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行軍蟲整合性管理
-- 預防、監測、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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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秋行軍蟲！

 我國新入侵重要害蟲，文獻紀載其寄主植物多達353種。

 國內已紀錄發生在玉米、高粱、百慕達草、薏苡、小米 、狼尾草、

薑、落花生及水稻等9種寄主植物，又以玉米及高粱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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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於美洲

入侵非洲
入侵南亞

入侵澳洲、東帝汶、
茅利塔尼亞

入侵中國、
臺灣、馬來
西亞、印尼、
越南、韓國
及日本

圖片資料來源：http://www.fao.org/fall-armyworm/monitoring-tools/faw-map/en/

秋行軍蟲國際疫情現況及寄主範圍



 一生經歷卵、幼蟲、蛹及成蟲

等階段，雌雄成體外觀不同。

 生活史短，一年可發生多個世

代，夏季1個月即可完成世代。

 生殖力強，每隻雌蛾一生可產

多個卵塊，約2,000粒卵。

 幼蟲偏好取食植物幼嫩部位及

生長點，嚴重為害可造成植株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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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生活史

卵 初齡幼蟲 終齡幼蟲

2-4日

魏嬗如提供

魏嬗如提供

14-21日

7-10日

幼蟲期1-6齡，4齡以上幼蟲明顯具有領域性

蛹成蟲

平均壽命10日

張淳淳提供

！認識秋行軍蟲！

秋行軍蟲生活史及生物特性

 依秋行軍蟲生物特性及全球疫情現況，國內已不可能將其完全撲滅。
 惟有落實整合性管理，才能有效防治，亦可兼顧環境友善及生態平衡。



秋行軍蟲三階段緊急防疫策略

110年3月1日進入第三階段過渡期，依規定仍應進行通報及防治。

過渡期政府提供2次藥劑補助，不再補助施藥工資，鼓勵農民採取整合性防治措施。

110年7月1日起正式進入第三階段農民自主管理，政府將持續監測，適時提醒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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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8 2019/6/18

第一階段
防疫措施

第二階段
防疫措施

第三階段
防疫措施

全民通報、加強國內巡查、佈設監測點、強化教育宣導及開發整合性防治技術

焚燒.掩埋銷毀

強制噴藥

農民自主管理

啟
動
時
機

防
檢
疫
措
施

未發現成蟲 發現本地世代成蟲 視藥效評估、IPM技術開發、農民教育訓練普及程度

2021/3/1

第三階段過渡期
防疫措施

2021/7/1

鼓勵採行整合性防治



 IPM為整合多種可用防治方法之管理

策略，依據防治基準啟動防治措施，

以預防為主、治療為輔；主要架構分

為預防、監測及治療。

原則：

1. 將害物所造成之經濟危害降低至可

接受之標準之下，而非徹底滅除。

2. 盡量採用非化學製劑的防治方法。

3. 當藥劑應用已無可避免時，

宜選擇對生物、人類及環

境影響最低的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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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藥劑
生物農藥

害物整合性管理 (IPM)策略擬訂

化學防治

物理防治

耕作防治、生物防治

作物監測、害物監測

設定防治基準(行動門檻)

田區管理、耕作防治、寄主抗性

生物防治 (保護天敵棲地)、物理防治

預防*

監測

治療



一、預防：

●田區採收後徹底清園、翻犁

、淹水或曝曬；(水旱)輪作

●手動摘除卵塊或初孵化幼蟲

二、監測：

●幼蟲-田間目視巡查

●成蟲-性費洛蒙誘捕

三、治療：

●達防治基準時啟動藥劑防治

●選用秋行軍蟲公告緊急防治藥劑

秋行軍蟲
IPM

整合管理

施行防治
生物農藥

化學藥劑

預防措施
耕作防治

物理防治

生物防治

發生監測
性費洛蒙誘捕

田間巡查

施行防治
釋放天敵

*達防治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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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行軍蟲整合性管理策略

 目前性費洛蒙於國內僅供田間族群監測，用以掌握秋行軍蟲發生動態及蟲害風險
預警，不具大面積共同防治效果



★幼蟲辨識重點★

體長0.2-3.2公分

體節有4個黑點

呈梯形分布

近末節則呈矩形

 對象：玉米、高粱等禾本科高風險寄
主作物

 時期：苗期階段開始執行 (作物約
10~15公分高度)，7天一次。

 方式：每田區調查3-5行，每行皆須
貫穿田區，目視觀察植株是否受害，
或於心葉/生長點見大量新鮮蟲糞。

！新植作物，全面落實田間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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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觀察幼蟲直接取食為害樣態

初齡幼蟲造成
窗格紋食痕

3齡以上幼蟲取食生長點
取食處具大量蟲糞

典型危害狀

巡查重點

危害雄花穗手動移除可疑卵塊及初孵化幼蟲



防治基準：

幼苗、抽穗期及果實期受害率達10%

輪生後期至抽穗前期植株受害率達20%啟動藥劑防治

5-15天

玉米

15-25天 25-40天 40-70天

秋行軍蟲
採後清園

化學防治翻耕淹水或曝曬
生物農藥

田間巡查性費洛蒙監測

物理防治

種植前 輪生初期 輪生後期至糊熟期幼苗期 輪生中期

化學防治 生物農藥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

高粱

12-15天 28-32天 55-60天 60-93天

種植前 幼穗形成期 開花期至成熟期幼苗期 灌溉抽穗期

防治基準：

幼苗、幼穗形成期及開花期受害率達10%

抽穗期植株受害率達20%啟動藥劑防治

化學防治 生物農藥

田間巡查 生物防治

幼苗期後全期監測

**各生長期天數均指播種後

田間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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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高粱各生長期之防治基準

 防治基準= 受害率 = (受害植株數/目視巡查植株數) * 100 %
目視巡查植株數須大於100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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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防治注意事項
 參照農藥資訊服務網

(https://pesticide.baphi

q.gov.tw/) 選擇藥劑種類，

並依標示記載之使用方法

施藥。

 輪替使用藥劑，注意安全

採收期。

 掌握施藥技巧，水量夠，

速度慢，確保藥劑進入心

葉，接觸到蟲體。

 依國內防治經驗，正確施

藥，掌握防治時機及技巧，

不會造成作物減產。

11A 微生物中
腸膜破壞劑

蘇力菌

3A 合成除蟲菊

依芬寧
(玉米15天)

(高粱15天)

3A 合成除蟲菊

護賽寧
(玉米15天)

(高粱15天)

28 Diamides

剋安勃
(玉米14天)

(高粱14天)

28 Diamides

氟大滅
(玉米21天)

(高粱不可用)

5 Spinosyns

賜諾特
(玉米9天)

(高粱9天)

1A 氨基甲酸鹽

硫敵克
(玉米未訂)

(高粱未訂)

15 第0型幾丁
質合成抑制劑

諾伐隆
(玉米10天)
(高粱10天)

https://pesticide.baphiq.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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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諾特
(第一次)

11.7% 賜諾特水懸劑 3,000倍
使用方法：於玉米播種後約兩週，幼苗受害率
達10%後開始施藥；隔10天後巡查發現輪生初
期受害率仍高於10%，再施藥1次，連續2次。

18.4% 剋安勃水懸劑
2,500倍
使用方法：再隔10天後
巡查發現植株達防治基準，
改施用勀安勃

10% 諾伐隆水分散性
乳劑 1,500倍
使用方法：持續巡查發
現植株達防治基準，改
施用諾伐隆

賜諾特
(第二次)

剋安勃
(施用間隔10-14天)

諾伐隆
(施用間隔7天)

玉米之藥劑輪替使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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