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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茶皂素 (Tea saponin)，又稱茶皂苷，有

發泡、乳化、分散等性能，且具有溶血、抗

滲、消炎、化痰止咳、鎮痛等方面的藥理作

用，可用來製造各種類型的乳化劑、洗滌劑、

泡沫劑、防腐劑、殺蟲劑及其他藥劑，故應用

層面廣泛，在農業、清潔劑、醫藥、建材、水

產及化妝品等方面均有研究。在山茶屬植物

(Camellia sp.) 如油茶 (Camellia oleifera) 及茶

(C. sinensis) 等種子中含量非常豐富，將油茶

種籽 ( 圖 1) 經榨油後剩餘的油茶粕 ( 圖 2)，其

皂素含量約有 5-14%。有關茶皂素在農業上的

實際應用，主要以施用油茶粕 ( 又稱苦茶粕 )

或其浸出液等相關產物為主，如將油茶粕灑施

於水田中防治福壽螺 ( 圖 3)。本文針對茶皂素

在植物保護方面的應用與研究介紹如下，供農

友在田間農務時參考操作。

茶皂素之簡介與對生物之影響

茶皂素屬於植物的二次代謝產物，對病

毒、細菌、黴菌、原蟲、昆蟲或草食性動物等

外來侵略具有防禦作用，故存在於多數植物體

中，是一種天然的非離子型表面活性劑，具水

溶性。近年來，國內外從油茶子粕中提取茶皂

素的方法主要有水萃取法和有機溶劑法，另有

文獻指出經由水靜置浸出即可萃取分離出茶皂

素溶液。油茶粕粉溶於水振蕩後能產生持久性

泡沫 ( 圖 4、圖 5)，且起泡力不受水質硬度影

響。茶皂素在環境中容易分解，對人畜相對安

全，但對其他非目標生物仍有毒害之風險，尤

其對大部份水生動物均有較強之毒性，建議操

作者應謹慎使用，避免對生態造成過度影響。

茶皂素對魚毒性高，有溶血及破壞細胞膜

的作用，可通過破壞魚鰓的表皮細胞進入魚的

血管中，造成紅血球細胞解體失去活性，最後

導致魚類死亡；然對於蝦蟹類而言，由於蝦、

蟹類的鰓表皮的主要成分為幾丁質和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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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磨成粉後的油茶粕粉更易溶於水，常用於居家清潔

5 油茶粕粉溶於水後搖動產生泡沫

6  油茶粕施用於田間防治福壽螺的情形

與魚鰓的表皮結構不同，且皂素僅對紅血球有

溶血作用，而蝦蟹類的血液則為血青素，故皂

素對蝦蟹類的血液不會造成溶血問題，對其毒

性較弱。舉例來說，濃度 2.5 ppm 之茶皂素可

殺死鯽魚，但該濃度對蝦蟹則安全。故油茶粕

浸出液在蝦蟹養殖過程中可用於清除有害魚類

或雜魚，一般施放量約 5 ppm。皂素對蚯蚓亦

具有毒性，若將蚯蚓直接泡在皂素水溶液中，

蚯蚓會有分泌大量黏液、集結成團、產生斷裂、

呈串珠狀、蠕動能力下降等現象。

茶皂素在植物保護方面之研究與應用

一、防治福壽螺

茶皂素對福壽螺具有良好的殺螺效果，可

抑制福壽螺的卵孵化，且對福壽螺幼螺 24 小

時內的半數致死濃度低 (1.8 mg/L)。水稻插秧

期間，在田間施灑油茶粕，油茶粕必須施灑於

水中才會釋出茶皂素 ( 圖 6)，造成接觸到茶皂

素的福壽螺死亡，進而有效抑制福壽螺孳長，

其用量大約為每公頃 50-100 斤 ( 有機農法亦

可使用，有機栽培基準每公頃施用量不可超過

50 公斤 )，若以水深 3 公分及茶皂素含量 5%-

1  油茶種籽內含豐富茶皂素

2  油茶籽壓製榨油後產生的油茶粕

3  福壽螺於田間活動為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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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估算，其茶皂素濃度範圍約在 8.6-48 mg/
L，對福壽螺及大部分水生生物 ( 魚類、軟體

動物、兩棲類 ) 都具毒性。故提醒農友在施灑

油茶粕後至少 2-3 天內不要排水，需待茶皂素

自然分解之後再排水，以減少其對下游水生生

物的影響。此外，市售之油茶粕大多含有水分，

所含油茶皂素量會隨著存放時間的長短而逐年

減少，殺螺活性逐漸消退，故推薦油茶粕盡量

於榨油後 3 年內使用方有殺螺功效。

二、殺 (驅 )蟲劑

學者研究茶樹病蟲害與茶皂素的關係時發

現，茶皂素含量高的茶樹較耐小蠹蟲為害，而

易受害的茶樹中茶皂素含量較低。其他研究與

文獻也指出，茶皂素可用做防治植物蟲害的殺

蟲或驅蟲劑，其作用機制包括胃毒、忌避、附

著後堵塞體表氣門造成窒息，亦可破壞蟲體的

解毒代謝酵素活性，使某些昆蟲產生拒食和影

響其生長發育的作用。舉例來說：茶皂素對紋

白蝶幼蟲兼具胃毒和忌避的作用，濃度越高效

果越顯著。濃度至 800 mg/L 時對其 3、4、
5 齡幼蟲具有相當強的忌食作用，更造成其生

長發育緩慢，蛹也相較於未取食者小。亦可能

影響其神經系統，造成幼蟲取食時出現顫抖等

異常反應；對於小菜蛾則主要有忌避效果，且

抑制其幼蟲生長發育。邱氏等人於 2009 年發

表的文章指出，油茶粕浸泡液能降低斜紋夜盜

蛾產卵量及卵孵化率，並延長其羽化天數，擬

推薦農友利用 10% 油茶粕浸泡 2 天或 7 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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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浸出液使用兩次以上，或 5% 油茶粕浸泡 2
天的水浸出液使用三次以上來進行田間防治工

作。惟須特別提醒農友注意的是，施用油茶粕

水浸出液時，其稀釋倍數需依作物種類及生長

階段而調整，建議先小面積施灑，觀察確認對

作物無藥斑等不良反應 ( 圖 7) 後，再以此濃度

大面積施用為佳。

三、殺 (抗 )菌劑

茶皂素對於植物病原菌也具有殺菌或抑菌

的作用，如對茶炭疽病 ( 圖 8) 或輪斑病菌分

生孢子發芽有抑制效果，可使稻熱病菌、水稻

胡麻葉枯病原、梨黑斑病菌…等病原孢子發芽

異常，並抑制白絹病菌和水稻紋枯病菌菌絲生

長，且對大豆孢囊線蟲也有很強的毒殺效果。

此外，亦有文獻發表有關茶皂素對柑橘青黴病

及綠黴病等多種倉儲病害具有良好的防治效

用，可用於採收後水果的保鮮及防腐。然而，

目前實際用於作物病害防治上的茶皂素製劑仍

具有相當大的研發應用空間，農民可將苦茶粕

作為有機質混拌於土壤中，同時協助降低番石

榴根瘤線蟲之為害，中國大陸的報告指出其

五十年代曾用過茶枯水 ( 主成份為茶皂素 ) 來
防治稻熱病及紋枯病之實例。

四、農藥之助劑或增效劑

根據目前現有研究結果，茶皂素在農藥工

業中應用範圍包括作為濕潤劑與懸浮劑、增效

劑與展著劑、在除草劑或稍溶於水的農藥中作

為助溶劑 ; 或是直接作為生物農藥應用。由於

皂素本身具有介面活性劑特性，加入農藥中混

用，能明顯改善藥液的理化性質，可作為農藥

製備助劑或增效劑。王氏等人之試驗發現，茶

皂素能明顯降低農藥藥液表面張力，筆者於田

間試驗時亦觀察到類似現象，該試驗將蘇力菌

混合油茶粕水浸出液，可見其藥液附著更為均

勻 ( 圖 9)，推論係因適度添加油茶粕水浸出液

可有效增加藥液之表面張力，縮小液滴在目標

生物的接觸角度，進而提高藥劑在目標生物上

之有效沉積量，有利於在目標生物上附著能

力，而使藥效能充分發揮作用。對化學藥劑增

加溶解和保濕作用也可能是提高農藥效果的機

制之一。

結　語

油茶粕是價格相對便宜且天然的油茶榨油

副產物，其中之茶皂素含量豐富，除了可作為

天然清潔劑使用之外，也建議農友可利用其殺

螺、防治病蟲害及作為農藥增效劑混合施用。

茶皂素雖分解容易，藥效不易殘留，然對蚯蚓

及水生生物毒性高，尤其在水田防治福壽螺時

須特別注意用量及用法，盡量降低對其他非目

標生物的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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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油茶粕水浸出液於高濃度情形施用下可能造成藥斑

8  茶炭疽病之病徵，濕度高時泌出孢子

9 適度添加油茶粕水浸出液可增加藥液之表面張力，

提升附著性。A圖為單獨施用蘇力菌稀釋液的附著

情形；B圖為施用蘇力菌混合油茶浸出液之附著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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