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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健康蠶（上）與膿病蠶（下）。（照片由本
場蠶蜂課廖久薰助理研究員提供）

圖二、白殭菌感染蠺造成硬化病。（照片由本場蠶
蜂課廖久薰助理研究員提供）

前言

家蠶屬於農業有益昆蟲，具有可人工大量

飼養之優點，讓家蠶及其延伸產物可以橫跨傳

統紡織產業到生物醫學產業，形成獨樹一格的

蠶產業鏈。養殖家蠶的過程中，家蠶可能受到

病原微生物的感染而罹病或被有害生物取食而

受傷，導致蠶繭的產量與品質降低。因此，為

減少病蠶的發生，除了使用化學蠶藥如含氯消

毒粉和廣用性抗生素以外，亦可利用如羅勒、

茴香和左手香等具抑菌成分之植物的萃取物進

行防治。

家蠶受桑葉特有之氣味吸引，將桑樹作為

單一食草，故桑樹的營養成分對於家蠶的健康

及免疫功能影響甚鉅。例如冬季桑樹生長遲滯，

養分吸收蓄積於植株，故隔年春天枝芽所飼養

之家蠶會比當年秋蠶更為強壯。在桑園管理中，

若使用化學農藥進行病蟲害管理，採摘殘留農

藥的桑葉餵食家蠶，可能會造成蠶兒農藥中毒。

中毒蠶兒會表現出躁動、痙攣、上吐下瀉等徵

狀，嚴重者抽蓄死亡。為減少殘效期長的化學

農藥殘留於桑樹上，應加強栽培管理以減少病

蟲害發生，並利用瓢蟲、草蛉和寄生蜂等天敵

昆蟲防治桑園蟲害，配合拮抗微生物與食菌性

昆蟲於桑園病害管理，以有效防止家蠶因農藥

中毒而造成損失。

植物萃取物降低病蠶發生率

家蠶的飼養過程中，若是蠶卵帶毒、衛生

環境殘留病原或是養蠶工作中帶入病原，皆可

能造成蠶生病。蠶病是造成蠶絲及蠶繭產量下

降的原因之一，蠶病依照病原微生物的不同分

成四個類別：分別是因細菌造成消化道問題的

軟化病、病毒造成體色乳白易破皮流膿的膿病

（圖一）、微孢子蟲在腸道增生導致營養障礙

的微粒子病以及真菌侵入體表後產生的硬化病

（圖二）等，為微生物感染之傳染性病害；非

傳染性病害則包括蠅蛆、螞蟻或其他昆蟲和大

型動物螫傷及啃咬造成之創傷，以及誤食毒蛾

類幼蟲的毒毛所引起的生理毒害。在蠶業養殖

歷史紀錄中，印度曾因細菌性軟化病而減產高

達七成、微粒子病重創義大利及法國蠶絲產業，

平均每年因病害發生而導致蠶絲及蠶繭產量減

產一成至兩成。

91

7



植物萃取物具有可以抑制病原微生物生長

的成分，並且能夠補足桑葉缺乏的營養以增加

蠶的免疫力，因此可以作為抑制蠶病發生的生

物防治資材。例如側柏枝條、錫蘭肉桂葉和薑

葉等磨碎後以有機溶劑萃取所取得之植物萃取

液，滴加於培養細菌的培養基上，培養後會出

現明顯的抑菌圈，且抑菌圈大小與抗生素效果

接近，表示抑制蠶病原細菌的生長速率及增殖

數量；羅勒葉及茴香種子萃取液可以抑制白殭

菌菌絲生長長度及分生孢子發芽率，使得白殭

病蠶的死亡率從兩成降至一成；左手香葉片萃

取液餵食蠶則可以將核多角體病毒病蠶的死亡

率從六成降至兩成；倘若以植物萃取液針對蠶

進行餵食測試，直接噴灑於桑葉上，蠶幼蟲獲

得的植物來源營養提升而體重可以增加約 7%，

同時因抑制病原微生物的孳生，可以降低染病

幼蟲的死亡率或減少被病原感染的機會。

從植物中萃取出之抑菌物質，通常為萜

類、酚類、酮類、醇類、醚類等化合物，例如

羅勒的抑菌物質為醇類之芳香醇、茴香具有醚

類結構化合物及左手香含有對病毒具有抑制作

用的酚類物質。抑菌物質分子的疏水性結構可

以與病原微生物的細胞膜上脂質結構結合，如

醇類可以破壞細菌和病毒的細胞膜並溶解脂

質；酚類之羥基與病原微生物的酵素活性中心

可以形成氫鍵鍵結而使得蛋白質變性，進而讓

酵素活性減弱甚至失活；或是干擾質子傳遞作

用、影響核苷酸磷酸化作用而抑制病原微生物

的呼吸作用，使其生長遲緩、失去活動力甚至

死亡。

噴施與餵食植物萃取物，用於蠶箔消毒，

可以減少病原微生物的殘留，消除蠶受到感染

的機會，作為預防材料；家蠶受到病原感染後，

無法根治消除病原，能藉由植物萃取物抑制病

程的進展，降低病蠶死亡率，使蠶完成生活史，

維持蠶絲和蠶繭的產量。因此在蠶業上，植物

萃取物是應用於預防和抑制病蠶發生具潛力之

天然資材。

天敵昆蟲及拮抗微生物應用於桑園管理

大約有兩百多種昆蟲會以桑樹為食，主要

的蟲害有桑木蝨、桑螟、天牛類、椿象類及粉

介殼蟲等，平均每年減少桑樹三成的桑葉產

量。其中以桑木蝨、桑螟和桑天牛為主要寄生

於桑樹的重要害蟲，其他毒蛾類、椿象類、介

殼蟲類等昆蟲食性廣泛，在田間中族群量大且

多樣性高，容易受鄰田作物及雜草等昆蟲相干

擾而使田間族群有差異性消長。因此，廣用性

的天敵昆蟲在田間自行生存繁衍，達到與主要

害蟲族群生態上維持平衡，即可壓制害蟲密度

低於經濟危害容許水準，維持不影響桑葉經濟

生產的產量。

天敵昆蟲在田間的應用，可分類為捕食性

天敵與寄生性天敵。捕食性天敵例如瓢蟲科的

瓢蟲可獵捕介殼蟲、蚜蟲和薊馬等小型昆蟲為

食，在田間中很容易觀察到六星瓢蟲（圖三）、

六條瓢蟲和隱勢瓢蟲的成蟲及若蟲；草蛉會吸

食桑木蝨的體液，尤其幼蟲期（圖四）捕食量

高，草齡三齡幼蟲平均每日捕食量高達 62.8 隻

圖三、六星瓢蟲。 圖四、草蛉的幼蟲。 圖五、卵寄生蜂產卵於椿象的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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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木蝨，除了桑木蝨亦可捕食蚜蟲和葉蟎類，

於田間可觀察到的機會高。寄生性天敵例如釋

放赤眼蜂屬寄生蜂，其雌蜂（圖五）產卵於螟

蛾類及椿象類的卵，寄生蜂幼蟲於卵內取食，

可以減少桑螟和椿象類害蟲的族群數量。

《台灣植物病害名彙》一書中整理自然發

生於臺灣的植物病害紀錄，在桑屬植物中，有

43 種真菌、1 種細菌和 8 屬線蟲的發生紀錄。

葉用桑樹上常見的植物病害包括：感染根部的

真菌性萎凋病和根瘤線蟲、感染莖部的膏藥病

與炭疽病以及在葉部產生病斑的赤銹病、褐斑

病及白粉病等，除了造成桑葉產量下降，具有

病斑的桑葉，其品質與營養含量也會降低。拮

抗微生物藉由分泌抗生物質抑制病原生長、或

超寄生於病原上，以破壞植物病原微生物的細

胞以避免其危害。

針對桑樹病害的生物防治實例包括：木黴

菌屬真菌對造成桑樹根部萎凋的鐮孢菌及造成

莖部斑點的病原真菌皆有抑制生長作用，研究

顯示施用後桑樹存活率提升，另外直接澆灌或

噴灑可以改善田間菌相；厚壁輪枝孢菌能夠寄

生危害桑樹根部的花生根瘤線蟲，侵入線蟲細

胞吸取養分；素菌瓢蟲屬瓢蟲以桑葉上的白粉

病菌為食，在春秋季節白粉病好發時，常可於

田間觀察到。

為減少桑園管理中使用化學農藥防治，生

物防治技術需配合適當的害蟲族群監測，施放

適量的天敵昆蟲，才能有效的應用，使天敵昆

蟲與寄主昆蟲的族群量達到平衡。而拮抗微生

物的施用需配合適合的田間溫度與濕度環境，

並且於病害發生初期即進行防治，才能事半功

倍。

結語

家蠶的生長對化學藥劑十分敏感，因此養

蠶過程中與桑園管理時應減少化學藥劑的使

用，可以利用天然資材與生物防治技術抑制病

蟲害的發生，維持蠶、桑產量及品質。植物萃

取物在經濟飼養家蠶的產業上有仍具有發展空

間，再加上天敵昆蟲和拮抗微生物具有應用於

桑樹病蟲害防治之潛力，綜合應用即能夠達成

友善環境的病蟲害整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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