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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至日本農林水產省、東京大學、國立環境研究所及農業環境技術研

究所等單位，研習日本自 2009 年開始發布確認入侵的李痘病毒 (Plum Pox 

Virus, PPV)，以及自 1993 年入侵並已推動多年的阿根廷蟻 (Argentine ant) 防

治工作，透過拜訪相關人員並藉由相互討論，進一步瞭解日本在緊急防治

工作之作法。並參考其推動新入侵病蟲害緊急防治之作法與現況，包括疫

區定界、高風險物質移動管制、防治效果評估方式、補償措施及新聞處理

等，作為日後我國施政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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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自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後，輸入農產品的種類與數量日益增加，

也大幅提高了植物有害生物入侵的風險。因此，加強防疫檢疫把關以

嚴密防範植物有害生物入侵，向為本局之施政重點。本局除在機場及

港口強化各項檢疫作為，並設置檢疫犬組以加強旅客行李及郵寄包裹

之檢查外，也在全國重要港站、農產品集散地及作物產區設置偵察點，

進行偵察調查，以便能在發現外來有害生物時，立即採取官方防治措

施，迅速加以撲滅。 

我國與日本相鄰，地理環境相近，生活習慣類似，作物與病蟲害

種類亦與台灣的農業環境相似。此次行程自 100 年 12 月 11 日至 17 日

共計 7 日，本次研習內容重點為參考日本推動新入侵病蟲害緊急防治

之作法與現況，包括疫區的定界、高風險物質移動管制、防治效果評

估方式、補償措施及新聞處理等。如日本農林水產省已發布的李痘病

毒 (Plum Pox Virus, PPV)，及已推動多年的阿根廷蟻 (Argentine ant) 防治

工作，透過拜訪相關人員並藉由相互討論，進一步瞭解日本在緊急防

治工作之作法，作為日後我國施政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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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習行程 

一、研習期間：100 年 12 月 11 日 (星期日) 至 100 年 12 月 17 日 (星期

六)，共計 7 天。 

二、行程概要如下： 

時      間 行  程  內  容 

第一天 
12 月 11 日 

（星期日） 

啟程 (台北東京) 

09:45 由台北松山國際機場搭乘日本航空公

司 JL30 號班機，於日本時間 12:30 到

達日本羽田機場。由駐日經濟文化代

表處林一等秘書榮貴接機，下榻當地

旅館。 

第二天 
12 月 12 日 

（星期一） 

東京 

拜會農林水產省 

第三天 
12 月 13 日 

（星期二） 

東京 

至東京大學應用昆蟲學系及植物病理系研習 

第四天 
12 月 14 日 

（星期三） 

茨城縣 

至國立環境研究所，生物、生態系環境研究

中心研習 

第五天 
12 月 15 日 

（星期四） 

茨城縣 

至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生物多樣性、生物

生態機能研究室研習 

第六天 
12 月 16 日 

（星期五） 

東京 

與東京大學應用昆蟲學系榮譽教授田付貞

洋 (Sadahiro TATSUKI) 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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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行  程  內  容 

第七天 
12 月 17 日 

（星期六） 

返程 (東京台北) 

17:55 由東京羽田國際機場搭乘搭乘日本航

空公司 JL39 號班機於 21:00 返回台北

松山國際機場。 

 

參、研習結果 

一、 研習相關單位及訪談人員簡述： 

(一) 日本植物防檢疫體系極為完整，由中央至地方分層架構及負責。

中央係由農林水產省消費安全局植物防疫課統籌相關防檢疫業務，

人員計 40 人，其中國內檢疫組負責推動種苗檢查、特定疫病蟲害

防治計畫及新入侵病蟲害監測及緊急防治工作。另於全國設置橫

濱、名古屋、神戶、門司等 4 個植物防疫所及那霸植物防疫事務

所負責實際執行業務。各防疫所下尚有 15個支所與 48個出張所，

以及仙台空港、新千歲空港、廣島空港及小笠原 4 個植物檢疫辦

公室負責執行業務，形成遍布全國之綿密防檢疫網路。其中橫濱

植物防疫所規模最大，負責實際執行種苗檢查、特定疫病蟲害防

治計畫及新入侵病蟲害監測及緊急防治工作。而在地方防疫事務

上，有直接隸屬於農林水產省的地區農業局協助推行各項業務，

而地區農業局亦設有消費安全部，協助執行消費安全局除檢疫外

之所有業務 (檢疫業務由各地植物防疫所及動物檢疫所於機場及

港口設站執行)。 

(二) 東京大學農學部農學生命科學研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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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病理學研究室：目前由難波成任 (Shigetou NAMBA) 教授主

持，主要研究果樹病毒病害，並於 2009 年由病毒粒子、血清

學研究及 PCR 技術首次鑑定出李痘病毒於日本發生，並發表

於相關研究期刊。 

2. 應用昆蟲研究室：在 1947 年成立，起初主要是研究殺蟲劑的

作用機制。1993 年起由田付貞洋 (Sadahiro TATSUKI) 教授擔任

實驗室主持人，主要研究以費洛蒙防治水稻鱗翅類害蟲，並開

發出以追蹤費洛蒙控制阿根廷蟻的方法。田付貞洋教授於 2010

年退休後獲聘為東京大學榮譽教授，並持續於阿根廷蟻的防治

研究工作。 

(三) 國立環境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位於茨

城縣筑波市，於 1974 年成立，舊稱為「國立公害研究所」，於 1990

年改制為「國立環境研究所」。其中「生物、生態系環境研究中心」

主席研究員五箇公一 (Kouichi GOKA) 博士之實驗室，研究重點為

入侵外來種之生態風險分析，並擔任日本「外來生物法」的諮詢

委員，另該實驗室博士後研究員井上真紀 (Maki INOUE) 則負責研

究外來螞蟻類入侵途徑及防除對策。目前該實驗室正進行多處阿

根廷蟻的防治、撲滅研究試驗 (包含東京港大井埠頭的撲滅試

驗)。 

(四) 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gro-Environmental 

Sciences)：位於茨城縣筑波市，於 1893 年成立，前身為農商務省

農事試驗場，1983 年重組為在農業和環境基礎研究的專業研究所

「農業環境科學研究所」，並於 2001 年獨立行政法人化。其中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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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之生物多樣性研究領域，主要研究農業生態系統的生物多

樣性和農業生產活動之間的關係。主任研究員芝池博幸 (Hiroyuki 

SHIBAIKE) 博士及小沼明弘 (Akihiro KONUMA) 博士主要負責研究

外來植物的對生態及遺傳多樣性的干擾。另曾任職於該研究所之

黑川俊二 (Shunji KUROKAWA) 博士 (現已調職至獨立行政法人農

業、食品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機構) 曾擔任日本「外來生物法」的

諮詢委員，目前研究耕地外來雜草類的研究。 

 

二、 李痘病毒 (Plum pox virus，PPV)： 

(一) 分類地位及寄主範圍： 

1. 李痘病毒 [日本稱為梅輪紋病毒 (ウメ輪紋ウイルス)] 屬於馬

鈴薯Y病毒屬(Potyvirus)，依血清型之不同可分成PPV-D、PPV-M、

PPV-EA 及 PPV-C 四種品系 (strain)。其基因體為具有約 10 Kb 單

股RNA，病毒顆粒大小為 660-770 nm × 12.5-20 nm之絲狀病毒。 

2. 李痘病毒於自然界中可感染大部分李屬的果樹，包括杏、櫻、

李、桃及梅等人為栽培具高經濟價值之薔薇科李屬果樹，亦可

感染野生李屬之植物，但依病毒品系不同，其寄主範圍亦有所

差異；除自然感染外，亦可經由人為接種感染許多草本植物。 

(二) 病徵：薔薇科李屬果樹感染李痘病毒後，可於葉片、花瓣、果實

及果核上顯現病徵，尤其春季來臨時，新生葉片呈現退綠、黃化

斑點、黃化條紋、黃化輪斑、葉脈透化或黃化及葉片畸形等；花

器上的病徵多表現於桃樹的花器，桃花花瓣呈現著色不均；受感

染的果實出現黃斑、黃色輪紋或是條狀紋，此外果實亦可能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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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出現褐化壞疽塊，病果內部褐化並且品質低落，甚至造成落果，

而杏果的果核則出現灰白色的輪紋或斑點。 

(三) 傳播方式：在自然界中李痘病毒可藉由蚜蟲行非永續性傳播，蚜

蟲刺吸受李痘病毒感染的植株後可立即將病毒傳至其他健株，但

李痘病毒在蚜蟲體內只能維持數小時活性，且無法藉由蚜蟲的繁

殖傳至其子代，故蚜蟲叮咬取食所造成的病害傳播一般只侷限於

單一果園內的果樹；另可經由病株與健株間根部的接觸造成鄰近

健株感病，雖然李痘病毒無法經由修剪果樹枝條等機械接種方式

傳播，卻可透過嫁接等人為活動或種子及花粉行遠距離傳播。截

至目前為止，尚未有李痘病毒 D strain (PPV-D) 可藉果樹種子傳播

的報告，但已有報告指出 M strain (PPV-M) 可藉由種子傳播。除經

由蚜蟲傳播外，亦可藉由接穗、花芽、砧木及果實等貿易往來在

國際間快速地行遠距離傳播。  

(四) 分布：李痘病毒於文獻中首次被記錄是在 1915 年時於保加利亞發

現，造成該國 80~100%梅樹果實提早落果，而後緩慢蔓延至東歐

各國，1935 年時入侵前南斯拉夫，1941 年匈牙利亦傳出疫情，1950

年後快速擴散，1956 年傳至德國，1961 年傳至波蘭、前蘇聯及 1970

年傳至法國，當時捷克的果實損失率則高達 80%以上，至 1984 年

止已傳播至歐洲最西邊的西班牙，經過估算，全歐洲地區約有 1

億株以上的果樹受到感染；李痘病毒的為害並不單單侷限於歐洲，

歐亞地區及非洲北方近地中海地區亦傳出疫情，1992 年時已傳至

位於西半球的智利；1999 年及 2000 年分別於美國賓州及加拿大安

大略省先後有疫情被報導。截至目前為止，李痘病毒已幾乎是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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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世界，阿爾巴尼亞、奧地利、賽普勒斯、捷克、埃及、希臘、

義大利、盧森堡、葡萄牙、羅馬尼亞、敘利亞、土耳其、英國及

俄羅斯等國均有李痘病毒疫情發生的報導。臺灣於 2001 年至 2011

年間，在薔薇科李屬果樹重要產區採集葉片樣本，其中桃樹 4,556

個樣品、梅樹 6,281 個樣品及李樹 5,667 個樣品，經由 ELISA 測試

後，顯示桃園、新竹、苗栗、台中、南投、高雄、花蓮及台東縣

等桃、梅及李之主要產區並無李痘病毒的存在。 

(五) 日本的發生情形： 

1. 日本於 2009 年 (平成 21 年) 3 月 18 日於東京都青梅市的梅樹

上確認首次發生罹染李痘病毒病，並由東京大學植物病院向農

林水產省通報。為確認其發生情形，同年的 4 月起至 11 月，

農林水產省與全國各都道府縣合作調查發生範圍，經調查確認

東京都青梅市、八王子市、あきる野市、日出町及奧多摩町之

果園發生此病害，並立即進行緊急防治。日本農林水產省旋於 

2010 年 (平成 22 年) 1 月 21 日發布李痘瘡病毒病緊急防除令 

(農林水產省令第 4 號)，並於 2 月 20 日正式施行 (附件 1)，劃

定防除區域實施緊急防除，並進行定界調查及全國性調查。對

於被感染或可能被感染之植株，採取根拔、焚毀等適當的措施。

此外，執行苗木移動管制，防除區禁止攜出梅及桃等植物之活

組織 (種子及果實除外)。 

2. 之後於同年的調查中，於東京都羽村市發現有 70 棵梅樹確認

感染，6 月 16 日確認滋賀縣長濱市 4 棵梅樹感染此病毒，其種

苗來自東京都青梅市，病株及鄰近植株已拔除銷燬。另有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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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吹田市、滋賀縣長濱市、奈良縣奈良市、東京都足立區及茨

城縣水戶市共 7 園，共 64 株感染，罹病植株已拔除銷燬，並

持續調查種苗來源。故農林水產省於 2011 年 (平成 23 年) 1 月

11 日發布修正實施緊急防除的區域 (農林水產省令第 1 號)，並

於同年 2 月 10 日開始實施 (如附件 2)。 

(六) 調查對象、方法及結果： 

1. 廣域調查 (實施緊急防治的區域以外)：分為全國調查、發生監

視調查及追蹤調查。全國調查為在全國主要生產地及觀光區實

施調查。發生監視調查則為在確認感染的地區半徑 1 公里範圍

內的生產地、公園及民宅。另針對從確認感染區內移動出去的

植物進行追蹤調查。 

(1) 調查對象植物：梅、桃、李、歐洲李、油桃、杏、櫻桃等李

屬植物。 

(2) 調查及檢定方法為先由農林水產省植物防疫所的植物防疫官，

以及各都道府縣的人員，以目視方法調查有無葉部病徵。有

病徵之植物，每株採取 5 葉片供檢定。若在全國調查的部分，

或沒有病徵的區域，則隨機選取五棵樹來取樣。 

(3) 各地取樣之葉片則送至植物防疫所，以免疫層析法 

(Immunochromatography) 進行檢測，若為陽性或疑似陽性者，

再以應用恆溫環形核酸增幅法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LAMP) 確認。 

(4) 調查結果： 

2009 年共調查 810 公頃 (青梅市以外)，74,091 棵樹，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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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棵樹確認感染，1 科為李樹，其餘為梅樹。 

2010 年共調查 1,167 公頃，83,808 棵樹，其中有 123 棵樹確認

感染，全部為梅樹。 

2011 年共調查 2,725 公頃，82,252 棵樹，其中有 80 棵樹確認

感染，全部為梅樹。 

2. 緊急防除區域調查：在東京都青梅市、日出町之全區及あきる

野市、八王子市、羽村市、奥多摩町的部分區域及其週邊 (福

生市、飯能市、入間市、檜原村) 的生產地及民宅進行。 

(1) 調查對象植物：梅、桃、李、歐洲李、油桃、杏、櫻桃等李

屬植物。 

(2) 調查方法及檢測方法同廣域調查。 

(3) 調查結果： 

2009 年共有 234 棵樹確認感染，其中桃樹 1 棵，李樹 1 棵，

其餘為梅樹。 

2010 年共有 1,374 棵樹確認感染，其中桃樹 1 棵，杏樹 4 棵，

其餘為梅樹。 

2011 年共有 3,142 棵樹確認感染，其中桃樹 10 棵，李樹 4 棵，

杏樹 8 棵，歐洲李樹 1 棵，山櫻桃樹 19 棵，其餘為梅樹。 

(七) 自 2009 年以來，農林水產省與各都道府縣合作在每個感染地區及

周邊區域進行調查，皆有陸續發現新的感染病株，為防止病害蔓

延，針對已確認的病株已進行砍除或焚毀等必要的措施 (2011 年

確認的病株將在 2012 年 3 月前完成處理)，另並製作相關文宣，

宣導大眾注意 (附件 3)。農林水產省在 2011 年 10 月 7 日召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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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度國內確認發生李痘病毒相關對策檢討會」中，已決定

於 2012 年仍決定持續與各都道府縣共同實施廣域監測及緊急防

除區域之調查工作。 

 

三、 阿根廷蟻 (Argentine ant，Linepithema humile)： 

(一) 分類地位與生態習性： 

1. 阿根廷蟻為膜翅目 (Hymenoptera)、蟻科 (Formicidae)、琉璃蟻亞

科 (Dolichoderinae)、Linepithema 屬的昆蟲，原產於南美阿根廷

北部的溫帶區域，體色中到深褐色，其工蟻是單一形態，體長

約 3mm，身體表面平滑、有光澤，身體細長，具有長觸角，動

作敏捷，前伸腹節為單一、柄狀體節，無螫針，蟻后則約為工

蟻的 2-4 倍大。族群時常大量聚集。喜築巢於路面的石塊下、

磁磚瓦礫背面，或是在腐爛的木塊及土壤中。族群為多蟻后型，

在單一巢房中其蟻后的數目甚至可高達 100 隻以上，工蟻從

卵到成蟲的發育期約 33-141 天。其處女蟻后不婚飛，只會等在

巢房附近，待他巢的雄蟻群前來交尾，而新建立的巢房通常只

會在舊巢房的附近，巢房間很少彼此攻擊或互相競爭，而形成

「超級族群 (supercolony)」，最後變成超大型的蟻群。 

2. 在野外，阿根廷蟻常在石頭、朽木下築巢；但在人為環境中，

牠利用水泥牆裂縫、花盆底下、人工草皮，甚至車子後箱築巢，

但其蟻巢僅多為臨時性，隨時有可能會轉移陣地。蟻后在條件

良好時一天可產 60 粒卵，工蟻發育迅速，不但行為活潑，且

富有攻擊性，因此當牠在房屋內或附近築巢時，易時常入侵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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宅成為騷擾性的昆蟲。 

3. 在野外試驗中，阿根廷蟻的覓食活動在大約 40°C-44°C 時會停

止，最高覓食率發生在 34 °C。水分梯度也會影響侵入，比起

乾燥的棲地，阿根廷蟻通常會進一步深入較潮溼的棲息地之內。

人類的棲地較易受阿根廷蟻入侵，因為人類會在乾燥區內創造

半濕性棲地，尤其在開發後的地區，阿根廷蟻會更豐富。雖然

阿根廷蟻主要是入侵受干擾的棲息地，它也能由原棲地穿透到

稍受人為干擾的棲息地。在農業生態系中，阿根廷蟻達到高密

度的潛能更大。舉例來說，因為同翅目昆蟲如蚜蟲、介殼蟲等

會產生蜜露的昆蟲，會吸引其前來築巢。 

4. 當阿根廷蟻入侵新地區後，會表現出肉食性的攻擊行為並吃掉

碰到的任何競爭對手，不管是其他螞蟻或是昆蟲，這是牠們這

一階段的主要食物來源。待把當地螞蟻消滅乾淨後，阿根廷蟻

的主要食物就轉變為蜜露 (蚜蟲與介殼蟲分泌)，其食性從富含

高蛋白的肉食性轉為富含碳水化合物、多糖水的草食性。 

(二) 對入侵地的影響： 

1. 取代本地種螞蟻：由於生性兇悍，在遭受到阿根廷蟻入侵的地

點，其與本地種螞蟻的種間競爭下往往佔盡優勢，進而取代本

地種螞蟻，並進而造成其滅絕。以北加州為例，因為阿根廷蟻

的競爭，使得 18 種本地螞蟻，有 12 種消失，其餘種類則數

量銳減。在夏威夷，也因為阿根廷蟻的入侵，使得許多本土性

的節肢動物族群數下降。甚至在法國南部本地產螞蟻有全軍覆

沒的記錄。亦有記錄在某些區域，阿根廷蟻可能會被入侵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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蟻取代。 

2. 改變生態系統的演替：包括以螞蟻為媒介的種子傳播或植物授

粉，因原生種螞蟻被阿根廷蟻取代，導致依賴原生種螞蟻傳播

的種子減少傳播機會，進而使那些植物減少繁殖，使植物子代

的生存及拓植能力即受到限制。 

(三) 入侵各國情形： 

1. 阿根廷蟻若沒有人類或是其他生物的幫助，並無法做大距離的

遷徙，和紅火蟻一樣，牠很會利用人類的交通工具做長距離的

遷移，成為偷渡客，並已經侵入亞熱帶、溫帶，在全球六個大

洲上建立族群。目前牠已分散到北美、夏威夷、歐洲地中海沿

岸地域，英國、南非、澳洲、紐西蘭及日本等地 (如附件 4)。

幸運的是，台灣目前並沒有此種螞蟻之分布。 

2. 模擬阿根廷螞蟻未來可能入侵的地區，發現最有可能出現的地

區為冬季日均溫 7-14 °C，夏季最高日均溫 19-30°C。尚未被入

侵，未來極可能會被侵入的區域包括：中國南部、台灣、辛巴

威, 馬達加斯加的中央、摩洛哥、衣索比亞的高海拔地區、葉

門與一些大洋性島嶼。 

(四) 入侵日本的情形： 

1. 日本在 1993 年 7 月發現此種螞蟻入侵。最先是在廣島縣 

(Hiroshima Pref.) 西部的廿日市市 (Hatsukaichi city) 內的一處港

口附近的住宅區發現，該地為西日本主要的木材港，並有許多

木材加工廠及堆放許多進口木材。發現者為日本 1 家製造家用

殺蟲劑的公司 [フマキラー (Fumakira) 株式會社] 之杉山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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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ashi Sugiyama) 博士，其因為採集住家附近的螞蟻進行藥劑

試驗而發現 (如附件 5)，並經日本螞蟻專家，東京大學寺山守

教授鑑定確認。此後至 1999 年間，每年於當地皆有多數族群

被發現。此為亞洲地區首次且目前唯一發現遭其入侵之國家。 

2. 1999 年距廣島縣東方約 300 公里的兵庫縣 (Hyogo Pref.) 之神戶

港 (Kobe port) 也發現阿根廷蟻，並陸續擴散至多處，包括 2001

年山口縣 (Yamaguchi Pref.)，2006 年愛知縣田原市 (Tahara city, 

Aichi Pref.)，2007 年神奈川縣橫濱港 (Yokohama port, Kanagawa 

Pref.)、岐阜縣各務原市 (Kamigahara city, Gifu Pref.) 及大阪市 

(Osaka city)，2009 年京都(Kyoto)、靜岡縣 (Shizuoka Pref.)，及 2010

年德島縣 (Tokushima Pref.)、東京港大井埠頭 (Ooihutou) 等地 

(如附件 6)。上述發現地點除岐阜縣為內陸外，其餘皆為臨海

地區。 

(五) 監測及防治策略： 

1. 目前各國防治阿根廷蟻主要都是以接觸型的殺蟲劑及胃毒性

的餌劑為主，但因為其「超級族群」的特性，仍非常難將其滅

絕。唯一成功的例子是在紐西蘭的一個小島，在全島施用大量

的殺蟲劑及餌劑達到成功滅絕。 

2. 日本目前尚未發現會受阿根廷蟻危害之農作物，故農林水產省

迄今並未將其列為農業上的有害生物，亦未進行大規模的防治

及管制措施。但隨著其棲地逐漸擴展，且在一般住家庭園內對

草莓、果樹類等會有直接危害，及其會與蚜蟲、介殼蟲共生而

加深其危害，未來則有可能將其列為農業有害生物的潛能。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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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蟻常會入侵民宅，雖不會對人類健康有直接的影響，但

會形成騷擾性昆蟲、增加民眾每天施用殺蟲劑的支出、睡覺時

遭其咬傷、嚴重者會造成民眾精神上的恐慌及憂慮。 

3. 惟日本政府目前並無針對阿根廷蟻成立專責防治單位，僅由已

入侵各地區之政府機關配合研究人員進行小規模的監測、防治

或試驗。以黃色黏紙 (未加食物誘餌) 進行族群密度監測，防

治方法則以藥劑為主，並輔以追蹤費洛蒙 (trail pheromone) 干

擾的方式進行。藥劑可分為顆粒狀的餌劑及膠狀餌劑，包括有

效成分為愛美松  (Hydramethylnon) 的顆粒狀餌劑，達特南 

(Dinotefuran) 的膠狀餌劑，及 10% 芬普尼 (Fipronil) 餌劑及液

劑。餌劑內則含有動植物組織及糖分作為其誘引成分，並將餌

劑置於在 4 面開有小孔之綠色塑膠小盒中。高密度地區冬季時

每 5 公尺放置 1 個，夏季時則縮短至 2.5 公尺，低密度地區每

10 公尺放置 1 個。餌劑於野外的持續性約可達 1 個月。 

4. 螞蟻具有分泌追蹤費洛蒙來標定食物來源，以利其族群中其他

個體前往取食的特性，但高濃度的追蹤費洛蒙則反而會干擾其

循跡及取食的行為，進而讓其減少取食，最後使整個族群衰亡。

東京大學昆蟲學系田付貞洋 (Sadahiro Tatsuki) 榮譽教授，已開

發出以人工合成的阿根廷蟻追蹤費洛蒙 (Z)-9-hexadecenal，此

費洛蒙裝於 20 公分的塑膠小管中 (約含 75-80mg)，並在被入侵

地區的周圍使用，同時在入侵地區內搭配餌劑、液劑施用，已

證實可達到滅絕的效果。 

(六) 防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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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 (如圖，綠色為使用餌劑，紅色為使用費洛蒙)。至 2008

年 11 月底族群面積已縮減 80%，至 2009 年已幾乎完全滅除。 

(4) 東京港大井埠頭：2010 年確認入侵後，於 11 月至現地調査，

並於 2011 年 4 月開始防治撲滅試驗。執行單位有自然環境研

究中心、關東地方環境事務所、フマキラー株式會社及國立

環境研究所，主要使用餌劑及搭配液劑灑佈於重點發生地區。

相較於為防治的對照區，處理區的防治率可從 72.5%至 100%，

且原先被阿根廷蟻取代的本土性螞蟻，其族群量也逐漸恢復，

但阿根廷蟻尚未完全滅絕，防治試驗持續進行中。 

(七) 阿根廷蟻由於未如入侵紅火蟻般會叮咬民眾並產生過敏反應，且

其尚未對農作物有嚴重之危害，僅對生態環境有較大的影響，故

農林水產省並未重視其入侵及危害的情形，僅由環境省及各都道

府縣提供部分經費與研究單位共同進行防治工作，並製作相關文

宣教育民眾注意及防治 (如附件 8，為岐阜縣各務原市出版的文

宣)，市面上也有許多防治阿根廷蟻的藥劑供自行民眾購買，相關

廠商亦於網路上宣導如何使用及注意事項 (如阿根廷蟻首次發現

者所屬之公司所製作 http://www.fumakilla.co.jp/argentine/index.html)。

各地的防治工作尚仍持續進行中，但尚未有宣稱完全撲滅的區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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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 日本的防疫檢疫架構及體系非常完整，從中央至地方皆有專門處理

突發疫情之專責單位，該組織架構最大之優點為，地方有直接隸屬

農林水產省消費安全局之單位實地執行該局業務，不論任何防疫、

查緝及監視等業務，均有人力可以直接執行，對疫情發生後之管制

及防除措施亦能確實推動，其作法值得肯定。相較於我國的植物防

疫架構，地方政府多由農業局 (處) 或建設局 (處) 之少數人員兼辦

植物防疫業務，組織制度不完整，防疫人員不足，導致無法落實地

方植物防疫工作。故本局已積極推動我國各地方政府於農業局 (處) 

成立植物保護置專責單位，以加強地方植物防疫人力，落實各項植

物防疫政策。迄今已有桃園縣農發局植物保護科、南投縣農業處農

牧防疫科、高雄市農業局植物防疫與生態保育科，臺中市農業局作

物保護股，宜蘭縣、花蓮縣及金門縣其他縣市則為動植物防疫所，

其他縣市則尚在研議中，有待本局持續努力推動。 

二、 於訪談李痘病毒之防治過程中，部分研究人員仍以較具敏感性為由，

不願回答相關執行細節，或建議由官方單位統一回覆，此作法對於

正進行官方緊急防治程序之工作來說，亦為正確的作法，不至於由

研究人員擅自發布相關研究成果，造成資訊混亂的狀況，此點值得

我國相關研究學者學習。 

三、 有關移動管制作業的部分，李痘病毒的寄主為植物，不會自行移動，

媒介昆蟲亦不會有長距離的傳播，故將罹病株砍除後，可針對相關

居民、果農、種苗業者等就未罹病的植株有較佳的管制約束力，官

方亦有訂定相關規範 (如附件 1)。而針對阿根廷蟻的部分，其移動

管制就非常困難，阿根廷蟻之蟻巢多為臨時性，會不定期自行遷移

動，且不一定會築巢於可移動的環境中 (如民家內、圍牆中)，官方

也未訂有移動管制的規定。目前只有橫濱港的入侵地區，因為其區

域較小，且港區內環境較單純，所以有實施移動管制措施，另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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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該地區進行「滅絕」計畫，其他地方只有用綜合防治的方法。這

也可能是自 1993 年首次發現以來，已陸續在日本各地發現阿根廷

蟻的原因。相較於台灣對入侵紅火蟻有訂定「花卉、種苗及栽培介

質防範紅火蟻移動管理作業要點」及「營建基地紅火蟻真查、防治

及植栽與土石方移動管制標準作業程序」，並採漸進圍堵方式實施

全面防治工作，將入侵紅火蟻發生範圍侷限為大規模擴散。不過，

由於台灣是阿根廷蟻潛在入侵的地區，故日本於阿根廷蟻的防治藥

劑、費洛蒙的防治試驗及相關工作經驗上，仍值得我國參考。 

四、 日本「外來生物法中」有特定外來生物指定種之名單，並分為哺乳

類、鳥類、爬蟲類、兩生類、魚類、蜘蛛蠍子類、甲殼類、昆蟲類、

軟體動物類及植物類等 10 種。每類皆有以 10-15 位委員組成的委員

會決定黑名單上之種類，並由中央提供每年約 2 億日圓之經費供其

運作。在昆蟲類中，共列了 4 種螞蟻，包括已入侵之阿根廷蟻，及

尚未入侵之入侵紅火蟻  (Solenopsis invicta)、熱帶火蟻(Solenopsis 

geminata) 及小火蟻 (Wasmannia auropunctata)，並製作特徵分類說明，

可供我國進行監測時參考使用 (附件 9)。 

五、 此外，許多太平洋週邊的國家成立「島嶼合作計畫」 (Cooperative. 

Islands Initiative，CII)，並於 2004 年成立太平洋入侵種合作計畫 (Pacific 

invasive initiative，PII)，於其中執行太平洋螞蟻入侵預防計畫 (Pacific 

Ant Prevention Plan，PAPP)，避免多種包含入侵紅火蟻及阿根廷蟻等

具入侵潛力的螞蟻物種在太平洋周邊的國家間傳佈 (詳情可參考

網站：http://www.issg.org/cii/pii/demo/papp.html)。日本及台灣雖都未加

入該計畫，但仍可由該計畫中獲得相關資訊。建議我國相關研究單

位及行政機關可積極參與此類國際合作的計畫，並可於偵測到有害

生物入侵時及早啟動防治措施。 

六、 此次參訪及研習部分行程除感謝日本農林水產省之安排及日本交

流協會之協助，得以順利完成外，另並感謝各參訪機關願意提供機

會供我國學習其作法。此外，我駐日代表處林榮貴一等秘書居中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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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與親自陪同參與部分行程，使此行得以順利圓滿，併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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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平成 22 年 1 月 21 日 農林水產省令第四號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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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 23 年 1 月 11 日 農林水産省令第一號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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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林水產省製作之李痘病毒文宣資料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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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阿根廷蟻分布項況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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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阿根廷蟻首次發現報告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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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本阿根廷蟻入侵分布情形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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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來生物法(Invasive Alien Species Act)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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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岐阜縣各務原市製作的阿根廷蟻宣導文宣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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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來生物法-特定外來生物指定種-螞蟻類 

 

附件 9 

入侵紅火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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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火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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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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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火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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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研習相關照片 

 

 
圖 1 東京大學正門。 

 

 
圖 2 東京大學農學院。 



 

 57

 

圖 3 東京大學田付貞洋榮譽教授。 

 

 
圖 4 位於茨城縣筑波市之國立環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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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國立環境研究所主席研究員五箇公一博士 (左)及博士後研究員井上真紀 (右)。 

 

 
圖 6 農業環境科學研究所生物多樣性研究領域，主任研究員小沼明弘博士 (左)， 

及獨立行政法人農業、食品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機構黑川俊二博士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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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偵測阿根廷蟻用之黏蟲盒。 

 

 

圖 8 防治阿根廷蟻用之不同種類的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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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防治阿根廷蟻餌劑之實際使用情形。 

 

 
圖 10 干擾阿根廷蟻用之追蹤費洛蒙 (填充於紅色塑膠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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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於防治區內噴灑液劑。 

 

 
圖 11 一般居民於防治區內噴灑防治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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