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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蟲害整合管理下有許多管理策略，簡諧管理(push-pull strategies)是目前蟲害

管理策略中最易理解，也是討論最廣的策略。策略管理原則是以低環境影響的方

法，藉整合提高單一防治的效力與效率。此策略包含害蟲與天敵的行為改變，如

透過刺激物使害蟲不願或無法接近作物；或是將害蟲誘引至非標的作物後移除。

由於策略中所提及的方法通常都是無毒害的，因此通常與生物防治等可降低族群

量的方法整合。簡諧策略可透過整合這些方法產生加強或協同的效果，提高行為

改變物質的最大效果。若能有預期的害蟲分布，也可提升控制族群量的方法的效

果。此策略可有效減少在蟲害管理中殺蟲劑的投入量。在此將略述簡諧管理策略

的原則、簡介現有的個案研究及可行的方法，以及簡諧策略在蟲害防治上的發展

及應用。

前言前言

蟲害管理的目的並非完全消滅有害生物，而是以最有效率的策略組合為持

有害生物密度不致造成經濟損失。理想的施行防治策略會使害蟲的密度持續在不

造成經濟損失的範圍內上下波動，但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可能是許多防治策略或

氣候等因素加成，非單一因素可完全解釋。以理論上蟲口密度的變動來看，與

物理上的簡諧運動有相似的特徵，而推動蟲口密度波動的因素，就類似簡諧運動

內各分力的變化，在變動的平衡下維持在某一範圍內。其中推與拉的力量消長，

就代表害蟲在整個管理策略中受到不同力量的影響而產生的變化，故將push-pull 
strategies稱為簡諧蟲害管理策略。

內容內容

化學防治仍為現今蟲害管理最主要的策略，但過於單純的操作通常產生許多

難以克服的問題，如害蟲產生抗藥性、環境汙染、非標的生物受害、次要害蟲崛

起等問題。這些問題不但難以事先掌握，更無法恢復已產生的惡果。目前已有成

功的防治案例不多，但也都需事前縝密的規劃與龐大人力物力的投入，及害蟲特

性或地區等條件的配合，才能有較完美的結果。如日本沖繩瓜實蠅的防治即投資

相當的資源開發並量產不孕雄蟲，透過該地密度估算與決策，使用高專一性誘餌

在離島降低雄蟲密度，大量釋放不孕雄蟲，再逐島防治並進行後續維護。雖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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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控制瓜實蠅族群，但非官方無法進行類似撲滅工作，且經濟利益的考量顯然已

大過於蟲害管理的範疇。

簡諧蟲害管理主要強調以操作正、負向刺激來改變害蟲或益蟲的分布及豐

度(abundance)，改變昆蟲行為並維護棲地多樣性，藉以加強防治效力及效率，降

低對環境負面影響。然而各行為改變技術的效力不及化學防治，因此需互補以提

高防治成果，並視作物範圍、害蟲種類等因素修正。此策略鼓勵應用可再生之材

料，如植物源製劑，來替代化學防治。

簡諧蟲害管理的策略可分為推(push methods)與拉(pull methods)兩大類，推的

策略包括：視覺、合成忌避物、非寄主之揮發物、寄主衍生的信息化合物、抗聚

集費洛蒙、警戒費洛蒙、拒食物質、阻礙產卵物質及費洛蒙等，可阻礙或避免害

蟲主動進入田間危害，或是將害蟲驅離以降低危害。拉的策略包括：視覺、寄主

揮發物、性費洛蒙和聚集費洛蒙、味覺及產卵促進物質等，可應用於害蟲的誘殺

或天敵的誘引以輔助其他防治策略。

目前簡諧蟲害管理多應用在非洲糧食缺乏地區，通常當地物資不足無法執

行化學防治以減少損失，因此充分應用當地資材及利用生態操作的策略即相當適

合於該地發展。目前非洲發展的自給型農業以玉米及高粱與銀葉山螞蝗或糖蜜草

間作，避免螟蛾類的危害，同時增進地力與糧食多樣性。在美洲等集約耕作的地

區，棉花即以苦楝籽(殺蟲)及玉米(陷阱作物)防治夜蛾類；馬鈴薯以早期施用緩效

藥劑及甲基水楊酸誘殺科羅拉多金花蟲成蟲；菊花以捕植蟎及椿象防治各時期西

方花薊馬蟲源，配合施用忌避劑及警戒費洛蒙。

目前簡諧管理策略的發展與應用也推及森林管理、人畜害蟲防治、都市害

蟲等範疇。如小蠹蟲費洛蒙管理南方松林內的蟲口分布，輔以施用誘殺器及抗聚

集物質；敵避(DEET)忌避蚊蟲，燈光或誘引物誘殺；以食餌及費洛蒙誘殺，以

DEET或精油忌避德國蟑螂等皆是應用的實例。簡諧蟲害管理策略主要目的是整合

各項因子以提高單一因子的防治效力，目前仍有許多需要開發或克服的方向，如

提高阻抗物質的應用潛力、提高族群量控制因子的效力，此外，害蟲的抗藥性管

理與各項非農藥防治策略的發展也值得關注，尤其是安全資材的推廣應用與登記

可能是最大的發展與應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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