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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 9 屆小菜蛾和其他十字花科害蟲管理國際研討會於柬埔寨金邊舉辦，由亞蔬-

世界蔬菜中心主辦，柬埔寨皇家農業大學及本所協辦，供各國研究人員分享與交流小

菜蛾及其他十字花科蔬菜害蟲之防治研究成果，內容涵蓋防治資材開發、抗藥性管理、

天敵研究、IPM 實施方式、氣候變遷影響、以及對防治小菜蛾的分子生物學研究模式

等。本屆共 18 國 77 學者現場或線上參加，本所農藥應用組黃莉欣研究員、資材研發

組陳富翔助理研究員及楊尚唯助理研究員現場與會，分別發表 3 篇海報論文。參加本

次研討會獲知各國的研究進展與成果，也提供了不同應用防治技術，可作為未來小菜

蛾和其他十字花科害蟲管理防治技術改進之參考，也是參加本研討會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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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及目的 

十字花科蔬菜 (Cruciferous vegetables)是我國重要的經濟作物之一，包含甘藍 

(高麗菜)、包心白菜、小白菜、青江白菜、油菜、芥藍、芥菜、花椰菜、青花菜、

蘿蔔等我國餐桌常見的佳餚，是對人類健康至關重要的重要經濟蔬菜。這些營養豐

富的蔬菜為人類提供必要的維生素和礦物質—尤其是維生素 A 和 C、鐵、鈣、葉

酸及膳食纖維等。十字花科植物還能夠預防不同類型的癌症，栽培成本低廉，對低

度開發國家至已開發國家來說皆是不能或缺的重要作物。十字花科既然是廣為栽培

的作物，其病蟲害亦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其中最嚴重受人關注的害蟲及為本次研討

會的主角：小菜蛾 [diamondback moth (DBM), Plutella xylostella]。 

小菜蛾屬於鱗翅目 (Lepidoptera) 菜蛾科 (Plutellidae)，在台灣的俗名為吊絲

蟲，是一種專食十字花科作物的害蟲。牠們生長快速，族群量龐大，在臺灣一年發

生15 - 20代，繁殖力強，飛行能力雖不強，但可隨著氣流散布。幼蟲只啃食十字花

科植物葉片，造成葉菜類商品價值下降。也由於牠們的繁殖力強，防治困難，農民

用藥頻繁，容易產生抗藥性族群，現今各國對防治小菜蛾的問題仍投入相當多的研

究，包括防治資材的開發與應用。而葉蚤類 (flea beetle) 的害蟲如黃條葉蚤 

(Stripped flea beetle, Phyllotreta striolata) 更是蘿蔔及十字花科小葉菜類的頭號害

蟲，在高溫期設施栽培或有機栽培的田區中甚是嚴重，由於成蟲善跳躍，幼蟲又躲

在地底下，以致於農藥難以接觸而進行防治，這些問題皆是十字花科作物生產時的

重大阻礙。 

「國際小菜蛾及其他十字花科害蟲研究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on DBM 

and other Crucifer Insects)」工作團隊為一個包含全球致力於十字花科害蟲研究與管

理之研究人員的非正式組織。該研究團隊自1985年至今每4 - 6年舉辦一次國際研討

會，並集合全球專家在一起討論小菜蛾及其他十字花科害蟲的管理問題，其中第一

屆和第二屆研討會於1985年和1990年由亞洲蔬菜研究與發展中心 (Asian Vegetabl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AVRDC) 在臺灣舉辦。第三屆研討會於1996年由

馬來西亞農業研究與發展所  (Malays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在吉隆坡舉辦，第四屆研討會於2001年在澳大利亞舉辦，第五屆研討會於

2006年由中國農業科學院在北京組舉辦，第六屆研討會於2011年由亞蔬-世界蔬菜中

心 (AVRDC – the World Vegetable Center) 在泰國舉辦，第七屆研討會於2015年由邦

加羅爾農業科學大學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angalore) 舉辦，第八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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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蛾及其他十字花科昆蟲害蟲管理國際研討會於2019年由亞蔬-世界蔬菜中心舉辦

在臺灣善化總部。而本屆為第九屆於2023 (今) 年由亞蔬-世界蔬菜中心主辦，柬埔

寨皇家農業大學與本所協辦，在柬埔寨金邊舉辦，因近年該中心有許多推廣計畫將

於柬埔寨應用，因此特選本地進行研討會辦理地點，本次會議參與人員經主辦單位

統計共有現場出席55人及線上參與22人共計77人，為來自18個國家 (澳大利亞、孟

加拉、柬埔寨、喀麥隆、中國、衣索比亞、斐濟、加納、印度、肯亞、韓國、馬來

西亞、菲律賓、西班牙、台灣、坦尚尼亞、泰國、美國) 的研究者參與。 

本次會議主軸在於與各國研究人員分享各自對於小菜蛾及其他十字花科蔬菜

害蟲之各種防治研究。目前各國皆著重於綜合害物管理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 來進行蟲害管理朝化學農藥減量目前邁進，我國亦於107年提出

「化學農藥十年減半」政策，藉由參與本次國際研討會，除了分享我國在十字花科

作物上防治小菜蛾非化學農藥資材的研發過程，亦可蒐集各國對於防治十字花科害

物的各種研究，包括資材開發、天敵研究、IPM實施方式、氣候變遷影響以及其他

各種有關小菜蛾或其他十字花科害物的研究等，做為未來研究參考。並於此次會議

與各國專家接觸，為未來國際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礎。 

 

貳、行程紀要 

日  期 行      程 

05 月 01 日(週一) 

去程。搭程 08:45 長榮航空，直達柬埔寨首都金邊，當地時間

11:30 落地，約 13:00 完成通關手續，並由住宿飯店轉介車輛

接駁至 Himawari hotel (葵花大酒店) 住宿，登記入住時約

14:30。 

05 月 02 日(週二) 

報到並參加「第 9 屆小菜蛾和其他十字花科害蟲管理國際研討

會」開幕式及團體照。上午場為主辦協辦單位致詞，並由第一

位講者發表論文。下午延續上午之主題，由其他 8 位學者發表

9 篇論文。中間休息時間由陳富翔助理研究員進行海報發表。 

05 月 03 日(週三) 

會議第二天，主題為執行 IPM 相關之研究，11 位學者發表論

文，上午場休息時間由黃莉欣研究員進行海報發表。下午演講

主題為非化學防治方法，由 3 位學者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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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行      程 

05 月 04 日(週四) 

會議第三天，全天主題皆為延續第二天的 IPM 相關研究，分

別由亞洲、非洲及澳洲的 16 位學者發表相關研究。下午場休

息時間由楊尚唯助理研究員進行海報發表。 

05 月 05 日(週五) 

會議第四天，第一場仍為 IPM 之主題，隨後 3 位學者發表基

因層次相關之研究。大會於 12:00 圓滿結束，並宣布下次會議

預定地點為非洲，下午午餐後為學者自由交流時間。 

05 月 06 日(週六) 
回程。由住宿飯店轉介接駁車至金邊機場，搭乘 12:35 長榮航

空直航臺灣，約 17:15 抵達桃園機場。 

 

參、參加「第 9 屆小菜蛾和其他十字花科害蟲管理國際研討會」內容紀要 

一、 5 月 2 日上午 09:00 於金邊 Himawari hotel (葵花大酒店) 報到註冊，10:00 會

議準時開幕，先由亞蔬首席昆蟲學家 Dr. Srinivasan Ramasamy (Srini)致詞介紹

會議歷史，再由亞蔬主任 Dr. Marco Wopereis (Macro)以視訊方式致歡迎詞，

接著由亞蔬副主任林彥蓉博士說明害蟲管理的重要性以減少化學農藥的使

用，最後由協辦單位柬埔寨皇家農業大學校長 Dr. Ngo Bunthan 致詞，說明柬

埔寨用藥也是很普遍，希望藉由研討會來推進當地害蟲管理。正式開始論文

發表，第一節主題是有關十字花科作物上害蟲與其天敵其寄主抗性與化學生

態學的研究，首先由昆士蘭大學 (澳洲) 的 Dr. Furlong 發表陷阱作物對小菜

蛾產卵效果之影響，並利用水楊酸處理加強其產卵意願。午餐過後，接著由

3 位學者連續發表 3 篇有關於非洲在十字花科作物上實施推拉理論 (push-pull 

theory) 的研究。此 3 位學者分別是國際昆蟲生理生態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Insect Physiology and Ecology, ICIPE) 的 Dr. Chidawanyika 介紹在肯

亞執行的驗證試驗結果，再由亞蔬坦薩尼亞中心的 Dr. Boniface 介紹在坦薩尼

亞對小菜蛾及蚜蟲執行的試驗結果，最後是 ICIPE 的 Dr. Niassy 視訊介紹烏

干達執行的狀況。3 位學者皆利用 Desmodium 屬植物做為驅蟲植物，並以產

量及品質驗證。接著由中國學者 Xiao 報告黃條葉蚤幼蟲與成蟲使用相同味覺

器官之研究後，進入海報/休息時間。由陳富翔助理研究員現場講解「臺灣研

發小菜蛾性費洛蒙誘捕系統之研究 [The study and development of mass 

trapping system for sex pheromone of Plutela xylostela (Lepidoptera: Plutell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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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aiwan]」海報內容，獲得熱烈迴響，可見費洛蒙受到各國研究人員重視。

接著回到口頭論文發表，由印度 ATGC 公司的 Dr. Gorantla 連續發表 2 篇費洛

蒙奈米材料緩釋技術、交配干擾產品及各種使用方法，也引起現場多人興

趣。後續由西班牙學者 Dr. Badenes-Perez 發表硫配醣體 (glucosinolates) 對小

菜蛾及紋白蝶產卵、取食感受性的研究，結束了第一節。第二節的主題是有

關執行綜合害物管理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 的研究，但先由國際

農業生物科學中心 (Centre for Agriculture and Bioscience International, CABI) 

馬來西亞的學者 Dr. Faheem 介紹他們所開發的國際生物農藥資訊系統，用於

推廣生物農藥，與本所建立植物保護資訊系統及生物農藥檢索平台立意相

同，不過該網站只引介英語系國家之資訊。在 Dr. Faheem 報告完後結束第一

天的會議。 

二、 5 月 3 日研討會第 2 日，有進行部分議程變更。上午場延續前一日的 IPM 主

題，由亞蔬首席昆蟲學家 Srini 發表在臺灣實驗室內測試鱗翅目蘇力菌對黃條

葉蚤效果之研究，接著由亞蔬中南亞中心的學者 Dr. Ravishankar、總部的 Dr. 

Sotelo 發表在印度及柬埔寨執行 IPM 之田區其成本收益比較之研究，皆顯示

IPM 優於非 IPM 田區。上午場海報/休息時間，由黃莉欣研究員現場講解「臺

灣使用環境風險商數 (EIQ) 導入 IPM 以減少農藥使用風險 (Use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Quotient in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Program 

Dissemination to Reduce the Hazard Risk of pesticide use in Chinese Cabbage 

Production in Taiwan)」海報內容，向與會研究人員闡述我國執行 IPM 工作，

並以 EIQ 評估農藥的使用風險來做風險管控的研究。休息過後由 3 為美國的

學者介紹喬治亞州、佛羅里達州對小菜蛾管理之研究，包括藥劑篩選、寄生

蜂調查等。接著進入第三節主題，有關殺蟲劑抗性之研究，由菲律賓的 Dr. 

Bautista 視訊發表調查小菜蛾腸道中的細菌，發現一些細菌可協助小菜蛾分解

殺蟲劑，進而協助小菜蛾對殺蟲劑產生抗性。下午場，由 Dr. Nand 發表在斐

濟群島的小菜蛾抗藥性管理 (insecticide resistance management, IRM) 議題，

藉由導入多種生物資材進行斐濟群島的小菜蛾抗藥性管理。接著由馬來西亞

博特拉大學農學院的 Ishadi 研究者，發表小菜蛾對賜諾殺抗性遺傳研究，研

究顯示小菜蛾對賜諾殺抗性遺傳，應藉由調整低劑量施用賜諾殺的習慣，以

減少抗性小菜蛾族群的篩選。再由印度的 Dr. Murugan 線上發表小菜蛾與斜

紋夜蛾對賽安勃抗性分析研究，目前研究指出，賽安勃在防治小菜蛾上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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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性產生，但對於斜紋夜蛾仍有效果，但仍要考慮未來對斜紋夜蛾的抗藥性

風險產生而調整田間施藥方法，中間穿插 CABI 的 Dr. Sivapragasam 發表有關

於緬甸利用友善物質執行 IPM 之研究，結果顯示 IPM 在當地具有潛力。接下

來為第四個主題，係有關生物性及非化學性防治方法的研究，由印度、迦納

及孟加拉等 3 位學者視訊介紹當地研發生物性防治資材的研究，其中印度泰

米爾納德大學的 Dr. Selva Rani 發表有關 chitosan 防治資材廣受討論。最後由

ICIPE 的 Dr. Niassy 發表在多層次花園 (wonder multistorey garden, WMSG)使

用黑水虻肥料比較與純用氮磷鉀肥料效果相當之研究，結束第二天的會議。 

三、 5 月 4 日研討會第三天，整天都是第四節有關生物性及非化學性防治方法管

理十字花科害蟲的研究。首先由今年曾來本所訪問的印度泰米爾納德大學植

物保護研究中心主任 Dr. Shanthi 連續發表兩種生物性資材的開發研究，第一

篇與前一天同大學學者研究類似的 chitosan O Arginie (CS-O-Arg) 其製劑與效

果；另一篇則是大花田菁萃取物製劑與效果研究，都有對小菜蛾不錯的防治

效果。接著澳洲昆士蘭大學 Dr. Gurr 發表多層次地景對天敵活性的影響，及

中國王樂韻博士發表其於澳洲時對半閉彎尾姬蜂在氣候變遷的研究。休息時

間由柬埔寨學者進行海報發表當地小菜蛾抗藥性的研究。隨後當地 Dr. Soth

發表篩選 14 隻白殭菌屬的資材混用防治小菜蛾的結果研究、亞蔬的 Dr. 

Sopana Yule 發表內共生線蟲與黑殭菌、白殭菌等生物農藥混用防治黃條葉蚤

的研究、泰米爾納德大學的 Dr. Ambethgarz 發表白殭菌的應用後，結束上午

的議程。下午由澳洲昆蟲學界泰斗 Dr. Zalucki 介紹利用不同防治基準

(economic threshold)之防治策略評估其對小菜蛾管理的可行性，結果發現當小

菜蛾密度高時，建議施用化學殺蟲劑控制蟲數，密度下降低後再釋放天敵彎

尾姬蜂(Diadegma semiclausum)，另外依季節中斷栽培小菜蛾的寄主植物，結

果顯示中斷栽培小菜蛾寄主植物 1 季，大大降低小菜蛾危害的比例，若再加

入天敵的釋放，也大量減少化學殺蟲劑的使用頻度與施用量。接續著由印度

學者 Dr. Nithya 視訊發表添加 chitosan 及酵母可增加白殭菌殺小菜蛾的效果之

研究、印度學者 Dr. Kumar Sharma 視訊發表當地農民自製秘方的天然保護資

材試驗效果、肯亞學者 Dr. Wangungu 視訊發表生態療法與化學防治無顯著差

異等，下午場海報/休息時間。由楊尚唯助理研究員現場進行海報講解「兩個

來自臺灣能有效防治小菜蛾的蘇力菌亞種 (The effectiveness of two subspecies 

of Bacilus thuringiensis collected from Taiwan against Plutela xylost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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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naeus))」海報內容，現場反應熱絡，亦有馬來西亞農藥廠商想要引進本

所研發之蘇力菌至當地防治抗藥性極高的吊絲蟲 (小菜蛾)。最後由 3 位非洲

的學者 (衣索比亞、肯亞、喀麥隆) 發表生物農藥的效果，以及家禽肥料與

化學肥料使用後對十字花科蔬菜產量及害蟲密度的研究，結束第三天的會

議。 

四、 5 月 5 日研討會第四天，先由澳洲昆士蘭大學博士候選人翁崧夏先生 (也是來

自臺灣) 發表誘發植物氣味對寄生蜂行為影響的研究後，進入第五節以基因

方法管理十字花科害蟲的主題。此主題先由南韓學者 Dr. Juil Kim 以視訊方式

連續發表 2 篇論文，分別是 2 種小菜蛾寄生蜂彎尾姬蜂屬(Diadegma 

fenestrale 及 Diadegma semiclausum)與其 2 種共生病毒共演化的研究，及以

恆溫環狀擴增法(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LAMP)來發展鑑定前

述 2 種小菜蛾寄生蜂的方法研究。最後由印度學者 Dr. Asokan 視訊發表以基

因編輯(CRISPR/Cas9)技術，發展 RNAi 技術來防治小菜蛾之研究後，結束本

次會議所有的論文發表。會議發表於當地時間 11:48 結束，由 Dr. Srini 總

結，並勉勵各位學者繼續精進研究，最後宣布 4 年後的下一屆會議將在非洲

舉行，地點可能選在肯亞或者坦桑尼亞。會議於 12:00 準時結束，會後本所

與會人員和其他學者持續進行交流，午餐後為自由交流時間，本所與會人員

與王樂韻博士交流研究非化學農藥防治主題與心得，並瞭解近年王博士致力

於該國螳螂的生態研究。 
 

肆、重要心得 

一、 本次研討會為亞蔬-世界蔬菜中心主辦，目的在於為研究人員提供一個共同平

台，並集合全球專家一起討論小菜蛾及其他十字花科害蟲的管理問題，來自

各國的研究人員將分享近年在害蟲之生態學、寄主植物抗性、生物防治、殺

蟲劑和十字花科作物抗蟲管理以及綜合害物管理方面的新發現。本次會議有

來自亞洲、非洲、歐洲、北美和大洋洲 共 18 個國家的 77 位科學家與會。除

了亞蔬的優秀專家群以外，亦有昆士蘭大學名譽教授 Dr. Myron Zalucki 帶領

各位研究人員討論有關各種十字花科害蟲的防治研究及深入話題。本次的主

題中，與本所 3 位與會人員相關的研究分別為：十字花科害蟲及其天敵的昆

蟲植物相互作用、寄主植物抗性和化學生態學、十字花科植物害蟲的抗藥性

和管理：持續的挑戰、小菜蛾和其他十字花科植物害蟲：氣候變化帶來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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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挑戰、十字花科植物害蟲的生物和非化學管理方法、以及持續採用 IPM 管

理小菜蛾和其他十字花科植物害蟲的限制和機會等。藉由了解各國人員的研

究，並了解因地制宜的防治方法，著實給予與會人員開啟更多發想方向及研

究動能。 

二、 本次活動第一個主題為有關十字花科作物上害蟲與其天敵其寄主抗性與化學

生態學的研究，與陳富翔助理研究員研究主題相關，其中 3 位來自非洲的學

者發表有關推拉理論在實際田間驗證的結果，皆顯示具有一定的防治效果。

推拉理論主要是在田區中間設置驅蟲物質或植物，將害蟲推出田區，並在田

區外圍設置吸引蟲的物質或植物，把害蟲拉到田區外面，並將其一網打盡。

推拉理論是一種可用於 IPM 的工具，結合了讓行為改變的誘引/趨避物組合來

處理害蟲的分布和數量。傳統的推拉策略主要是利用天然植物來執行，不使

用化學物質來防治這些害物。他們的研究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以 Desmodium 屬

植物 (D. uncinatum 及 D. intortum) 做為驅蟲植物，將其與作物間作。試驗調

查害蟲、天敵及產量與價值，顯示實施推拉理論有助於蟲害管理。推拉理論

在我國並未有實際實施的案例，主要是因為我國農田大多為小田區，極少以

間作來種植不同作物來維持單位面積的產量。但我們可研發化學傳訊素的防

治資材，替代驅蟲或吸蟲作物，亦可能可以執行推拉理論，此部分可做為未

來發展新型害蟲防治策略的參考。 

三、 昆士蘭大學的 Dr. Furlong 及其博士班研究生翁崧夏先生以化學生態學角度研

究陷阱作物、小菜蛾、寄生蜂的交互作用，從這些基礎研究中，可以發想強

化陷阱作物效果的可能實施方式，並釐清田間生態系中各種昆蟲在各種化學

訊號中行為改變現象，可藉此做為未來研究方向，研發更多適合我國執行的

非化學防治方法。 

四、 第一天下午印度 ATGC 公司的 Dr. Gorantla 發表兩篇有關費洛蒙產產品的研究

論文，其中提出以多孔奈米材料作為費洛蒙緩釋之載具來延長費洛蒙的田間

效期研究。緩釋材料的研究在本所研究雖已起步，然相關研究仍不多，多以

現有材料進行測試，此研究方式可作為研究人員之借鏡，多孔奈米材料可納

入未來研發標的，與會人員也有與印度 ATGC 公司的 Dr. Gorantla 交流該廠商

的產品資訊，該公司有許多交配干擾的費洛蒙產品型態，可作為本所研發人

員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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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次會議唯一一個與其他研究不同的是由 CABI 的 Dr. Faheem 介紹該組織發

展的 CABI BioProtection Protal，它是一種與本所開發的植物保護資訊系統相

似的生物農藥查詢系統，除了生物農藥外，用戶也可在該系統查詢到天然資

材等在國內或其他國家無須農藥登記之環境友善植物保護產品，雖然該系統

目前只能整合英語系國家的相關產品資料，尚未拓展到全球的友善植物保護

產品資訊彙整，但對於我國研究人員來說，該系統已將多國植物保護資訊統

整，可作為資料蒐集的重要工具。 

六、 有關第二個主題 IPM，實際上 IPM 也是我國在化學農藥十年減半政策上重要

的工具之一，本次有多位學者發表各國在實施 IPM 的研究，結果皆不約而同

地探討實施 IPM 對產量及產值有明顯的助益，並且對於投入成本及回收利潤

的結果是對農民有益的，希望藉由這樣的試驗及示範來增加農民執行 IPM 的

意願，然而，這些研究大多著重於使用綠色 (環境友善) 資材及栽培管理措

施的使用方式，並未針對監測田間害物發生狀況選擇最佳防治資材及介入時

機進行探討。與會人員黃莉欣研究員發表的研究指出，執行 IPM 時害物監測

與紀錄工作極為重要性，才能對防治時機與措施提出合理的防治決策，並導

入環境風險商數 (EIQ) 的概念，讓研究人員了解所有的防治資材若在使用量

未有相當的控制下，仍然具有一定的風險，例如礦物油，在良好的風險控管

下執行 IPM，不僅能減少對環境的衝擊，也可以讓農民取得足夠的收益，達

到農業永續的目標。 

七、 第三個主題是有關小菜蛾抗藥性議題之研究，學者們針對賜諾殺、賽安勃、

剋安勃及氟大滅進行探討，目前在馬來西亞發現小菜蛾已對賜諾殺產生抗

性，小菜蛾對賜諾殺屬於具有單一抗性控制因子的體染色體遺傳，在田間存

在時間可能更長且進展更快，而單一因素的影響可能較多重抗性來得嚴重。

因此，在抗藥性管理時應注意避免使用低劑量及無法接受的高劑量的使用，

否則易造成產生抗藥性族群的風險。另外在印度也發現小菜蛾對賽安勃與也

開始逐漸地產生抗藥性，但使用 DEM (diethyl maleate) 與 PBO (piperonyl 

butoxide)等協力劑，可降低小菜蛾對此藥的抗藥性發生，輪替使用不同作用

機制的殺蟲劑可延緩抗藥性的發生。此表示小菜蛾的抗藥性問題在各國仍然

持續發生，因此開發各種不同機制的小菜蛾藥劑則顯得十分重要，也包含非

化學性的防治方式的使用，包含生物性防治資材 (蘇力菌、蟲生真菌) 或是

化學傳訊素的應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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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在第四個主題研發生物農藥及非化學防治小菜蛾方法方面，雖然該主題總共

橫跨 3 天議程，不過與會人員認為最後一篇由翁崧夏先生發表的論文應與第

一主題較為相關。各國研究人員在這主題中分享了許多生物農藥及非化學防

治方法的研發，如殼聚醣 (chitosan)、白殭菌 (Beauveria sp.)、黑殭菌 

(Metarhizium sp.)、萃取自苦楝 (neem)的印楝素、蘇力菌 (Bacillus 

thuringiensis)、蟲生線蟲、天然植物萃取物、天敵等對小菜蛾、黃條葉蚤或其

他十字花科害蟲的相關效果展示，這些資材大都是本所資材研發組涉及的研

發題材，可藉此次研討會了解各國學著的研究進度，做為未來研發相關資材

的參考。另外在非防治資材的部分，有學者使用黑水虻肥料及家禽肥料等來

栽培羽衣甘藍等十字花科蔬菜，結果顯示對蔬菜生長有良好的幫助，且較不

受害物的侵害。實際上不要過度依賴化學肥料也是 IPM 裡重要的一環，有健

全營養的植物其抗性亦較營養不均的植物來得更有抗性，這些研究也多次證

明了這一點。 

九、 在蘇力菌部分，亞蔬 Dr. Srini 發表其團隊的研究，相關結論為發現使用生物

殺蟲劑或化學殺蟲劑管理小菜蛾時，黃條葉蚤的危害也較小，推測可能與受

取食的十字花科植物產生異硫氰酸酯 (isothiocyanates)有關。或許能期待使用

費洛蒙或天敵管理小菜蛾，黃條葉蚤的危害也能減少。其中應用鮎澤蘇力菌

及庫斯蘇力菌在田間甘藍菜田施用防治小菜蛾，意外發現在黃條葉蚤的危害

上有減少，但相關機制仍未有探討，然亞蔬團隊的研究中，正是使用由本所

技轉予福壽公司的庫斯蘇力菌 E-911 菌株產品速力寶；在楊尚唯助理研究員

發表的海報中，即是介紹台灣目前正式核可登記的本土蘇力菌菌株庫斯蘇力

菌 E-911 及鮎澤蘇力菌 Ab12，其對於防治小菜蛾有顯著效果，與會研究員因

此討論熱烈，並有馬來西亞廠商 ANCOM CROP CARE SDN BHD 廠商因此

對此菌株十分有興趣，有極高的意願想要引進庫斯蘇力菌 E-911 菌株產品到

馬國使用，會後楊助研即表示回國後將會轉知福壽公司與其接洽。  

十、 最後一個主題是有關於利用分子生物學技術的進行害蟲防治的研究，並使用

了近年的新技術 (CRISPR/Cas9) 進行小菜蛾的防治，其中利用基因編輯及

RNAi 技術讓小菜蛾降低族群的防治技術，雖然在 20 幾年就有相關的概念，

但因國內法規及科學倫理問題，於我國難以實現，但仍可作為與會人員的參

考，亦可發想如何利用分子生物學的技術，進行深入的研究。而利用分子生

物學技術來鑑定相似的寄生蜂的方法也是可做為學習標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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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及建議 

一、 本次國際研討會以研發生物農藥及非化學防治方法佔最多篇幅，其次為化學

生態學及 IPM 之研究，而分子生物學的研究則最少，可見研究主軸仍以資材

開發為主，且以微生物及天然資材為主要研究方向，以應用於小菜蛾的防

治。然而，這些資材仍處於功能確立層面，對於商品化及量產部分鮮少有人

繼續探討，如果這些有潛力的資材皆能完成商品化並進入市場，應可適量地

取代化學農藥的使用，降低化學農藥對環境的衝擊。 

二、 如同前面所述的 3 個重要主題，與本次派赴參加研討會的人員專長相同，足

以顯示本所研發方向與國際一致，此類研討會是重要的國際研究人員交流場

合，未來如有與研究相關之研討會，仍建議盡量派員參與，俾以與國際接

軌。本次本所人員發表的 2 種非化學農藥防治資材成果 (費洛蒙與蘇力菌)，

讓與會的研究人員相當感興趣，也都不約而同地詢問此 2 種資材是否可輸出

到國外販賣。由於此 2 種資材皆已技轉給國內業者，但不限於國內販賣，本

所與會人員會將相關資訊帶回給技轉廠商，讓業者評估輸出國外的可行性。

從各國研究人員的反應可看出，我國目前在生物農藥的發展上應相對屬於較

前端的國家，相對成熟的產品較多，且成果也都不錯，期待這些產品未來皆

有輸出的可能性並為這些國家帶來農作物害物管理上實質的幫助，也讓我國

的研發成果可以到國際上發揚光大。 

三、 本次會議主辦單位亞蔬有開放講者以視訊方式發表論文，大致上視訊效果良

好，然有部分研究人員在視訊過程中有延遲或斷訊的狀況發生。中國學者蕭

先生在 Q & A 過程中直接斷訊且不再能連線，以致於無法詳細討論，實屬可

惜。全世界在經過 covid-19 的肆虐後，各項網路及視訊設備皆已深入生活當

中，就算是柬埔寨被認為是低度開發國家的一員，其視訊過程中仍沒有太大

的阻礙，據此，未來倘我國單位欲辦理國際研討會時，視訊發表將會是選項

之一，也服務那些不便出國的學者能一起交流相關研究，促進研究視野的拓

展，也可以考慮多多推廣至低度開發國家，不會因為先進國家的研究人員無

法親自前來而錯失其他國家學習的機會。從這次發表論文可以發現，歐美等

西方國家之研究較為深入，探討相關機制或做趨勢預測等，但仍偏向研究性

質；而東、中、南亞及非洲地區的研究較為應用研究，尤其是研發新產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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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可能是因為歐美國家在推行的時間 IPM 較久，相關資材較為完備，研究

人員探討這些相關機制或趨勢預測可做為未來方向做準備；而其他地區因為

資材尚未普及，仍依賴化學農藥，故較為著重在資材研發方面。 

四、 參加本次研討會，可看到各國的研究情形，尤其小菜蛾或蚜蟲天敵的研究，

除了棲所的保育，也研究如何讓天敵學習認知，以快速精準尋找到寄主，提

高寄生率；另外，印度研究人員也提出有關殼聚糖 (甲殼素) 的萃取方法及

在害蟲防治上的應用，文獻及國內研究多以預防病害為主，後續將再進一步

瞭解，也和與會報告之研究人員 Dr. Shanthi M.互留聯絡資訊。除了瞭解目前

國際上針對小菜蛾與十字花科害蟲的管理研究方向外，相關的研究主題也可

作為本所與會人員未來研究主題的發想，由於研究學者來自各個國家，因為

不同的風俗民情，或是當地的地區發展情形，研究的內容有基礎的研究到應

用的研究，但大家的目的皆來自於解決小菜蛾或是十字花科害蟲的問題，因

此研討會十分的聚焦主題，可在短短的幾天內，便瞭解小菜蛾在國際上的危

害嚴重性，而因為參與會議的人員也有其他廠商與各國研究單位，也可以因

此認識更多學者，並開拓眼界。 

五、 主辦單位 Dr. Srini 宣布下次研討會預計 4 年後在非洲舉辦，可能與 ICIPE 合

辦，建議如果仍有機會，屆時仍可派員參加研討會，與會人員可吸取相關研

究新知，各國民俗風情及因地制宜之病蟲害管理方式，或者推廣我國研發的

各種優良產品，並執行國民外交，提升我國國際觀感，更讓國際知道本所的

研發成果，也讓本所與會人員走向國際化，在一點一滴的累積下，為提升我

國國際定位，盡一份小小的心力；另外，ICIPE 為以昆蟲生理生態為研究的

研究機構，也是值得參訪的機構。未來將與亞蔬保持聯繫，期能儘早取得研

討會資訊，利於爭取經費前往研討會及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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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附錄一：活動照片 

 
5 月 2 日報到註冊 112 年 5 月 2 日參與學者大合照 

 
5 月 2 日 Dr. Srini 開啓序幕 

 
5 月 2 日 Dr. Furlong 發表論文 

 
5 月 2 日陳富翔發表海報論文 

 
5 月 2 日 Dr. Niassy 視訊發表論文 

 
與會人員與 ATGC 公司交流費洛蒙產品

開發經驗 

 
ATGC 公司棉鈴蟲費洛蒙交配干擾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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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 日 Dr. Ravishankar 發表論文 

 
5 月 3 日黃莉欣發表海報論文 

 
5 月 3 日 Dr. Bautista 視訊發表論文 

 
5 月 4 日 Dr. Shanthi 發表論文 

 
與會人員與柬埔寨學者交流小菜蛾抗藥

性議題 

 
5 月 4 日 Dr. Gurr 視訊發表論文 

 
5 月 4 日楊尚唯發表海報論文 

 
5 月 5 日翁崧夏先生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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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與翁崧夏先生交流情形 

 
5 月 5 日 Dr. Kim 視訊發表論文 

 
5 月 5 日 Dr. Srini 閉幕結論並宣布下屆

會議地點 

 
會後本次出國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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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第 9 屆小菜蛾和其他十字花科害蟲管理國際研討會」封面、目錄及本所 3 篇

發表之摘要(研討會摘要全集另以附件檔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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