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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學校菜園中危害較大的昆蟲---黃條葉蚤(Phyllotreta striolata)為研究對象，分類

上屬於鞘翅目金花蟲科。 

黃條葉蚤雄蟲觸角第 1、2 節為黃色，第 5 節略膨大且長度約為第 6 節的 1.6 倍長；雌蟲

觸角第 1、2、3 節為黃色，第 5 節無明顯膨大。體型測量發現雌蟲的頭寬、體長及體寬的平

均值均比雄蟲大。卵粒呈橢圓形，淡黃色，卵長平均值為 0.30mm，卵寬平均值為 0.20mm。

生活習性部分，發現黃條葉蚤具有趨光性，以跳躍為主要移動方式，跳躍距離平均為 16.19cm，

最遠可達 34.5cm，約是體長的 145 倍。 

在友善防治的實驗中，驅蟲水的室內實驗以洋蔥水、菸葉水及生薑水效果較佳；驅蟲水

在菜園實驗中，則以小蘇打水、生薑水及菸葉水效果較佳。有色黏板誘捕實驗則以黃色黏板

誘捕效果最好。 

 

壹、 研究動機 

學校去年闢建了活力菜園教導我們如何種菜、健康飲食、親近自然及友善土地的技能與

觀念。我們平日在澆水或除草時，都會發現葉菜類陸陸續續會有許多不規則形蟲孔產生，而

且多集中在十字花科植物上，引起了我們的好奇，究竟是什麼昆蟲吃了我們細心照顧的蔬菜

呢？牠的盧山真面目長的如何呢？該如何保護我們的蔬菜才能順利採收呢？加上四下自然

「昆蟲王國」的單元裡有提到昆蟲與環境的關係，讓我們一起來探討菜園黑芝麻的神秘面紗

吧！ 

 

貳、 研究目的及架構 

研究目的 

一、 學校菜園十字花科植物的昆蟲相調查 

二、 認識黃條葉蚤的形態構造 

三、 探究黃條葉蚤的生態習性 

四、 探討黃條葉蚤的友善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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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採集用具 毛筆、自製吸蟲瓶(玻璃瓶、塑膠軟木塞、手持噴霧器內管、透明塑膠管、

挖孔器)、自製採樣框架(L 型鐵條、透明塑膠管) 

飼養用具 塑膠湯杯(20z、A140、AO700)、培養皿、新鮮蔬菜(十字花科) 

實驗用具 洋菜粉、新鮮蔬菜、矽膠模型、卡式爐、竹籤、夾鏈袋、濾網、漏斗、玻

璃瓶、果汁機、噴霧瓶、PP 板、鑷子、酒精、紙巾、PVC 水管、全開海報

紙、汽車頭燈、12V 電瓶、雙色西卡紙、3M 噴膠、保鮮膜 

觀察記錄器材 解剖顯微鏡、手機顯微鏡、放大鏡、智慧型手機、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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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研究一】學校菜園十字花科植物上的昆蟲相調查 

(一)採樣框架製作 

菜園種植作物多樣且大小不一，生長時有交錯重疊的情形，故製作採樣框架以做為田野

調查時空間定量的依據。 

※製作方法如下： 

1、L 型鐵條共 12 支(長邊 45cm、短邊 10cm)及透明塑膠軟管依 1.5cm 長度剪成數小段，套住

鐵條以利固定。 

2、利用 L 型鐵條可呈現直角的特性，將材料組合成一正立方體的框架，各邊長為 40cm。 

    
使用 L 型鐵條及透明

塑膠軟管進行組合。 
將 L 型鐵條 4 支組合

成正方形框，每邊長

為 40cm。 

續用 4 支 L 型鐵條當

支撐腳架組合成立體

的框架。 

再用 4 支 L 型鐵條加

強側面結構，使採樣

框架更加穩固。 
  

(二)吸蟲瓶製作 

    進行菜園昆蟲相調查時，發現許多葉菜類會因葉片重疊而增加許多間隙，使用一般蟲網

採集會增加採樣的困擾，經過討論及蒐集資料後，決定自製吸蟲瓶以運用在菜園田野調查。 

製作方法如下： 

    
取出手持噴霧器的內

管，其下方具有孔篩。 
利用軟木塞鑽孔器將

軟木塞另鑽出一孔洞。 
將噴霧器內管及透明

塑膠軟管插入軟木塞

的兩個孔洞。 

再將組合好的軟木塞

裝在玻璃瓶口，即可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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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菜園田野調查 

1、選擇菜園所種植的十字花科作物共五種，包含芥菜、大白菜、蘿蔔、青花筍及高麗菜(雪

翠品種) 

2、於 106 年 1 月 23 日、1 月 25 日、2 月 6 日、2 月 7 日及 2 月 10 日，利用自製採樣框架進

行昆蟲相調查，共進行 5 次。 

3、每次調查時將五種作物畫設小樣區並編號，每種作物樣區各抽選 2 個號碼進行調查。 

4、將調查結果記錄並進行整理。 
 

【研究二】認識黃條葉蚤的形態構造 

(一)文獻探討 

  搜尋相關文獻進行閱讀及整理 

(二)成蟲形態觀察 

1、利用自製吸蟲瓶於菜園進行黃條葉蚤採集。 

2、利用解剖顯微鏡進行形態觀察及拍照描繪，部位包含全身、觸角及前、中、後肢。 

 

(三)成蟲體型測量 

1、選取黃條葉蚤雄蟲及雌蟲各 30 隻。 

2、利用解剖顯微鏡進行觀察及測量成蟲頭寬、體長與體寬。 

3、將測量的結果利用 Excel 進行分析。 

 

【研究三】探究黃條葉蚤的生態習性 

(一)產卵及卵粒大小 

1、選取交配過後的雌蟲，靜置於放入大白菜葉片的塑膠杯中，觀察有無產卵。 

2、取卵 15 粒進行卵長及卵寬的測量，並將測量結果記錄下來。 

 

(二)趨光性行為 

1、取玻璃瓶橫放，利用橡皮筋將玻璃瓶區分成三區 

，分別為 A 區(離光源最遠)、B 區(介於中間)及 

C 區(離光源最近)。 

2、隨機選取黃條葉蚤 20 隻，放入玻璃瓶中。 

3、於實驗前先計算黃條葉蚤位於各分區的隻數。 
 

趨光性實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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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將玻璃瓶移入不透光水管中，用黑色不織布蓋住離光源較遠端，另一端開啟電燈開關， 

計時一分鐘。 

5、一分鐘後將玻璃瓶取出，立即計算黃條葉蚤位於各分區的隻數。 

 

(三)跳躍測量 

1、取全開白色海報紙 1 張，平置於桌面上。 

2、每次取黃條葉蚤 1 隻，隨機放於桌面海報紙上，靜待其跳躍。 

3、將跳躍前後的位置畫點連線，並用尺測量其跳躍距離。 

4、每隻黃條葉蚤重複試驗 5 次，合計共 30 隻、150 次。 

   

將黃條葉蚤置於白色海報紙

上，靜待其跳躍。 
將跳躍前、後的位置進行畫

線。 
將測量的結果記錄於所繪的

直線邊及記錄紙上。 

 

【研究四】探討黃條葉蚤的友善防治方法 

(一)果凍誘捕法 

1、取芥菜葉梗約 100 公克，切丁後置於水中浸煮。 

2、過濾取出芥菜汁液後，再加入洋菜粉 20 公克進行攪拌。 

3、將攪拌後的汁液倒入矽膠模具中，靜置待其冷卻結凍。 

4、取出芥菜果凍，利用竹籤串住後，插在菜園芥菜旁，隔日進行觀察是否有取食。 

    

將芥菜去葉取其葉

梗。 

秤重後進行切丁浸

煮。 

加入洋菜粉後倒入矽

膠模具，待其冷卻。 

利用竹籤固定後，插

在芥菜旁進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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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驅蟲水試驗 

1、驅蟲水製作方式 

 

表 1、六種驅蟲水的製作方式。 

 名稱 所需材料 製作方式 

1 辣椒水 
朝天椒 20 公克 

水 100 毫公升 

取朝天椒秤重 20 公克後切碎後倒入果汁機，再加

水 100 毫公升進行攪拌後，利用篩網過濾後備用。 

2 生薑水 
生薑 20 公克 

水 100 毫公升 

取生薑秤重 20 公克後切碎後倒入果汁機，再加水

100 毫公升進行攪拌後，利用篩網過濾後備用。 

3 洋蔥水 
洋蔥 20 公克 

水 100 毫公升 

取洋蔥秤重 20 公克後切碎後倒入果汁機，再加水

100 毫公升進行攪拌後，利用篩網過濾後備用。 

4 菸葉水 
菸葉 2 公克 

水 100 毫公升 

將菸葉 2 公克，加入 100 毫公升的水，靜置 24 小

時後，取出過濾備用。 

5 小蘇打水 
小蘇打 2 公克 

水 100 毫公升 

將小蘇打粉 2 公克，加入 100 毫公升的水，攪拌均

勻後備用。 

6 環保酵素 
依黑糖：橘皮：水=1:3:10

的比例進行調配 

取酵素水 100 毫公升，不稀釋直接使用。(僅使用

於菜園試驗) 

 

 

  
  

將辣椒 20g切碎後放入

果汁機。 

秤重 100 公克體積為

100 毫公升的水，倒入

果汁機攪拌。 

利用篩網進行過濾。 6 種驅蟲水調配的結

果。 

 

2、室內實驗 

(1)摘取大白菜新鮮葉片，裁切成直徑 8 公分的圓形，置於培養皿內。 

(2)使用不同毛筆於葉面、葉背分別塗抹 5 種驅蟲水，待風乾後再將黃條葉蚤移入培養皿內。 

(3)每個培養皿各隨機放入 5 隻黃條葉蚤進行實驗，每組使用 2 個培養皿進行觀察，計 10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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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試驗中 5 種驅蟲水每次重複 4 次實驗。 

(5)間隔 4 小時後進行觀察記錄並利用 Excel 進行分析。 

 

3、菜園實驗 

(1)於菜園種植芝麻葉樣區，以兩株為一組，以 pp 板架設隔板以避免互相干擾，共 6 組。 

(2)實驗前先利用吸蟲瓶將實驗區域內的黃條葉蚤全數吸出。 

(3)隨機於 6 種驅蟲水的樣區內各放入 20 隻黃條葉蚤。 

(4)將 6 種驅蟲水分別在植株的四個方位及正上方進行噴灑，每株植物每次按壓 10 下，每組

按壓共 20 下。 

(5)間隔 4 小時後進行觀察停留隻數的記錄。 

(6)重複實驗 3 次後並利用 Excel 進行分析。 

 

    

利用 pp 板搭設隔板。 實驗前先將隔板內的

黃條葉蚤全數吸出。 
於隔板內噴灑驅蟲水 間隔 4小時後一邊尋找

一邊記錄。 
 

(三)有色黏板誘捕法 

1、選取紅、黃、綠、藍、紫及黑色的卡紙，裁剪成邊長 20 公分的正方形。 

2、將卡紙黏於厚紙板上，並用保鮮膜封住。 

3、取 3M 黏膠噴於保鮮膜上，並架於菜園芝麻葉樣區中。 

4、間隔 4 小時後進行黃條葉蚤的觀察計數。 

5、重複試驗 3 次並將記錄結果用 Excel 進行分析。 

    

裁切卡紙。 利用保鮮膜封住並噴

上黏膠。 
有色黏板擺設於菜園。 利用筆尖指蟲計算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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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果與討論 

【研究一】學校菜園十字花科植物的昆蟲相調查 

(一)使用採樣框架及吸蟲瓶進行調查 

    

於芥菜葉上找尋黃條

葉蚤的蹤跡並用吸蟲

瓶進行採集。 

分工合作進行蘿蔔上

黃條葉蚤的尋找及記

錄。 

蘿蔔葉背被黃條葉蚤

啃食的情形。 
菜園內的另一種啃葉

害蟲-猿葉蟲幼蟲。 

  

(二)昆蟲相調查結果 

1、經過 5 次的菜園調查，發現菜園十字花科作物上的昆蟲有黃條葉蚤、猿葉蟲、蚜蟲、蝗蟲

及鱗翅目幼蟲，非昆蟲的部分則有蜘蛛。 

2、5 次菜園調查結果如下： 

 
表 2、五次菜園昆蟲相調查統計表 

  日期:1 月 23 日 
       昆蟲 
植物 黃條葉蚤(隻) 猿葉蟲(隻) 蚜蟲(群) 蝗蟲(隻) 鱗翅目幼蟲

(隻) 
芥菜 28 8 - - - 
大白菜 18 5 - - - 
白蘿蔔 7 5 1 - - 
高麗菜 - - - - - 
青花筍 - - 5 - 1 
合計 53 18 6 0 1 

 
日期:1 月 25 日 

       昆蟲 
植物 黃條葉蚤(隻) 猿葉蟲(隻) 蚜蟲(群) 蝗蟲(隻) 鱗翅目幼蟲

(隻) 
芥菜 22 7 1 - - 
大白菜 41 8 2 - - 
白蘿蔔 4 5 1 1 - 
高麗菜 - - - - - 
青花筍 - - - - - 
合計 67 20 4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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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 月 6 日 
       昆蟲 
植物 黃條葉蚤(隻) 猿葉蟲(隻) 蚜蟲(群) 蝗蟲(隻) 鱗翅目幼蟲

(隻) 
芥菜 112 14 - - 1 
大白菜 29 24 - - - 
白蘿蔔 10 - 9 - - 
高麗菜 - - - - - 
青花筍 - - 6 - - 
合計 151 38 15 0 1 

 
日期:2 月 7 日 

       昆蟲 
植物 黃條葉蚤(隻) 猿葉蟲(隻) 蚜蟲(群) 蝗蟲(隻) 鱗翅目幼蟲

(隻) 
芥菜 36 11 - - 4 
大白菜 13 13 - - 1 
白蘿蔔 17 25 - - 2 
高麗菜 1 - - - - 
青花筍 - - 6 - - 
合計 67 49 6 0 7 

 
日期:2 月 10 日 

       昆蟲 
植物 黃條葉蚤(隻) 猿葉蟲(隻) 蚜蟲(群) 蝗蟲(隻) 鱗翅目幼蟲

(隻) 
芥菜 25 10 2 1 - 
大白菜 14 21 - 2 1 
白蘿蔔 17 1 - 1 - 
高麗菜 3 - - - - 
青花筍 - - 13 - - 
合計 59 32 15 4 1 

 

    
大白菜被黃條葉蚤啃

食後的情形。 
黃條葉蚤啃咬葉子

後，葉面上的小洞。 
許多黃條葉蚤在芥菜

葉面上。 
猿葉蟲幼蟲亦會啃食

十字花科作物。 

討論： 
1、發現在 5 種十字花科作物中，黃條葉蚤較喜歡群聚在芥菜、大白菜及白蘿蔔葉片上，且數

量較多。 
2、猿葉蟲也喜歡在芥菜、大白菜及白蘿蔔葉片上，但數量較黃條葉蚤少。 
3、蚜蟲則多在白蘿蔔及青花筍的葉片上且呈現群聚狀，所以調查時以「群」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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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認識黃條葉蚤的形態構造 

(一)文獻探討 

1、分類地位 

 Kingdom Animalia       動物界 

 Phylum Arthropoda      節肢動物門 

Class Insecta            昆蟲綱 

Superorder Coleoptera      鞘翅目 

                          Family Chrysomelidae      金花蟲科 

2、基本介紹 

    黃條葉蚤(Phyllotreta striolata)，體型小而翅鞘有黑色光澤，兩翅鞘各有一條略呈波狀之

金黃色縱紋；後足腿節特別膨大，善於跳躍如蚤，故稱為黃條葉蚤，俗稱菜跳仔、菜龜仔、

黃龜仔、跳仔、葉蚤或硬殼龜仔。 

3、為害習性 

    黃條葉蚤主要危害十字花科蔬菜甚鉅，苗期被害尤其影響植株發育、蟲口密度高且危害

嚴重時常導致廢耕 (張煥英等，2008)。一般成蟲均自葉背嚙食葉肉，食痕多呈圓形或不定形

蟲孔，生育初期幼嫩葉片被取食後，隨菜株同步生長，蟲孔亦形變大 (陳慶忠等，1990)。幼

蟲具土棲性而食害地下根部，致使吸收養分與水分能力受阻而生長不良，終齡幼蟲土中化蛹，

羽化後成蟲爬出土面再危害地上部，繼續其繁殖 (張煥英等，2008)。  

4、防治方法 

    文獻中提到黃條葉蚤的防法方治，主要包括農藥防治、輪作、淹水、隔離或架設細網、

黏板及噴灑菸草浸液等方式。農藥種類如佈飛松乳劑、阿巴丁乳劑、培丹水溶性粉劑…等；

輪作係指種植非十字花科的作物，使幼蟲餓死或成蟲飛離；種植前將整園淹水可使卵、幼蟲

或蛹在土中死亡；隔離或架設細網高約 50 公分，可適度避免成蟲因跳躍入侵；黃色黏板的使

用可降低田間成蟲的密度(黃中道，2006)，菸草浸液則以 10 倍至 100 倍比例證實對黃條葉蚤

的致死率高(李豐在，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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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蟲形態觀察 

照片 手繪圖 

 
 

部位 描述 照片 手繪圖 

觸角 

(雄蟲) 

(1) 觸角有 11 節。 

(2) 第 5 節約為第 6 節的 1.6 倍

長。 

(3) 第 5 節較第 6 節膨大。 

(4) 觸角第 1、2 節為黃色。 
  

觸角 

(雌蟲) 

(1) 觸角有 11 節。 

(2) 第 5 節約為第 6 節的 1.6 倍

長。 

(3) 第 5、6 節粗細相近，無膨

大。 

(4) 觸角第 1、2、3 節為黃色   

前肢 

(1) 包含腿節、脛節、跗節 2 節
及爪。 

(2) 腿節末端與脛節前 1/3 處偏
黃色，其餘部位均呈黑色。 

(3) 腿節、脛節及跗節均具有細
毛。 

  

中肢 

(1)包含腿節、脛節、跗節 2 節
及爪。 

(2)腿節末端與脛節前 1/3 處偏

黃色，其餘部位均呈黑色。 
(3)腿節、脛節及跗節均具有細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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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肢 

(1) 後肢腿節最粗。 
(2) 包含腿節、脛節、跗節 2 節

及爪。 
(3) 僅脛節前 1/3 處呈黃色，其

餘各部位均呈黑色。 
(4) 腿節、脛節及跗節均具有細

毛。   

  

(三)成蟲體型測量 

實驗結果： 

表 3、成蟲體型測量 

測量資料 
頭寬(mm) 體長(mm) 體寬(mm) 

♂ ♀ ♂ ♀ ♂ ♀ 
平均值 0.52 0.54 2.53 2.67 1.21 1.25 

最大值 0.61 0.64 2.88 2.99 1.46 1.46 

最小值 0.42 0.42 2.11 2.16 0.95 1.02 
註：雄蟲、雌蟲個體數均為 30 隻。 

 

 

圖 1、黃條葉蚤雌雄成蟲頭寬測量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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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黃條葉蚤雌雄成蟲體長測量折線圖 

 

 

圖 3、黃條葉蚤雌雄成蟲體寬測量折線圖 

討論： 

1、黃條葉蚤雄蟲的頭寬介於 0.42mm 至 0.61mm 之間，平均值 0.52mm；體長介於 2.11mm 至

2.88mm 之間，平均值 2.53mm；體寬介於 0.95mm 至 1.46mm 之間，平均值 1.21mm。(表 3) 

2、黃條葉蚤雌蟲的頭寬介於 0.42mm 至 0.64mm 之間，平均值 0.54mm；體長介於 2.16mm 至

2.99mm 之間，平均值 2.67mm；體寬介於 1.02mm 至 1.46mm 之間，平均值 1.25mm。(表 3) 

3、由圖 1、圖 2、圖 3 可知，黃條葉蚤雌蟲的頭寬及體長均比雄蟲較大，而雌雄成蟲體寬則

互有大小的差異。 

 

【研究三】探究黃條葉蚤的生活習性 

(一)產卵及卵粒測量 

1、產卵行為：雌蟲於產卵時，會從腹部末端伸出產卵管尋覓合適的產卵位置，每次產卵的位

置皆不同，且只在同一個位置產下一顆卵粒。 

2、卵粒呈橢圓形，顏色為淡黃色，卵粒測量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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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卵粒測量 

卵粒資料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個體數(N) 

寬度(mm) 0.2 0.17 0.22 

15 長度(mm) 0.3 0.27 0.33 

比值(卵寬/卵長) 0.65 0.55 0.79 

 

    

雌蟲伸出產卵管 卵和雌蟲 利用顯微鏡軟體進行

卵粒的測量 
卵粒測量的結果 

 

 

圖 4、黃條葉蚤卵長及卵寬散佈圖 

討論： 

1、卵長介於 0.27mm 至 0.33mm 之間，平均值 0.30mm；卵寬介於 0.17mm 至 0.22mm，平均值

0.20mm。 

2、進行卵粒測量時，由於卵粒極小且殼薄，建議需在產卵後馬上進行測量，倘若間隔時間太

久，則卵粒會黏在產卵位置，使用毛筆或鑷子也不易移動，可能使卵粒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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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趨光性觀察 

實驗結果： 

    
圖 5、黃條葉蚤開燈前分佈位置統計圖 

 
圖 6、黃條葉蚤開燈後分佈位置統計圖 

討論： 

1、於實驗結果中發現裝於玻璃瓶內的黃條葉蚤有趨光性，各區的蟲會受到光線的刺激而往 C

區光源靠近。 

2、於防治實驗進行時，亦有嘗試利用黃條葉蚤具有趨光性進行誘捕試驗，唯誘捕效果不佳，

可能與夜晚氣溫降低，黃條葉蚤活動能力降低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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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跳躍測量 

實驗結果： 

    實驗時發現黃條葉蚤跳躍結果可分成 A、B 兩種模式，A 模式為跳躍後即在他處落下；B

模式為跳躍後有展翅飛行才在他處落下，兩種模式實驗結果整理如下。 

表 5、黃條葉蚤跳躍測量 

跳躍情形 平均距離(cm) 最大距離(cm) 最小距離(cm) 次數 

A 模式 16.19 34.5 1.3 132 

B 模式 22.83 42.4 6.7 12 

 

 
圖 7、黃條葉蚤跳躍距離統計長條圖 

討論： 

１、由圖 4 可知黃條葉蚤的移動方式比較常採用 A 模式。 

2、黃條葉蚤 A 模式跳躍距離呈常態分佈，且在 5~10cm、10~15cm、15~20cm 及 20~25cm 這

4 個區間內，跳躍記錄均達 20 次以上。 

3、A 跳躍模式中，以跳躍距離 10~15 公分的次數最多，達到 37 次；15~20 公分的次數次之，

達到 35 次，跳躍平均距離 16.19 公分落於此區間中。 

4、A 模式實驗中，黃條葉蚤在沒有飛行時，跳躍的最遠距離可達到 34.5 公分，約為體長的

145 倍。 

5、跳躍平均距離 16.19cm 是平均體長 2.38mm 的 68 倍。 

6、黃條葉蚤 B 模式跳躍距離沒有呈常態分佈，實驗結果在各距離區間均有零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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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四】探討黃條葉蚤的友善防治方法 

(一)果凍誘捕法 

實驗結果：我們發現在芥菜果凍上僅有非洲大蝸牛的咬痕，而沒有黃條葉蚤咬過細小的痕跡，

也沒有黃條葉蚤停留在果凍上面。 

 

(二)驅蟲水試驗 

1、室內實驗 

實驗結果： 

 

表 6、室內驅蟲水驅離隻數統計表 

次數 
種類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合計 百分率 

生薑水 9 7 7 8 31 78% 

辣椒水 9 4 4 6 23 58% 

小蘇打水 9 6 6 7 28 70% 

菸葉水 8 7 7 10 32 80% 

洋蔥水 9 7 7 9 32 80% 

對照組 7 5 5 2 19 48% 

 

 

 
圖 8、室內驅蟲水驅離隻數百分率長條圖 

討論： 

1、實驗結果以洋蔥水、菸葉水及生薑水驅蟲的效果較佳，驅蟲的百分率可達 78%以上。 

2、5 種驅蟲水與對照組進行比較，顯示 5 種驅蟲水都有驅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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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菜園實驗 

實驗結果： 

表 7、菜園驅蟲水驅離隻數統計表 

次數 
種類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合計 百分率 

酵素水 13 17 18 15 63 79% 
生薑水 18 17 18 14 67 84% 
辣椒水 15 15 19 15 64 80% 
小蘇打水 20 17 17 13 67 84% 
菸葉水 15 17 16 18 66 83% 
洋蔥水 12 16 17 14 59 74% 
對照組 16 12 13 16 57 71% 

 

 

 
圖 9、菜園驅蟲水驅離隻數百分率長條圖 

 

討論： 

1、實驗結果以小蘇打水、生薑水及菸葉水驅蟲的效果較佳，驅蟲的百分率可達 83%以上。 

2、6 種驅蟲水與對照組進行比較，顯示 6 種驅蟲水都有驅蟲的效果，可能原因除了本實驗使

用之驅蟲水濃度較高外，且於實驗中每次噴灑驅蟲水四小時之後即檢視驅蟲效果，可能實

驗頻率較密集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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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色黏板誘捕法 

實驗結果： 

表 8、黃條葉蚤有色黏板誘捕隻數統計表 

    黏板顏色 

次數 
紅 黃 綠 藍 紫 黑 總計 

第 1 次 0 9 5 2 0 4 20 

第 2 次 1 2 3 0 2 2 10 

第 3 次 1 3 2 0 0 3 9 

第 4 次 1 3 4 0 0 3 11 

總計 3 17 14 2 2 12 50 
 

 

 
圖 10、黃條葉蚤有色黏板誘捕結果長條圖 

 

討論： 

1、在 6 種顏色的黏板中，黃色、綠色及黑色在四次實驗中均有黏到黃條葉蚤，黃色黏板 17

隻>綠色黏板 14 隻>黑色黏板 12 隻，黃色黏板的吸引效果是 6 種顏色中最好的。 

2、黏劑的使用為一般美工用的噴膠黏劑，無使用市售之黏著資材，係因市售之黏著資材含有

專一性的誘引劑，本實驗僅著重在顏色是否能吸引黃條葉蚤靠近，故採用美工噴膠進行實

驗，致於美工噴膠內含成分是否也對黃條葉蚤有所影響，可再進一步實驗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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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一、藉由菜園昆蟲相調查，可以知道十字花科植物上的主要昆蟲有黃條葉蚤、猿葉蟲和蚜蟲。 

二、藉由菜園調查可知黃條葉蚤喜歡吃的作物有芥菜、大白菜及白蘿蔔的葉子。 

三、黃條葉蚤體型小如芝麻，翅鞘兩邊各有一個形如波紋的黃斑，後肢腿節粗壯善於跳躍如

蚤，喜歡吃十字花科的葉子，綜上所述，故其名為黃條葉蚤。 

四、黃條葉蚤雄蟲觸角第 1、2 節為黃色，其餘各節為黑色，其中第 5 節膨大且為第 6 節的 1.6

倍長；雌蟲觸角第 1、2、3 節為黃色，其餘各節為黑色，其中第 5 節無膨大但亦為第 6

節的 1.6 倍長。 

五、黃條葉蚤雄蟲頭寬的平均值為 0.52mm，體長的平均值為 2.53mm，體寬的平均值為

1.21mm；雌蟲頭寬的平均值為 0.54mm，體長的平均值為 2.67mm，體寬的平均值為

1.25mm；雌蟲的頭寬、體長和體寬的平均值均比雄蟲大。 

六、黃條葉蚤卵粒呈橢圓形，顏色為淡黃色，卵長平均值為 0.30mm，卵寬平均值為 0.20mm。 

七、實驗中黃條葉蚤具有趨光性，會受到光線的刺激而被吸引靠近。 

八、黃條葉蚤移動方式以跳躍為主，偶爾有跳躍後飛翔的情形。平均跳躍距離為 16.19cm，

最遠可達 34.5cm，約是體長的 145 倍。 

九、室內實驗五種驅蟲水都可達到驅蟲的效果，以洋蔥水、菸葉水及生薑水效果較佳。 

十、菜園實驗六種驅蟲水都可達到驅蟲的效果，以小蘇打水、生薑水及菸葉水效果較佳。 

十一、有色黏板誘捕實驗結果以黃色黏板的效果最好。 

十二、友善防治方法中，驅蟲水的效果比果凍誘捕法及有色黏板誘捕法好，且在實驗過程中

也發現直接使用吸蟲瓶來吸蟲的效果更直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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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未來展望 

一、黃條葉蚤體型較小，實驗中雖有觀察到產卵行為，但因卵孵化率不佳且幼蟲小不易飼養，

希望日後有機會能進行黃條葉蚤生活史的觀察研究。 

二、針對黃條葉蚤藉由觸角或其他構造來區分雌雄個體的方式，可再進一步的驗證。 

三、對於黃條葉蚤的友善防治希望能找到更有效且無毒的方法，讓我們能善待土地、健康飲

食，朝向永續家園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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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海報 

【評語】080305  

1. 探討菜園常見十字花科害蟲黃條葉蚤的形態、生活史及跳躍

行為，從一般環境中取材，觀察記錄詳實，值得鼓勵，但整

體研究可更加深入及精確。 

2. 設計實驗比較不同的有機農業防蟲方法對防治黃條葉蚤的

效果．頗具應用性，但可加強說明其做法之發想及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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