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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在野地觀察有白蟻取食之跡象後，誘引站
誘引白蟻，以取得足夠實驗數目之白蟻。
再擬以各種植物為試材，依美國木材保存
協會（AWPA）室內抗蟻性試驗方法之規定
強制飼養黑翅土白蟻 ，以試驗植物抽出物
之抗蟻潛能。

【關鍵詞】萃取、黑翅土白蟻、抗蟻潛能



貳、前言

白蟻在自然生態中有分解纖維質、鬆軟泥土的功
能，也是碳元素流動的重要媒介

白蟻如果侵入室內，將會損壞木構建物及典藏文
物

台灣處於高溫高濕的亞熱帶氣候，極適合白蟻的
生長繁殖

而防除白蟻之藥劑大多具強毒性，不管施用於室
內或室外，都會危害人體健康或破壞生態環境的
平衡



參、白蟻之誘引

一般經驗中白蟻經常能見得到，但只限於少量個體，要取
得大數量的白蟻要比想像中困難，尤其想找到蟻巢或繁殖
蟻更是如海中撈針。因為在台灣最常見的三類白蟻（家白
蟻、黃肢散白蟻、黑翅土白蟻）都是營地下巢，地下巢穴
不是在家屋下方，就是離地面數公尺處，皆難尋獲。



白蟻的覓食範圍可達150公尺左右，而且只在有食
物處才會冒出地面，其它時候皆隱於地下活動，
難以察覺行蹤 ，在野外的樹幹上也常發現樹枝狀
的或片狀的蟻路，破壞後白蟻便顯露出來



誘引地是一片荔枝園約有兩分地，平時修剪下的
荔枝枝條便任意堆積於地上，所以白蟻的活動頗
為頻繁



材料：

塑膠盒

不透水的米袋

荔枝樹的乾枯枝幹

黑瓦片

長枝竹片



誘集的塑膠盒 不透水的米袋



乾的荔枝枝幹 竹片



過程：
1、先巡查有無白蟻活動
的跡象。

2、觀察有白蟻活動之跡
象後，在現地埋放乾
木材誘引之，先將他
們群聚起來。

3、三個星期後，在地面
上挖一個比上述塑膠
盒稍大稍深的洞，放
入塑膠盒。



4、將乾荔枝枝幹置入塑膠盒中，並取彎曲
枝條作為引道

5、塑膠盒舖上米袋，上覆黑瓦，最上面再
蓋上約五公分厚的泥土

6、最後在誘引站四個角落插上竹片，防止
他人誤踏。





肆、前人研究

一、白蟻的分類地位及其生態習性

白蟻屬節肢動物門-昆蟲綱-等翅目，並分
為澳白蟻科、木白蟻科、草白蟻科、鼻白
蟻科、齒白蟻科等五科

一般人常將白蟻和螞蟻混為一談，實際上
兩者的親源關係十分遠，白蟻屬不完全變
態昆蟲，缺少蛹期，而螞蟻則為完全變態
昆蟲。



大多數種類的白蟻都是喜潮濕怕光的，它們在地
下或樹幹中群體生活，移動或覓食皆會在工蟻所
築的蟻道下活動



白蟻的群體生活不是簡單的個體聚集，而是有
階級、有組織的社會性群體，在群體中，由於
所處的地位不同、分工不同，各司其職。

1、生殖型

(1)原始蟻王和蟻后

(2)短翅補充蟻王和蟻后

(3)無翅補充蟻王和蟻后

2、非生殖型

(1)兵蟻

(2)工蟻



在成熟的群體中，每年在一定季節出現大
量的有翅成蟲，為有翅繁殖蟻，是白蟻進
行分群繁殖的主要環節

此類成蟲暫時仍留在原群體內。待外界環
境條件適宜時才飛離原群，這種現象稱為
「群飛」、「移殖飛翔」、「分群」或
「分飛」



有翅成蟲的飛翔力相當弱，一般其飛翔方
向往往隨風向、風力決定，通常在飛翔數
十公尺後即降落地面。當降落地面後，雄
蟲即追逐雌蟲，一旦接觸後，四翅脫落，
此時雌蟲常翹起腹部以引誘雄蟲，待雌雄
相遇後開始尋覓隱身棲所，建築新巢





二、古籍記載之植物防蟲蟻

（1）浸漬法

a.黃蘖

b.椒有秦椒、蜀椒、胡椒、花椒，屬芸 香料雙子葉植物

c.苦楝子

（2）氣味驅趕法

a.芸香

b.樟腦



三、前人對植物抽出物之抗蟻研究

1986年日本琉球大學屋我教授，在日本金
松木材中分離出 具有殺蟻效果的成份

1988年林試所林天書先生，發現楝樹果實
甲醇抽出物有殺蟻效果

高知大學姜夏泳先生在鹿皮木薑子木材中
分離出具有80﹪殺蟻效果 的成份



林試所謝瑞忠及林勝傑二位先生在2005年
利用乙醇為溶劑，抽出無患子果肉，再用
不同溶劑抽取分離成酸性、鹼性和中性部
分，將各抽出物配成五種不同濃度作抗蟻
活性實驗。其結果是無論酸性、鹼性或中
性部分，對抗蟻效果都很好。



其試驗程序為：

1、試材製取

2、化學成分抽取及濃縮

3、酸性、鹼性及中性部份成份抽出及分離

4、試驗木片處理



生物檢定-強制式家白蟻飼養試驗是依美國木材保
存協會（AWPA）室內抗蟻性試驗方法之規定：

（1）將試驗木塊放入培養瓶內，每瓶一塊，並讓木片之一
邊緊靠瓶緣，以利觀察。

（2）瓶中添加細沙，加入適當之蒸餾水後，靜置過夜。

（3）翌日，每個培養瓶放養工蟻90隻兵蟻10隻，再將瓶蓋
鬆鬆蓋上，以利通氣。

（4）另備對照組、蒸餾水、白蟻，皆如前述，惟不放置木
片，以觀察白蟻在饑餓環境下之存活及活動情形。

（5）將培養瓶任意排列於恆溫（26.5℃）恆濕（85％）箱
內培養四星期



定期進行如下之觀察：

A、任選五瓶，每週重複稱其重量一次，以校正培養
瓶內之含水量。

B、於第一週末，觀察未放置試驗木塊之培養瓶內的
白蟻，若完全存活，則表示採用之白蟻活力旺
盛，試驗可以進行下去。

C、於第一週末及第四週末，分別觀察各培養瓶內白
蟻活動情形，並紀錄蟻路之存在否（表示白蟻之
活力）。大部分白蟻活動的位置（在培養介質的
表面或下層）。



伍、結果與討論
誘引站設立三個星期後，取出塑膠盒已可見到蟻
路建立，並有白蟻取食痕跡也可見到白蟻，如果
放置時間加長相信可以誘引到足夠實驗數量之白
蟻 ，做為後續實驗的材料。



設立誘引站要比在腐朽木中找尋白蟻的好處有幾
個：

1、木材的大小在人為控制中，搬動較為方便。

2、塑膠盒中的環境由於有防水與覆蓋，比較不會
受天氣條件的影響。

3、有泥土的覆蓋，塑膠盒中的溫度較為穩定，冬
天低溫時亦能發揮誘集的效果。

4、誘集再同一塑膠盒中的白蟻應為同一族群，不
會在實驗時互相撕咬造成死傷而影響實驗的準確
性。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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