻，並分泌蜜露，誘引螞蟻及誘發煤病，

阻礙果樹光合作用，是柑橘毒素病媒介昆蟲。 

2.發生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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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柑橘嫩芽發生時，有翅成蟲飛來吸食，並胎生若蟲，在本省終年行胎生繁殖，無越冬

現象。 

3.防治方法： 

(1).在果樹被害的初期，即幼芽 5公分長時任選推廣一種藥劑防治，10日之後再施藥一次，

以保護芽期不致被害。可與潛葉蛾、木蝨一併防治。 

(2).由於蚜蟲的天敵種類甚多，施藥時不必全面噴施，應僅以芽部為對象，使天敵不致全遭

毒害。 

八、木蝨： 
1.為害特徵： 

若蟲群集吸食嫩芽枝梢汁液，被害嚴重之芽即乾枯脫落，或

發育成畸形枝條，若蟲分泌白色臘質物和蜜露，誘引螞蟻及誘發

煤病。除直接危害柑橘外，也是柑橘立枯病的媒介昆蟲。 

2.發生生態： 

本蟲終年均發生，當柑橘嫩芽萌發時成蟲即來產卵，成堆之

卵半埋於嫩芽組織內。文旦未萌芽時，成蟲常棲息在老葉下吸食葉液。月橘是它最喜愛的寄

主。 

3.防治方法： 

(1).在文旦萌芽初期任選推廣一種藥劑施藥保護，10日後再作第二次施藥。 

(2).在文旦園附近不得種植月橘，以防後患。 

(3).秋冬季節天敵普遍出現寄生木蝨若蟲，此期不必施藥防治。 

九、東方果實蠅： 

1.為害特徵： 

果實腐爛，造成落果。為害柑桔類的時期，和果實成熟期有關。

文旦類 7月起受害。 

2.發生生態： 

年約發生 8∼9世代，周年可見，以 7∼9月發生密度較高，11

月至翌年 3月，成蟲羽化出土後，飛往取食有蚜蟲、介殼蟲、粉蝨、

木蝨等所分泌之蜜露，交尾後雌成蟲經過約 10 天產卵，產卵在成

熟或將近成熟的果皮內。被產卵果皮，初呈不明顯之針孔小點，由此小點向旁邊軟化變褐色

而腐爛，並引起落果。 

3.防治方法： 

(1).在果園四周每公頃懸掛中興誘殺器，內盛含毒甲基丁香油，高度約 1.5公尺處陰涼地方，

含毒甲基丁香油三個月更換一次。 

(2).隨時收集落果，埋入 30公分深土中。 

(3).利用套袋法保護果實。 



花蓮區農業專訊 3:10-14 

十、茶黃薊馬： 
1.為害特徵： 

受害表皮細胞壞死，為害幼果，引起落花，果實長大而產生果皮龜裂，致使果蒂部表面

產生粗糙疤痕，影響品質，葉片受害使葉表捲曲、皺縮、葉片變小無法伸長，並出現銹色斑

痕。 

2.發生習性： 

本蟲週年發生，以乾旱季節發生最多。在寄主花器基部、嫩葉、葉柄或果柄組織中產卵，

1∼2齡若蟲在花器或嫩葉上吸食汁液，為害幼果，銼破果實表皮細胞。 

3.防除方法： 

48.34％丁基加保乳劑 1∼2公升 1,000倍於花落後幼果期內施藥二次，採收前 21天停止

施藥。 

十一、無尾鳳蝶： 

1.為害特徵： 

幼齡幼蟲取食柑橘嫩葉，老熟幼蟲多食老葉，苗木和未結果樹受害較烈。 

2.發生生態： 

終年出現，春、夏、秋嫩芽發生時，成蟲飛來產卵，成蟲翅為黑色具淡黃色斑紋，卵多

於嫩芽和葉上，卵球形散產，卵孵化後，初食嫩葉，後漸食大葉及老葉。一年發生 6∼7代。 

3.防治方法： 

防治蚜蟲、潛葉蛾、介殼蟲的殺蟲劑，可同時防治鳳蝶的卵及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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