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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非疫生產點可行性評估 
 

陳明吟 1、曾敏南 1 

 

摘要 
臺灣為瓜實蠅及東方果實蠅的疫區，這兩種害蟲都可以在木瓜中產卵危

害。木瓜出口時需經過檢疫作業，因此外銷的木瓜品質及銷售量都明顯受到

影響。臺灣為防止木瓜輪點病毒病傳播而發展形成網室栽培。或許這種栽培

方式可提供木瓜以非疫生產點的方式替代檢疫作業。本研究在高雄市六龜區，

自 2015 年起設置強固型網室，並設置雙重門防蟲通道。於網室內，分別懸掛

克蠅、甲基丁香油及黃色黏板作為瓜、果實蠅監測資材。網室內一旦誘集獲

得成蟲，則立即懸掛含酵母錠之誘殺器，藉以評估是否有雌蟲侵入。於網室

外之區域，亦同樣以克蠅及甲基丁香油進行監測。於強固型網室內， 2016

年 7 月 25 日、2016 年 12 月 28 日、2017 年 9 月 15 日及 10 月 16 日，及 2018

年 2 月 27 日分別誘得瓜實蠅或東方果實蠅。經過網室破洞修補、出入口加設

三重門，以及落實雙重門不得同時打開之作業後，至 2019 年 3 月 14 日，持

續一年以上未再捕獲瓜、果實蠅。此結果已經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要求一

致。 

綜此研究發現，經由良好設施的建立及落實防疫措施可有效阻隔瓜、果

實蠅於木瓜網室外，未來若能設置木瓜專業栽培區，藉由強固型網室搭配防

蟲通道，並設立良好農業操作規範，則建立木瓜非疫生產點之構思應可實行。 

關鍵詞：非疫生產點、木瓜、瓜實蠅(Bactrocera cucurbitae Coquiltt)、強固型

網室、東方果實蠅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 

前言 
木瓜 (Carica papaya L.) 為臺灣重要熱帶果樹，2014~2018 年間，平均栽

培面積約為 2,400-2,600 公頃，年產量約 12 萬公噸(14)，由於可週年供果，因

此深具外銷潛力。然而，我國為瓜實蠅 (Bactrocera cucurbitae Coquiltt) 及東

方果實蠅 (B. dorsalis (Hendel)) 疫區，且木瓜為其寄主之一(13,20)，因此木瓜

果品外銷受檢疫限制，只能銷往無檢疫國家。2017-2019 年木瓜主要銷往地

區為香港、中國及新加坡，出口量分別為 275、245 及 109 公噸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糧署蔬果產銷資訊整合查詢系統  http://bipub.afa.gov.tw/AFABI_ 

OPEN/)。早期外銷水果以二溴化乙烯(ethylene dibromide，EDB)浸漬處理，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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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DB 因具致癌風險而遭禁用，檢疫處理則改為蒸熱、冷藏或蒸熱冷藏聯合

處理(15)。然經過 8 年的努力，我國雖於 2004 年 12 月獲日本准許將臺農 2 號

銷往日本，但果實須經過蒸熱檢疫處理，該處理係以 49-51 ℃，60-90% RH (分

階段提高)，使果實增溫至果腔種子附近溫度達 47.2 ℃，隨即水冷降溫至 30 ℃。

檢疫處理除增加成本外，也易造成品質降低及展售期縮短的缺點而降低市場

競爭力(2,9,10,16)，可能也因此造成木瓜銷日情形不良 (2017-2019 年間，外銷日

本的木瓜僅有 2.46 公噸) (http://bipub.afa.gov.tw/AFABI_OPEN/)。 

依 據 國 際 植 物 防 疫 檢 疫 措 施 標 準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Phytosanitary Measures, ISPM) 第 4 號：「設立非疫區之要件」及第 10 號：

「建立非疫生產地及非疫生產點之要件」內容，非疫生產地 (pest free place of 

production) 為一作物生產地，此一生產地經科學證據證明無某一特定有害生

物發生，且此種非疫狀況，由官方在一明確的時期內維持著。若在作物生產

地的特定部分，可被作為獨立之單位進行管理而維持該地點之非疫狀態，則

該生產地可被認為包含了一個非疫生產點 (pest free production site)。非疫生

產地可藉由自然屏障或較大緩衝區來隔離，非疫狀態由該國植物保護機構進

行管理。非疫生產點則在毗鄰處建立緩衝區而自害物存在區域中隔離出來，

非疫狀態則由個別生產者在國家植物保護機構之監督及負責下進行管理
(5,7,8,12,18,19)。長久以來，我國為了防範蚜蟲媒介木瓜輪點病毒病，發展出木瓜

網室栽培，此種全區網室栽培模式在概念上符合非疫生產點的精神，因此提

供了木瓜以非疫生產點替代檢疫管理之可行性。 

本試驗於高雄市六龜區搭建具雙重門之防蟲通道及防蟲水柵門的強固型

水平網室，以杜絕瓜、果實蠅侵入網室；並利用黃色黏紙(yellow sticky board)、

克蠅 (cuelure)、甲基丁香油 (methy eugenol) 及酵母錠 (torula yeast) 作為監

測資材，藉以評估採用木瓜網室栽培對瓜、果實物蠅之防疫成效，作為未來

進一步研究評估木瓜採非疫生產點的參考，期能成為木瓜擴展外銷市場的新

契機。 

材料方法 
一、防治及監測資材： 

本研究於網室內、防蟲通道及網室外區域，設置黃色黏紙 (yellow stick 

board，33 × 28 公分，振詠興業有限公司)、克蠅 (cuelure，嘉農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置放於長效型誘殺器 (金煌塑膠有限公司)(11)、甲基丁香油 (methyl 

eugenol，嘉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置放於長效型誘殺器，或酵母錠 (torula 

yeast，亞璟科技有限公司) 置放於麥氏誘殺器 (振詠興業有限公司) 等監測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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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慣行網室區，在 2018 年 7 月已進入木瓜果實採收末期，雖田間荒蕪且管理

不良，地上多枯葉落果，然監測資材仍未誘獲任何瓜、果實蠅。李(1976)於

無網室之木瓜園進行東方果實蠅為害調查，結果顯示東方果實蠅週年在木瓜

園活動，但調查未黃熟、不同黃熟程度至全黃熟之果實，皆無被東方果實蠅

為害之記錄。Dong et al 於 2011 年亦報導，木瓜是否會遭受瓜、果實蠅產卵

為害，除了取決於果實本身之成熟度外，也與瓜、果實蠅之族群密度有關，

密度高時，為害低成熟度之木瓜之比例較高。Dong et al 亦指出，以台農二號

木瓜進行東方果實蠅及瓜實蠅產卵研究，試驗結果顯示，東方果實蠅只在

80-90%黃熟度的木瓜果實產卵，瓜實蠅則可產卵於50~90%黃熟度的果實上。

田間供外銷市場使用的台農 2 號木瓜果實採收成熟度約為 10~20%，依前述

之研究結果而言，應完全不受東方果實蠅及瓜實蠅產卵為害。於本試驗中，

調查強固型網室內可採收之果實，亦皆無受瓜、果實蠅為害之紀錄，由本試

驗結果及以往研究資料顯示，外銷採收之 10-20%成熟度木瓜果實並不會遭受

瓜、果實蠅產卵危害。 

豪雨或長時間陰雨易導致木瓜下位葉黃化下垂，農民常於天氣放晴後割

除黃化葉片並搬運至網室外。由於需頻繁反覆搬運，因而未確實遵守不得同

時開啟雙重門的原則，使得瓜、果實蠅飛入網室內之風險大幅提升。故建議

採用此系統之田區，於田間清潔後或防蟲通道誘得瓜、果實蠅時，應立即進

行化學防治以降低害蟲侵入網室之風險。此外，臺灣農地毗鄰緊密，要設置

適當的防蟲通道(或雙重門)及緩衝區有其困難度，于等(2018)研究發現，若維

持溫室防蟲結構之完整性，並設置非同向雙層門與長距離緩衝區，並搭配正

確防疫操作模式，葡萄溫室可以完全阻隔東方果實蠅入侵。然本試驗之防蟲

通道及網室外圍農路，於試驗期間曾誘獲瓜、果實蠅。故未來可針對部分設

施進行更深入因子探討，包括：(一)、防蟲通道入口處改用 3 層網子設置，

此設置具有髮夾彎(Hairpin turn）的概念可以降低害蟲飛入通道內風險。(二)、

黑色防蟲網具遮陰效果，是否更亦吸引瓜、果實蠅前來休憩，值得未來進一

步探討。 

欲推廣附加防蟲通道之網室設施有其困難度，除農地毗鄰道路狹小不易

設置外，防蟲通道若設在果園內則減少栽培面積及產量，若設在農路上，則

須於農路末端，才不至於影響其他農民工作動線，故欲尋得適當田區進行防

蟲通道設置實屬不易。於區域共同防治方面，當瓜、果實蠅喜好之寄主作物

售價低廉時，易使農民採收意願降低，任田區荒廢進而使害蟲密度大幅上升。

因此，強固型網室搭配防蟲通道之設置，亦須考量設置地點周邊作物之品項

及區域共同防治之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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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木瓜非疫生產點之設置首重設施之建構及瓜、果實蠅族群密度之

監測及控制，利用克蠅香進行區域共同防治是降低害蟲密度的重要策略之一。

未來，若能設置木瓜外銷專業栽培區，共同設置強固型水平網室搭配防蟲通

道及規劃充足的緩衝區，並留意周遭果園以強化瓜、果實蠅之區域共同防治

成效，則建立木瓜非疫生產點之構思應可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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