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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冬季後，因低溫與外界蜜粉源減少，蜂王產卵量降低，蜂群

會減少採集活動並在巢內結成蜂團保持溫度，但不代表一年的養蜂工

作結束，仍應有正確的管理方式，幫助蜂群渡過冬季，以銜接春季順

利繁殖蜂群，培育強健蜂群增加採蜜量。以下逐一說明冬季管理重點：

　1.蜂群保溫：蜂場選擇以背風向陽，有日曬場所為佳，巢口不宜面

風向。當寒流發生，可適度降低蜂箱高度，但不可直接放置地面，以

幫助蜂群保溫。一般而言，木質蜂箱排水透氣性佳，而塑木材質保溫

性較好，但下雨易有積水問題。如發蜂箱有積水、滲水現象，現應立

即換箱，避免潮濕病原孳生。臺灣北部冬季低溫多陰雨，可利用保麗

龍板或稻草夾緊巢脾，加強保溫。 

　2.換王與併群管理：如蜂王產卵不佳，秋季可換王維持蜂勢，或汰

除嬴弱蜂王，適時併群維持群勢。蜂勢不足容易有幼蟲哺育不良，或

無足夠工蜂清潔巢房使病害容易發生。 

　3.病蟲害防治：蜂蟹蟎是重要病毒媒介，在入冬前應完成防治，減

少病毒病危害。白堊病為真菌性病害，好發於低溫潮濕季節，加強保

溫可防止白堊病發生。若出現白堊病群應隔離並汰換巢脾，使用過的

蜂具、蜂箱應清潔消毒或汰除，避免病原傳播，後續觀察病群，必要

時汰除病群。

　4.餵飼管理：西方蜜蜂利用零星蜜粉源能力較弱，在冬季蜜粉源不

足時應留意蜂糧儲存是否足夠。當寒流或陰雨季節，蜜蜂會形成蜂團

振翅保溫，因此需要補充餵飼，提供蜂群足夠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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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

利用保麗龍
板加強保溫，並加
強餵飼幫助蜂群度
過冬季（箭頭為高
密度保麗龍板）

荔枝椿象新成蟲腹部明顯白色
蠟粉

冬季荔枝椿象成蟲棲
息於葉背

冬季成蟲多棲息於樹
木上方處

　　荔枝椿象為近年造成農業損失及都市的

滋擾性外來入侵害蟲，其一年一世代，生活

史包括卵、若蟲和成蟲3個時期。每年3至6月

為荔枝椿象交尾產卵期，所以常在夏季引起

農民及民眾的關注，而到秋冬季時於當年所

產下的荔枝椿象卵已由若蟲發育為新成蟲，

初發育的成蟲腹部包覆有明顯白色蠟粉，仍

會於枝條上吸食汁液，而於10月後陸續移至

葉背，活動力低，與夏天受擾動時立即飛行

的現象有很大差異，因此不易被發現。

　　經龍眼與荔枝園間調查結果發現，荔枝

椿象於冬季多棲息於靠近＂樹木上層的0至30

公分枝條處 ＂，喜葉生長茂密、葉背和葉的

夾層中間，因此如果樹勢高大無將枝條剪下

，翻開葉片，則不易發現其躲藏。而冬季時

也有部分地點明顯為荔枝椿象聚集熱點處，

因此建議農民於冬天清園整枝時，藥劑處理

重點於樹木上方處，修枝需注意移除的枝條

上是否有荔枝椿象躲藏於葉背處，需一併移

除，避免再從移除的的枝條上飛回樹上，如

為有機園則可以利用高枝剪，將荔枝椿象聚

集的枝條剪下，降低隔年的椿象數量。而冬

天的成蟲雖然活動力低，但於近中午或溫度

升高，仍會因受擾動而分泌腐蝕性液體，進

行防治作業需配戴帽子和眼鏡等防護裝配。

　　於冬季時將荔枝椿象移除，可有效降低

隔年的危害，因荔枝椿象危害的無患子科植

物常見於農田、校園、公園、居家等，需由

各場域的負責單位、農民及民眾共同參與防

治工作，才能將荔枝椿象族群數量逐年降低。
趁冬季將成蟲移除可減少隔年
危害

冬季為白堊病
好發季節，應隔離

病群，更新巢脾避免
病原傳播，必要時汰
除病群（箭頭為發病

幼蟲，白色菌絲
自蟲體萌生）

荔枝椿象冬天躲去哪了？荔枝椿象冬天躲去哪了？荔枝椿象冬天躲去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