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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中文摘要 

蟑螂及蠅類仍是現今居家內、外重要的環境害蟲，其發生之情形也代表環境

良窳的指標；依目前國際間流行之趨勢，臭蟲（床蝨）可能會成為台灣居家重要

的環境害蟲；故本計畫進行蟑螂、蠅類及臭蟲之種類及發生密度調查，並於實驗

室建立各地區族群害蟲品系，以作為將來藥效及藥劑感受性測定之蟲源。 

  已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蟑螂發生種類及密度，採

集到之蟑螂種類有美洲蟑螂、德國蟑螂、花斑蟑螂、澳洲蟑螂及棕色蟑螂。已分

別建立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 5 地區美洲蟑螂品系及 5 地區

德國蟑螂品系。各地區蟑螂週年族群密度調查至 7 月有上升之趨勢。已完成在新

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 7 個地區蒼蠅族群種

類及密度調查，採集到之蠅類主要為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果蠅；已建立 6 地區

大頭金蠅品系， 6 地區普通家蠅品系及 7 地區果蠅品系。上述台灣各區蠅類週年

族群密度調查至 7月亦有上升之趨勢。 

選擇 611家病媒防治服務公司機構進行問卷調查，有效回收問卷 210 份（34.4 

%），其中包含新北市 60 份（28.6 %）、台北市 39 份（18.6 %）、台中市 56 份

（26.7 %）、台南市 22 份（10.5 %）、高雄市 33 份（15.7 %）。曾執行臭蟲防

治業務者共有 53 家公司( 25.2 %）;新北市 8 件（15.1 %）、台北市 12 件（22.6 

%）、台中市 12 件（22.6 %）、台南市 10 件（18.9 %）及高雄市 9 件（17.0 %）；

調查結果臭蟲發生地點為住家者（37.7 %）、旅館（28.3 %）、外籍勞工宿舍（9.4 

%）及漁船（7.5 %）；臭蟲常侵擾時段為傍晚（18.6 %）及夜間（22.0 %）；認為

臭蟲常發生季節為春季（21.6 %）及夏季（32.4 %）等；已建立臭蟲族群繁殖臭蟲

技術；並建立 3品系溫帶臭蟲，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十六、英文摘要 

Cockroaches and flies are the most nuisance insects in our homes and 

environments also a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living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wide spread of the bed bugs which became a serious household 

pest. The major role of the first year of the project for the Integrated Control of 

Environment Pests is the surveillance of species and densities of cockroaches, flies and 

bed bugs and to establish the individual strain in the laboratory. The established 

individual pest strains will be used for the further studies of insecticide susceptibilities 

test. 

There were five species of cockroaches; Periplaneta americana, Blattella 

germanica, Neostylopyga rhomobifolia, Periplaneta australasiae and Periplaneta 

brunnea found in New Taipei City, Taipei City, Taichung City, Tainan City and 

Kaohsiung City. Five cohorts of P. americana and five cohorts of Blattella germanica 

were raised in our laboratory. The population densities of cockroaches showed to 

increase in July. We have surveyed the species and density of flies in seven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pei City, Taichung City, Tainan City, Kaohsiung City, Hualien 

County and Taitung County. Flies collected mainly are Musca domestica, Chrysomyia 

megacephala and Drosophila spp. . Six cohorts of Musca domestica, six cohorts of 

Chrysomya megacephala and seven cohorts of Drosophila spp.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our laboratory. The population densities of flies also increased in July.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from 611 pest control companies, 210 were 

valid questionnaires (34.4%) ; 60 cases (28.6%) in New Taipei City, 39 cases (18.6%) in 

Taipei City, 56 cases (26.7%) in Taichung City, 22 cases (10.5%) in Tainan City, and 33 

cases (15.7%) in Kaohsiung City. 53 (25.2%) companies conducted bed bug control; 8 

cases (15.1%) in New Taipei City, 12 cases (22.6%) in Taipei City, 12 cases (22.6%) in 

Taichung City, 10 cases (18.9%) in Tainan City, and 9 cases (17.0%) in Kaohsiung C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d bug invasion rate in living homes for 37.7%, hotel for 

28.3%, the foreign workers dormitory for 9.4%, and the fishing boat for 7.5%. The bed 

bugs often disturb people in the evening (18.6%) and the night (22.0%). The bursting 

seasons of bed bugs are in spring (21.6%) and the summer (32.4%). We established the 

breeding technique of the bed bug and 3 strains of bed bugs successfully raised in our 

laboratory. These populations of insect will provide the further insecticide susceptibilit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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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蟑螂及蠅類仍是現今居家內、外重要的環境害蟲，其發生之情

形也代表環境良窳的指標；依目前國際間流行之趨勢，臭蟲（床蝨）

可能會成為台灣居家重要的環境害蟲；故本計畫進行蟑螂、蠅類及臭

蟲之種類及發生密度調查，並於實驗室建立各地區族群害蟲品系，以

作為將來藥效及藥劑感受性測定之蟲源。 

       已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蟑螂發生種類

及密度，採集到之蟑螂種類有美洲蟑螂、德國蟑螂、花斑蟑螂、澳洲

蟑螂及棕色蟑螂。已分別建立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

雄市 5 地區美洲蟑螂品系及 5 地區德國蟑螂品系。各地區蟑螂週年族

群密度調查至 7月有上升之趨勢。已完成在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

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 7個地區蒼蠅族群種類及密度調查，

採集到之蠅類主要為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果蠅；已建立 6 地區大頭

金蠅品系， 6地區普通家蠅品系及 7地區果蠅品系。上述台灣各區蠅

類週年族群密度調查至 7月亦有上升之趨勢。 

       選擇 611家病媒防治服務公司機構進行問卷調查，有效回收問卷 

210 份（34.4 %），其中包含新北市 60 份（28.6 %）、台北市 39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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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台中市 56 份（26.7 %）、台南市 22 份（10.5 %）、高雄

市 33 份（15.7 %）。曾執行臭蟲防治業務者共有 53 家公司( 25.2 %）;

新北市 8 件（15.1 %）、台北市 12 件（22.6 %）、台中市 12 件（22.6 

%）、台南市 10 件（18.9 %）及高雄市 9 件（17.0 %）；調查結果臭

蟲發生地點為住家者（37.7 %）、旅館（28.3 %）、外籍勞工宿舍（9.4 %）

及漁船（7.5 %）；臭蟲常侵擾時段為傍晚（18.6 %）及夜間（22.0 %）；

認為臭蟲常發生季節為春季（21.6 %）及夏季（32.4 %）等；已建立

臭蟲族群繁殖臭蟲技術；並建立 3 品系溫帶臭蟲，為未來感藥性調查

研究材料。      

 

Abstract 

    Cockroaches and flies are the most nuisance insects in our homes and 

environments also a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living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wide spread of the bed bugs which 

became a serious household pest. The major role of the project for the 

Integrated Control of Environment Pests is the surveillance of species and 

densities of cockroaches, flies and bed bugs and to establish the individual 

strain in the laboratory. The established individual pest strains will be used 

for the further studies of insecticide susceptibilities test. 

    There were five species of cockroaches; Periplaneta americana, 

Blattella germanica, Neostylopyga rhomobifolia, Periplaneta australasiae 

and Periplaneta brunnea found in New Taipei City, Taipei City, Taichung 

City, Tainan City and Kaohsiung City. Five cohorts of P. americana and 

five cohorts of Blattella germanica were raised in our laboratory. The 

population densities of cockroaches showed to increase in July. We have 



III 

 

surveyed the species and density of flies in seven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pei City, Taichung City, Tainan City, Kaohsiung City, Hualien 

County and Taitung County. Flies collected mainly are Musca domestica, 

Chrysomyia megacephala and Drosophila spp. . Six cohorts of Musca 

domestica, six cohorts of Chrysomya megacephala and seven cohorts of 

Drosophila spp.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our laboratory. The population 

densities of flies also increased in July.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from 611 pest control 

companies, 210 were valid questionnaires (34.4%) ; 60 cases (28.6%) in 

New Taipei City, 39 cases (18.6%) in Taipei City, 56 cases (26.7%) in 

Taichung City, 22 cases (10.5%) in Tainan City, and 33 cases (15.7%) in 

Kaohsiung City. 53 (25.2%) companies conducted bed bug control; 8 

cases (15.1%) in New Taipei City, 12 cases (22.6%) in Taipei City, 12 

cases (22.6%) in Taichung City, 10 cases (18.9%) in Tainan City, and 9 

cases (17.0%) in Kaohsiung C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d bug 

invasion rate in living homes for 37.7%, hotel for 28.3%, the foreign 

workers dormitory for 9.4%, and the fishing boat for 7.5%. The bed bugs 

often disturb people in the evening (18.6%) and the night (22.0%). The 

bursting seasons of bed bugs are in spring (21.6%) and the summer 

(32.4%). We established the breeding technique of the bed bug and 3 

strains of bed bugs successfully raised in our laboratory. These populations 

of insect will provide the further insecticide susceptibilit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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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計畫主要依據環境保護政策目標及工作要項，因應社會發展之

需要，偵測居家環境害蟲之抗藥性，建全綜合防治體系，避免不當用

藥造成環境及人體的危害。目前蟑螂、蠅類及其他國家臭蟲流行發生

的情形，都是現在及將來台灣居家環境重要的害蟲，而治標的方式仍

為殺蟲劑的緊急防治，其成效的好壞有賴於對殺蟲劑的選擇及抗藥性

的偵測，以規劃正確的綜合防治方法。 

    故本計畫即針對居家環境蟑螂、蠅類及臭蟲等害蟲，進行發生危

害、密度之調查，殺蟲劑感受性及相關藥效研究，以提供環保單位、

除蟲業者、一般民眾正確選擇殺蟲藥劑，降低用量並有效防治害蟲，

避免環境污染。 

執行方法 

一、蟑螂： 

    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蟑螂易發

生處，於傳統市場其周邊店家放置共 30個調查點，以調查各區

蟑螂族群類，並建立至少 2 種蟑螂每種 5 地區品系族群及室內

感性品系以作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二、蠅類： 

    於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

台東縣蠅類易發生處共設置 9 個調查點，以調查各區蠅類發生

族群種類，並建立至少 3 種蠅類每種 5 地區品系族群及一感性

品系以作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三、臭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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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臭蟲（床蝨）之發生侵擾地區及臭蟲種類： 

    透過問卷訪談向全國各病媒防治業者進行調查。問卷皆由

經過統一訓練之訪談人員逐題訪談與填寫，問卷內容包含：病

媒防治業業者主要業務項目；臭蟲之主要出沒縣市、地點、時

間、季節、防治方法及防治用藥等。 

(二)臭蟲取樣： 

    於高雄市蚵仔寮漁港之漁船，以鑷子、刷子、紙片於有臭

蟲處直接捕捉。 

結   果 

一、蟑螂： 

    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之蟑螂發

生種類，蟑螂陽性率為新北市 50.0 %、台北市 30.0 %、台中市

50.0 %、台南市 16.7 %及高雄市 20.0 %。蟑螂發生之族群種類，

調查結果共發現 5 種蟑螂，分別為美洲蟑螂、德國蟑螂、花斑

蟑螂、澳洲蟑螂及棕色蟑螂。 

    目前已建立 5 區美洲蟑螂品系，分別為新北市、台北市、

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5 區德國蟑螂品系，分別為新北市、

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感性品系之美洲蟑螂及德

國蟑螂已完成擴充，目前各約有 2500隻。 

    本次蟑螂族群週年密度調查結果顯示，蟑螂發生之族群種

類共發現 5 種蟑螂，分別為美洲蟑螂、德國蟑螂、花斑蟑螂、

澳洲蟑螂及棕色蟑螂。各地區蟑螂陽性率至 11月皆達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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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蟑螂族群密度（單位：隻/盒）至 7 月有上升之趨勢，於 7 月

及 8月密度較高，而後則視各地區不同而呈現不同變化。 

二、蠅類： 

     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

及台東縣之蠅類發生種類，蠅類陽性率分為新北市 55.6 %、台

北市 18.0 %、台中市 88.9 %、台南市 44.4 %、高雄市 66.7 %、

花蓮縣 77.8 %及台東縣 55.6 %。蒼蠅發生之族群種類，調查結

果主要發現 3種蒼蠅，分別為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果蠅。 

    目前已建立 6 區大頭金蠅品系，分別為新北市、台北市、

台中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 6 區普通家蠅品系，分別

為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7區果

蠅品系，分別為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

花蓮縣及台東縣。感性品系之普通家蠅及果蠅已完成擴充，目

前有感性品系普通家蠅 2000隻及感性品系果蠅 100隻；大頭金

蠅之感性品性，建立自高雄大學濕地生態保育區採集之大頭金

蠅為感性品系，作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蠅類族群週年密度調查結果顯示，蠅類發生之族群種類主

要為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果蠅；各蠅類族群密度（單位：隻/

籠）至 7 月有上升之趨勢，於 6 月至 8 月密度較高，而後則視

各地區不同而呈現不同變化。 

三、臭蟲： 

（一）調查臭蟲（床蝨）之發生侵擾地區及臭蟲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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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台灣病媒防治業問卷調查，調查對象為新北市、台

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病媒防治業合法登記廠商共 611 

家，分別為新北市 178 家、台北市 161 家、台中市 116 家、

台南市 59 家及高雄市 97 家；以電話訪談完成有效問卷為 

210 份，分別為新北市 60 家（28.6 %）、台北市 39 家 （18.6 

%）、台中市 56 家（26.7 %）、台南市 22 家（10.5%）及高

雄市 33 家（15.7 %）。 

    主要防治業務為臭蟲防治有 53 家（25.2 %）；臭蟲防治區

域，新北市有 8 件（15.1 %）、台北市有 12件（22.6 %）、台

中市有 12 件（22.6 %）、台南市有 10 件（18.9 %）、高雄市

有 9 件（17.0 %）、其他有 2 件（3.8 %） ；臭蟲常出沒地點，

住家 20 件（37.7 %）、飯店或旅館 15 件（28.3 %）；臭蟲常

出沒時段，早晨 4 件（6.8 %）、中午 1 件（1.7 %）、傍晚 11 

件（18.6 %）、夜間 13 件（22.0 %）、不清楚時間 30 件（50.8 

%）；臭蟲常出沒季節， 1 – 3 月 4 件（5.4 %）、 4 – 6 月 16 

件（21.6 %）、 7 – 9 月 24 件（32.4 %）、 10 - 12 月 9 件

（12.2 %），以夏季為最常出沒之季節。臭蟲防治頻率為 1 個

月內 10 件（18.9 %）、 2 - 3 個月 1 件（1.9 %）、依客戶而

定 19 件（35.8 %）、不固定時間 23 件（43.4 %），以不固定

時間為最多。臭蟲防治之用藥種類，噴霧劑有 31 件（58.5 %）、

煙燻劑有 3 件（5.7 %）、餌劑有 1 件（1.9 %）、乳劑有 12 件

（22.6 %）、物理方法有 4 件（7.5 %），以噴霧劑為最常用。 

（二）臭蟲族群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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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建立 3 品系之溫帶臭蟲，分別為高雄市梓官區之蚵仔寮

漁港之印尼籍船隻、越南籍船隻及菲律賓籍船隻。 

四、辦理專家諮詢會議 

    本研究計畫為研究環境害蟲之感藥性，以建全綜合防治體

系，已於民國 103 年 10 月 21 日在國立高雄大學完成辦理環境

害蟲綜合防治計畫(1/3)專家諮詢會議，特邀請 10位專家提供卓

見，並進行意見交流分享。 

討  論 

一、蟑螂 

    各區蟑螂採集調查點以傳統市場為主，新北市及台北市擺

放點特性以食品攤販為主，採集之美洲蟑螂較德國蟑螂多；台

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擺放點特性以餐廳廚房為主，採集之德

國蟑螂較美洲蟑螂多。目前已知住家蟑螂易棲身有機食物豐

富，匿藏之縫隙較多之處，本調查中也呈現此相關性。堆置物

品多及縫隙較多之處，捕捉蟑螂之陽性率較高，反之捕捉蟑螂

之陽性率較低，且食物之多寡與蟑螂之密度成正相關，顯示蟑

螂密度及數量受局部環境衛生影響較大。 

    目前以美洲蟑螂及德國蟑螂在台灣廣泛存在，其他種類只

有少數出沒，尚無足夠資料分析種類族群地區特性，且採集數

量較少不易進行密度調查或培養，時間上也較無法進行害蟲之

全面調查，以免影響主要之研究對象。 

二、蠅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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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區蠅類採集調查點以垃圾集中處為主。每個調查區因垃

圾集中處特性不同，採集之蠅類也有所差異，蔬果類食物採集

之蠅類以普通家蠅或果蠅為主；魚肉類食物採集之蠅類以大頭

金蠅為主，因此每次密度調查隨垃圾集中處特性不同，採集之

蠅類也有所變化。 

三、臭蟲 

    自 611 家病媒防治服務公司機構調查結果顯示，因蟑螂及

蒼蠅為病媒防治業者時常防治之害蟲，病媒防治業者針對蟑

螂、蒼蠅等害蟲常出沒的時段，皆能正確回答相對的時間，但

目前台灣臭蟲防治較少，針對臭蟲常出沒的時段，多數業者無

法正確說明。 

    目前在台灣有臭蟲發生之家庭或場所皆與外籍勞工有關，

本研究建立 3 品系之溫帶臭蟲，分別為高雄市梓官區之蚵仔寮

漁港之印尼籍船隻、越南籍船隻及菲律賓籍船隻，非台灣本土

之臭蟲品系，能否應用於台灣臭蟲防治，將於 104 年度進行感

藥性檢測，於 105 年度進行市售殺蟲劑之檢測，再依研究結果

進行相關討論。 

結  論 

一、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蟑螂易發生之

傳統市場，蟑螂發生之族群種類共發現 5種蟑螂，分別為美洲

蟑螂、德國蟑螂、花斑蟑螂、澳洲蟑螂及棕色蟑螂。 

二、已建立德國蟑螂及美洲蟑螂各 5品系族群（新北市、台北市、

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及完成擴充感性品系族群以作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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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三、蟑螂族群週年密度調查結果顯示，各地區蟑螂陽性率至 11月

皆達 100.0 %，各蟑螂族群密度（單位：隻/盒）至 7月有上升

之趨勢，於 7月及 8月密度較高，而後則視各地區不同而呈現

不同變化。 

四、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

東縣蠅類易發生處，蒼蠅發生之族群種類發現 3種蠅類較多，

依序為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果蠅。 

五、已建立 6區大頭金蠅品系 ( 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高雄

市、花蓮縣及台東縣 )；6區普通家蠅品系 ( 新北市、台中市、

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 )；7 區果蠅品系( 新北市、

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 ) 並完

成建立感性品系族群以作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六、蠅類族群週年密度調查結果顯示，各區蠅類族群密度（單位：

隻/籠）至 7月有上升之趨勢，於 6月至 8月密度較高，而後則

視各地區不同而呈現不同變化。 

七、自 611家病媒防治服務公司機構調查，結果顯示，曾執行臭蟲

防治業務者共有 53 家公司( 25.2 %）；臭蟲防治件數以台北市

及台中市最多（22.6 %）；臭蟲常出沒地點以住家最常見（37.7 

%）；臭蟲常出沒時段以夜間最常見（22.0 %）；臭蟲常出沒季

節以 7 – 9 月夏季為最常出沒（32.4 %）；臭蟲防治頻率以不

固定時間為最多（43.4 %）；臭蟲防治之用藥種類以噴霧劑為

最常用（5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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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已完成建立臭蟲飼血及繁殖技術，且已建立 3品系之溫帶臭

蟲，分別為高雄市梓官區之蚵仔寮漁港之印尼籍船隻、越南籍

船隻及菲律賓船隻。 

九、本研究全程採取統一之誘餌，蟑螂以花生粉加鰻魚粉(1:1)，蠅

類則以虱目魚頭、香蕉皮、奶粉及糖可同時誘得家蠅、大頭金

蠅及果蠅。誘餌具全程一致之誘引效果，所有材料不受季節之

影響。 

十、本研究之主題研究範圍設定為居家環境重要害蟲蠅類、蟑螂及

臭蟲之防治研究，並為往後研究環境衛生殺蟲劑之儲備害蟲族

蟲。初步研究發現蟑螂以美洲蟑螂及德國蟑螂為主；蠅類以家

蠅、大頭金蠅、果蠅為主；臭蟲以溫帶臭蟲最常發生，因此本

研究乃以前述害蟲為主要研究對象。 

建議事項 

一、台灣蟑螂發生之族群種類主要以美洲蟑螂、德國蟑螂為主；蠅

類發生之族群種類主要為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果蠅為主，且

蟑螂及蠅類族群密度皆於 7月及 8月夏季密度較高，建議可依

據蟑螂及蠅類之不同季節分佈及生態習性進行防治。 

二、目前病媒防治業者主要防治業務為臭蟲防治有 53 家（25.2 

%），顯示臭蟲近年來已愈來愈常見，需加強病媒防治業相關

之防治知識與技術；未來會編製臭蟲防治衛教宣導內容，以提

升民眾及相關業者對臭蟲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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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計畫主要依據環境保護政策目標及工作要項，因應社會發展之需要，偵

測居家環境害蟲之抗藥性，建全綜合防治體系，避免不當用藥造成環境及人體

的危害。目前環保機關、除蟲業者或一般民眾為解決居家環境害蟲如蟑螂、臭

蟲及蠅類等多依賴化學殺蟲劑消滅害蟲，但對防治成效都無法預估或取得預期

效果，衡量目前蟑螂、蠅類及其他國家臭蟲流行發生的情形，都是現在及將來

台灣居家重要的害蟲；居家環境蟲害的防治首重環境改善，但並不是一朝一夕

能達到，治標的方式仍為殺蟲劑的緊急防治，其成效的好壞有賴於對殺蟲劑的

選擇及抗藥性的偵測，以規劃正確的綜合防治方法。台灣正積極發展觀光事

業，並爭取大型國際活動在台灣舉辦，環境良窳動見觀瞻，害蟲防治為重要一

環，必須針對重要居家環境害蟲進行研究及防治規劃。 

故本計畫即針對蟑螂、蠅類及臭蟲進行發生調查、殺蟲劑感受性及相關

藥效研究。 

台灣住家中最常見的蟑螂種類，根據過去多位學者研究有 7 種：德國蟑

螂（B la t t e l l a  g e rm an i ca）、美洲蟑螂（P er ip l a ne ta  am er i ca na）、澳

洲 蟑 螂 （ P er ip la n e t a  a us t r a la s i ae ）、 棕 色 蟑 螂 （ P er ip la n e ta  

b ru nn ea ）、花斑蟑螂（Neostylopyga rhombifolia）、灰色蟑螂（Nauphoeta 

cinerea）及潛伏蟑螂（Pycnoscelus surinamensis）等（1），而以前面四種較常見

（2-4），蟑螂之發生與環境衛生息息相關（5-6）。蟑螂為雜食性，舉凡人的食物、

垃圾、皮革、紙、死昆蟲、痰液、外科敷料甚至糞便都吃，因此可媒介多種

細菌、病毒、黴菌及寄生蟲（7-10），研究顯示，蟑螂可媒介攜帶之病原體超過

100 種（11）。有多篇研究醫院中蟑螂媒介攜帶之病原體及其病媒潛能（12-14），筆

者過去研究結果顯示醫院中所捕獲之美洲蟑螂有 33 種細菌，17 種黴菌檢出，

而德國蟑螂有 23 種細菌，11 種黴菌（15）及非結核分枝桿菌之檢出（16）。

Staphylococcus aureus、Pseudomonas aeruginosa、E.coli.、Klebsiella 等對多種

抗生素已產生抗藥性。而這些亦是院內感染常發現之微生物（17-20）。 

在有機合成殺蟲劑發明之前，多依賴硼酸調製之餌劑防治蟑螂。在 D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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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有機合成殺蟲劑大量商品化之後，由於初期之防治效果卓越，人們依

賴日深，尤其殘效期較長之有機氯殺蟲劑如 DDT、γ-BHC、可氯丹等廣為使

用。但隨即因抗藥性之日益嚴重及造成環境汙染，取而代之的有機磷殺蟲劑

倍受青睞，如二氯松、撲滅松、大利松、亞特松及陶斯松等，氨基甲酸鹽殺

蟲劑如安丹（propoxur）、免敵克（Bendiocarb）等，在國際上都普遍以殘效噴

灑法防治蟑螂，但筆者過去研究得知無論是醫院中之蟑螂或居家中之蟑螂均

已呈現抗藥性
（21），另有殘毒性及環境污染等原因，在蟑螂的防治作業上倍受

困擾。 

蠅類是雙翅目環裂亞目的昆蟲，環境中常見的有普通家蠅（Musca 

domestica）、大頭金蠅（Ch r ys om y i a  m ega ceph a la）、二條家蠅（Musca 

sorbens）、灰腹廁蠅（Fannia scalaris）、絲光綠蠅（Lucilia sericate）、赤顏金

蠅（Chrysomyia rufifacies）、廄刺蠅（Muscina stabulans）、紅尾肉蠅（Sarcophaga 

haemorrhoidalis）、黃果蠅（Drosophila melanogaster）、蚤蠅（Phoridae）（22），

台灣居家常見蠅類以大頭金蠅、普通家蠅及果蠅為主。台灣早期曾飽受蠅類肆

虐之孳擾，主要係因垃圾場及動物養殖場管理不善之關係，肆虐嚴重時甚至迫

使居民放棄戶外活動（23-25）。 

由於鄉村都巿發展產業之結果，住宅區或風景遊憩區逐漸接近農業區及畜

牧養殖場，因之禽畜場之廢棄物或農業區因施用有機肥料引起之蠅類肆虐常引

起居民激烈反感（26, 27）。環保署及地方農業單位曾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間在花

蓮召開“河川地滅蠅工作協商會議”協調農業單位輔導農民做好有機肥管

理，加強地方環保單位查緝未按規定程序作業之瓜農以杜絕蠅類孳生。民國八

十六年二月間因梨山風景區蠅類肆虐。農業委員會、環保署、養雞協會及專家

多人曾前往訪查，結論是生雞糞施肥引起。根據當時的調查結果，每公頃高冷

蔬菜栽培地施用雞糞肥（基肥）約 13 公噸，以高冷蔬菜栽培 400 公頃估計其

施用量即達 5200 公噸。蔬菜生長期間並施加二次追肥。溫帶果樹栽培者亦愛

用生雞糞肥，如管理不當，蠅類大發生是為必然；而孳生源管理（28,29）及利用

天敵或荷爾蒙製劑防治蠅類幼蟲（30-36）是防治蠅類大發生的第一道防線，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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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忌用與殺成蟲類似之藥劑以免發生抗藥性。防治成蟲可用誘殺法，毒餌法

或噴藥法，但施用過程必須監測其對藥劑感受性之改變，以維持有效之殺蠅效

果（37-40）。學者曾研究台灣普通家蠅之抗藥性，發現許多地區之普通家蠅都對

有機磷及氨基甲酸鹽發生抗藥性（41-45）；成蠅之防治在台灣（44,45）及國外（46-48）

皆有許多研究資料，但隨用藥選擇之改變，蠅類對藥劑感受性亦因而有變化，

必須適時再偵測，才能正確推薦防治藥劑，而防治滅蠅時之用藥，亦必須謹慎

評估。 

近年因垃圾掩埋焚化及垃圾場、畜牧養殖場管理改善，漸少蠅類之問題。

但目前台灣地區仍有許多特定地方受蠅類孳擾情形極為嚴重如：瓜類（西瓜，

香瓜，哈蜜瓜等） 栽培地區，包括花蓮、台東等地區、各地區垃圾場管理不

善臨近地區、養雞場、豬舍周邊住家、臨海及魚港區，包括雲林、高屏、澎湖

等地區。蠅類由於多孳生於環境較髒之處所，因此，亦成為污染食物及傳染疾

病之媒介，目前已知與蠅類有關之疾病如：霍亂、傷寒、副傷寒、痢疾及其它

腸道的疾病，尤其在每年夏天時，更是環境衛生的主要害蟲。 

全面噴灑殺蟲劑對環境衝擊太大且不完全有效，且因抗藥性的發生（49）使

防治成效逐漸不彰。1956 年在旗山、東港附近發現普通家蠅對 DDT 有耐受性

（50）。劉肅壅（ 51 ）指出普通家蠅對 DDT 產生約 30 倍的抗藥性；林口晃史（52 ）

調查台北等地蒼蠅對馬拉松產生抗藥性。饒連財（43-44 ,53） 報告普通家蠅對加保

利、馬拉松產生強烈抗藥性。高慧蓮 （54 ） 研究指出，台中地區蒼蠅對拜貢具

極高的抗藥性；陳錦生、張森和（49 ），饒連財（44 ）、徐爾烈（25 ）等學者曾報導

台中、台南地區之普通家蠅對馬拉松及安丹具相當高之抗藥性；陳錦生、張森

和（49） 報告垃圾場蒼蠅對拜貢、馬拉松抗藥性達三百倍以上、大利松在 24 ~ 36 

倍之間、愛得力在 10 倍、撲滅松抗藥性自 4 ~ 73 倍不等，而合成除蟲菊精

則尚無抗藥性，顯示仍有良好之感藥性。 

本研究以台灣常見蠅類進行調查，主要以普通家蠅、果蠅及大頭金蠅為研

究對象。普通家蠅為中型的蠅類，通體呈黑色，常於室內及住家環境出現孳擾，

也常見於市場、超市、果皮及曝曬之食物等。果蠅種類非常多，一般以黑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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蠅（Drosophila melanogaster）較常發生，黑腹果蠅個體小，體褐色，腹面端

部為黑色。由於廚餘回收的政策普遍受到支持，也導致野外的果蠅朝住宅區集

中，廚餘集中處也成了果蠅聚集的大本營，也侵門入戶，困擾社區居家安寧。

利用果蠅作為基因科學的研究非常多，亦有研究抗藥性基因（55），但研究以殺

蟲劑防治果蠅的文獻非常少，也許因為果蠅對殺蟲劑太敏感，任何藥都有效，

所以沒人為此煩惱去研究，但問題總有一天會來，對果蠅殺蟲劑感受性的研究

仍有進行意義，並使為推薦防治用藥有所依據
（56）。 

大頭金蠅為大型蠅類也是芒果、蜜棗或其他水果的重要授粉昆蟲，體長 9 

- 10mm，複眼鮮紅色，體色藍綠色，日行性，會訪花，喜歡吮食動物排遺、

腐果或腐食動物屍體，容易成為病菌的傳媒，但一般甚少侵室內，但天然災害

發生時，對戶外作息則有影響，除重災區外很少進行大規模防治。Mihara and 

Kurahashi
（57）在牙雅加達、香港、馬尼拉及東京的調查，大頭金蠅對撲滅松、

大利松、二氯松、y-HCH,及百滅寧有不同的感受性；一般來說荒野的種類較

都市的品系有 5-6 倍的感受性；在蠅類對殺蟲劑的敏感性或抗藥性高低判定乃

依 Keiding ( 1986 ) 之研究（58）。 

臭蟲是半翅目昆蟲、床蝨科（Cimicidae），與人類生活相關的臭蟲有二

種即溫帶臭蟲（Cimex lectularius）和熱帶臭蟲（C. hemipterus），目前肆虐台

灣的以溫帶臭蟲為主。臭蟲卵常產於寢具之縫隙，常棲息在室內的床板、床墊，

主要在夜間活動，臭蟲若蟲在剛剛孵化出來時呈半透明，顏色較淺；吸血後轉

為褐色。臭蟲的生命週期，一般來說，可存活一年。期間雌性床蝨可產卵 200

至 400 顆，其數量視食物供應及溫度而定。卵期約 10-20 天，若蟲具五齡，若

蟲及成蟲都需吸食血液維生，若蟲發育至成蟲吸血期間達 3-14 天。成蟲具耐

飢力，可長達一年。臭蟲主要是夜出性吸血，日間都在縫隙間潛藏，日間光線

暗的時候也會出來活動覓食。臭蟲叮咬奇癢無比造成皮膚傷口，導致的皮膚過

敏，干擾睡眠是嚴重的孳擾昆蟲，雖除了在實驗室證明是可為南美錐蟲的寄主

(59)，但從未證明會傳播人類疾病。 

臭蟲曾經在 1940 年代早期開始在已開發國家間蔓延，1950 年至 19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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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臭蟲之危害大幅減少，推測與大規模吏用 DDT 及其他殺蟲劑有關，甚至在

許多社區都已絕跡；但在 1990 年在多數已開發國家危害嚴重，從 1995 年開始，

臭蟲再度於世界為患，並開始在北美造成嚴重的衛生問題，無論是圖書館或紐

約市豪宅區均無一倖免（60），可能是國際旅行活絡和殺蟲劑抗藥性出現之故。

美國國家害蟲管理協會（NPMA）及肯塔基大學聯合研究調查報告指出，全球

範圍內的害蟲控制專家都注意到，臭蟲的感染規模已經很大。在美國的調查回

應者中，有 95 % 的除蟲公司在過去一年遇到臭蟲感染事件，但在 2000 年前

只是 25 % 。美國國家害蟲管理協會公共關係副總裁 Henriksen：「2010 年全

球臭蟲綜合研究的結果顯示，我們已經位於臭蟲大流行的邊緣。不僅美國如

此，它是世界性的。」（61,62）。1952 年台灣在防瘧計畫開始前即發現臭蟲在台灣

廣泛分佈，1953 年在台東的調查 322 受檢戶有 112 戶有臭蟲，發現臭蟲對 DDT

有抗藥性（61）。在訪問病媒防治業者，台灣目前已在多處發生如台北市、新北

市、新竹市、台中市、高雄市等處，曾現場檢測高雄市蚵仔寮漁港、新北市板

橋區、萬里區、新竹市都確認是溫帶臭蟲危害。 

世界衛生組織（WHO） 建議可用於蟑螂防治的殺蟲劑有一種氨基甲酸鹽

殺蟲劑：免敵克（Bendiocarb）；六種有機磷殺蟲劑：陶斯松、甲基陶斯松、

大利松、撲滅松、馬拉松、亞特松；十一種菊酯類殺蟲劑：亞滅寧、賽飛寧、

拜芬寧、賽飛寧、賽酚寧、賽滅寧、第滅寧、益化利、依芬寧、賽洛寧、百滅

寧；3 種生長調節劑：芬諾克（Fenoxycarb）、氟芬隆（Flufenoxuron）、百利

普芬；其他類：愛美酮（松）（Hydramethylnon）、硼酸（Boric acid）、達特

南（Dinotefuran）、益達胺（Imidacloprid）、芬普尼（Fipronil）、氟硫胺（Sulfluramid）

等。行政院環保署已登記滅蟑的藥劑有，安丹、亞特松、陶斯松、亞培松、撲

滅松、馬拉松、芬普尼、益達胺、愛美松、賽滅寧、賽飛寧、治滅寧、百滅寧、

亞滅寧、第滅寧、異治滅寧、賽酚寧、酚丁滅寧、芬化利、依芬寧、依普寧、

賜百寧、必列寧、普亞列寧、賽洛寧、列滅寧、硼酸等。 

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可為蠅類防治的環境用藥共有一種氨基甲酸

鹽殺蟲劑免敵克（Bendiocarb）；八種有機磷殺蟲劑：亞滅松（Azamethiph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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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陶斯松（Chlorpyrifos-methyl）、大利松（Diazinon）、大滅松（Dimethoate）、

撲滅松（Fenitrothion）、馬拉松（Malathion）、乃力松（Naled）、亞特松

（Pirimphos-methyl）；十三種菊酯類：亞滅寧（α-Cypermethrin）、賽滅寧

（Cypermethrin）、賽飛寧（Betacyfluthrin）、拜芬寧（Bifenthrin）、賽滅寧

（Cypermethrin）、賽酚寧（Cyphenothrin）、第滅寧（Deltamethrin）、益化

利（Esfenvalerate）、依芬寧（Etofenprox）、芬化利（Fenvalerate）、賽洛寧

（λ-cyhalothrin）、百滅寧（Permethrin）、酚丁滅寧（Phenothrin）。行政院

環保署已登記之滅蠅殺蟲劑有，陶斯松、撲滅松、亞特松、亞培松、馬拉松、

安丹、賽滅寧、百滅寧、治滅寧、亞滅寧、第滅寧、芬化利、賽酚寧、賽洛寧、

賜百寧、普亞列寧、異治滅寧、賽飛寧、酚丁滅寧、必列寧、依芬寧、異亞列

寧、益達胺、百利普芬等。 

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的殺臭蟲劑有一種氨基甲酸鹽殺蟲劑：免敵

克；二種昆蟲生長調節劑：氟芬隆、美賜平；三種有機磷殺蟲劑：陶斯松、馬

拉松、亞特松；十二種除菊酯類殺蟲劑：亞滅寧、賽飛寧、拜芬寧、賽滅寧、

賽酚寧、第滅寧、賽洛寧、可滅寧、酚治滅寧、利色寧（Resmethrin）、治滅

寧（Tetramethrin）等防治臭蟲。廣泛使用菊酯類除了氣味低，毒性低，藥效

好外，尚具驅趕作用。天然除蟲菊酯加入有機磷酸鹽和氨基甲酸袂殺蟲藥中，

可將躲在縫隙中的臭蟲驅趕出來。配合臭蟲昆蟲生長調節劑的使用可以對付對

有機磷或菊酯類具抗性的臭蟲。目前在行政院環保署登記的臭蟲防治用藥只有

一種即第滅寧（2.8%w/w）。 

綜合以上，本研究計畫分三年進行，第一年對居家環境蟑螂、蠅類及臭蟲

等害蟲，進行發生危害、密度之調查，第二年進行殺蟲劑感受性研究，第三年

進行市售殺蟲劑藥效研究。研究結果可提供環保單位、除蟲業者、一般民眾正

確選擇殺蟲藥劑，降低用量並有效防治害蟲，避免環境污染。提供殺蟲劑生產

業者生產有效藥劑，減少使用或避免已有抗藥性之殺蟲劑使用，使環境用藥朝

向有效、低度、環境友善之使用與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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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目標 

（一）本年度（103 年）計畫執行策略：調查害蟲種類、發生及為未來第二

年殺蟲劑感藥性測試貯備供試昆蟲。 

1. 蟑螂： 

    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之蟑螂；建立

至少 2 種蟑螂每種 5 地區品系族群（前列調查地區之品系族群）及

一室內感性品系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選擇前列調查地區之

北、中、南各一地區調查蟑螂族群週年密度變化。 

2. 蠅類： 

    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

東縣之蠅類發生族群種類；建立至少 3 種蠅類每種 5 地區品系族群

（前列調查地區之品系族群）及一感性品系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

材料；選擇前列調查地區之東、中、南各一地區調查蠅類族群週年

密度變化。 

3. 臭蟲： 

    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之臭蟲（床蝨）

之發生侵擾地區及臭蟲種類；建立人工飼血繁殖臭蟲技術；建立 3

地區品系臭蟲族群，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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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 本年度（103 年）材料方法： 

1. 蟑螂： 

    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之蟑螂各族群類；

建立至少 2 種蟑螂每種 5 地區品系族群（前列調查地區之品系族群）及

感性品系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1）. 取樣地點： 

    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選擇蟑螂易發生地

採集建立地區品系。於傳統市場其周邊店家放置共 30 個調查點。

各地區取樣地點如下所述： 

新北市： 三峽黃昏市場 ( 新北市三峽區愛國路 32 號 ) 

台北市：環南市場 ( 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 245 號 ) 

台中市：大雅第一市場 ( 大雅區大雅里大雅路 50-3 號 ) 

台南市：鴨母寮市場 ( 台南市北區成功路 158 號 ) 

高雄市：德民黃昏市場 (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977 號 ) 

（2）. 採集日期： 

5 月：5 月 12 日至 5 月 18 日 

6 月：6 月 9 日至 6 月 15 日 

7 月：7 月 7 日至 7 月 13 日 

8 月：8 月 11 日至 8 月 17 日 

9 月：9 月 8 日至 9 月 14 日 

11 月：11 月 10 日至 11 月 16 日 

（3）. 器材：活體蟑螂採集盒及誘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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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地區品系採集方法： 

    利用雙層設計之每邊 15 公分長之八角形捕蟑器（東領企業有

限公司），以花生粉 10 克（草生堂免洗餐具行販售，高雄楠梓）與

鰻魚粉 10 克（大佳釣餌專業製造） 均勻混合為誘餌置入捕蟑盒底

層，將捕蟑盒置於店家有蟑螂活動之場所、廚房、冰箱底下或緊靠

牆邊暗處擺放，一週後回收計算捕獲種類及數量。 

（5）. 分類計數：每次採集之蟑螂皆分別鑑定分類及計數。 

（6）. 蟑螂族群週年密度調查： 

    以活體蟑螂採集盒配合採集，初期每月調查，捕捉足量後，9

月以後隔兩個月調查，每週一次。每調查點放置 30 個捕蟑裝置。 

（7）. 蟑螂發生之陽性率及密度計算： 

 

  有蟑螂之捕蟑盒數 

陽性率 =                               ×100 % 

捕蟑盒總數 

 

註：陽性率的高低可以了解蟑螂於 30 個擺放點的分布情況 

 

 

誘捕到蟑螂總數 

蟑螂密度 =                            

捕蟑盒總數 

 

單位：隻／每個捕蟑盒 

 

（8）. 族群維持： 

     捕捉的種類中以美洲蟑螂及德國蟑螂為最多，建立此二種特

定族群。為維持蟑螂抗性，將持續採集野外品系之蟑螂混入，以避

免影響蟑螂之感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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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對照族群： 

    本研究室已在試驗室內培養至少十年以上之美洲蟑螂及德國

蟑螂感性族群，作為將來研究感藥性之對照族群。 

（10）. 蟑螂飼養方法： 

    飼養室以自動溫度、光照控制，維持 12 小時光照及 12 小時黑

暗，溫度 27 ± 2 ℃，相對濕度 70 ± 10 %。飼養箱上緣塗抹十公分

寬之凡士林防止蟑螂逃逸，凡逃出箱外之蟑螂一律殺死不回收。感

性品系與野外品系之蟑螂分室飼養，避免污染。蟑螂成、若蟲食物

只提供足量狗飼料 (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及去離子水。 

 

2. 蠅類： 

    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

之蠅類發生族群種類；建立至少 3 種蠅類每種 5 地區品系族群（前列調

查地區之品系族群）及一感性品系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1）. 取樣地點： 

    分別在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

台東縣選擇蠅類易發生地採集建立地區品系。各區於蠅類易發生區

共設置 9 個調查點。各地區取樣地點如下所述： 

新北市：三峽黃昏市場垃圾集中處 ( 新北市三峽區愛國路 32 號 ) 

台北市：環南市場垃圾集中處 ( 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 245 

        號 ) 

台中市：太平區垃圾處理場 ( 台中市太平區太平路 12 號 ) 

台南市：南區垃圾處理場 (台南市南區萬年路 536 號 ) 

高雄市：彌陀垃圾處理場 ( 高雄市彌陀區進學路 222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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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新城鄉垃圾處理場 ( 新城鄉大漢村德莊 10-100 號 ) 

台東縣：台東市垃圾處理場 (台東市中興路 3 段 639 巷 151 號 ) 

（2）. 採集日期： 

5 月：5 月 12 日 

6 月：6 月 9 日 

7 月：7 月 7 日 

8 月：8 月 11 日 

9 月：9 月 8 日 

11 月：11 月 10 日 

（3）. 器材： 

    以購買之捕蠅籠及誘餌（虱目魚頭 200 克、果皮 30 克、奶粉 5

克、糖 5 克）誘捕蠅類。 

 

（4）. 建立地區品系採集方法： 

    利用捕蠅籠，以虱目魚頭 200 克（台灣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楠

梓分店販售）及果皮 30 克置於捕蠅籠黑色底盤，將奶粉 5 克（安

佳脫脂即溶奶粉，台灣）與砂糖 5 克（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混合攪拌均勻後，灑在黑色底盤內的果皮上，將捕蠅籠掛於垃

圾場或髒亂處，24 小時後回收計算捕獲種類及數量。 

（5）. 蠅類族群週年密度調查： 

    以捕蠅籠採集活體，初期每月調查，捕捉足量後，9 月以後隔

兩個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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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類計數： 

    每次採集之蠅類皆分別鑑定分類，除常見種類外，其餘只能鑑

定至科或屬並計數。 

（7）. 蒼蠅發生之陽性率及密度計算： 

 

              有蒼蠅之捕蠅籠數 

陽性率 =                               ×100 % 

                   捕蠅籠總數 

 

註：陽性率的高低可以了解蒼蠅於 9 個擺放點的分布情況 

 

 

                 誘捕到蒼蠅總數 

蒼蠅密度 =                             

                   捕蠅籠總數 

 

單位：隻／每個捕蠅籠 

 

（8）. 族群維持： 

    捕捉的種類中以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果蠅為最多，因此建立

此三種特定族群。實驗室飼養繁殖代數不超過 5 代。 

（9）. 對照族群： 

    本研究室已在試驗室內培養至少十年之普通家蠅（NUK-KHL）

敏感品系。黑腹果蠅敏感品系取自台灣大學果蠅研究室，大頭金蠅

採自遠離農業及住家之高雄大學濕地生態保育區，作為將來研究感

藥性之對照族群，並在本計畫執行期間培養穩定之感性族群。 

（10）. 蠅類飼養方法： 

    普通家蠅及大頭金蠅飼養室以自動溫度、光照控制，維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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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光照及 12 小時黑暗，溫度 27 ± 2 ℃，相對濕度 70 ± 10 %。

成蠅飼養於昆蟲飼養箱中 ( 30 × 30 × 30 c m ，BugDorm 公司製

造 )。凡逃出箱外之蠅類一律殺死不回收。感性品系與野外品系之

蠅類分室飼養，避免污染。成蠅食物供以奶粉、魚粉及糖。果蠅於

培養箱內飼養，並於恆溫箱內培育，維持 12 小時光照及 12 小時

黑暗，溫度 25 ± 2 ℃，相對濕度 70 ± 10 %。 

（11）. 幼蟲飼料分別配方： 

A. 普通家蠅： 

(A) 幼蟲培養基： 

    使用鼠飼料(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及熱水以 1：1 之比例

置入燒杯（飼養罐）靜置並攪拌均勻做成培養基。 

(B) 卵之收集：飼育過幼蟲的舊培養基上方放置黑濕布供蠅產卵。 

(C) 幼蟲飼養： 

    卵放入新的培養基罐中，當幼蟲老熟時於培養基上層舖上木

屑（約 1 cm 厚）。 

(D) 蛹期： 

幼蟲大多數化蛹後，將蛹篩出放入培養皿中，置入新蠅籠內。 

(E) 成蠅飼養： 

    蛹約 5 - 7 日後羽化成蠅，蛹羽化成蠅後，放置砂糖與奶粉

及盛有 10 % 糖水之水瓶，供成蠅取食。 

 

B. 大頭金蠅： 

(A) 幼蟲培養基： 

    使用大豆粉加水（1：1）煮沸再加魚粉（9：1）攪拌即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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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頭金蠅之幼蟲飼料。 

(B) 卵之收集：飼育過幼蟲的舊培養基上方鋪黑濕布供蠅產卵。 

(C) 幼蟲飼養： 

    卵放入新的培養基罐中，當幼蟲老熟時於培養基上層舖上木

屑（約 1 cm 厚）。 

(D) 蛹期： 

    幼蟲大多數化蛹後，將蛹篩出放入培養皿中，置入新蠅籠內。 

(E) 成蠅飼養： 

    蛹約 5 - 7 日後羽化成蠅，蛹羽化成蠅後，放置豬肝、砂糖

與奶粉及盛有 10 % 糖水之水瓶，供成蠅取食。 

 

C. 果蠅： 

(A) 飼料配製： 

    將洋菜粉 10 g 與逆滲透水 300 ml，使用加熱器煮熟至透明。

將玉米粉 50 g、酵母粉 15 g、紅糖 20 g 溶於 300 ml 冷水，持續

攪拌並放入透明之洋菜粉與水混合液中，利用玻棒持續攪拌至完

全溶解。沸騰後待冷卻至 80 ℃，置入丙酸 1 ml 以製成培養基。 

(B) 幼蟲飼養： 

    將培養基倒入玻璃罐或玻璃管中，冷卻後可供幼蟲生長及果

蠅產卵取食。 

 

3. 調查臭蟲（床蝨）發生侵擾地區及臭蟲種類。 

（1）. 器材：以鑷子、刷子、紙片於有臭蟲處直接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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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查方法： 

     透過問卷調查向台灣病媒防治業進行電話訪談。調查對象為

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病媒防治業合法登記廠

商共 611 家（資料取得經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用藥許可證及

病 媒 防 治 業 網 路 查 詢 系 統 ： http ：

//mdc.epa.gov.tw/MDC/Search/Search_Permit.aspx?ApplyKind=2&Im

age=2b），分別為新北市 178 家、台北市 161 家、台中市 116 家、

台南市 59 家及高雄市 97 家。問卷皆由經過統一訓練之訪談人員

逐題訪談與填寫，問卷資料總計需 5 分鐘完成填寫，若電話未接通，

於 3 日後再進行電話追蹤。問卷內容包含：病媒防治業業者主要業

務項目；臭蟲之主要出沒縣市、地點、時間、季節、防治方法及防

治用藥等；蟑螂主要出沒縣市、地點、時間季節、防治方法及防治

用藥等；蒼蠅主要出沒縣市、地點、時間季節、防治方法及防治用

藥等，問卷詳如（附件 1）。 

（3）. 取樣地點：高雄市蚵仔寮漁港之漁船。 

（4）. 分類計數：從採集樣本中鑑定種類及發生程度。 

（5）. 族群維持： 

     臭蟲族群建立之試驗室條件;室溫（ 28 ± 2 ℃ ）。臭蟲養於透

明有蓋之塑膠盒內（長 20cm 寬 10 cm 高 11 cm），內舖濾紙，塑

膠盒邊緣塗有 Fluon 防止脫逃。臭蟲會在濾紙上產卵。將固定於鐵

籠內之小白鼠放入飼養盒內供臭蟲吸血，每次供血半小時至一小

時。含臭蟲卵之濾紙依產期分別飼養即可得較一致之臭蟲齡期。為

維持臭蟲抗性，將持續採集野外品系之臭蟲混入，以避免影響臭蟲

之感受性。 

http://mdc.epa.gov.tw/MDC/Search/Search_Permit.aspx?ApplyKind=2&Image=2b
http://mdc.epa.gov.tw/MDC/Search/Search_Permit.aspx?ApplyKind=2&Image=2b
http://mdc.epa.gov.tw/MDC/Search/Search_Permit.aspx?ApplyKind=2&Image=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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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效益 

（一）本年度（103 年）預期效益： 

1. 完成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之蟑螂發生種類

及族群週年密度變化。 

2. 建立德國蟑螂及美洲蟑螂各 5 地區品系族群（新北市、台北市、台中

市、台南市及高雄市）及完成擴充本研究室已保持之試驗室感性品系

族群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3. 完成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

縣之蠅類發生種類及族群週年密度變化。 

4. 建立 3 種蠅類（果蠅、大頭金蠅、普通家蠅）每種 5 品系族群（新北

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之調查地區

中之品系族群）及擴充本研究室已保持之試驗室感性品系族群（果蠅

及普通家蠅），建立自濕地生態保育區採集大頭金蠅之感性品系為未

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5. 完成問卷及實地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之臭

蟲（床蝨）之發生侵擾地區及臭蟲種類。 

6. 建立臭蟲族群及人工飼血繁殖臭蟲技術。 

7. 建立 3 品系臭蟲族群，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綜合以上，本年度完成調查害蟲種類、發生及密度，建立蟑螂、

蠅類、臭蟲各品系族群，以作為未來第二年殺蟲劑感藥性測試之實驗

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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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成果 

(一) 調查台灣地區蟑螂發生之族群種類及密度 

1. 完成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之蟑螂發生種類。 

    已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蟑螂易發生之傳

統市場，於傳統市場其周邊店家共放置 30 個調查點。 

  5 月份調查結果顯示，蟑螂陽性率為新北市 50.0 %、台北市 30.0 %、

台中市 50.0 %、台南市 16.7 %及高雄市 20.0 %。蟑螂發生之族群種類，

調查結果共發現 5 種蟑螂，分別為美洲蟑螂、德國蟑螂、花斑蟑螂、澳

洲蟑螂及棕色蟑螂。美洲蟑螂密度（單位：隻/盒）為新北市 9.5 ± 15.0、

台北市 6.6 ± 1.2、台中市 0.5 ± 1.8、台南市 0.3 ± 0.1 及高雄市 1.2 ± 

3.3；德國蟑螂密度（單位：隻/盒）為新北市 0.4 ± 3.6、台北市 0.7 ± 5.7、

台中市 1.8 ± 5.5、台南市 4.8 ± 18.8 及高雄市 0.5 ± 4.6；花斑蟑螂密度

（單位：隻/盒）為新北市 0.5 ± 1.2、台北市 0.6 ± 1.9 及台中市 0.1 ± 0.8；

澳洲蟑螂密度（單位：隻/盒）為新北市 1.3 ± 3.3、台中市 0.1± 0.2。 

2. 建立德國蟑螂及美洲蟑螂各 5 品系族群（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

南市及高雄市）及完成擴充感性品系族群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目前已建立 5 區美洲蟑螂品系，分別為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

台南市及高雄市；5 區德國蟑螂品系，分別為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

台南市及高雄市。 

  感性品系之美洲蟑螂及德國蟑螂已完成擴充，目前各約有 2500 隻。  

5 區之美洲蟑螂、德國蟑螂與感性品系之蟑螂分別飼養於 2 個獨立空間，

飼養方法參考本報告書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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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蟑螂族群週年密度變化。 

    蟑螂族群週年密度調查，為捕捉足量活體蟑螂以供第二年感藥性之

研究，仍以蟑螂採集盒採集，於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

雄市蟑螂易發生之傳統市場，於傳統市場其周邊店家共放置 30 個調查

點。 

    結果顯示，新北市蟑螂陽性率 7 月至 11 月皆達 100.0 %，其中美洲

蟑螂 7 月及 8 月採集隻數最多，德國蟑螂 9 月採集隻數最多。台北市蟑

螂陽性率 6 月至 11 月皆達 100.0 %，其中美洲蟑螂 9 月採集隻數最多，

德國蟑螂 8 月採集隻數最多。台中市蟑螂陽性率 8 月至 11 月皆達 100.0 

%，其中美洲蟑螂 11 月採集隻數最多，德國蟑螂 7 月採集隻數最多。台

南市蟑螂陽性率 6 月至 11 月皆達 100.0 %，其中美洲蟑螂 7 月採集隻數

最多，德國蟑螂 8 月採集隻數最多。高雄市蟑螂陽性率 7 月至 11 月皆達

100.0 %，其中美洲蟑螂及德國蟑螂 7 月採集隻數最多（表 1 至表 5、圖

一至圖五）。 

    蟑螂發生之族群種類，調查結果共發現 5 種蟑螂，分別為美洲蟑螂、

德國蟑螂、花斑蟑螂、澳洲蟑螂及棕色蟑螂（附件 2）。各地區蟑螂陽性

率至 11 月皆達 100.0 %，各蟑螂族群密度（單位：隻/盒）至 7 月有上升

之趨勢，於 7 月及 8 月密度較高，而後則視各地區不同而呈現不同變化

（表 2）。蟑螂發生密度及分佈與環境條件密切相關，如貨品或物品縫隙

愈多則分佈愈分散，陽性率較高，但如環境單純，或噴灑殺蟲劑能容易

處理區域則蟑螂分佈較集中在特定區域，陽性率也會相對較低。而食物

較多之區域則蟑螂密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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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台灣地區蒼蠅發生之族群種類及密度 

1. 完成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

之蠅類發生種類。 

   已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

縣蠅類易發生區共設置 9 個調查點。 

    5 月份調查結果顯示，蠅類陽性率分為新北市 55.6 %、台北市 18.0 

%、台中市 88.9 %、台南市 44.4 %、高雄市 66.7 %、花蓮縣 77.8 %及台

東縣 55.6 %。蠅類發生之族群種類，調查結果主要發現 3 種蒼蠅，分別

為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果蠅；普通家蠅密度（單位：隻/籠）為新北市

30.6 ± 12.2、台北市 1.4 ± 2.0、台中市 1.0 ± 0.9、台南市 1.2 ± 2.3、高雄

市 11.8 ± 38.3 及台東縣 0.8 ± 1.0；大頭金蠅密度（單位：隻/籠）為新

北市 41.0 ± 20.3、台北市 1.4 ± 3.0、台中市 2.4 ± 3.0、台南市 2.2 ± 3.3、

高雄市 3.7 ± 25.4、花蓮縣 47.7 ± 70.1 及台東縣 4.8 ± 8.8；果蠅密度（單

位：隻/籠）為新北市 3.2 ± 1.1、台北市 1.6 ± 3.2、台中市 0.3 ± 0.7、台

南市 0.1 ±0 .3、高雄市 2.8±13.1、花蓮市 1.2±1.8。 

2. 建立 3 種蠅類（大頭金蠅、普通家蠅及果蠅）每種各 5 品系族群（新北

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及完成擴充

感性品系族群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目前已建立 6 區大頭金蠅品系，分別為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

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已建立 6 區普通家蠅品系，分別為新北市、

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已建立 7 區果蠅品系，分

別為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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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品系之普通家蠅及果蠅已完成擴充，目前有感性品系普通家蠅

2000 隻及感性品系果蠅 100 隻；大頭金蠅之感性品性，建立自高雄大學

濕地生態保育區採集之大頭金蠅為感性品系，作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

材料。 

  6 區大頭金蠅、6 區普通家蠅及 7 區果蠅與感性品系分別飼養於 2 個

獨立空間，飼養方法參考本報告書第 13 - 15 頁。 

3. 完成蠅類族群週年密度變化。 

    蠅類族群週年密度調查，為捕捉足量活體蠅類以供第二年感藥性之

研究，仍以捕蠅籠每月採集，於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

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蠅類易發生區共設置 9 個調查點。 

    結果顯示，新北市蠅類陽性率 6 月至 11 月皆達 100.0 %，其中普通

家蠅及大頭金蠅 6 月採集隻數最多，果蠅 7 月採集隻數最多。台北市蠅

類陽性率 6 月至 11 月皆達 100.0 %，其中普通家蠅及果蠅 8 月採集隻數

最多，大頭金蠅 6 月採集隻數最多。台中市蠅類陽性率 7 月至 11 月皆達

100.0 %，其中普通家蠅及大頭金蠅 7 月採集隻數最多，果蠅 8 月採集隻

數最多。台南市蠅類陽性率 6 月至 11 月皆達 100.0 %，其中普通家蠅 7

月採集隻數最多，大頭金蠅及果蠅 8 月採集隻數最多。高雄市蠅類陽性

率 7 月至 11 月皆達 100.0 %，其中普通家蠅及果蠅 8 月採集隻數最多，

大頭金蠅 7 月採集隻數最多。花蓮縣蠅類陽性率 6 月至 11 月皆達 100.0 

%，其中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果蠅 7 月採集隻數最多。台東縣蠅類陽性

率 6 月至 11 月皆達 100.0 %，其中普通家蠅 7 月採集隻數最多，大頭金

蠅及果蠅 8 月採集隻數最多（表 6 至表 12、圖六至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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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蠅類發生之族群種類，調查結果主要發現之種類亦為普通家蠅、大

頭金蠅及果蠅（附件 3）；各區蠅類族群密度（單位：隻/籠）至 7 月有上

升之趨勢，於 6 月至 8 月密度較高，而後則視各地區不同而呈現不同變

化（表 6 至表 12、圖六至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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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之臭蟲（床蝨）之發生侵擾

地區及臭蟲種類之結果 

1. 調查臭蟲（床蝨）之發生侵擾地區及臭蟲種類 

    已完成台灣病媒防治業問卷調查，調查對象為新北市、台北市、台

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病媒防治業合法登記廠商共 611 家（資料取得經

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用藥許可證及病媒防治業網路查詢系統：http：

//mdc.epa.gov.tw/MDC/Search/Search_Permit.aspx?ApplyKind=2&Image=2

b），分別為新北市 178 家、台北市 161 家、台中市 116 家、台南市 59 

家及高雄市 97 家；以電話訪談完成有效問卷為 210 份（問卷回收率

34.4%），分別為新北市 60 家（28.6 %）、台北市 39 家 （18.6 %）、台

中市 56 家（26.7 %）、台南市 22 家（10.5%）及高雄市 33 家（15.7 %）

（表 13、圖十三）。 

  主要防治業務為臭蟲防治有 53 家（25.2 %）（表 14、圖十四）；臭

蟲防治區域，新北市有 8 件（15.1 %）、台北市有 12 件（22.6 %）、台中

市有 12 件（22.6 %）、台南市有 10 件（18.9 %）、高雄市有 9 件（17.0 

%）、其他有 2 件（3.8 %）（表 15、圖十五）；臭蟲常出沒地點，住家 20 

件（37.7 %）、飯店或旅館 15 件（28.3 %）、外傭宿舍 5 件（9.4 %）、

漁船 4 件（7.5 %）、田地 4 件（7.5 %）、其他 5 件（9.4 %），分別為

醫院、工廠等（表 16、圖十六）；臭蟲常出沒時段，早晨 4 件（6.8 %）、

中午 1 件（1.7 %）、傍晚 11 件（18.6 %）、夜間 13 件（22.0 %）、不

清楚時間 30 件（50.8 %）（表 19、圖十九）；臭蟲常出沒季節， 1 – 3 月 

4 件（5.4 %）、 4 – 6 月 16 件（21.6 %）、 7 – 9 月 24 件（32.4 %）、 

10 - 12 月 9 件（12.2 %）、不清楚季節 21 件（28.4 %）（表 20、圖二十），

http://mdc.epa.gov.tw/MDC/Search/Search_Permit.aspx?ApplyKind=2&Image=2b
http://mdc.epa.gov.tw/MDC/Search/Search_Permit.aspx?ApplyKind=2&Image=2b
http://mdc.epa.gov.tw/MDC/Search/Search_Permit.aspx?ApplyKind=2&Image=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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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夏季為最常出沒之季節。臭蟲防治頻率為 1 個月內 10 件（18.9 %）、 

2 - 3 個月 1 件（1.9 %）、依客戶而定 19 件（35.8 %）、不固定時間 23 

件（43.4 %）（表 21、圖二十一），以不固定時間為最多。 

  臭蟲防治之用藥種類，噴霧劑有 31 件（58.5 %）、煙燻劑有 3 件（5.7 

%）、餌劑有 1 件（1.9 %）、乳劑有 12 件（22.6 %）、物理方法有 4 件

（7.5 %）（表 22、圖二十二），以噴霧劑為最常用。 

2. 已完成建立臭蟲飼血及繁殖技術。 

    臭蟲族群建立之實驗室條件;室溫（ 28  ± 2 ℃ ）。臭蟲養於透明

有蓋之塑膠盒內（長 20cm 寬 10 cm 高 11 cm），內舖濾紙，塑膠盒邊

緣塗有忌避劑防止脫逃。臭蟲會在濾紙上產卵。用細紗網將固定之小白

鼠放入飼養盒內供臭蟲吸血，每次供血半小時至一小時。含臭蟲卵之濾

紙依產期分別飼養即可得較一致之臭蟲齡期。 

    考量動物可控制性，目前以小白鼠餵血為較易控制之方式。曾測試

雞、兔、人，但仍以小白鼠最佳及易於照顧。臭蟲在吸飽血後會躲回匿

居所，不會棲息在鼠體上，但取出小白鼠時仍會徹底檢查，且餵血完成

後，該小白鼠移至另一個鼠籠獨立隔離飼養，以防附著之臭蟲逃脫。 

 

 

 

 

 

圖 1. 臭蟲飼養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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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小白鼠飼養圖示 

 

 

 

 

 

 

 

 

 

 

 

圖 3. 臭蟲飼血圖示 

3. 已建立 3 品系之臭蟲族群，分別為高雄市梓官區之蚵仔寮漁港之印尼籍

船隻、越南籍船隻及菲律賓船隻，且採集之臭蟲種類經鑑定皆為溫帶臭

蟲（Cimex lectularius）（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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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專家諮詢會議 

    本研究計畫為研究環境害蟲之感藥性，以建全綜合防治體系，已於民國

103年 10月 21日在國立高雄大學完成辦理環境害蟲綜合防治計畫(1/3)專家諮

詢會議，特邀請 10 位專家提供卓見，並進行意見交流分享。會議記錄詳如 （附

件 5）。 

本會議討論事項說明如下： 

1. 針對本年度計畫，多位專家認為環境害蟲之密度調查範圍廣，報告應標

示採集地點，以做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2. 臭蟲近年來重新入侵危害，且現今 PCO 業者及一般民眾多不認識臭蟲，

因此衛教宣導有其必要性，建議盡量收集各地發生率相關資訊，以提供環

保署未來施政參考。 

3. 計畫名稱與計畫內容涵蓋範圍甚廣，建議害蟲先依重要性進行調查，感藥

性測試，市售藥效，甚至教材編撰等完全探討後，再進行另一害蟲的全套

研究。 

4. WHO 1970 年推薦的試驗方法及對象並不包含果蠅，且果蠅不僅對環境影

響小，也未聞會傳染病原，果蠅防治建議可考慮取消。 

5. 本次會議多位專家提供建設性意見，幫助未來計畫執行上更加流暢有效

率。 



環境害蟲綜合防治計畫（1/3） 

 

 

28 

 

 



六、成果討論 

29 

 

六、成果討論 

(一) 調查台灣地區蟑螂發生之族群種類及密度 

    蟑螂發生之族群種類，調查結果共發現 5 種蟑螂，分別為美洲蟑螂、德

國蟑螂、花斑蟑螂、澳洲蟑螂及棕色蟑螂，但各地區蟑螂仍以美洲蟑螂及德

國蟑螂採集較多，顯示台灣常見蟑螂仍以美洲蟑螂及德國蟑螂為主。 

    各區蟑螂採集調查點以傳統市場為主，隨市場攤販特性不同，採集之蟑

螂也有所變化，新北市及台北市擺放點特性以食品攤販為主，採集之美洲蟑

螂較德國蟑螂多；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擺放點特性以傳統市場中熟食區

為主，採集之德國蟑螂較美洲蟑螂多。目前已知住家蟑螂易棲身有機食物豐

富，匿藏之縫隙較多之處，本調查中也呈現此相關性。堆置物品多及縫隙較

多之處，捕捉蟑螂之陽性率較高，反之捕捉蟑螂之陽性率較低，且食物之多

寡與蟑螂之密度成正相關，顯示蟑螂密度及數量受局部環境衛生影響較大。 

    本研究環境衛生害蟲之發生調查與一般生態昆蟲之研究目的不同，必須

以孳生地為調查對象，目前以美洲蟑螂及德國蟑螂在台灣廣泛存在，其他種

類只有少數出沒，尚無足夠資料分析種類族群地區特性，且其他種類採集數

量較少不易進行密度調查或培養，時間上也較無法進行害蟲之全面調查，以

免影響主要之研究對象。若後續調查中個別蟑螂密度有地區代表性時，將考

慮增加建立品系族群作為感藥性調查研究。 

(二) 調查台灣地區蒼蠅發生之族群種類及密度 

    蒼蠅發生之族群種類，調查結果主要以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果蠅為主。

各區蠅類採集調查點以垃圾集中處為主，每個調查區因垃圾集中處特性不

同，採集之蠅類也有所差異，蔬果類食物採集之蠅類以普通家蠅或果蠅為主；

魚肉類食物採集之蠅類以大頭金蠅為主，因此每次密度調查隨垃圾集中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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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同，採集之蠅類也有所變化。 

(三) 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之臭蟲（床蝨）之發生侵擾

地區及臭蟲種類之結果 

    自 611 家病媒防治服務公司機構調查結果顯示，因蟑螂及蒼蠅為病媒防

治業者時常防治之害蟲，病媒防治業者針對蟑螂、蒼蠅等害蟲常出沒的時段，

皆能正確回答相對的時間，但目前台灣臭蟲防治較少，針對臭蟲常出沒的時

段，多數業者無法正確說明。 

    目前在台灣有臭蟲發生之家庭或場所皆與外籍勞工有關，如：新竹某外

勞(菲律賓)人力發配中心，板橋市某住家(印尼藉外勞)等。本研究建立 3 品系

之溫帶臭蟲，分別為高雄市梓官區之蚵仔寮漁港之有僱用印尼籍外勞之船

隻、越南籍外勞之船隻及菲律賓籍外勞之船隻，非台灣本土之臭蟲品系，能

否應用於台灣臭蟲防治，將於 104 年度進行感藥性檢測，於 105 年度進行市

售殺蟲劑之檢測，再依研究結果進行相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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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定進度及查核 

(一) 契約書中計畫預定進度及查核點（第一年） 

工作內容項目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別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計畫公開徵求；招標及簽約 
            

  

2.研究計畫相關文獻、資料蒐集 
  A          

   

3.調查新北市、臺北市、臺中市、

臺南市及高雄市之蟑螂各族

群類。 

    B        

    

4.調查新北市、臺北市、臺中市、

臺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臺東

縣之蠅類發生族群種類。 

    C        

    

5.調查新北市、臺北市、臺中市、

臺南市及高雄市之臭蟲（床

蝨）之發生侵擾地區及臭蟲種

類。 

    D        

    

6. 建立 2 種蟑螂每種 5 品系族群

及室內感性品系 

          E  

          

7. 建立 3 種蠅類每種 5 品系族群

及室內感性品系 

          F  

          

8. 建立人工飼血繁殖臭蟲技術 
       G     

       

9. 建立 1 種臭蟲 3 品系族群 
          H  

          

10.調查蟑螂及蠅類族群週年密度

變化 

          I  

          

11. 資料整合及分析 
          J  

        

12. 期末報告撰寫及 

辦理第一年結案 

            

   

預定進度累積百分比（％）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95 100 

查核點 預定完成時間 查核點內容說明 

期初報告 按環保署通知 A,B 

期中報告 按環保署通知 C,D,E 

期末報告 103 年 11 月 25 日 F,G,H,I 

備註：一、上表須經執行單位確認，並明訂於契約書中。 

二、期初、中、期末應明列查核重點。 

三、目前計畫完成進度 A,B,C,D,E F,G,H,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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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完成進度 

  本計畫目前執行進度已完成總體工作項目之 100%，符合進度報告 100%的要

求，執行成果簡要說明如下。 

(一) 完成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之蟑螂發生種類及族群

週年密度變化。 

(二) 已建立德國蟑螂及美洲蟑螂各 5 品系族群（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

市及高雄市）及完成擴充感性品系族群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三) 完成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之蠅

類發生種類及族群週年密度變化。 

(四) 已建立 3 種蠅類（大頭金蠅、普通家蠅及果蠅）每種各 5 品系族群（新北市、

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及完成擴充感性品系

族群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五) 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之臭蟲（床蝨）之發生侵擾

地區及臭蟲種類。 

(六) 完成建立臭蟲飼血及繁殖技術。 

(七) 已建立 3 品系之溫帶臭蟲，分別為高雄市梓官區之蚵仔寮漁港之印尼籍船隻、

越南籍船隻及菲律賓籍船隻。 

(八) 已於民國 103 年 10 月 21 日在國立高雄大學完成辦理環境害蟲綜合防治計畫

(1/3)專家諮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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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結論 

(一) 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蟑螂易發生之傳統市場，蟑

螂發生之族群種類共發現 5 種蟑螂，分別為美洲蟑螂、德國蟑螂、花斑蟑螂、

澳洲蟑螂及棕色蟑螂。 

(二) 已建立德國蟑螂及美洲蟑螂各 5 品系族群（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

市及高雄市）及完成擴充感性品系族群以作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三) 蟑螂族群週年密度調查結果顯示，各地區蟑螂陽性率至 11 月皆達 100.0 %，

各蟑螂族群密度（單位：隻/盒）至 7 月有上升之趨勢，於 7 月及 8 月密度較

高，而後則視各地區不同而呈現不同變化。 

(四) 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蠅類易發

生處，蒼蠅發生之族群種類發現 3 種蠅類較多，依序為普通家蠅、大頭金蠅

及果蠅。 

(五) 已建立 6 區大頭金蠅品系 ( 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

東縣 )；6 區普通家蠅品系 ( 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

台東縣 )；7 區果蠅品系( 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

縣及台東縣 ) 並完成建立感性品系族群以作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六) 蠅類族群週年密度調查結果顯示，各區蠅類族群密度（單位：隻/籠）至 7 月

有上升之趨勢，於 6 月至 8 月密度較高，而後則視各地區不同而呈現不同變

化。 

(七) 自 611 家病媒防治服務公司機構調查，結果顯示，曾執行臭蟲防治業務者共

有 53 家公司( 25.2 %）；臭蟲防治件數以台北市及台中市最多（22.6 %）；臭

蟲常出沒地點以住家最常見（37.7 %）；臭蟲常出沒時段以夜間最常見（22.0 

%）；臭蟲常出沒季節以 7 – 9 月夏季為最常出沒（32.4 %）；臭蟲防治頻率

以不固定時間為最多（43.4 %）；臭蟲防治之用藥種類以噴霧劑為最常用（58.5 

%）。 

(八) 已完成建立臭蟲飼血及繁殖技術，且已建立 3 品系之溫帶臭蟲，分別為高雄

市梓官區之蚵仔寮漁港之印尼籍船隻、越南籍船隻及菲律賓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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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研究全程採取統一之誘餌，蟑螂以花生粉加鰻魚粉(1:1)，蠅類則以虱目魚

頭、果皮、奶粉及糖可同時誘得家蠅、大頭金蠅及果蠅。誘餌具全程一致之

誘引效果，所有材料不受季節之影響。 

(十) 本研究之主題研究範圍設定為居家環境重要害蟲蠅類、蟑螂及臭蟲之防治研

究，並為往後研究環境衛生殺蟲劑之儲備害蟲族蟲。初步研究發現蟑螂以美

洲蟑螂及德國蟑螂為主；蠅類以家蠅、大頭金蠅、果蠅為主；臭蟲以溫帶臭

蟲最常發生，因此本研究乃以前述害蟲為主要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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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議 

(一) 台灣蟑螂發生之族群種類主要以美洲蟑螂、德國蟑螂為主；蠅類發生之族群

種類主要為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果蠅為主，且蟑螂及蠅類族群密度皆於 7

月及 8 月夏季密度較高，建議可依據蟑螂及蠅類之不同季節分佈及生態習性

進行防治。 

(二) 目前病媒防治業者主要防治業務為臭蟲防治有 53 家（25.2 %），顯示臭蟲近

年來已愈來愈常見，需加強病媒防治業相關之防治知識與技術；未來會編製

臭蟲防治衛教宣導內容，以提升民眾及相關業者對臭蟲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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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北市蟑螂週年密度變化 

調查地區 月份 

陽性率

（%）a
 

n=30 

種類及數目（隻 / 盒）b
 

（平均值 ± 標準差） 

美洲蟑螂 德國蟑螂 花斑蟑螂 澳洲蟑螂 棕色蟑螂 

新北市 5 月  50.0 09.5 ± 15.0 00.4 ± 03.6 0.5 ± 1.2 1.3 ± 3.3 0.0 ± 0.0 

 6 月  90.9 09.9 ± 18.3 06.5 ± 11.5 0.0 ± 0.0 0.1 ± 0.3 0.0 ± 0.0 

 7 月 100.0 17.0 ± 06.4 07.0 ± 01.9 0.1 ± 0.5 0.1 ± 0.4 0.1 ± 0.5 

 8 月 100.0 17.0 ± 14.9 07.3 ± 14.4 0.0 ± 0.0 0.0 ± 0.0 0.0 ± 0.0 

 9 月 100.0 04.3 ± 10.4 13.9 ± 23.4 0.1 ± 0.3 0.0 ± 0.0 0.0 ± 0.0 

 11 月 100.0 08.5 ± 13.2 11.7 ± 20.6 0.0 ± 0.0 0.0 ± 0.0 0.0 ± 0.0 

 月平均 90.2±20.0 11.0 ± 05.5 07.8 ± 04.7 0.1 ± 0.2 0.3 ± 0.5 0.0 ± 0.0 

a陽性率 =有蟑螂之捕蟑盒數／捕蟑盒總數×100% 

b蟑螂密度 =誘捕到蟑螂總數／捕蟑盒總數（單位：隻／每個捕蟑盒） 

 n=捕蟑盒總數 

 

 

 

 

 

 
圖一. 新北市蟑螂週年密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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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台北市蟑螂週年密度變化 

調查地區 月份 

陽性率

（%）a
 

n=30 

種類及數目（隻 / 盒）b
 

（平均值 ± 標準差） 

美洲蟑螂 德國蟑螂 花斑蟑螂 澳洲蟑螂 棕色蟑螂 

台北市 5 月  30.0 06.6 ± 01.2 00.7 ± 05.7 0.6 ± 1.9 0.0 ± 0.0 0.0 ± 0.0 

 6 月 100.0 16.6 ± 18.0 01.8 ± 04.4 0.1 ± 0.3 0.2 ± 0.8 0.0 ± 0.0 

 7 月 100.0 17.9 ± 16.5 02.0 ± 02.1 0.0 ± 0.0 0.2 ± 0.6 0.0 ± 0.0 

 8 月 100.0 18.6 ± 25.2 13.4 ± 26.6 0.0 ± 0.0 0.0 ± 0.0 0.0 ± 0.0 

 9 月 100.0 41.5 ± 55.5 10.0 ± 32.2 0.0 ± 0.0 0.0 ± 0.0 0.0 ± 0.0 

 11 月 100.0 22.6 ± 26.1 11.1 ± 23.1 0.0 ± 0.0 0.1 ± 0.3 0.0 ± 0.0 

 月平均 88.3±28.6 20.6 ± 11.5 06.5 ± 05.6 00.1 ± 0.2 0.1 ± 0.1 0.0 ± 0.0 

a陽性率 =有蟑螂之捕蟑盒數／捕蟑盒總數×100% 

b蟑螂密度 =誘捕到蟑螂總數／捕蟑盒總數（單位：隻／每個捕蟑盒） 

 n=捕蟑盒總數 

 

 

 

 

 

 
圖二. 台北市蟑螂週年密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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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台中市蟑螂週年密度變化 

調查地區 月份 

陽性率

（%）a
 

n=30 

種類及數目（隻 / 盒）b
 

（平均值 ± 標準差） 

美洲蟑螂 德國蟑螂 花斑蟑螂 澳洲蟑螂 棕色蟑螂 

台中市 5 月  50.0 00.5 ± 01.8 01.8 ± 05.5 0.1 ± 0.8 0.1 ± 0.2 0.0 ± 0.0 

 6 月  59.3 00.1 ± 00.6 10.4 ± 18.1 0.1 ± 0.4 0.0 ± 0.0 0.0 ± 0.0 

 7 月  78.9 06.3 ± 03.2 27.6 ± 61.1 0.0 ± 0.0 0.2 ± 0.7 0.0 ± 0.0 

 8 月 100.0 04.9 ± 08.1 26.0 ± 32.8 0.0 ± 0.0 0.0 ± 0.0 0.0 ± 0.0 

 9 月 100.0 01.4 ± 03.2 25.6 ± 30.8 0.0 ± 0.0 0.0 ± 0.0 0.0 ± 0.0 

 11 月 100.0 09.2 ± 10.0 26.5 ± 35.9 0.0 ± 0.0 0.0 ± 0.0 0.0 ± 0.0 

 月平均 81.4±22.4 03.7 ± 03.7 19.7 ± 10.9 0.0 ± 0.0 0.0 ± 0.1 0.0 ± 0.0 

a陽性率 =有蟑螂之捕蟑盒數／捕蟑盒總數×100% 

b蟑螂密度 =誘捕到蟑螂總數／捕蟑盒總數（單位：隻／每個捕蟑盒） 

 n=捕蟑盒總數 

 

 

 

 

 
圖三. 台中市蟑螂週年密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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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台南市蟑螂週年密度變化 

調查地區 月份 

陽性率

（%）a
 

n=30 

種類及數目（隻 / 盒）b
 

（平均值 ± 標準差） 

美洲蟑螂 德國蟑螂 花斑蟑螂 澳洲蟑螂 棕色蟑螂 

台南市 5 月  16.7 00.3 ± 1.0 04.8 ± 18.8 0.0 ± 0.0 0.0 ± 0.0 0.0 ± 0.0 

 6 月 100.0 01.8 ± 1.9 02.8 ± 06.1 0.0 ± 0.0 0.0 ± 0.0 0.0 ± 0.0 

 7 月 100.0 07.1 ± 4.4 13.1 ± 36.6 0.0 ± 0.0 0.0 ± 0.0 0.0 ± 0.0 

 8 月 100.0 05.9 ± 8.8 40.7 ± 46.3 0.0 ± 0.0 0.0 ± 0.0 0.0 ± 0.0 

 9 月 100.0 04.3 ± 5.8 26.5 ± 29.5 0.0 ± 0.0 0.0 ± 0.0 0.0 ± 0.0 

 11 月 100.0 03.9 ± 5.4 27.0 ± 29.8 0.0 ± 0.0 0.7 ± 1.3 0.0 ± 0.0 

 月平均 86.1±34.0 03.9 ± 2.5 19.2 ± 14.8 0.0 ± 0.0 0.1 ± 0.3 0.0 ± 0.0 

a陽性率 =有蟑螂之捕蟑盒數／捕蟑盒總數×100% 

b蟑螂密度 =誘捕到蟑螂總數／捕蟑盒總數（單位：隻／每個捕蟑盒） 

 n=捕蟑盒總數 

 

 

 

 

 

圖四. 台南市蟑螂週年密度變化 



 

51 

 

表 5. 高雄市蟑螂週年密度變化 

調查地區 月份 

陽性率

（%）a
 

n=30 

種類及數目（隻 / 盒）b
 

（平均值 ± 標準差） 

美洲蟑螂 德國蟑螂 花斑蟑螂 澳洲蟑螂 棕色蟑螂 

高雄市 5 月  20.0 01.2 ± 03.3 00.5 ± 04.6 0.0 ± 0.0 0.0 ± 0.0 0.0 ± 0.0 

 6 月  93.3 13.9 ± 04.6 46.9 ± 97.5 0.0 ± 0.0 0.0 ± 0.0 0.0 ± 0.0 

 7 月 100.0 16.2 ± 06.3 53.8 ± 60.6 0.0 ± 0.0 0.0 ± 0.0 0.0 ± 0.0 

 8 月 100.0 05.4 ± 07.8 16.9 ± 33.3 0.0 ± 0.0 0.0 ± 0.0 0.0 ± 0.0 

 9 月 100.0 05.0 ± 08.7 07.7 ± 12.4 0.0 ± 0.0 0.0 ± 0.0 0.0 ± 0.0 

 11 月 100.0 10.8 ± 11.4 00.0 ± 00.0 1.3 ± 1.5 0.0 ± 0.0 0.0 ± 0.0 

 月平均 85.6±32.2 08.8 ± 05.8 21.0 ± 23.7 0.2 ± 0.5 0.0 ± 0.0 0.0 ± 0.0 

a陽性率 =有蟑螂之捕蟑盒數／捕蟑盒總數×100% 

b蟑螂密度 =誘捕到蟑螂總數／捕蟑盒總數（單位：隻／每個捕蟑盒） 

 n=捕蟑盒總數 

 

 

 

 

 

 

圖五. 高雄市蟑螂週年密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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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新北市蒼蠅週年密度變化 

調查地區 月份 
陽性率（%）a 

n=9 

種類及數目（隻/籠）b
 

（平均值±標準差） 

普通家蠅 大頭金蠅 果蠅 其他蠅類 

新北市 5 月 055.6 030.6 ± 12.2 041.0 ± 20.3 03.2 ± 01.1 0.0 ± 0.0
 

 6 月 100.0 054.5 ± 75.7 065.0 ± 82.0 26.0 ± 35.4 0.0 ± 0.0
 

 7 月 100.0 000.0 ± 00.0 017.3 ± 30.0 76.0 ± 46.0 0.0 ± 0.0
 

 8 月 100.0 015.7 ± 13.2 013.6 ± 12.3 29.2 ± 20.1 0.0 ± 0.0
 

 9 月 100.0 008.9 ± 10.3  10.8 ± 13.2 17.2 ± 17.8 0.0 ± 0.0
 

 11 月 100.0 006.2 ± 10.6 003.2 ± 03.4 13.3 ± 17.7 0.0 ± 0.0
 

 月平均 92.6±18.1 019.3 ± 20.2 025.2 ± 23.3 27.5 ± 25.5 0.0 ± 0.0 

a陽性率 =有蒼蠅之捕蠅籠數／捕蠅籠總數×100% 

b蒼蠅密度 =誘捕到蒼蠅總數／捕蠅籠總數（單位：隻／每個捕蠅籠） 

n=捕蠅籠總數 

 

 

 

 

 

 

 

 

 

圖六. 新北市蒼蠅週年密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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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台北市蒼蠅週年密度變化 

調查地區 月份 
陽性率（%）a 

n=9 

種類及數目（隻/籠）b
 

（平均值±標準差） 

普通家蠅 大頭金蠅 果蠅 其他蠅類 

台北市 5 月 018.0 001.4 ± 02.0 001.4 ± 003.0 01.6 ± 03.2 0.0 ± 0.0
0 

 6 月 100.0 016.0 ± 21.0 094.5 ± 132.2 08.5 ± 10.6 3.5 ± 4.9
a
 

 7 月 100.0 011.5 ± 14.8 012.5 ± 016.3 16.0 ± 21.2 0.0 ± 0.0
0 

 8 月 100.0 021.8 ± 19.0 014.1 ± 013.6 26.2 ± 17.1 0.0 ± 0.0
0 

 9 月 100.0 007.9 ± 07.1 005.6 ± 008.6 10.3 ± 15.6 0.0 ± 0.0
0 

 11 月 100.0 002.6 ± 03.5 002.8 ± 003.4 06.1 ± 12.4 0.0 ± 0.0
0 

 月平均 86.3±33.5 010.2 ± 07.9 021.8 ±036.0 11.5 ±08.6 0.6 ± 1.40 

a陽性率 =有蒼蠅之捕蠅籠數／捕蠅籠總數×100% 

b蒼蠅密度 =誘捕到蒼蠅總數／捕蠅籠總數（單位：隻／每個捕蠅籠） 

n=捕蠅籠總數 

其他蠅類：a：肉蠅 

 

 

 

 

 

 

 

圖七. 台北市蒼蠅週年密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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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台中市蒼蠅週年密度變化 

調查地區 月份 
陽性率（%）a 

n=9 

種類及數目（隻/籠）b
 

（平均值±標準差） 

普通家蠅 大頭金蠅 果蠅 其他蠅類 

台中市 5 月 088.9 001.0 ± 00.9 002.4 ± 03.0 00.3 ± 0.7 0.0 ± 0.0
 

 6 月 066.7 001.3 ± 01.5 002.7 ± 03.1 03.0 ± 5.2 0.0 ± 0.0
 

 7 月 100.0 035.0 ± 58.9 015.3 ± 24.8 01.7 ± 1.2 0.0 ± 0.0
 

 8 月 100.0 010.7 ± 13.0 017.4 ± 23.9 03.9 ± 4.2 0.0 ± 0.0
 

 9 月 100.0 005.7 ± 05.0 002.7 ± 01.7 02.3 ± 1.5 0.0 ± 0.0
 

 11 月 100.0 001.4 ± 01.5 002.6 ± 03.5 01.6 ± 1.7 0.0 ± 0.0
 

 月平均 92.6±13.4 009.2 ± 13.2 007.2 ± 07.1 02.1 ± 1.2 0.0 ± 0.0 

a陽性率 =有蒼蠅之捕蠅籠數／捕蠅籠總數×100% 

b蒼蠅密度 =誘捕到蒼蠅總數／捕蠅籠總數（單位：隻／每個捕蠅籠） 

n=捕蠅籠總數 

 

 

 

 

 

 

 

 

 

圖八. 台中市蒼蠅週年密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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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台南市蒼蠅週年密度變化 

調查地區 月份 
陽性率（%）a 

n=9 

種類及數目（隻/籠）b
 

（平均值±標準差） 

普通家蠅 大頭金蠅 果蠅 其他蠅類 

台南市 5 月 044.4 001.2 ± 02.3 002.2 ± 03.3 00.1 ± 0.3 0.0 ± 0.0
 

 6 月 100.0 043.7 ± 73.6 002.7 ± 03.1 01.0 ± 1.7 0.0 ± 0.0
 

 7 月 100.0 065.0 ± 89.1 004.0 ± 05.7 02.0 ± 1.4 0.0 ± 0.0
 

 8 月 100.0 014.2 ± 15.3 022.1 ± 24.6 06.2 ± 7.5 0.0 ± 0.0
 

 9 月 100.0 007.1 ± 07.5 003.6 ± 02.1 03.6 ± 2.4 0.0 ± 0.0
 

 11 月 100.0 007.8 ± 14.2 007.0 ± 10.0 01.9 ± 1.7 0.0 ± 0.0
 

 月平均 90.7±22.7 023.2 ± 25.4 06.9 ± 7.6 02.5 ± 2.2 0.0 ± 0.0 

a陽性率 =有蒼蠅之捕蠅籠數／捕蠅籠總數×100% 

b蒼蠅密度 =誘捕到蒼蠅總數／捕蠅籠總數（單位：隻／每個捕蠅籠） 

n=捕蠅籠總數 

 

 

 

 

 

 

 

 

 

圖九. 台南市蒼蠅週年密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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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高雄市蒼蠅週年密度變化 

調查地區 月份 
陽性率（%）a 

n=9 

種類及數目（隻/籠）b
 

（平均值±標準差） 

普通家蠅 大頭金蠅 果蠅 其他蠅類 

高雄市 5 月 066.7 011.8 ± 38.3 003.7 ± 25.4 02.8 ± 13.1 0.2 ± 1.5
b
 

 6 月 072.8 000.6 ± 01.3 012.8 ± 23.9 00.2 ± 00.4 0.5 ± 1.0
c
 

 7 月 100.0 015.8 ± 31.5 042.5 ± 32.0 00.0 ± 00.0 0.1 ± 0.3
c
 

 8 月 100.0 016.4 ± 16.9 017.7 ± 18.8 07.3 ± 10.5 0.0 ± 0.0
0 

 9 月 100.0 004.7 ± 04.8 012.1 ± 13.8 04.0 ± 03.2 0.0 ± 0.0
0 

 11 月 100.0 004.0 ± 04.7 004.7 ± 04.1 03.9 ± 06.6 0.0 ± 0.0
0 

 月平均 89.9±9.1 008.9 ± 06.7 015.6 ± 14.2 03.0 ± 02.7 0.1 ± 0.2
0
 

a陽性率 =有蒼蠅之捕蠅籠數／捕蠅籠總數×100% 

b蒼蠅密度 =誘捕到蒼蠅總數／捕蠅籠總數（單位：隻／每個捕蠅籠） 

n=捕蠅籠總數 

其他蠅類： b：沼蠅、c：麗蠅 

 

 

 

 

 

 

 

 

圖十. 高雄市蒼蠅週年密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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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花蓮縣蒼蠅週年密度變化 

調查地區 月份 
陽性率（%）a 

n=9 

種類及數目（隻/籠）b
 

（平均值±標準差） 

普通家蠅 大頭金蠅 果蠅 其他蠅類 

高雄市 5 月 066.7 011.8 ± 38.3 003.7 ± 25.4 02.8 ± 13.1 0.2 ± 1.5
b
 

 6 月 072.8 000.6 ± 01.3 012.8 ± 23.9 00.2 ± 00.4 0.5 ± 1.0
c
 

 7 月 100.0 015.8 ± 31.5 042.5 ± 32.0 00.0 ± 00.0 0.1 ± 0.3
c
 

 8 月 100.0 016.4 ± 16.9 017.7 ± 18.8 07.3 ± 10.5 0.0 ± 0.0
0 

 9 月 100.0 004.7 ± 04.8 012.1 ± 13.8 04.0 ± 03.2 0.0 ± 0.0
0 

 11 月 100.0 004.0 ± 04.7 004.7 ± 04.1 03.9 ± 06.6 0.0 ± 0.0
0 

 月平均 96.3±9.1 051.1 ± 67.7 034.7 ± 44.8 06.2 ± 05.2 0.0 ± 0.0
0
 

a陽性率 =有蒼蠅之捕蠅籠數／捕蠅籠總數×100% 

b蒼蠅密度 =誘捕到蒼蠅總數／捕蠅籠總數（單位：隻／每個捕蠅籠） 

n=捕蠅籠總數 

其他蠅類： b：沼蠅、c：麗蠅 

 

 

 

 

 

 

 

 

圖十一. 花蓮縣蒼蠅週年密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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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台東縣蒼蠅週年密度變化 

調查地區 月份 
陽性率（%）a 

n=9 

種類及數目（隻/籠）b
 

（平均值±標準差） 

普通家蠅 大頭金蠅 果蠅 其他蠅類 

台東縣 5 月 055.6 000.8 ± 01.0 004.8 ± 08.8 00.0 ± 0.0 0.0 ± 0.0
0 

 6 月 100.0 022.4 ± 27.4 001.0 ± 02.2 04.0 ± 6.5 1.6 ± 3.6
a
 

 7 月 100.0 052.0 ± 05.7 002.5 ± 03.5 00.0 ± 0.0 0.0 ± 0.0
0 

 8 月 100.0 021.1 ± 39.4 012.0 ± 16.9 06.2 ± 9.9 0.0 ± 0.0
0 

 9 月 100.0 005.8 ± 06.8 010.0 ± 11.3 04.9 ± 2.8 0.0 ± 0.0
0 

 11 月 100.0 002.7 ± 03.4 003.3 ± 02.7 01.3 ± 1.1 0.0 ± 0.0
0 

 月平均 92.6±18.1 017.5 ± 19.3 005.6 ± 04.4 02.7 ± 2.7 0.3 ± 0.7
0
 

a陽性率 =有蒼蠅之捕蠅籠數／捕蠅籠總數×100% 

b蒼蠅密度 =誘捕到蒼蠅總數／捕蠅籠總數（單位：隻／每個捕蠅籠） 

n=捕蠅籠總數 

其他蠅類：a：肉蠅 

 

 

 

 

 

 

 

 

圖十二. 台東縣蒼蠅週年密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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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五都病媒防治業分布及受訪之情形 

縣市 總家數 受訪家數 百分比（%） 

新北市 178  60  28.6 

台北市 161  39  18.6 

台中市 116  56  26.7 

台南市  59  22  10.5 

高雄市  97  33  15.7 

合計 611 210 100.0 

 

 

 

 

 

 

 

 

 

 

 

 

 

 

 

圖十三. 五都病媒防治業分布及受訪之情形 



 

 

60 

表 14. 病媒防治業主要防治之業務 

執行防治工作 
 

家數 百分比（%） 

蟑螂防治 
   

 
有 190 90.5 

 
無  20  9.5 

蚊子防治 
   

 
有 141 67.1 

 
無  69 32.9 

蒼蠅防治 
   

 
有 121 57.6 

 
無  89 42.4 

白蟻防治 
   

 
有 101 48.1 

 
無 109 51.9 

老鼠防治 
   

 
有  89 42.4 

 
無 121 57.6 

臭蟲防治 
   

 
有  53 25.2 

 
無 153 72.9 

 

 

 

 

 
圖十四. 病媒防治業主要防治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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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病媒防治業執行害蟲防治之情形 

縣市 公司數 

臭蟲防治 
 

蟑螂防治 
 

蒼蠅防治 

防治件數 
百分比

（%）  
防治件數 

百分比

（%）  
防治件數 

百分比

（%） 

新北市  60  8 15.1  
 

 46 24.3 
 

 28 23.1  

台北市  39 12 22.6  
 

 43 22.8 
 

 25 20.7  

台中市  56 12 22.6  
 

 51 27.0 
 

 36 29.8  

台南市  22 10 18.9  
 

 17 9.0 
 

 11 9.1  

高雄市  33  9 17.0  
 

 28 14.8 
 

 17 14.0  

其他 
 

  2* 3.8  
 

   5
#
 2.6 

 
   4

※
 3.3  

合計 210 53 100.0  
 

189 100.0  
 

121 100.0  

*嘉義、受訪者未說明防治地區 
#桃園、嘉義、屏東、受訪者未說明防治地區 
※
宜蘭、嘉義、受訪者未說明防治地區 

 

 

 

 

 

 

 

 

 

圖十五. 病媒防治業執行害蟲防治之情形 



 

 

62 

表 16. 臭蟲常出沒的地點之調查結果 

常出沒的地點 
 

防治件數 百分比（%） 

臭蟲常出沒地點 
   

 
住家 20  37.7  

 
飯店、旅館 15  28.3  

 
外傭宿舍 5  9.4  

 
漁船 4  7.5  

 
田地 4  7.5  

 
其他*  5 9.4 

*醫院、工廠 

 

 

 

 

 

 

 

 

 

 

 

 

 
 

圖十六. 臭蟲常出沒的地點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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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蟑螂常出沒的地點之調查結果 

常出沒的地點 
 

防治件數 百分比（%） 

蟑螂常出沒地點    

 
餐廳、廚房 130 68.4  

 
水溝、汙水池 20 10.5  

 
住家 18 9.5  

 
工廠 9 4.7  

 
醫院、養護中心 7 3.7  

 
飯店、旅館 3 1.6  

 
其他#

 3 1.6 
#百貨公司賣場、菜市場、回收場 

 

 

 

 

 

 

 

 

 

 

 

 

 
圖十七. 蟑螂常出沒的地點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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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蒼蠅常出沒的地點之調查結果 

常出沒的地點 
 

防治件數 百分比（%） 

蒼蠅常出沒地點    

 
垃圾場 41 33.9  

 
餐廳 23 19.0  

 
住家 11 9.1  

 
市場 11 9.1  

 
養殖場 9 7.4  

 
鄉下野外 9 7.4  

 
其他※

 17 14.0 
※
工廠、農田 

 

 

 

 

 

 

 

 

 

 

 

圖十八. 蒼蠅常出沒的地點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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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臭蟲、蟑螂、蒼蠅常出沒的時段之調查結果 

 

臭蟲 
 

蟑螂 
 

蒼蠅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早晨  4 6.8 
 

 11 4.4 
 

 55 28.9 

中午  1 1.7 
 

 11 4.4 
 

 60 31.6 

傍晚 11 18.6 
 

 47 18.9 
 

 27 14.2 

夜間 13 22.0 
 

149 59.8 
 

 18 9.5 

不清楚* 30 50.8    31 12.4    30 15.8 

合計 59 100.0   249 100.0   190 100.0 
*受訪者未說明精確時段 
註：此題為複選題 

 

 

 

 

 

 

 

 

 

 

 

 

 

圖十九. 臭蟲、蟑螂、蒼蠅常出沒的時段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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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臭蟲、蟑螂、蒼蠅常出沒的季節之調查結果 

月份 

臭蟲 
 

蟑螂 
 

蒼蠅 

件數 
百分比

（%）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1-3 月  4 5.4 
 

 62 15.7 
 

 11 6.6 

4-6 月 16 21.6 
 

 78 19.8 
 

 23 13.8 

7-9 月 24 32.4 
 

160 40.6 
 

 91 54.5 

10-12 月  9 12.2 
 

 70 17.8 
 

 18 10.8 

不清楚* 21 28.4 
 

 24 6.1 
 

 24 14.4 

合計 74 100.0 
 

394 100.0 
 

167 100.0 
*受訪者未說明精確時間 
註：此題為複選題 

 

 

 

 

 

 

 

圖二十. 臭蟲、蟑螂、蒼蠅常出沒的季節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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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臭蟲、蟑螂、蒼蠅防治頻率之調查結果 

頻率 

臭蟲 
 

蟑螂 
 

蒼蠅 

件數 
百分比

（%）  
件數 

百分比

（%）  
件數 

百分比

（%） 

1 個月內* 10 18.9  
 

 64 33.7  
 

 40 33.1  

2-3 個月  1 1.9  
 

 44 23.2  
 

 21 17.4  

4-6 個月  0 0.0  
 

 10 5.3  
 

  3 2.5  

7-9 個月  0 0.0  
 

  0 0.0  
 

  0 0.0  

10-12 個月  0 0.0  
 

  0 0.0  
 

  0 0.0  

依客戶而定 19 35.8  
 

 38 20.0  
 

 29 24.0  

不固定 23 43.4     34 17.9     28 23.1  

合計 53 100.0    190 100.0    121 100.0  

*1 個月內（含一週一次，兩週一次，一個月一次） 

 

 

 

 

 

 

 

 

 

 
圖二十一. 臭蟲、蟑螂、蒼蠅防治頻率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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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臭蟲、蟑螂、蒼蠅防治用藥方式之調查結果 

用藥方式 

臭蟲 
 

蟑螂 
 

蒼蠅 

件數 
百分比

（%）  
件數 

百分比

（%）  
件數 

百分比

（%） 

噴霧劑 31 58.5 
 

 58 30.5 
 

0
78 64.5 

煙燻劑  3 5.7 
 

  6 3.2 
 

0
11 9.1 

餌劑  1 1.9 
 

 99 52.1 
 

6 5.0 

乳劑 12 22.6 
 

 22 11.6 
 

0
15 12.4 

物理方法   4* 7.5 
 

   1
#
 0.5   

0
10

※
 8.3 

未作答  2 3.8 
 

  4 2.1 
 

1 0.8 

合計 53 100.0 
 

190 100.0   121 100.0 

*天然礦物、曝曬 
#移除孳生源 
※
捕蠅燈、黏紙、移除孳生源 

 

 

 

 

 

 

 

 

 

 

圖二十二. 臭蟲、蟑螂、蒼蠅防治用藥方式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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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病媒防治服務機構之調查問卷 

1. 貴公司執行的病媒防治工作以哪些為主：囗蟑螂囗滅鼠囗滅蚊囗白蟻囗蒼蠅囗

臭蟲 

2. 貴公司最常做的前三項病媒防治工作為哪些：囗蟑螂囗滅鼠囗滅蚊囗白蟻囗蒼

蠅囗臭蟲 

3. 貴公司有沒有執行過臭蟲、蟑螂、蒼蠅防治的相關業務：囗蟑螂囗蒼蠅囗臭蟲 

4. 在哪些縣市哪些區域（臭蟲）：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在哪些縣市哪些區域（蟑螂）：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在哪些縣市哪些區域（蒼蠅）：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5. 常出沒的地點（臭蟲）：_____________ 

常出沒的季節（臭蟲）：_________囗 1-3 月囗 4-6 月囗 7-9 月囗 10-12 月常出常

出沒的時間（臭蟲）：囗早晨囗中午囗傍晚囗夜間 

--------------------------------------------------------------- 

常出沒的地點（蟑螂）：_____________ 

常出沒的季節（蟑螂）：_________囗 1-3 月囗 4-6 月囗 7-9 月囗 10-12 月常出常

出沒的時間（蟑螂）：囗早晨囗中午囗傍晚囗夜間 

--------------------------------------------------------------- 

常出沒的地點（蒼蠅）：_____________ 

常出沒的季節（蒼蠅）：_________囗 1-3 月囗 4-6 月囗 7-9 月囗 10-12 月 

常出沒的時間（蒼蠅）：囗早晨囗中午囗傍晚囗夜間 

6. 多久進行一次臭蟲防治：_____________  防治方法：_____________   

多久進行一次蟑螂防治：_____________  防治方法：_____________   

多久進行一次蒼蠅防治：_____________  防治方法：_____________   

7. 臭蟲防治用藥：囗噴霧劑囗煙燻劑囗餌劑（粒劑、凝膠餌劑） 囗乳劑 

蟑螂防治用藥：囗噴霧劑囗煙燻劑囗餌劑（粒劑、凝膠餌劑） 囗乳劑 

蒼蠅防治用藥：囗噴霧劑囗煙燻劑囗餌劑（粒劑、凝膠餌劑） 囗乳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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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採集之蟑螂種類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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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採集之蠅類種類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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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採集之溫帶臭蟲種類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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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環境害蟲綜合防治計畫(1/3)專家諮詢會議記錄 

 

環境害蟲綜合防治計畫(1/3)專家諮詢會議記錄 

 

一、時間：民國 103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2：00 

二、地點：國立高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H1-205 會議室 

三、主席：白院長秀華                                     記錄：詹雅筑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國立高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白院長秀華、國立台灣大

學昆蟲系徐教授爾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衛生及毒

物管理處蔡秋美、國立台灣大學昆蟲系彭教授武康、國

立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顏教授瑞泓、國立中興大學昆蟲

系杜教授武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系張教授念

台、朝陽科大環境工程與管理系教授王教授順成、中央

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馬博士堪津、台北市立大學地球

環境暨生物資源系黃副教授基森、長榮大學生物科技系

陳教授錦生、嘉南藥理大學生物科技系羅副教授怡珮、

大仁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吳副教授懷慧 

五、主席致詞：國立高雄大學執行環保署 103 年環境害蟲綜合防治計畫，本研究

計畫為偵測環境害蟲之抗藥性，建全綜合防治體系，避免不當用

藥造成環境及人體的危害，以提升環境用藥管理，特邀請各位專

家提供卓見指導研究之正確方向，並請與會貴賓踴躍發言，以進

行意見交流分享。 

六、報告事項：環境害蟲綜合防治計畫簡報。 

七、討論事項及委員意見： 

(一)彭教授武康 

1.家蠅密度集中性，同一地區，有的很多，另一端少，採集地點應

以蠅類密集處調查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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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局部滴定法(topical application)與接觸法(contact method)兩種方法有

何不同目的。  

(二)顏教授瑞泓：以一般民眾觀點及感受，造成不悅的昆蟲即為害蟲，計

畫主持人願意承擔繁重的工作，建議主管機關寬予編

列未來之計畫經費，以支持計畫範圍擴充如果蠅等非

疾病等傳播之害蟲。 

(三)杜教授武俊 

1.臭蟲已多年未在台灣產生危害，近年來重新入侵危害，建議盡量

收集各地發生率相關資訊，以提供環保署未來施政參考。此外，

現今 PCO 業者及一般民眾多不認識臭蟲，因此衛教宣導有其必

要性，可列為計畫建議事項。 

2.本計畫針對常見環境害蟲進行調查與藥劑敏感性監測，再談害蟲

管制實務，具有積極意義。 

(四)張教授念台 

1.計畫名稱似與計畫委託單位期望執行內容不同，宜修改為「重要

環境害蟲感藥性檢測及市售藥劑效果評估」 

2.計畫內容涵蓋範圍甚廣，建議害蟲先依重要性進行調查，感藥性

測試，市售藥效，甚至教材編撰等完全探討後，再進行另一害蟲

的全套研究。 

3.果蠅因對環境影響小，果蠅防治可考慮取消。 

(五)王教授順成 

1.各種環境害蟲之種類調查，是否包括於此次調查中，此結果可與

1976 年或早期研究結果相比對，可做為環境害蟲變遷之重大資

料。 

2.各種環境害蟲之密度調查是否可標明採集之實際地點。 

3.環境用藥之芬普尼是否持續推廣使用，值得注意追蹤，請收集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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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尼之毒理資料。 

4.各環境用藥對害蟲之 discrimination dose 如何決定，請說明。 

5.臭蟲測試是否為國際上標準之測試方法。 

(六)馬博士堪津 

1.請注意儲藏櫃空間的通氣性。 

2.Discrimination dose 的界定須因地而異，也需注意藥效特性不同。 

3.以 WHO 1970 年推薦的試驗方法及對象而言，並不包含果蠅，而

果蠅也未聞會傳染病原。 

4.計畫內容需極大的工作量，方能落實到可見的預期效益。 

(七)黃副教授基森 

1.建議計畫名稱可更改為「環境害蟲藥劑之藥性測定」。 

2.環境害蟲採集點建議以大賣場及旅館等區域優先。 

3.美洲蟑螂以局部滴定法以 LD50或 LC50，可斟酌。 

4.第三年計畫以抽測方式檢測不同劑型，其成分及含量可一併考量。 

5.果蠅藥效測定與許可證核發應考量噴藥方式與地點之特性。 

(八)陳教授錦生 

1.研究計畫主題「環境害蟲綜合防治計畫」範圍太廣，宜改為「環

境害蟲族群監測及藥效監測研究」較宜。 

2.感性品系可否由國外引進或已飼養多年之感性品系較精確。 

3.常用環境用藥在住宅內之殘留影響可考慮做進一步研究。 

(九)羅副教授怡珮 

1.本計畫執行環境害蟲綜合防治計畫，檢測蟑螂，蠅類及臭蟲對藥

劑的感受性，將可提供非常具代表性的參考資料，可供害蟲防治

的重要參考資料。 

2.建立抗藥性鑑識劑量，可做為野外品系判別抗藥性是否發生的依

據，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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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乾膜測試建議選擇濾紙或玻璃瓶法，以能正確評估反應防治效果

的方式為宜。 

(十)吳副教授懷慧 

1.害蟲種類測試與藥劑種類效果評估，計畫工作量龐大，經費與人

力恐較為吃緊，建議害蟲可以以蟑螂、家蠅為主。 

2.臭蟲以藥效檢測為主，找出可以使用藥劑。 

3.果蠅主要為發酵食品廚餘，請業者即時清除即可處理，若進行藥

劑噴灑，噴藥的果蠅身帶藥劑而直接接觸食品可能會引起問題。 

八、結論： 

(一)較大型昆蟲如家蠅、大頭金蠅、蟑螂採用局部滴定法，小型昆蟲如果

蠅及臭蟲以接觸法進行。 

(二)未來會編製臭蟲防治衛教宣導內容，以提升民眾瞭解臭蟲之認識。 

(三)本研究計畫名稱為環保署擬定，修改計畫名稱將請示環保署意見。 

(四)因計畫內容為科技部之核定，目前仍按原計畫進度執行。 

(五)果蠅研究是否取消將建議環保署在後續計畫列為參考。 

(六)環境害蟲之密度調查範圍廣，結案報告將會標示採集地點，以做未來

相關研究之參考。 

(七)第 2 年計畫以系列濃度 LD50(LC50)做為感藥性標準，再以抗藥性鑑識劑

量做為未來施藥人員藥劑濃度之參考。 

(八)臭蟲抗藥性檢測目前以接觸法為主，未來會再衡量玻璃瓶法或是濾紙

接觸法何種方法較宜。 

(九)雖然過去果蠅未列入環境害蟲，但近年在都市已為滋擾害蟲。 

(十)因害蟲發生點不同，較難統一在一定點採集。蠅類以垃圾處理場及市

場為採集點，蟑螂以市場及各類店家為採集點，臭蟲以漁船及住家

為採集點。 

(十一)接觸法使用濾紙或玻璃瓶法，將依昆蟲行為特性而有不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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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計畫工作量雖龐大，仍盡量合理分配工作量，以達計畫進度。 

(十三)臭蟲防治用藥目前環保署僅登記第滅寧，本研究期望至少增加五種

可用之藥劑。 

(十四)計畫檢測 10 種藥劑以環保署登記藥劑為主，藉由檢測抗藥性是否

存在，提供未來環保署藥劑管理政策擬定時之參考依據。 

九、散會：下午 4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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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環境害蟲綜合防治計畫(1/3)專家諮詢會主席致詞 

 

 

 

 

 

 

 

 

 

 

 

 

 

 

照片 2. 環境害蟲綜合防治計畫(1/3)專家諮詢會專家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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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期中報告委員意見回覆表 

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王委員順成 

1. P4 居家常見蠅類有 10 種，臺灣居家

常見蠅類有多少種？請說明，另

references21 與說明不同，請再檢視。 

臺灣居家常見蠅類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2

頁第 2 段第 6 行。References 21 已作修

正，請參閱報告參考文獻第 41 頁。 

2. 本論文是否可加作欲探討之害蟲之

圖鑑包括重要蟑螂、蒼蠅及臭蟲之

種類以便辨識。 

請參閱報告附件 2 至附件 4，第 70 頁至

第 72 頁。 

3. P8 本研究重要重點之一為尋找合適

臭蟲防治上之推薦藥劑，請加入研

究成果之說明。 

本研究為 3 年研究計畫，臭蟲防治之藥

劑為 104 年度計畫重點，今年度尚未有

相關研究成果。 

4. P11 本研究有關各害蟲之密度調查

包括如何 a.取樣 b.選點 c.樣品大小

d.考量季節及區域別均應於文中加

以討論。 

蟑螂密度調查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9 頁至

第 11 頁；蠅類密度調查請參閱報告內

文第 11 頁至第 13 頁。 

5. 害物採集誘飼之選定是否先進行誘

引率之試驗，否則市場或垃圾場是

否具取得誘引代表性之樣本，請說

明。 

本研究全程採取統一之誘餌，蟑螂以花

生粉加鰻魚粉(1:1)，蠅類則以虱目魚

頭、果皮、奶粉及糖可同時誘得家蠅、

大頭金蠅及果蠅。具全程一致之誘引效

果，所有材料不受季節之影響。請參閱

報告內文第 10 頁第 (4) 點第 2 至第 3

行及第 12 頁第 (4) 點之該段說明。 

6. P25 執行成果缺乏成果之討論，請

補。 

已補充成果討論，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29

頁至第 30 頁。 

 

 

 

 

 

 

 

 



 

 

80 

 

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7. P27 調查各重要害物之種類應全面

調查，而非其中密度高之種類，如

有不同低密度種類之危害也可調查

清楚，可為以後防治應用之參考。 

本研究之主題研究範圍設定為居家環

境重要害蟲蠅類、蟑螂及臭蟲之防治研

究。並為往後研究環境衛生殺蟲劑之儲

備害蟲族蟲，初步研究發現蟑螂以美洲

蟑螂及德國蟑螂為主；蠅類以家蠅、大

頭金蠅、果蠅為主；臭蟲以溫帶臭蟲最

常發生，因此本研究乃以前述害蟲為主

要研究對象。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36 頁

第(十)項。 

本研究環境衛生害蟲之發生調查與一

般生態昆蟲之研究目的不同，必須以孳

生地為調查對象，在採集中也注意上述

之外之害蟲之記載，但因數量很少不進

行密度調查或培養，時間上也不容許害

蟲之全面調查，以免影響主要之研究對

象，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29 頁第(一)項第

3 段第 1 至第 5 行。 

8. P29 未說明臭蟲調查之不同種類。 目 前 只 發 現 溫 帶 臭 蟲 （ Cimex 

lectularius）一種。已加註種類名。請參

閱報告內文第 26 頁第 3 點。 

9. 有關文獻之部分請重新整理。 參考文獻已作修正，請參閱報告參考文

獻第 39 頁至第 45 頁。 

10. P47 之陽性率所代表族群之意義，請

說明。 

陽性率的高低可以了解害蟲於擺放點

的分布情況，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10 頁 

第 (7) 點第 3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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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張委員紹光 

1. 本調查之採樣方式與一般隨機採樣

不同。建增加統計學或流行病學分

析，使資料呈現更為完整。 

本研究環境衛生害蟲之調查以孳生聚

集處為主，隨機採樣較不能得到足夠昆

蟲以進行第 2 年之研究用。以統計方法

在調查數據加入月份平均。請參閱報告

內文第 47 頁至第 58 頁，表 1 至表 12。 

2. 建議控制所捕昆蟲繁殖代數，避免

改變爾後殺蟲劑感受性的結果。 

受試昆蟲一般以五代內完成，如研究時

程長，會至原採集點採集供試蟲加入舊

族群維持其野性。蟑螂繁殖代數請參閱

報告內文第 10 頁第 (8) 點第 2 至第 3

行；蠅類繁殖代數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13

頁第 (8) 點第 2 行；臭蟲繁殖代數請參

閱報告內文第 16頁第 (5) 點第6至第7

行。 

陳委員穎慧 

1. 依原定計畫進行，又進度超前，執

行進度優良。惟建議預定進度及查

核表內應標明實際進度，以利比對。 

謝謝委員的肯定。 

2. 從簡報中得知執行過程的檢討及改

進研發，建議可於期中報告書面呈

現。 

遵照修正，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29 頁至

第 30 頁。 

宋委員浚泙 

1. 本計畫目前之實際進度，符合契約

預定進度。 

謝謝委員的肯定。 

2. 本計畫目前調查之蟑螂種類發現，

中、北部地區有花斑、澳洲蟑螂種

類，在後續調查中若密度有地區代

表性時，建議增加建立品系族群作

為感藥性調查研究。 

遵照辦理，後續調查中若個別蟑螂密度

有地區代表性時，增加建立品系族群作

為感藥性調查研究。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29 頁第(一)項第 3 段第 5 至第 6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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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3. 在調查之蟑螂種類及密度時，建議

一併分析種類族群地區特性。 

目前以美洲蟑螂及德國蟑螂在台灣廣

泛存在，其他種類只有少數出沒，尚無

足夠資料分析種類族群地區特性。請參

閱報告內文第 29 頁第(一)項第 3 段第 2

至第 4 行。 

4. 臭蟲防治業訪談中，臭蟲常出沒地

點田地 4 件，其它 5 件，建議能分

述清楚。 

已補充說明其它為醫院、工廠，請參閱

報告內文第 62 頁 表 16 

5. 目前已建立人工飼血繁殖臭蟲技

術，在用小白鼠飼血繁殖臭蟲，要

注意防止臭蟲帶出。 

謝謝委員的建議。臭蟲在吸飽血後會躲

回匿居所，不會棲息在鼠體上，但取出

小白鼠時仍會徹底檢查，且餵血完成

後，該小白鼠移至另一個鼠籠獨立隔離

飼養，以防附著之臭蟲逃脫。請參閱報

告內文第 25 頁第 2 點第 2 段第 2 至第 4

行。 

6. 年度目標：建立 1 種臭蟲 3 地區品

系族群工作有待完成。 

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26 頁 第 3 點 

7. 臭蟲調查建議可以前往蘇澳漁民安

置中心（南方澳）調查。 

謝謝委員的建議。 

葉委員國樑 

1. 可分析不同地區鈽害蟲數量之差

異，探討可能原因，可作為民眾維

設環境乾淨方法的參考，例如美洲

蟑螂密度在新北市和臺北市其他三

都多的原因。 

目前已知住家蟑螂易棲身有機食物豐

富，匿藏之縫隙較多之處，本調查中也

呈此相關性。堆置物品多，縫隙較多之

處捕捉蟑螂之陽性率較高，反之捕捉蟑

螂之陽性率較低，且食物之多寡與蟑螂

之密度成正相關。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29

頁第(一)項第 2 段第 4 至第 7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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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2. 電話訪談的選擇，可說明。 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16 頁第 (2) 點第 1

至第 7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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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期末報告委員意見回覆表 

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王委員順成 

1. 大頭蠅之敏感品系如何建立，請於

文中說明。 

大頭金蠅在遠離農業及住家之高雄大

學濕地生態保育區中採集後累代培

養，作為將來研究感藥性之對照族群。

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13 頁第 (9) 點第 2

至 4 行。 

2. 臭蟲族群之維持，是否可用其他動

物血液以大量飼育臭蟲。 

考量動物可控制性，目前以小白鼠餵血

為較易控制之方式。曾測試雞、兔、人

仍以小白鼠最佳及易於照顧。請參閱報

告內文第 25 頁第 2 點第 2 段第 1 至 2

行。 

3. 本研究大部分已依訂定指標完成。

惟成果部分應加上討論，以瞭解成

果分析與密度調查或地域之差異性

之原因。 

遵照辦理。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29 頁至

第 30 頁。 

4. 密度變化之圖表應加上簡報之 ppt

檔。 

報告書圖表已修正，圖、表並列。請參

閱報告內文第 47 至 58 頁。 

張委員紹光 

1. 建議補充說明部份採樣城市蟑螂陽

性率偏低的可能原因為何。 

遵照辦理，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29 頁第

(一)項第 2 段 

2. 建議補充說明由印尼、越南及菲律

賓船隻所採取之臭蟲樣，是否可符

合本土已發生之實例 

在台灣已發現有臭蟲發生之家庭或場

所與外勞有關，如有新竹某外勞(菲律

賓)人力發配中心，板橋市某住家(印尼

藉外勞)等。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30 頁第

(三)項第 2 段第 1 至 2 行。 

3. 結果合符計畫要求，但建議補充討

論部份，使報告完整。 

已補充，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29 頁至第

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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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宋委員浚泙 

1. 本計畫實際執行進度，符合契約預

定進度。 

謝謝委員的肯定。 

2. 報告未見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情

形。 

已補充，請參閱報告附件 6 第 79 頁至

第 83 頁  

3. 計畫目前調查之蟑螂種類發現地區

略有差異，建議一併分析種類族群

地區特性。 

遵照辦理。 

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29頁第(一)項第 2段 

4. 人工飼血繁殖臭蟲技術，在用小白

鼠飼血繁殖臭蟲，要注意供血時防

止臭蟲夾帶及逃脫。 

謝謝委員的建議。臭蟲在吸飽血後會躲

回匿居所，不會棲息在鼠體上，但取出

小白鼠時仍會徹底檢查，且餵血完成

後，該小白鼠移至另一個鼠籠獨立隔離

飼養，以防附著之臭蟲逃脫。請參閱報

告內文第 25 頁第 2 點第 2 段第 2 至第 4

行。 

5. 目前飼養中之各品系蟑螂存活率有

無差異。 

蟑螂飼養採標準飼養步驟，各品系蟑螂

存活率未有差異。但德國蟑螂生活史較

短，增殖較快。 

6. 在臭蟲防治業完成電話訪談後，建

議選擇幾家進行實地拜訪，以瞭解

實際的情形。 

謝謝委員的建議。 

葉委員國樑 

1. 中文摘要的部分內容，要再修飾一

下，使內容更易看懂。英文摘要也

要隨之而修改。 

已修正中英文摘要，請參閱中英文摘要

簡略版。 

2. P.27 專家諮詢會議之內容，可簡單

重點呈現，以及說明對本計畫的幫

助。 

已修正，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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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委員意見回覆 

3. 研究方法可呈現調查的日期，雖然

表格內容有呈現月份。 

遵照辦理。蟑螂調查日期請參閱報告內

文第 9 頁第 (2) 點；蠅類調查日期請參

閱報告內文第 12 頁第 (2) 點。 

4. 問卷調查的過程，請呈現，例如：

問卷回收率，以及電話追蹤等。 

問卷調查過程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16 頁

第 (2) 點；電話追蹤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16 頁第 (2) 點 第 8 至第 9 行；問卷回

收率請參閱中英文摘要及報告內文第

24 頁 第 1 點第 6 行。 

5. 表 9、表 10 之不清楚的比例偏多，

可以稍加說明。 

已進行修正，請參閱報告內文第 65 及

第 66 頁，表 19、表 20 

陳委員穎慧 

（書面意見）：通過 謝謝委員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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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103 年度科技計畫成果效益報告 

 

 

 

 

103年度科技計畫成果效益報告 
 

 

 

 

 

 

 

 

 

 

 

 

 

 

 

 

 

 

 

 

 

 

 

 

 

 

 

 

國立高雄大學 編印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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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科技計畫成果效益報告 

 
一、年度科技計畫成果效益事實報告表（表 1-1） 

二、科技計畫成果效益自評表（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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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103年度科技計畫成果效益事實報告表 

（請由計畫主持人、執行人填寫） 

壹、計畫基本資料                                         領域別：環保科技 

計畫主持人 白秀華、徐爾烈 

計畫名稱『環境害蟲綜合防治計畫(1/3)』 

審議編號 103-0331-02-04-06 

計畫期程 103年 03月至 105年 12月 

全程經費 6,000千元 103年度經費 1,710千元 

執行機構 國立高雄大學 

 
貳、計畫目的與預期成效 

一、計畫目的 

本年度（103年）計畫執行策略：調查蠅類、蟑螂及臭蟲害蟲發生種類及族群

週年密度變化，並為未來第二年殺蟲劑感藥性測試貯備供試昆蟲。 

二、預期成效 

本年度（103年）預期效益： 

1.完成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之蟑螂發生種類及族群週

年密度變化。 

2.建立德國蟑螂及美洲蟑螂各 5 地區品系族群（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

市及高雄市）及完成擴充本研究室已保持之試驗室感性品系族群為未來感藥性調

查研究材料。 

3.完成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之蠅類

發生種類及族群週年密度變化。 

4.建立 3 種蠅類（普通家蠅、大頭金蠅、果蠅）每種 5 品系族群（新北市、台北

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之調查地區中之品系族群）及擴

充本研究室已保持之試驗室感性品系族群（普通家蠅及果蠅），建立自濕地生態

保育區採集大頭金蠅之感性品系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5.完成問卷及實地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之臭蟲（床蝨）

之發生侵擾地區及臭蟲種類。 

6.建立臭蟲族群及人工飼血繁殖臭蟲技術。 

7.建立 3品系臭蟲族群，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參、計畫目的主要內容 

1.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之蟑螂；建立至少 2種蟑螂每種 5

地區品系族群（前列調查地區之品系族群）及一室內感性品系為未來感藥性調查

研究材料；選擇前列調查地區之北、中、南各一地區調查蟑螂族群週年密度變化。 

2.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之蠅類發生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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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建立至少 3 種蠅類每種 5 地區品系族群（前列調查地區之品系族群）及一

感性品系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選擇前列調查地區之東、中、南各一地區

調查蠅類族群週年密度變化。 

3.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之臭蟲（床蝨）之發生侵擾地區及

臭蟲種類；建立人工飼血繁殖臭蟲技術；建立 3 地區品系臭蟲族群，為未來感藥

性調查研究材料。 

綜合以上，本年度完成調查害蟲種類、發生及密度，建立蟑螂、蠅類、臭蟲各品

系族群，以作為未來第二年殺蟲劑感藥性測試之實驗昆蟲。 

 

肆、計畫經費與人力 

計畫名稱 執 行

情形 

總人力

(人年) 

研究員級 副研究員級 助理研究員級 助理 

環境害蟲

綜合防治

計畫(1/3) 

原訂 4 2 0 0 2 

實際 4 2 0 0 2 

差異 0 0 0 0 0 

 

伍、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就與成果（out put） 

1. 請就本計畫涉及之(1)學術成就(2)技術創新(3)經濟效益(4)社會影響(5)非研

究類成就(6)其他效益方面說明重要之成果及重大之突破，以文字方式分列說

明。 

(1) 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由於環境及氣候變遷，現今居家環境的害蟲種類已有很大不同，過去居家

環境常見的蟑螂，根據多位學者研究有 7 種：德國蟑螂（Blattella 
germanica ）、美洲蟑螂（ Periplaneta americana ）、澳洲蟑螂

（ Periplaneta australasiae ）、 棕 色 蟑 螂 （ Periplaneta 
brunnea）、花斑蟑螂（Neostylopyga rhombifolia）、灰色蟑螂（Nauphoeta 
cinerea）及潛伏蟑螂（Pycnoscelus surinamensis）等，但本次調查常見的
只有德國蟑螂及美洲蟑螂，其他種類皆罕見。過去居家環境常見的蠅類有普通

家蠅（Musca domestica）、大頭金蠅（Chrysomyia megacephala）、二條
家蠅（Musca sorbens）、灰腹廁蠅（Fannia scalaris）、絲光綠蠅（Lucilia 
sericate）、赤顏金蠅（ Chrysomyia rufifacies）、廄刺蠅（ Muscina 
stabulans）、紅尾肉蠅（Sarcophaga haemorrhoidalis）、黃果蠅（Drosophila 
melanogaster）、蚤蠅（Phoridae）等，但本次調查常見的只有普通家蠅、大
頭金蠅、黃果蠅等，其他種類皆罕見。過去台灣發現與人類生活相關的臭蟲有

二種，即溫帶臭蟲（Cimex lectularius）和熱帶臭蟲（C. hemipterus），本
次調查所知只有溫帶臭蟲。本調查也發現，前述的害蟲週年發生密度變化受局

部環境因子變化影響大。 

(2) 技術創新(科技整合創新): 

        第一年度的害蟲發生調查主要為配合第二年度害蟲抗藥性的預備研究，由

於抗藥性研究需要大量蟲源，本年度已發展完成大量快速養殖美洲蟑螂、德國

蟑螂、普通家蠅、大頭金蠅、黃果蠅及溫帶臭蟲之技術。 

(3) 經濟效益(產業經濟發展): 

        完成抗藥性研究後，即可建議防治美洲蟑螂、德國蟑螂、普通家蠅、大頭

金蠅、黃果蠅及溫帶臭蟲之正確用藥劑量，避免浪費藥劑及造成環境污染，亦

可減少食安問題發生，改善觀光旅遊環境條件及投資意願，進而提昇國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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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會影響(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完成抗藥性研究後，即可建議防治美洲蟑螂、德國蟑螂、普通家蠅、大頭

金蠅、黃果蠅及溫帶臭蟲之正確用藥劑量，以加強防治效果並減少誤用劑量，

避免環境污染及保護人體健康，提昇人民生活品質及環境舒適度。 

(5) 非研究類成就(人才培育、法規制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 : 

         本研究已建設台灣最具規模之居家環境害蟲研究室，進行害蟲基礎及應

用研究，協助環境衛生用藥生產業及販賣業之藥效檢測，培養居家環境害蟲

之研究人才，學成後可投入環境害蟲防治研究、環境除蟲公司、環境衛生用

藥生產業及販賣業。 

(6) 其它效益(科技政策管理及其它)  

         目前已啟動協助環境衛生用藥生產業及販賣業之藥效檢測，釐清藥效正

確濃度、適用防治對象範圍等，使廠商可以節約研發成本及證照取得。 

 

2.請依本計畫(涉及)設定之成果項目以量化績效指標方式及佐證資料格式填寫主

要之量化成果(如學術成就代表性重要論文、技術移轉經費/項數、技術創新項

數、技術服務項數、重大專利及項數、著作權項數等項目，含量化與質化部分)。 

            已協助 8 家廠商完成 15 種環境衛生用藥對 蚊、蠅、蟑、臭蟲之藥效檢

測及推薦適用劑量及防治對象。 

 

計畫主要績效指標表（B003） 

 績效指標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學
術
成
就 
（
科
技
基
礎
研
究
） 

A論文 

學術研討會發表二篇: 

臭蟲發生檢測及綜合防

治(2014 二岸環境用藥及

病媒防治交流研討會

85-98頁) 

台灣地區蟑螂的發生及

控制(2014 二岸環境用藥

及病媒防治交流研討會 

177-220頁) 

 

 

促進國內、外學術交

流，並提昇環保單

位、殺蟲劑產業生產

及除蟲業界防治技

術。 

完成台灣

地區二種

蟑螂、三

種蠅類、

一種臭蟲

之多地區

之害蟲族

群抗藥性

現 狀 研

究。 

B 研究團隊養

成 

促成大學校際或研究機

關間成立合作研究團隊

(屏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

系，中興大學昆蟲系、台

灣大學昆蟲系、元培科技

大學醫檢系、嘉南科技大

學生科系)。 

依據不同研究專長之

專家進行集體合作研

究。 

促成害蟲

合 作 研

究，解決

共 同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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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博碩士培育 

已培育碩士研究生 3人。 培育環境蟲害防治人

才。 

以現有專

長，可勝任

於生命科

學研究單

位，環境用

藥 製 造

業、環境用

藥 販 賣

業、環保除

蟲業。 

D研究報告 

預期國、內外學術期刊發

表至少 3 篇及學術研討

會發表 3篇。 

 

學術研討會發表二篇: 

臭蟲及蟑螂之研究成

果 

提昇害蟲

防治人員

施 作 技

術。 

E 辦理學術活

動 

今年協辦研討會一場及

參加研討會三場次。 

 

增加學術交流經驗。 參與亞洲

大洋區病

媒防治協

會及擔任

榮譽秘書

長。亞洲

病媒生態

及蚊蟲協

會法規組

召集人。 

F形成教材 

 

 

預定完成三年內完成蟑

螂、蠅類及臭蟲防治指引

各一冊。臭蟲防治指引預

定於 2015年三月完成。 

提供環保、衛生單

位、除蟲業界、殺蟲

劑產業及民眾參考。 
 

技
術
創
新
（
科
技
整
合
創
新
） 

H技術報告 

已協助 8 家廠商完成  

15 種環境衛生用藥對 

蚊、蠅、蟑、臭蟲之藥效

檢測及推薦適用劑量及

防治對象。 

 

將所建立基礎鑑識劑

量資料提供環境用藥

製造業參考，以強化

藥劑之研發及病媒防

治業藥劑使用之有效

性。 

 

I技術活動 

環訓所委辦之環境衛生

用藥製造業、販賣業及防

治業證照訓練班，及公會

主辦之噴藥人員技術訓

練班，提供最新及正確之

資訊。 

增加環境用藥專業技術

人員、販賣專業人員、

製作專業人員、噴藥技

術人員之知識及藥劑選

擇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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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技術移轉 

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者

可應用本研究結果，作為

產品改良參考及藥效檢

驗之參考。 

環境用藥製造業可依

據所提供的資訊，研

發更具防治效果的藥

劑及取得證照。 

 

S 技術服務 

協助製作及販賣業取得

產品合格證照，病媒防治

業者可應用本研究結

果，選擇有效防治藥劑，

節省防治成本。 

產品取得合格證照才

能合法進入市場，病

媒防治業依提供之資

訊，可針對不同害蟲

選擇適合藥劑，減少

藥劑對環境的危害。 

 

經
濟
效
益
（
產
業
經
濟
發
展
） 

L 促成廠商或

產業團體投

資 

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者

可應用本研究結果，作為

產品內含成分及劑型及

決定年產量之參考。 

藉由新劑型的研發，

以增加廠商投資意願

及增加進入國際市場

之預備。 

 

M 創新產業或

模式建立 

配合提供藥效測試，產製

新配方及開發新劑型之

產品。 

產製新劑型符合防治

效益及減少污染。  

N 協助提升我

國產業全球

地位或產業

競爭力 

提供藥效依據，環境衛生

用藥製造業者可生產更

適合本地害蟲防治之產

品，減少使用進口之不確

定效果之產品。 

新劑型及產品研發，

除可於國內進行害蟲

防治，亦可輸出至其

他國家，提昇國內業

者的產業競爭力。 

 

T 促成與學界

或產業團體

合作研究 

提昇藥劑效果以降低成

本，及提昇藥劑使用安全

並培養技術人才，提供相

關產業界遴用，促進學界

或產業團體合作研究。 

協助藥效測試，促進新

劑型的研發，並促成產

學合作。  

社 

會 

影 

響 

民
生
社
會
發
展 

R增加就

業 

培養優秀技術人才，提昇

病媒防治服務業形象，增

加營業收入，促使更多人

投入病媒防治服務業。 

加強病媒防治從業人

員的知識，提昇服務

形象及專業技能。 
 

W 提升

公 共

服務 

病媒防治服務業優秀技

術人才，可提昇更好服務

品質。 

優秀技術人才可提供

優質服務，發揮防治

效果及防止意外損

害。 
 



 

 

94 

X 提 高

人 民

或 業

者 收

入 

提昇病媒防治服務業形

象，改善服務品質，增加

營業收入。 

藉由優秀技術人才提

昇服務品質，重獲客

戶信心，營業收入增

加才能增加新器材的

採購及高品質的藥品

選用。 

 

環
境
安
全
永
續 

Z 調查成

果 

確定現在環境害蟲蟑

螂、蠅、臭蟲之種類生態

習性及發生現況，殺蟲劑

敏感性程度，擬訂防治策

略。 

了解國內主要環境害

蟲蟑、蠅、臭蟲發生

現況及對殺蟲劑敏感

性程度，擬訂防治策

略，降低害蟲之密度。 

 

其
他
效
益
（
科
技
政
策
管
理
） 

K 規範/標準制

訂 

1. 提供環保署環訓所

相關資訊，製作環境

用藥專業技術人員

訓練教材之參考。 

2. 提供環保署環境用

藥許可證申請核發

作業準則、環境用藥

標示準則、病媒防治

業管理辦法研擬修

正之參考。 

1. 提供環保署環訓

所相關資訊，製作

環境用藥專業技

術人員訓練教材

之參考。 

2. 提供環保署環境

用藥許可證申請

核發作業準則、環

境 用 藥 標 示 準

則、病媒防治業管

理辦法研擬修正

之參考。 

 

Y資料庫 

研究資料可保存於資料

庫，作為以後害蟲發生、

抗藥性變化、疫病發生防

治之重要資料。 

可提供國內產、官、

學界之參考。 
 

AA決策依據 

依研究成果可查知對影

響人民生活程度，防治損

益關鍵，規劃防治機制及

策略。 

提供環保署環境用藥

相關法規研修及研擬

防治策略之參考。  

 

 

陸、評估計畫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out come） 

請依前述重要成果及重大突破說明其價值與貢獻度 

 

全程計畫完成後將達成下列成果： 

1.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權重 10%) 

           研究成果可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至少三篇及學術研討會發表三篇。本

研究建立台灣最具規模且專業之環境害蟲研究室及害蟲族群，及啟動抗藥性害

蟲研究，並完成台灣地區三種蠅類、二種蟑螂、一種臭蟲之多地區之抗藥性現

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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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術創新(科技整合創新) (權重 20%) 

    協助廠商種環境衛生用藥對蚊、蠅、蟑、臭蟲之藥效檢測及推薦適用劑量及

最適防治對象。將所建立基礎鑑識劑量資料提供環境用藥製造業參考，以強化藥

劑之研發及病媒防治業藥劑使用之有效性。 

3.經濟效益(產業經濟發展) (權重 30%) 

    完成研究後，即可建議防治美洲蟑螂、德國蟑螂、普通家蠅、大頭金蠅、黃

果蠅及溫帶臭蟲之正確防治用藥劑量，可以避免浪費藥劑、避免環境污染、減少

食安問題發生及疾病發生、改善觀光旅遊環境條件及投資意願、提昇國家形象。

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者可應用本研究結果，作為產品內含成分及劑型及決定年產

量之參考。藉由主成分的藥效了解，可增加廠商投資意願，以增加進入國際市場

之預備。配合提供藥效測試，作為產製新配方及新劑型產品之參考。提昇藥劑效

果以降低成本，及提昇藥劑使用安全並培養技術人才，提供相關產業界遴用，促

進學界或產業團體合作研究。 

4.社會影響(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權重 20%) 

    培養優秀技術人才，提昇病媒防治服務業形象，增加營業收入，促使更多人

投入病媒防治服務業。優秀技術人才可提供優質服務，減少化學污染及疾病發

生，使防治更有效及防止意外損害。減少誤用劑量，可以避免環境污染及保護人

體健康，提昇人民生活品質及環境舒適度。 

5.非研究類成就(人才培育、法規制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 (權重 10%) 

    建設台灣最具規模之居家環境害蟲研究室，進行害蟲基礎及應用研究，協助

環境衛生用藥生產業及販賣業之藥效檢測，培養居家環境害蟲之研究人才，學成

後可投入環境害蟲防治研究、環境除蟲公司、環境衛生用藥生產業及販賣業。培

養優秀技術人才，進入病媒防治服務業、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環境衛生用藥販

賣及政府環保衛生及動植物保檢疫部門工作。 

6.其它效益(科技政策管理及其它) (權重 10%) 

    目前已啟動協助環境衛生用藥生產業及販賣業之藥效檢測，釐清藥效正確濃

度、適用防治對象範圍等，使廠商可以節約研發成本及證照取得。依研究成果可

以查知對影響人民生活程度，防治損益關鍵，提供環保署環境用藥相關法規研修

及研擬防治策略之參考，進而規劃防治機制及策略。 

柒、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本研究團隊也蒙受衛生福利部進行都會地區及濕地蚊蟲之種類及族群發生密

度調查，二者相輔相成。 

 

捌、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 

     加強         目前室內培養之敏感品系族群及野外品系之族群都已穩定且適應試驗室之環

境。未來將持續採集各地區美洲蟑螂、德國蟑螂、普通家蠅、大頭金蠅、黃果蠅、

臭蟲，補強族群豐度，以利抗藥性之檢測順利進行。 

 

玖、檢討會與建議: 

    本研究計畫為研究環境害蟲之感藥性，以建全綜合防治體系，已於民國 103

年 10 月 21 日在國立高雄大學完成辦理環境害蟲綜合防治計畫(1/3)專家諮詢會

議，特邀請 10位專家提供卓見，並進行意見交流分享。 

本會議建議事項說明如下： 

1.針對本年度計畫，多位專家認為環境害蟲之密度調查範圍廣，報告應標示採

集地點，以做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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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103年度科技計畫成果效益自評表 

（請由計畫主持人、執行人填寫，再由主管部會署初核） 

壹、計畫基本資料                                         領域別：環保科技 

計畫主持人 白秀華、徐爾烈 

計畫名稱『環境害蟲綜合防治計畫(1/3)』 

審議編號 103-0331-02-04-06 

計畫期程 103年 03月至 105年 12月 

全程經費 6,000千元 103年度經費 1,710千元 

執行機構 國立高雄大學 

 
貳、計畫目標與執行內容是否符合（如有差異，請說明） 

    本計畫已完成調查蟑螂及蠅類發生種類及族群週年密度變化，並已建立德國蟑

螂及美洲蟑螂各 5品系族群（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及普通

家蠅、大頭金蠅、果蠅每種各 5品系族群（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

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且完成擴充感性品系族群為未來感藥性調查研究材料。 

已完成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之臭蟲（床蝨）之發生

侵擾地區及臭蟲種類，並建立臭蟲飼血及繁殖技術及建立 3品系之溫帶臭蟲(印尼、

越南、菲律賓)。 

綜合上述，本年度已完成調查蟑螂、蠅類發生種類及族群週年密度變化，並建

立蟑螂、蠅類、臭蟲各品系族群，以作為未來第二年殺蟲劑感藥性測試之實驗昆蟲，

符合計畫目標。 

 

參、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就與成果 

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蟑螂易發生之傳統市場，蟑螂

發生之族群種類共發現 5 種蟑螂，分別為美洲蟑螂、德國蟑螂、花斑蟑螂、澳洲

蟑螂及棕色蟑螂。蟑螂族群週年密度調查結果顯示，各蟑螂族群密度（單位：隻/

盒）至 7月有上升之趨勢，於 7月及 8月密度較高。 

調查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台東縣蠅類易發生

處，蒼蠅發生之族群種類發現 3種蠅類較多，依序為普通家蠅、大頭金蠅及果蠅。

蠅類族群週年密度調查結果顯示，各區蠅類族群密度（單位：隻/籠）至 7月有上

升之趨勢，於 6月至 8月密度較高。 

自 611家病媒防治服務公司機構調查，結果顯示，曾執行臭蟲防治業務者共有 

53 家公司( 25.2 %）；臭蟲防治件數以台北市及台中市最多（22.6 %）；臭蟲常出

沒地點以住家最常見（37.7 %）；臭蟲常出沒時段以夜間最常見（22.0 %）；臭蟲

常出沒季節以 7 – 9 月夏季為最常出沒（32.4 %）；臭蟲防治頻率以不固定時間

為最多（43.4 %）；臭蟲防治之用藥種類以噴霧劑為最常用（58.5 %）。 

本研究之主題研究範圍設定為居家環境重要害蟲蠅類、蟑螂及臭蟲之防治研

究，並為往後研究環境衛生殺蟲劑之儲備害蟲族蟲。初步研究發現蟑螂以美洲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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螂及德國蟑螂為主；蠅類以家蠅、大頭金蠅、果蠅為主；臭蟲以溫帶臭蟲最常發

生。 

肆、計畫主要成就與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out put）（如論文篇數、技術移轉經費/項

數、技術項數、技術創新項數、技術服務項數、專利權項數、著作權項數等） 

 

(1) 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由於環境及氣候變遷，現今居家環境的害蟲種類已有很大不同，過去居家

環境常見的蟑螂，根據多位學者研究有 7 種：德國蟑螂（Blattella 
germanica ）、美洲蟑螂（ Periplaneta americana ）、澳洲蟑螂

（ Periplaneta australasiae ）、 棕 色 蟑 螂 （ Periplaneta 
brunnea）、花斑蟑螂（Neostylopyga rhombifolia）、灰色蟑螂（Nauphoeta 
cinerea）及潛伏蟑螂（Pycnoscelus surinamensis）等，但本次調查常見的
只有德國蟑螂及美洲蟑螂，其他種類皆罕見。過去居家環境常見的蠅類有普通

家蠅（Musca domestica）、大頭金蠅（Chrysomyia megacephala）、二條
家蠅（Musca sorbens）、灰腹廁蠅（Fannia scalaris）、絲光綠蠅（Lucilia 
sericate）、赤顏金蠅（ Chrysomyia rufifacies）、廄刺蠅（ Muscina 
stabulans）、紅尾肉蠅（Sarcophaga haemorrhoidalis）、黃果蠅（Drosophila 
melanogaster）、蚤蠅（Phoridae）等，但本次調查常見的只有普通家蠅、大
頭金蠅、黃果蠅等，其他種類皆罕見。過去台灣發現與人類生活相關的臭蟲有

二種，即溫帶臭蟲（Cimex lectularius）和熱帶臭蟲（C. hemipterus），本
次調查所知只有溫帶臭蟲。本調查也發現，前述的害蟲週年發生密度變化受局

部環境因子變化影響大。 

(2) 技術創新(科技整合創新): 

        第一年度的害蟲發生調查主要為配合第二年度害蟲抗藥性的預備研究，由

於抗藥性研究需要大量蟲源，本年度已發展完成大量快速養殖美洲蟑螂、德國

蟑螂、普通家蠅、大頭金蠅、黃果蠅及溫帶臭蟲之技術。 

(3) 經濟效益(產業經濟發展): 

        完成抗藥性研究後，即可建議防治美洲蟑螂、德國蟑螂、普通家蠅、大頭

金蠅、黃果蠅及溫帶臭蟲之正確用藥劑量，避免浪費藥劑及造成環境污染，亦

可減少食安問題發生，改善觀光旅遊環境條件及投資意願，進而提昇國家形象。 

(4) 社會影響(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完成抗藥性研究後，即可建議防治美洲蟑螂、德國蟑螂、普通家蠅、大頭金蠅、

黃果蠅及溫帶臭蟲之正確用藥劑量，以加強防治效果並減少誤用劑量，避免環

境污染及保護人體健康，提昇人民生活品質及環境舒適度。 

(5) 非研究類成就(人才培育、法規制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 : 

         本研究已建設台灣最具規模之居家環境害蟲研究室，進行害蟲基礎及應

用研究，協助環境衛生用藥生產業及販賣業之藥效檢測，培養居家環境害蟲

之研究人才，學成後可投入環境害蟲防治研究、環境除蟲公司、環境衛生用

藥生產業及販賣業。 

(6) 其它效益(科技政策管理及其它)  

         目前已啟動協助環境衛生用藥生產業及販賣業之藥效檢測，釐清藥效正

確濃度、適用防治對象範圍等，使廠商可以節約研發成本及證照取得。 

(7) 本計畫(涉及)設定之成果項目主要之量化成果         

    已協助 8 家廠商完成 15 種環境衛生用藥對 蚊、蠅、蟑、臭蟲之藥效檢

測及推薦適用劑量及防治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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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要績效指標表（B003） 

 績效指標 初級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學
術
成
就 

（
科
技
基
礎
研
究
） 

A論文 

學術研討會發表二篇: 

臭蟲發生檢測及綜合防

治(2014二岸環境用藥及

病媒防治交流研討會

85-98頁) 

台灣地區蟑螂的發生及

控制(2014二岸環境用藥

及病媒防治交流研討會 

177-220頁) 

 

 

促進國內、外學術交

流，並提昇環保單

位、殺蟲劑產業生產

及除蟲業界防治技

術。 

完成台灣

地區二種

蟑螂、三

種蠅類、

一種臭蟲

之多地區

之害蟲族

群抗藥性

現 狀 研

究。 

B 研究團隊養

成 

促成大學校際或研究機

關間成立合作研究團隊

(屏東科技大學植物醫學

系，中興大學昆蟲系、

台灣大學昆蟲系、元培

科技大學醫檢系、嘉南

科技大學生科系)。 

依據不同研究專長之

專家進行集體合作研

究。 

促成害蟲

合 作 研

究，解決

共 同 問

題。 

C 博碩士培育 

已培育碩士研究生 3人。 培育環境蟲害防治人

才。 

以現有專

長，可勝任

於生命科

學研究單

位，環境用

藥 製 造

業、環境用

藥 販 賣

業、環保除

蟲業。 

D研究報告 

預期國、內外學術期刊

發表至少 3 篇及學術研

討會發表 3篇。 

 

學術研討會發表二篇: 

臭蟲及蟑螂之研究成

果 

提昇害蟲

防治人員

施 作 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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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辦理學術活

動 

今年協辦研討會一場及

參加研討會三場次。 

 

增加學術交流經驗。 參與亞洲

大洋區病

媒防治協

會及擔任

榮譽秘書

長。亞洲

病媒生態

及蚊蟲協

會法規組

召集人。 

F形成教材 

 

 

預定完成三年內完成蟑

螂、蠅類及臭蟲防治指

引各一冊。臭蟲防治指

引預定於 2015年三月完

成。 

提供環保、衛生單

位、除蟲業界、殺蟲

劑產業及民眾參考。  

技
術
創
新
（
科
技
整
合
創
新
） 

H技術報告 

已協助 8 家廠商完成 

15 種環境衛生用藥對 

蚊、蠅、蟑、臭蟲之藥

效檢測及推薦適用劑量

及防治對象。 
 

將所建立基礎鑑識劑

量資料提供環境用藥

製造業參考，以強化

藥劑之研發及病媒防

治業藥劑使用之有效

性。 

 

I技術活動 

環訓所委辦之環境衛生

用藥製造業、販賣業及防

治業證照訓練班，及公會

主辦之噴藥人員技術訓

練班，提供最新及正確之

資訊。 

增加環境用藥專業技

術人員、販賣專業人

員、製作專業人員、噴

藥技術人員之知識及

藥劑選擇的適用性。 

 

J 技術移轉 

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者

可應用本研究結果，作

為產品改良參考及藥效

檢驗之參考。 

環境用藥製造業可依

據所提供的資訊，研

發更具防治效果的藥

劑及取得證照。 
 

S 技術服務 

協助製作及販賣業取得

產品合格證照，病媒防

治業者可應用本研究結

果，選擇有效防治藥

劑，節省防治成本。 

產品取得合格證照才

能合法進入市場，病

媒防治業依提供之資

訊，可針對不同害蟲

選擇適合藥劑，減少

藥劑對環境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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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效
益
（
產
業
經
濟
發
展
） 

L 促成廠商或

產 業 團 體

投資 

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者

可應用本研究結果，作

為產品內含成分及劑型

及決定年產量之參考。 

藉由新劑型的研發，

以增加廠商投資意願

及增加進入國際市場

之預備。 

 

M創新產業或

模式建立 

配合提供藥效測試，產

製新配方及開發新劑型

之產品。 

產製新劑型符合防治

效益及減少污染。  

N 協助提升我

國 產 業 全

球 地 位 或

產 業 競 爭

力 

提供藥效依據，環境衛

生用藥製造業者可生產

更適合本地害蟲防治之

產品，減少使用進口之

不確定效果之產品。 

新劑型及產品研發，

除可於國內進行害蟲

防治，亦可輸出至其

他國家，提昇國內業

者的產業競爭力。 

 

T 促成與學界

或 產 業 團

體 合 作 研

究 

提昇藥劑效果以降低成

本，及提昇藥劑使用安

全並培養技術人才，提

供相關產業界遴用，促

進學界或產業團體合作

研究。 

協助藥效測試，促進新

劑型的研發，並促成產

學合作。 
 

社 

會 
影 

響 

民
生
社
會
發
展 

R 增加

就業 

培養優秀技術人才，提

昇病媒防治服務業形

象，增加營業收入，促

使更多人投入病媒防治

服務業。 

加強病媒防治從業人

員的知識，提昇服務

形象及專業技能。  

W 提升

公 共

服務 

病媒防治服務業優秀技

術人才，可提昇更好服

務品質。 

優秀技術人才可提供

優質服務，發揮防治

效果及防止意外損

害。 

 

X 提高

人民

或業

者收

入 

提昇病媒防治服務業形

象，改善服務品質，增

加營業收入。 

藉由優秀技術人才提

昇服務品質，重獲客

戶信心，營業收入增

加才能增加新器材的

採購及高品質的藥品

選用。 

 

環
境
安
全
永
續 

Z調查成

果 

確定現在環境害蟲蟑

螂、蠅、臭蟲之種類生

態習性及發生現況，殺

蟲劑敏感性程度，擬訂

防治策略。 

了解國內主要環境害

蟲蟑、蠅、臭蟲發生

現況及對殺蟲劑敏感

性程度，擬訂防治策

略，降低害蟲之密

度。 

 



 

 

102 

其
他
效
益
（
科
技
政
策
管
理
） 

K 規範 /標準

制訂 

1. 提供環保署環

訓 所 相 關 資

訊，製作環境用

藥專業技術人

員訓練教材之

參考。 

2. 提供環保署環

境用藥許可證

申請核發作業

準則、環境用藥

標示準則、病媒

防治業管理辦

法研擬修正之

參考。 

1. 提供環保署環訓

所相關資訊，製

作環境用藥專業

技術人員訓練教

材之參考。 

2. 提供環保署環境

用藥許可證申請

核發作業準則、

環境用藥標示準

則、病媒防治業

管理辦法研擬修

正之參考。 

 

Y資料庫 

研究資料可保存於資料

庫，作為以後害蟲發

生、抗藥性變化、疫病

發生防治之重要資料。 

可提供國內產、官、

學界之參考。 
 

AA決策依據 

依研究成果可查知對影

響人民生活程度，防治

損益關鍵，規劃防治機

制及策略。 

提供環保署環境用藥

相關法規研修及研擬

防治策略之參考。  

 

伍、評估計畫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out come） 

全程計畫完成後將達成下列成果。 

1.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研究成果可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至少三篇及學術研討會發表三篇。本

研究建立台灣最具規模且專業之環境害蟲研究室及害蟲族群，及啟動抗藥性害

蟲研究，並完成台灣地區三種蠅類、二種蟑螂、一種臭蟲之多地區之抗藥性現

狀研究。 

2.技術創新(科技整合創新)  

    協助廠商種環境衛生用藥對蚊、蠅、蟑、臭蟲之藥效檢測及推薦適用劑量及

最適防治對象。將所建立基礎鑑識劑量資料提供環境用藥製造業參考，以強化藥

劑之研發及病媒防治業藥劑使用之有效性。 

3.經濟效益(產業經濟發展)  

    完成研究後，即可建議防治美洲蟑螂、德國蟑螂、普通家蠅、大頭金蠅、黃

果蠅及溫帶臭蟲之正確防治用藥劑量，可以避免浪費藥劑、避免環境污染、減少

食安問題發生及疾病發生、改善觀光旅遊環境條件及投資意願、提昇國家形象。

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者可應用本研究結果，作為產品內含成分及劑型及決定年產

量之參考。藉由主成分的藥效了解，可增加廠商投資意願，以增加進入國際市場

之預備。配合提供藥效測試，作為產製新配方及新劑型產品之參考。提昇藥劑效

果以降低成本，及提昇藥劑使用安全並培養技術人才，提供相關產業界遴用，促

進學界或產業團體合作研究。 

4.社會影響(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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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優秀技術人才，提昇病媒防治服務業形象，增加營業收入，促使更多人

投入病媒防治服務業。優秀技術人才可提供優質服務，減少化學污染及疾病發

生，使防治更有效及防止意外損害。減少誤用劑量，可以避免環境污染及保護人

體健康，提昇人民生活品質及環境舒適度。 

5.非研究類成就(人才培育、法規制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  

    建設台灣最具規模之居家環境害蟲研究室，進行害蟲基礎及應用研究，協助

環境衛生用藥生產業及販賣業之藥效檢測，培養居家環境害蟲之研究人才，學成

後可投入環境害蟲防治研究、環境除蟲公司、環境衛生用藥生產業及販賣業。培

養優秀技術人才，進入病媒防治服務業、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環境衛生用藥販

賣及政府環保衛生及動植物保檢疫部門工作。 

6.其它效益(科技政策管理及其它)  

    目前已啟動協助環境衛生用藥生產業及販賣業之藥效檢測，釐清藥效正確濃

度、適用防治對象範圍等，使廠商可以節約研發成本及證照取得。依研究成果可

以查知對影響人民生活程度，防治損益關鍵，提供環保署環境用藥相關法規研修

及研擬防治策略之參考，進而規劃防治機制及策略。 

陸、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 

本研究團隊也蒙受衛生福利部進行都會地區及濕地蚊蟲之種類及族群發生密

度調查，二者相輔相成。 

 

柒、計畫經費的適足性與人力運用的適善性 

本研究需至全台灣各地區野外採集調查蟑螂(2品種，5品系)、蠅類(3品種，5

品系)、臭蟲(1 品種，3 品系)等害蟲，並於實驗室長期培養繁殖，以供後續計畫

進行感藥性研究及市售殺蟲劑之檢測，工作量龐大。本計畫原擬聘 3位專任助理，

但因研究人事經費不足，目前只聘用 2 位專任助理，建議為 3 位專任助理，方達

人力運用之適善性。 

 

捌、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性 

目前室內培養之敏感品系族群及野外品系之族群都已穩定且適應試驗室之環

境。未來將持續採集各地區美洲蟑螂、德國蟑螂、普通家蠅、大頭金蠅、黃果蠅、

臭蟲，補強族群豐度，以利抗藥性之檢測順利進行。 

 

玖、檢討會與建議 

    本研究計畫為研究環境害蟲之感藥性，以建全綜合防治體系，已於民國 103

年 10 月 21 日在國立高雄大學完成辦理環境害蟲綜合防治計畫(1/3)專家諮詢會

議，特邀請 10位專家提供卓見，並進行意見交流分享。 

本會議建議事項說明如下： 

1.針對本年度計畫，多位專家認為環境害蟲之密度調查範圍廣，報告應標示採

集地點，以做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2.臭蟲近年來重新入侵危害，且現今 PCO 業者及一般民眾多不認識臭蟲，因此

衛教宣導有其必要性，建議盡量收集各地發生率相關資訊，以提供環保署未

來施政參考。 

3.計畫名稱與計畫內容涵蓋範圍甚廣，建議害蟲先依重要性進行調查，感藥性

測試，市售藥效，甚至教材編撰等完全探討後，再進行另一害蟲的全套研究。 

4.WHO (1970)年推薦的試驗方法及對象並不包含果蠅，且果蠅不僅對環境影響

小，也未聞會傳染病原，果蠅防治建議可考慮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