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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來咖啡樹種植面積擴大，使得以咖啡豆維生的咖啡果小蠹迅速擴散，此蟲幾乎在咖啡

豆中完成生命史，因此防治不易。閱讀文獻發現此蟲容易受甲醇乙醇氣味引誘，我們自製誘

引瓶及研發酒麴菌液+甲醇乙醇的方式進行實驗。結果發現：1..紅色誘引瓶抓到較多咖啡果小

蠹，推論此蟲易受紅色(波長 620–750 nm)吸引；2.相同成分發酵液體添加 3：1 甲醇乙醇混合

後的誘引劑有較佳的誘引效果；3.比較酒麴菌在不同液體發酵效果，發現糖水酒麴菌+3：1 甲

醇乙醇＞咖啡豆液酒麴菌+3：1 甲醇乙醇＞單純甲醇乙醇(3：1)；4.同一成分的誘引劑在海拔

較低時誘引效果較佳；5.酒麴菌誘引劑會隨著溫度升高而逐漸提升誘引效果。未來可搭配農改

場誘引劑使用，提升咖啡果小蠹的防治。  

 

 

  

透過自製咖啡豆酒麴菌誘引劑誘引咖啡果小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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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近年來咖啡消費人口大增，咖啡種植面積不斷擴大，但是咖啡產量卻沒有大增，主要在

於咖啡果小蠹入侵造成商品價值下跌。咖啡果小蠹自 2007 年在臺灣的咖啡首度發現其蹤跡 

(林等，2010)，隨著國內咖啡產業的快速發展，此蟲隨著咖啡的種植而分布至國內各個產區。

由於咖啡果小蠹的生態習性特殊，除雌蟲會在繁殖期飛到咖啡果外，其餘生長階段均躲在咖

啡果實中，雄成蟲壽命約為 20-87 天，雌成蟲壽命可達 157 天，加上 25 天至 60 天即可完成一

個生長週期，因此一般防治害蟲的化學藥劑噴灑效果有限，使得咖啡果小蠹防治遇到瓶頸，

造成咖啡的生產陷入了困境。 

    為了更加了解咖啡果小蠹的防治方法，我們上網查閱了各種文

獻資料，發現對咖啡園較友善的方式是懸掛紅色誘引瓶，並在其中

添加甲醇+乙醇成分，藉此誘引飛行中的雌成蟲，降低園內的咖啡

果小蠹的族群。我們查閱了各種有關誘引瓶設計的文獻，發現國外

用紅色、綠色、透明的誘引瓶，因此我們設計了紅色及透明的誘引

瓶，想要了解兩種誘引瓶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效果是否有差異。我

們也從文獻中閱讀到甲醇乙醇(1:1)和甲醇乙醇(3:1)兩種比例對咖啡果小蠹都具有吸引力，因

此我們也在實驗中設計甲醇乙醇不同比例，進一步確認哪種甲醇乙醇比例的誘引效果較好。 

    此外，以前的學長姐進行咖啡果小蠹相關研究時，發現咖啡果小蠹身上帶有茄鐮刀菌，

因此我們很好奇若在甲醇乙醇中加入茄鐮刀菌，會不會提高咖啡果小蠹誘引率？另外咖啡果

小蠹會在綠色咖啡果開始發育時即鑽入果實中，我們猜測果實應該有散發吸引果小蠹的氣味，

因此我們也根據學長姐的研究，將咖啡果皮上的酵母菌發酵後加入甲醇乙醇中，看看這樣混

合的誘引劑氣味是否能提升誘引效果？最後文獻提及咖啡果小蠹喜歡酒精的氣味，我們就以

市售酒麴菌分別加入糖水、咖啡液或米飯發酵，再加入甲醇乙醇，想藉此看看這樣的誘引效

果是否能提升？ 

市售誘引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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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探究的過程很有趣，我們到不同海拔的咖啡園放誘引劑，並在收回計數時學會辨認

咖啡果小蠹與其他蠹蟲的差異。雖然有時候遇到寒流低溫而使得誘引瓶幾乎都是空的，但是

更多時候誘引到許多咖啡果小蠹。一隻隻計數咖啡果小蠹造成肩頸痠痛及眼睛疲勞，但是看

到自製誘引劑可以抓到咖啡果小蠹時，我們就忘記這些辛苦。實驗時遇到困難想辦法解決，

靠著堅持到底的精神一步一步地克服，永不放棄的實驗下去! 

貳、研究目的

一、了解咖啡果小蠹的身體特徵及生活習性。 

二、實驗室中確認自製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三、經由野外咖啡園實驗探討不同變項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一)不同顏色誘引瓶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二)不同甲醇乙醇比例對咖啡果小蠹誘引情形。

(三)不同成分及不同甲醇乙醇比例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四、比較不同條件下酒麴菌誘引劑在野外咖啡園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一) 酒麴菌在不同液體發酵後的誘引情形。

(二) 酒麴菌誘引劑在不同區域(海拔)的誘引情形。

(三) 酒麴菌誘引劑在不同月份(溫度)的誘引情形。

自製誘引瓶懸掛於咖啡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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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實驗生物 

    1.咖啡果小蠹：從距離學校約 9 公里，海拔 600~900 公尺左右的咖啡園中取得。 

 

 

 

二、實驗器材 

(一) 咖啡果小蠹生態觀察 

    新鮮或乾燥咖啡豆、解剖刀、鑷子、解剖顯微鏡、手機、紀錄紙。 

 

 

                                    

                                      

 (二)誘引劑培養 

     1.培養菌種：馬鈴薯培養基(PDA)、馬鈴薯培養液、壓力鍋、接種環、玻璃評塗棒、試 

      管、無菌操作台。 

     2.培養誘引劑：玻璃瓶、砂糖水、恆溫培養箱。 

   

壓力鍋 接種環 三角玻璃平塗棒 

   

無菌操作台 恆溫培養箱 培養誘引劑玻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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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味選擇實驗 

   玻璃 Y 型管、棉花、自製誘引劑、市售甲醇乙醇、農改場誘引劑、紅色塑膠盆、紙板、

紗網、塑膠瓶蓋。 

  

 

玻璃 Y 型管 紅色塑膠盆 自製氣味盒 

 (四)田間咖啡果小蠹誘引實驗 

   自製誘引瓶(1500C.C.透明寶特瓶*2)、100C.C.小型塑膠瓶*1、美工刀、剪刀、紅色膠帶、

自製誘引劑、市售甲醇、市售乙醇、農改場誘引劑。 

   

1500C.C.透明寶特瓶 100C.C.小型塑膠瓶 自製咖啡液誘引劑 

   

自製酒麴菌誘引劑 市售甲醇、市售乙醇 農改場誘引劑 

(五)咖啡果小蠹計數 

      玻璃培養皿、塑膠滴管、解剖顯微鏡、咖啡果小蠹圖片、紀錄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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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咖啡果小蠹的特徵觀察 

    為了對咖啡果小蠹有更深入了解，我們從閱讀文獻、實際觀察及專家請益三方面進行。 

(一)閱讀文獻：查詢有關咖啡果小蠹的電子資料和書面資料，進行閱讀和整理。 

(二)實際觀察：從學校附近的咖啡園進行觀察和紀錄。 

    1.了解咖啡果小蠹身體構造  

   A.將咖啡園取得的咖啡果小蠹放到解剖顯微鏡下觀察。 

前置實驗 實驗室實驗 

1.Y 型管實驗 

2.氣味盒實驗 

野外咖啡園實驗 

實驗六：不同月份溫度 

實驗五：不同園區海拔 

實驗四：不同溶液酒麴菌 

實驗三：不同成分誘引劑 

1.咖啡果小蠹 

特徵觀察 

2.實驗菌種培

育及調配誘

引劑 

咖啡液 

透明 

紅色 

酒麴菌液 

咖啡菌液 

茄鐮刀液 

900 公尺 

20°C 以上 

600 公尺 

米飯 

咖啡液 

糖水 

3：1 

1：1 

20°C 以下 

實驗二：不同甲醇乙醇比例 

實驗一：不同顏色誘引瓶 

前置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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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將解剖顯微鏡看到的果小蠹樣態與圖片進行比對。 

    2.了解咖啡果小蠹生活習性 

  A.將取得的咖啡果放置於培養皿中，以解剖刀切開後觀察果實中的咖啡果小蠹。 

  B.觀察咖啡果小蠹覓食行為及不同階段外觀特徵。 

(三)專家請益 

     請教農改場專家有關咖啡果小蠹與其他蠹蟲外觀特徵的差異，以便後續計數時能更精

確辨別。 

二、實驗菌種培育及調配誘引劑 

(一)培養不同菌液 

1.準備茄鐮刀菌、咖啡豆酵母菌、市售酒麴菌以及市售酵母菌。 

    2.將市售酒麴菌以及市售酵母菌加水稀釋成 1/100 倍後，以微量滴管取 1ml 滴於馬鈴薯 

     培養基中，並用三角玻璃平塗。 

    3.另外以接種環將茄鐮刀菌、咖啡豆酵母菌接種於馬鈴薯培養基(PDA)中。 

    4.經過 2~3 天確認上述四種菌在 PDA 中順利生長後，即以接種環分別將四種菌培養於 

 馬鈴薯培養液中。 

    (二)調配誘引劑 

       1.準備高溫蒸煮消毒過後的 7.5%糖水 100ml，並分成 4 份倒入玻璃瓶中。 

       2.將茄鐮刀菌、咖啡豆酵母菌(簡稱咖啡菌)、市售 

        酒麴菌以及市售酵母菌的菌液分別培養於糖水玻 

        璃瓶中。 

       3.四種菌液培養 3 天後再分別加入 1：1 的甲醇乙 

         醇，當作實驗室實驗的誘引劑。 

       4.另外以糖水+甲醇乙醇當作對照組的誘引劑。 

 

 

 

7.5%糖水 

成長 3 天 

50%菌液 

25%甲醇 

25%乙醇 

 

1.不同菌培養於 PDA 中 3.不同菌培養於 7.5%糖水三天

中中 

2.不同菌培養於馬鈴薯液中 4.加入甲醇乙醇成為誘引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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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Y 型管實驗 

    1. 準備 5 個玻璃 Y 型管，並在三個開口分別接上 3cm 透明水管。 

2.將棉球沾滿菌液+甲醇乙醇液體，塞入 Y 型管右上方透明水管中； 

 棉球沾滿糖水+甲醇乙醇液體，塞入 Y 型管左上方透明水管中；另 

 外將 1 隻咖啡果小蠹放入 Y 型管下方水管中，並以棉球塞住。 

   3.觀察咖啡果小蠹爬行方向並做紀錄。 

二、氣味盒實驗 

    1.準備 5 個紅色密林盆(26*18*10cｍ)。 

    2.中間以 PVC 版分隔，並於下方挖洞放置塑膠蓋，放置 

      10 隻咖啡果小蠹。 

    3.設置五個密林盒，左右邊放入寶特瓶蓋，並分別加入實 

      驗組(實 1:咖啡豆液+甲醇乙醇、實 2:咖啡菌液+甲醇乙 

      醇、實 3:茄鐮刀液+甲醇乙醇、實 4:酒麴菌液+甲醇乙 

      醇、實 5:市售酵母液+甲醇乙醇)和對照組誘引劑，再以 

      細紗網覆蓋。 

   4.重複上述步驟進行二重複實驗。 

 

 

一、不同顏色誘引瓶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台灣文獻上主要建議以紅色誘引瓶誘引，然而其他國家也有用透明瓶或綠色顏色的瓶子

誘引，因此我們設計了紅色及透明誘引瓶，瞭解不同顏色的誘引瓶效果是否有差異。 

(一)準備 1500c.c.的兩個寶特瓶瓶子。 

(二)我們分成瓶 A 和瓶 B，在瓶 A 距瓶口的 3 分之 1 處切開。瓶 B 的尾部切開 2 個 10*5 的 

   長方形的開口，其中底部不切開，再將切開的兩部分往外翻摺，成為通風口。 

(三)把切開的瓶 A 和瓶 B 使用膠帶捆在一起。 

咖啡果小蠹 

實 1:咖啡豆液+甲醇乙醇 

實 2:咖啡菌液+甲醇乙醇 

實 3:茄鐮刀液+甲醇乙醇 

實 4:酒麴菌液+甲醇乙醇 

實 5:市售酵母液+甲醇乙醇 

10 隻咖啡果小蠹 

對：糖水+甲醇乙醇 

實驗室實驗 
對：糖水+甲醇乙醇 實：菌液+甲醇乙醇 

野外咖啡園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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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瓶 B 的瓶底穿上鐵絲，再把誘引器的瓶口綁上鐵絲掛在瓶 B 瓶底的鐵絲上。  

(五)將 100c.c.小型塑膠瓶以鑽孔器進行鑽孔，使其可以放入誘引劑。 

(六)將寶特瓶的瓶身打兩個洞，小型塑膠瓶以鋁線纏繞，吊在寶特瓶內 。 

(七)於小型塑膠瓶內倒入實驗用的誘引劑，並於大寶特瓶底部倒入稀釋後的洗碗精。 

(八)將自製紅色或透明誘引瓶懸掛於咖啡園間用來誘殺咖啡果小蠹。 

(九)另外放置市售甲醇乙醇及農改場誘引劑當對照組，在田間誘引時同時懸掛對照組誘引 

   劑，並與兩種誘引瓶比較。 

   

寶特瓶切割 寶特瓶切開通風口 寶特瓶貼紅色膠帶 

   

誘引瓶切孔備用 放置誘引劑及洗碗精 懸掛咖啡園中進行實驗 

 

二、不同甲醇乙醇比例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依據氣味盒誘引的結果，針對誘引效果較好的咖啡豆酵母菌及酒麴菌液進一步加入咖啡

豆液中發酵，並分別添加不同甲醇乙醇比例(1:1 及 3:1)來進行實驗。 

   1.咖啡豆液：把 600 公克的咖啡豆跟 600 公克的水放果汁機裡打碎，變咖啡豆液備用。 

   2.兩種菌液：用 7.5%的糖水培養咖啡豆酵母菌、市售酒麴菌，並放於恆溫培養箱中培養 3 

              天，等待其生長。 

   3.混合發酵：將上述咖啡豆液分別加入咖啡豆酵母菌液、市售酒麴菌液，放入恆溫培養 

              箱培養 7 天，等待其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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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調製誘引劑：將上述發酵後的 2 種變項分別添加甲醇乙醇(1：1)及甲醇乙醇(3：1)，做 

                成不同誘引劑(如表 4-1 中 A、B、C、D 所示)。 

   5.準備對照組：準備市售甲醇乙醇(1：1)當對照組 a，市售甲醇乙醇(3：1)當對照組 b、農 

               改場誘引劑當對照組 c，在田間誘引時同時懸掛這些誘引劑，並與實驗組 

               的 2 種誘引劑比較。 

   6.將上述 2 種實驗組及對照組誘引劑分別倒入 4 個誘引瓶中，底部加入稀釋洗碗精懸掛。 

   7.每 1~2 星期到田間以玻璃瓶取回誘引的樣本，計數每個誘引瓶中咖啡果小蠹數量。 

   8.重複上述 1~7 步驟，進行四重複實驗。 

表 4-1 不同甲醇乙醇比例的誘引劑 

       組別 

說明 

酵母菌液 

(咖啡豆上) 

酒麴菌液 

(市面販售) 

甲醇乙醇比例 甲醇：乙醇=1：1 甲醇：乙醇=3：1 甲醇：乙醇=1：1 甲醇：乙醇=.3：1 

實驗組 A. B. C. D. 

 

對照組 a.50%甲醇+50%乙醇    b.75%甲醇+25%乙醇    c.100%農改場誘引劑 

三、不同成分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一)不添加甲醇乙醇 

   1. 咖啡豆液：把 300 公克的咖啡豆跟 300 公克的水一起放進果汁機裡打碎，變成咖啡豆 

               液，並放於恆溫培養箱中 3 天，等待其自然發酵。 

   2.三種菌液：用 7.5%的糖水培養茄鐮刀菌、咖啡豆酵母菌、市售酒麴菌，並置於恆溫培 

              養箱中培養 7 天，等待其生長。 

   3.準備對照組：準備市售甲醇乙醇((3：1)當對照組，在田間誘引時同時懸掛此誘引劑， 

               並與自製的 4 種誘引劑進行比較。 

   4.將上述四種實驗組及對照組誘引劑分別倒入每種 4 個誘引瓶中，誘引器底部加入稀釋 

50%咖啡豆酒麴菌液 

37.5%甲醇 
12.5%乙醇 

50%咖啡豆酵母菌液 
25%甲醇 
25%乙醇 

50%咖啡豆酒麴菌液 
25%甲醇 
25%乙醇 

50%咖啡豆酵母菌液 
37.5%甲醇 
12.5%乙醇 

50%甲醇 

50%乙醇 

100%農改場 

誘引劑 

75%甲醇 

25%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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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碗精，懸掛於咖啡園中(如表 4-2 中 A、B、C、D 所示)。 

   5.每 1~2 星期到田間以玻璃瓶取回誘引的樣本，計數每個誘引瓶 

    中咖啡果小蠹數量。 

   6.重複上述 1~5 步驟，進行二重複實驗。 

(二)添加甲醇乙醇 

A.單一變項誘引劑 

   1.咖啡豆液：把 300 公克的咖啡豆跟 300 公克的水一起放進果汁機裡打碎，變成咖啡豆 

              液，並放於恆溫培養箱中 3 天，等待其自然發酵。 

   2.三種菌液：用 7.5%的糖水培養茄鐮刀菌、咖啡豆酵母菌、市售酒麴菌，並放於恆溫培 

              養箱中培養 3 天，等待其生長。 

   3.調製誘引劑：將上述咖啡豆液、茄鐮刀菌液、咖啡豆酵母菌液、市售酒麴菌液分別添 

               加甲醇乙醇(3：1)，做成單一變項誘引劑(如表 4-2 中 E、F、G、H 所示)。 

   4.準備對照組：準備市售甲醇乙醇(3：1)當對照組，在田間誘引時同時懸掛這種誘引劑， 

               並與單一變項的 4 種誘引劑比較。 

   5.將上述四種實驗組及對照組誘引劑分別倒入每種 4 個誘引瓶中，誘引器底部加入稀釋 

    洗碗精，懸掛於咖啡園中。 

   6.每 1~2 星期到田間以玻璃瓶取回誘引的樣本，計數每個誘引瓶咖啡果小蠹數量。 

   7.重複上述 1~6 步驟，進行二重複實驗。 

B.兩種變項誘引劑 

   1.咖啡豆液：把 600 公克的咖啡豆跟 600 公克的水放果汁機裡打碎，變成咖啡豆液備用。 

   2.二種菌液：用 7.5%的糖水培養咖啡豆酵母菌、市售酒麴菌，並放於恆溫培養箱中培養 3 

    天，等待其生長。 

   3.混合發酵：將上述咖啡豆液分別加入咖啡豆酵母菌液、市售酒麴菌液，放入恆溫培養 

    箱培養 7 天，等待其發酵。                

   4.調製誘引劑：將上述發酵後的 2 種液體分別添加甲醇乙醇 

     (3：1)，做成兩種液體誘引劑(如表 4-2 中 I、K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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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準備對照組：準備市售甲醇乙醇(3：1)當對照組，在田間誘引時同時懸掛這種誘引劑， 

     與兩種液體的 2 種誘引劑比較。 

   6.將上述 2 種實驗組及對照組誘引劑分別倒入每種 4 個誘引瓶中，誘引器底部加入稀釋      

     洗碗精，懸掛於咖啡園中。 

   7.每 1~2 星期到田間以玻璃瓶取回誘引的樣本，計數每個誘引瓶中咖啡果小蠹數量。 

   8.重複上述 1~7 步驟，進行二重複實驗。 

表 4-2：不同成分誘引劑 

組別          實驗變項 

添加成分 

咖啡豆液 酵母菌液 

(咖啡豆上) 

茄鐮刀菌液 

(果小蠹身上) 

酒麴菌液 

(市面販售) 

實驗組 不添加

甲醇乙

醇 

單純變項 A.  B.  C.  D.  

添加 

甲醇 

乙醇 

單一變項 

誘引劑 

 

E. 

 

 

F. 

 

G. 

 

H. 

 

兩種變項

誘引劑 

 

 

 I. J. 

茄鐮刀菌液+甲

醇乙醇誘引效果

不佳，故不再進

行兩種變項實驗 

K. 

 

對照組 100%

甲醇 

乙醇 

75%甲醇+25%乙醇 

 

 

 

 

 

 

100%咖啡豆液 50%咖啡豆液+50%甲醇乙醇液 50%酒麴菌液+50%甲醇乙醇液 

50%咖啡豆液 

37.5%甲醇 

12.5%乙醇 

50%酵母菌液 

37.5%甲醇 

12.5%乙醇 

50%茄鐮刀菌液 

37.5%甲醇 

12.5%乙醇 

50%酒麴菌液 

37.5%甲醇 

12.5%乙醇 

25%咖啡豆液 

25%酵母菌液 
37.5%甲醇 
12.5%乙醇 

25%咖啡豆液 

25%酒麴菌液 
37.5%甲醇 
12.5%乙醇 

100%咖啡豆液 100%酵母菌液 100%茄鐮刀菌液 100%酒麴菌液 

75%甲醇 

25%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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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酒麴菌在不同物質發酵後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在野外咖啡園進行不同成分誘引劑實驗時，我們發現酒麴菌誘引劑的效果較其他三者佳

(咖啡豆液、咖啡酵母菌液、茄鐮刀菌液)，因此我們想要進一步探究酒麴菌在不同物質發酵

後，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效果是否也會有差異。 

  1.咖啡豆液：把 300 公克的咖啡豆跟 300 公克的水放進果汁機打碎，變咖啡豆液備用。 

   2.培養菌液：用 7.5%的糖水培養酒麴菌，並放於恆溫培養箱中培養 3 天，等待其生長。 

   3.混合發酵：將培養 3 天的酒麴菌液分別加入咖啡豆液、米飯、糖水中，放入恆溫培養 

              箱培養 7 天，等待其發酵。                

   4.調製誘引劑：將上述發酵後的三種液體分別添加甲醇乙醇(3：1)，做成誘引劑。 

   5.兩種對照組：準備市售甲醇乙醇(3：1)當對照組 a，農改場果小蠹誘引劑當對照組 b， 

                在田間誘引時同時懸掛這兩種誘引劑，並與上述的 3 種誘引劑比較。 

   6.將上述三種實驗組及兩種對照組誘引劑分別倒入誘引瓶中，底部加入稀釋洗碗精。 

   7.每 1~2 星期到田間以玻璃瓶取回誘引的樣本，計數每個誘引瓶中咖啡果小蠹數量。 

   8.實驗時正值寒冷 12 月~隔年 2 月，果小蠹數量變少，重複 1~7 步驟，進行七重複實驗。 

表 4-3：酒麴菌在不同物質發酵後的誘引劑 

誘引劑 咖啡豆酒麴菌 米發酵酒麴菌 糖水發酵酒麴菌 

實驗組 A. B. C.  

對照組       a.75%甲醇+25%乙醇          b.100%農改場誘引劑 

 

 

 

   

50%咖啡豆酒麴菌液 
37.5%甲醇 

12.5%乙醇 

50%米發酵酒麴菌液 
37.5%甲醇 
12.5%乙醇 

50%糖水發酵酒麴菌液 
37.5%甲醇 
12.5%乙醇 

100%農改場 

誘引劑 

75%甲醇 

25%乙醇 

50%米發酵酒麴菌液+50%甲醇乙醇

液 

50%咖啡豆酒麴菌液+50%甲醇乙醇

液 

50%糖水發酵酒麴菌液+50%甲醇乙醇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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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酒麴菌誘引劑在不同海拔下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為了進一步了解自製酒麴菌誘引劑的效果，我們尋找 600 公尺左右的咖啡園以及 900 公

尺左右咖啡園進行研究。 

  1. 咖啡豆液：把 300 公克咖啡豆跟 300 公克的水放進果汁機裡打碎，變成咖啡豆液備用。 

  2.培養菌液：用 7.5%的糖水培養酒麴菌，並放於恆溫培養箱中培養 3 天，等待其生長。 

  3.混合發酵：培養 3 天酒麴菌液分別加入糖水、咖啡豆中，放入恆溫培養箱培養 7 天。        

  4.調製誘引劑：將上述發酵後的兩種液體分別添加甲醇乙醇(3：1)，做成誘引劑。 

  5.準備對照組：準備農改場果小蠹誘引劑當對照組，在田間誘引時同時懸掛對照組誘引 

    劑，並與上述的 2 種誘引劑比較。 

  6.將上述 2 種實驗組及對照組誘引劑分別倒入誘引瓶中，誘引器底部加入稀釋洗碗精 

   ，分別懸掛於 600 公尺海拔及 900 公尺海拔的咖啡園中。 

  7.每 1~2 星期到田間以玻璃瓶取回誘引的樣本，計數每個誘引瓶中咖啡果小蠹數量。 

  8.重複上述 1~7 步驟，進行四重複實驗。 

表 4-4：酒麴菌誘引劑放置於不同海拔咖啡園 

       組別 

說明 

600 公尺海拔咖啡園 900 公尺海拔咖啡園 

誘引劑 咖啡豆酒麴菌 糖水酒麴菌 咖啡豆酒麴菌 糖水酒麴菌 

實驗組 A. B. C.  D.  

 

對照組 100%農改場誘引劑 

 

六、酒麴菌誘引劑在不同溫度下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將上述酒麴菌誘引劑與對照組的誘引結果加入實驗時的溫度數據，了解不同月份及不同

溫度下酒麴菌誘引劑的效果。 

50%咖啡豆酒麴菌液 
37.5%甲醇 

12.5%乙醇 

50%糖水酒麴菌液 
37.5%甲醇 
12.5%乙醇 

100%農改場 

誘引劑 

50%咖啡豆酒麴菌液 
37.5%甲醇 

12.5%乙醇 

50%糖水酒麴菌液 

37.5%甲醇 
12.5%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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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咖啡果小蠹外型呈暗褐色到黑色之間，帶有光澤，背有剛毛，體長約 1.6mm 

(一)解剖咖啡果的情形 

    我們解剖了新鮮咖啡豆以及乾燥咖啡豆，仔細觀察被蛀蝕的咖啡豆，發現雌蟲多從咖啡

臍部鑽小圓孔進入果實內部。仔細觀察咖啡果內部，發現豆中有幼蟲、蛹、成蟲等不同齡

期，有時一顆咖啡果上可以找到 20~30 隻不同齡期的咖啡果小蠹，將咖啡果蛀食的十分嚴

重，造成果實滿佈蛀孔，使咖啡豆無法成為商品的情形。   

  

 

 

咖啡果小蠹從臍部鑽入 咖啡果中的幼蟲與成蟲 咖啡果小蠹的蛹期 剛從蛹孵出的果小蠹 

(二)咖啡果小蠹的身體特徵 

    放置誘引劑實驗收回來後，我們發現誘引到多樣生物，例如螞蟻、飛蛾、蚱蜢、蜘蛛、

甲蟲等等，其中大部分誘引到蠹蟲。因為野外有多種蠹蟲，我們想確認誘引的是咖啡果小

蠹，還是其他的蠹蟲，所以我們閱讀資料及昆蟲專家請益後，將咖啡果小蠹的特徵以圖片標

示，並在計數有疑惑時，以解剖顯微鏡及圖片進一步確認。圖 5-1 中編號 1~3 為咖啡果小

蠹，4~5 為其他蠹蟲，咖啡果小蠹與其他蠹蟲的身體特徵如下： 

1~3：咖啡果小蠹 

1.長度：1.62±0.06mm                        

2.整體呈圓柱形 

3.外表呈暗褐色到黑色之間 

4.背部殼帶有光澤 

5.翅鞘邊明顯有粗短的剛毛 

6.前胸背板比鞘翅短 

7.觸角末端明顯膨大  

                           

5 

1 2 

3 

4 

1mm 

翅鞘剛毛 

鞘翅長 

前胸 

背板短 

末端膨大 

4~5：其他蠹蟲 

1.體型大 

2.整體成圓胖型 

3.外表為紅褐色 

4.背部殼帶有光澤 

5.背部剛毛較細長 

6.前胸背板差異不大 

7.觸角末端不明顯 

5 

圖 5-1：咖啡果小蠹與其他蠹蟲的身體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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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氣味盒實驗中，酒麴菌發酵液吸引到較多咖啡果小蠹 

(一)Y 型管實驗 

   我們設計 Y 型管實驗要讓咖啡果小蠹進行氣味選擇，24 小時後發現 10 個 Y 型管中有

2~3 隻咖啡果小蠹死亡，其餘的停留在原點不動。經過討論後，我們認為 Y 型管空間過小，

加上三個出口都被棉花塞住，通風不佳，造成誘引劑氣味強烈，因此咖啡果小蠹無法順利選

擇，所以我們改用氣味盒進行實驗。 

(二)氣味盒實驗 

    表 5-2-1 結果顯示，在氣味盒 1 及氣味盒 3 的實驗組與對照組中咖啡果小蠹的選擇都是

50%：50%；在氣味盒 2 實驗組與對照組中咖啡果小蠹的選擇是 55%：45%；在氣味盒 4 實驗

組與對照組中咖啡果小蠹的選擇是 70%：30%；在氣味盒 5 實驗組與對照組中咖啡果小蠹的

選擇是 40%：60%，五個結果顯示咖啡果小蠹選擇酒麴菌誘引劑比例較高。 

表 5-2-1 不同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名稱 氣味盒 1 氣味盒 2 氣味盒 3 氣味盒 4 氣味盒 5 

組別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實驗組 對照組 

菌液 

成分 

咖啡豆

液+甲

醇乙醇 

糖水+ 

甲醇乙

醇 

咖啡菌

液+甲

醇乙醇 

糖水+ 

甲醇乙

醇 

茄鐮刀

液+甲

醇乙醇 

糖水+ 

甲醇乙

醇 

酒麴菌

液 + 甲

醇乙醇 

糖水+ 

甲醇乙

醇 

市酵母

液+甲

醇乙醇 

糖水+ 

甲醇乙

醇 

第一次 5 5 6 4 5 5 6 4 4 6 

第二次 5 5 5 5 5 5 8 2 4 6 

合計 10 10 10 10 11 9 14 6 8 12 

百分比 50% 50% 55% 45% 50% 50% 70% 30% 40% 60% 

 
 

 

50% 55% 50%

70%

40%

0%

20%

40%

60%

80%

100%

百
分

比

不同誘引劑

氣味盒實驗中

不同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8 隻咖啡果小蠹移動至右邊酒麴菌誘引劑 

圖 5-2-1 氣味盒實驗中不同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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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不同顏色誘引瓶中，紅色誘引瓶抓到較多咖啡果小蠹 

    表 5-3-1 顯示，紅色咖啡酒麴菌液+甲醇乙醇誘引瓶平均誘引了 14.94 隻咖啡果小蠹；透

明咖啡酒麴菌液+甲醇乙醇誘引瓶平均誘引了 11.25 隻咖啡果小蠹；紅色市售甲醇乙醇誘引瓶

平均誘引了 5.5 隻咖啡果小蠹；透明市售甲醇乙醇誘引瓶平均誘引了 8.69 隻咖啡果小蠹；農

改場誘引劑誘引瓶平均誘引了 26.69 隻咖啡果小蠹。 

表 5-3-1 不同誘引劑不同顏色誘引瓶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組別 

 

咖啡豆酒麴菌液+甲醇:乙醇(1:1) 市售甲醇乙醇(1:1) 農改場誘引劑 

紅色瓶 透明瓶 紅色瓶 透明瓶 

第一次 34 10 4 10 118 

第二次 38 13 12 8 102 

第三次 69 54 35 33 147 

第四次 98 100 37 88 160 

合計 239 180 88 139 427 

平均(N=16) 14.94 11.25 5.5 8.69 2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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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 不同成份不同顏色誘引瓶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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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同成分菌液添加甲醇乙醇(3:1)的誘引效果較佳 

  表 5-4-1 顯示，咖啡酵母菌液+甲醇乙醇(1:1)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2.19 隻咖啡果小蠹；咖啡酵

母菌液+甲醇乙醇(3:1)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4.06 隻咖啡果小蠹；咖啡酒麴菌液+甲醇乙醇(1:1)誘

引劑平均誘引了 13.6 隻咖啡果小蠹；咖啡酒麴菌液+甲醇乙醇(3:1)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17.56 隻

咖啡果小蠹；市售甲醇乙醇(1:1)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5.50 隻咖啡果小蠹；市售甲醇乙醇(3:1)誘

引劑平均誘引 2.88 隻咖啡果小蠹；農改場誘引劑平均誘引 3.88 隻咖啡果小蠹。 

表 5-4-1 不同甲醇乙醇比例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組別 咖啡豆酵母菌液 咖啡豆酒麴菌液 市售甲醇乙醇 農改場 

誘引液 甲醇乙醇比

例 

甲醇乙醇
=1：1 

甲醇乙醇
=3：1 

甲醇乙醇
=1：1 

甲醇乙醇
=.3：1 

甲醇乙醇
=1：1 

甲醇乙醇
=.3：1 

第一次 5 11 20 37 1 5 13 

第二次 20 25 59 98 13 41 27 

第三次 4 23 72 87 17 9 31 

第四次 6 6 67 59 15 7 17 

合計 35 65 218 281 46 62 88 

平均(N=16) 2.19 4.06 13.63 17.56 5.50 2.88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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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1 不同成份不同甲醇乙醇比例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19 

五、單純酒麴菌液、單一液體酒麴菌液、兩種液體酒麴菌液皆可誘引到較多的咖啡果小蠹 

    在咖啡園中進行不同成分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實驗中，不管是單純酒麴菌、單一

液體酒麴菌液、兩種液體酒麴菌液都有較佳的誘引效果。 

(一)單純液體 

    表 5-5-1 顯示，咖啡豆液誘引了 0 隻咖啡果小蠹；咖啡酵母菌液誘引了 7 隻咖啡果小

蠹；茄鐮刀菌液誘引了 1 隻咖啡果小蠹；酒麴菌液誘引了 8 隻咖啡果小蠹；市售甲醇乙醇誘

引了 4 隻咖啡果小蠹。 

表 5-5-1 不同液體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菌液成份 咖啡豆液 咖啡酵母菌液 茄鐮刀菌液 酒麴菌液 市售甲醇乙醇 

第一次 0 6 1 6 4 

第二次 0 1 0 2 0 

合計 0 7 1 8 4 

 

 

(二)添加 50%甲醇乙醇 

 A.單一變項誘引劑 

    表 5-5-2 顯示，50%咖啡豆液+50%甲醇乙醇誘引了 2 隻咖啡果小蠹；50%咖啡酵母菌液

+50%甲醇乙醇誘引了 9 隻咖啡果小蠹；50%茄鐮刀菌液+50%甲醇乙醇誘引了 1 隻咖啡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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蠹；50%酒麴菌液+50%甲醇乙醇誘引了 20 隻咖啡果小蠹；市售甲醇乙醇誘引了 4 隻咖啡果

小蠹。 

表 5-5-2 單一變項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菌液 

成份 

50%咖啡豆液

+50%甲醇乙醇 

50%咖啡酵母菌

液+50%甲醇乙醇 

50%茄鐮刀菌液

+50%甲醇乙醇 

50%酒麴菌液

+50%甲醇乙醇 

市售甲醇乙醇 

第一次 1 5 0 1 0 

第二次 1 4 1 19 4 

合計 2 9 1 20 4 

B.兩種變項誘引劑 

    表 5-5-3 顯示，50%咖啡豆酵母菌液+50%甲醇乙醇誘引了 34 隻咖啡果小蠹；50%咖啡豆

酒麴菌液+50%甲醇乙醇誘引了 91 隻咖啡果小蠹；市售甲醇乙醇誘引了 13 隻咖啡果小蠹。 

表 5-5-3 兩種變項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菌液成份 50%咖啡豆酵母菌液+50%甲醇乙醇 50%咖啡豆酒麴菌液+50%甲醇乙醇 市售甲醇乙醇 

第一次 20 44 6 

第二次 14 47 7 

合計 34 9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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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單純糖水發酵的酒麴菌液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效果較佳 

    表 5-6-1 顯示，咖啡豆酒麴液+甲醇乙醇(3：1)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1.54 隻咖啡果小蠹；米

發酵酒麴菌液+甲醇乙醇(3:1)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0.75 隻咖啡果小蠹；糖水酒麴菌液+甲醇乙醇

(3:1)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2.25 隻咖啡果小蠹；市售甲醇乙醇(3:1)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1.39 隻咖啡

果小蠹；農改場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6.07 隻咖啡果小蠹。 

表 5-6-1  酒麴菌在不同物質發酵後的誘引劑後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菌液 

成份 

咖啡豆酒麴菌 

+甲醇乙醇(3:1) 

米發酵酒麴菌 

+甲醇乙醇(3:1) 

糖水酒麴菌液 

+甲醇乙醇(3:1) 

市售甲醇乙醇 

(3:1) 

農改場誘引劑 

第一次 0 0 0 0 0 

第二次 8 2 8 1 21 

第三次 7 4 10 4 45 

第四次 17 12 19 12 68 

第五次 3 0 2 5 6 

第六次 0 1 2 1 13 

第七次 8 2 22 16 17 

合計 43 21 63 39 170 

平均

(N=28) 
1.54 0.75 2.25 1.39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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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1 酒麴菌在不同物質發酵後的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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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同一誘引劑在海拔愈低時誘引效果愈佳 

    表 5-7-1 顯示，在 600 公尺咖啡園咖啡豆酒麴液+甲醇乙醇(3：1)誘引劑平均誘引 27.35 隻

咖啡果小蠹；糖水酒麴菌液+甲醇乙醇(3：1)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63.25 隻咖啡果小蠹；農改場

誘引劑平均誘引 96.05 隻咖啡果小蠹。在 900 公尺咖啡園中，咖啡豆酒麴液+甲醇乙醇(3：1)

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2.6 隻咖啡果小蠹；糖水酒麴菌液+甲醇乙醇(3：1)誘引劑平均誘引 3.95 隻

咖啡果小蠹；農改場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20.05 隻咖啡果小蠹。 

表 5-7-1 相同誘引劑在不同區域中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組別 

 

600 公尺 

咖啡園 

900 公尺 

咖啡園 

誘引劑 咖啡豆酒麴菌 
+甲醇乙醇(3:1) 

糖水酒麴菌+
甲醇乙醇(3:1) 

農改場誘引劑 咖啡豆酒麴菌 
+甲醇乙醇

(3:1) 

糖水酒麴菌+
甲醇乙醇(3:1) 

農改場誘引劑 

12 月 44 124 407 2 2 0 

1 月 99 135 386 2 1 87 

2 月 125 289 386 3 4 50 

3 月 137 266 200 7 9 51 

4 月 142 451 542 38 63 213 

合計 547 1265 1921 52 79 401 

平均

(N=20) 

27.35 63.25 96.05 2.6 3.9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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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酒麴菌誘引劑受溫度影響而產生不同誘引效果 

    表 5-8-1 顯示，在 10 月平均溫度高於 20°C 下，咖啡豆酒麴液+甲醇乙醇(3：1)誘引劑平

均誘引了 17.56 隻咖啡果小蠹；市售甲醇乙醇(3：1)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3.88 隻咖啡果小蠹；

農改場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5.50 隻咖啡果小蠹。在 11 月平均溫度低於 20°C 下，咖啡豆酒麴液

+甲醇乙醇(3：1)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14.94 隻咖啡果小蠹；市售甲醇乙醇(3：1)誘引劑平均誘

引了 5.50 隻咖啡果小蠹；農改場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26.69 隻咖啡果小蠹。 

表 5-8-1  10 月及 11 月不同溫度不同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時間 咖啡豆酒麴菌 

+甲醇乙醇(3:1) 

市售甲醇乙醇 

(3:1) 

農改場誘引液 

平均溫度 總計 平均 總計 平均 總計 平均 

9 月 29 日 37 9.25 5 1.25 13 3.25 21.53 

10 月 06 日 98 24.5 41 10.25 27 6.75 22.14 

10 月 13 日 87 21.75 9 2.25 31 7.75 22.11 

10 月 20 日 59 14.75 7 1.75 17 4.25 19.54 

合計 281 62 88 85.32 

平均(N=16) 17.56 3.88 5.50 21.33 

11 月 10 日 34 8.5 4 1 118 29.5 17.64 

11 月 17 日 38 9.5 12 3 102 25.5 15.24 

11 月 24 日 69 17.25 35 8.75 147 36.75 16.44 

12 月 01 日 98 24.5 37 9.25 60 15 16.03 

合計 239 88 427 65.35 

平均(N=16) 14.94 5.50 26.69 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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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隨著溫度升高，酒麴菌誘引劑誘引到更多咖啡果小蠹 

    表 5-9-1 顯示，在 12 月平均溫度 17.8°C 下，實驗組一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11 隻咖啡果小

蠹；實驗組二平均誘引了 31.00 隻咖啡果小蠹；農改場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76.75 隻咖啡果小

蠹。在 1 月平均溫度 18.2°C 下，實驗組一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24.75 隻咖啡果小蠹；實驗組二

平均誘引了 33.75 隻咖啡果小蠹；農改場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96.5 隻咖啡果小蠹。在 2 月平均

溫度 19.1°C 下，實驗組一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31.25 隻咖啡果小蠹；實驗組二平均誘引了 72.25

隻咖啡果小蠹；農改場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96.5 隻咖啡果小蠹。在 3 月平均溫度 21.2°C 下，實

驗組一誘引劑平均誘引了 34.25 隻咖啡果小蠹；實驗組二平均誘引了 66.5 隻咖啡果小蠹；農

改場誘引劑平均誘引 50.00 隻咖啡果小蠹。在 4 平均溫度 23.5°C 下，實驗組一誘引劑平均誘

引了 35.50 隻咖啡果小蠹；實驗組二平均誘引了 112.75 隻咖啡果小蠹；農改場誘引劑平均誘

引了 135.5 隻咖啡果小蠹。 

表 5-9-1  不同月份不同溫度不同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組別 實驗組一 實驗組二 對照組 平均 

溫度 誘引劑 咖啡豆酒麴菌 
+甲醇乙醇(3:1) 

糖水酒麴菌+ 
甲醇乙醇(3:1) 

農改場誘引劑 

12 月 44 11 124 31.00 307 76.75 17.8 

1 月 99 24.75 135 33.75 386 96.5 18.2 

2 月 125 31.25 289 72.25 386 96.5 19.1 

3 月 137 34.25 266 66.5 200 50.00 21.2 

4 月 142 35.50 451 112.75 542 135.50 23.5 

合計 547 1265 1921  

平均(N=20) 27.35 63.25 9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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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咖啡果小蠹生活史均躲藏在咖啡果實內，牠可以行有性生殖，也可以孤雌生殖，加上熱

帶地區氣溫條件適宜，造成它一年可以高達 8 次繁殖週期，因此防治困難。林明瑩(2015)研究

中提出培丹及陶斯松達在蟲體上直接噴施藥液可達到 100%死亡率，但是由於咖啡果小蠹幾乎

躲在果實內，因此此害蟲不會死亡，無法達到防治的目的。本研究透過自製誘引瓶、調配不

同誘引劑、進行不同海拔園區實驗，進一步探討咖啡果小蠹防治的可能性。 

一、紅色誘引瓶與透明誘引瓶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差異 

    實驗一研究發現相同成分誘引劑中，紅色誘引瓶較透明誘引瓶抓到更多咖啡果小蠹，這

個結果與 Dufour and Frerot 在 2008 年的研究(引自林明瑩等，2015)相符。昆蟲對特定光色具

有趨光性，透過不同顏色誘引裝置可吸引害蟲接近誘引物，達到捕捉誘殺效果。經由本研究

可以推論咖啡果小蠹易受紅色(波長 620–750 nm，頻率 400–484 THz)吸引。 

二、添加甲醇乙醇(1:1)與甲醇乙醇(3:1)的誘引效果不同 

    實驗二比較自製咖啡豆酒麴菌誘引劑添加甲醇乙醇(1:1)或甲醇乙醇(3:1)的誘引效果時，

發現自製咖啡豆酒麴菌誘引劑添加 3：1 甲醇乙醇的誘引效果較佳，咖啡豆酒麴菌誘引劑平均

誘引 17.56 隻，是市售甲醇乙醇(2.88 隻)的 6.10 倍，農改場誘引劑(3.88 隻)的 4.53 倍，這與

Dufour and Frerot 在 2008 年的研究中認為甲醇乙醇(1:1)最具誘引力(引自林明瑩等，2015)的結

果不符，推究其原因應該是將咖啡豆液與酒麴菌液混合加入後，使得添加 3：1 甲醇乙醇的誘

引效果更加突顯。 

三、四種自製誘引劑誘引效果的差異 

    經由實驗三中發現不管是單純的誘引劑(咖啡豆液、咖啡酵母菌液、茄鐮刀菌液、酒麴菌

液)，添加 50%甲醇乙醇的單一變項誘引劑((咖啡豆液+甲醇乙醇、咖啡酵母菌液+甲醇乙醇、

茄鐮刀菌液+甲醇乙醇、酒麴菌液+甲醇乙醇)，還是兩個變項誘引劑(咖啡豆酵母菌液+甲醇乙

醇、咖啡豆酒麴菌液+甲醇乙醇)，都是以添加酒麴菌液誘引劑的效果較其他誘引劑佳，這結果

與咖啡果小蠹易受酒精吸引相符。未來酒麴菌酒精氣味濃度與咖啡果小蠹防治相關性，有待

進一步研究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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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製誘引劑吸引咖啡果小蠹與其他蠹蟲的情形 

    在進行不同誘引劑在咖啡園誘引實驗中，我們發現偶爾會

出現體型較大的蠹蟲，經由文獻比對及專家請益後，我們確認

它不是咖啡果小蠹。我們也發現自製的咖啡豆誘引劑、咖啡酵

母菌誘引劑、咖啡豆酒麴菌誘引劑都會誘引到其他蠹蟲，但是

市售甲醇乙醇或是農改場誘引劑則不會。推測原因應該是自製

誘引劑添加了咖啡豆液，間接也吸引了其他蠹蟲。自製咖啡豆酒麴菌誘引劑不但能吸引 95%

以上的咖啡果小蠹，也能吸引園間其他蠹蟲，真是一舉數得。 

五、同一種成分的誘引劑在不同海拔園區進行誘引時的差異 

    在實驗四中我們發現同一成分誘引劑在 600 公尺咖啡園及 900 公尺咖啡園有不同誘引效

果，例如糖水酒麴菌+甲醇乙醇(3:1)誘引劑在 600 公尺咖啡園誘引的平均隻數是 63.25 隻，而

在 900 公尺咖啡園誘引的平均隻數是 3.95 隻；農改場誘引劑在 600 公尺咖啡園誘引的平均隻

數是 96.05 隻，而在 900 公尺咖啡園誘引的平均隻數是 20.05 隻。這結果與咖啡果小蠹生活習

性有關。咖啡果小蠹偏好溫暖潮濕的熱帶環境，在低於 20℃和 90 % RH 的濕度下，其出現機

率較低 (Baker et al., 1992)，而其存活限界溫度在 15-32℃之間 (Jaramillo et al., 2009)。我們查閱

實驗時 600 公尺咖啡園的溫度介於 17°C~23°C 之間，而 900 公尺咖園園的溫度介於 15°C~21°C

之間，因此咖啡果小蠹在 600 公尺咖啡園的活動力較佳，相對誘引隻數也較多。 

六、酒麴菌在不同溶液發酵後的誘引差異 

    實驗四、實驗五顯示從 12 月至隔年 4 月，咖啡豆酒麴菌+甲醇乙醇(3:1)平均誘引了 27.35

隻咖啡果小蠹，糖水酒麴菌+甲醇乙醇(3:1) 平均誘引了 63.25 隻咖啡果小蠹，農改場誘引劑

平均誘引了 96.05 隻，由糖水發酵的酒麴菌誘引劑誘引隻數是由咖啡豆液發酵的 2.31 倍，農

改場的 0.66 倍。推測糖水酒麴菌誘引劑比咖啡豆液酒麴菌誘引效果較好的原因在於單純的糖

水比咖啡豆液更容易利用，可以讓酒麴菌快速增生，進而提升誘引劑中的酒精氣味。 

七、酒麴菌誘引劑在不同溫度下誘引的差異 

   比較 10 月與 11 月不同溫度下咖啡豆酒麴菌+甲醇乙醇(3:1)的誘引效果，發現溫度高於 20°C

時咖啡豆酒麴菌+甲醇乙醇(3:1)誘引劑的平均誘引隻數是 17.56 隻，市售甲醇乙醇的平均誘引

隻數是 3.88 隻，農改場誘引劑的平均誘引隻數是 5.50 隻，自製咖啡豆酒麴菌液誘引效果是市

咖啡果小蠹與其他蠹蟲 

其他蠹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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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甲乙醇及農改場誘引劑的 3~5 倍。溫度低於 20°C 時咖啡豆酒麴菌+甲醇乙醇(3:1)誘引劑的

平均誘引隻數是 14.94 隻，市售甲醇乙醇的平均誘引隻數是 5.50 隻，農改場誘引劑的平均誘

引隻數是 26.69 隻。比較 12 月至隔年 4 月不同溫度下，咖啡豆酒麴菌+甲醇乙醇(3:1) 平均誘

引隻數是 27.35 隻，糖水酒麴菌+甲醇乙醇(3:1) 平均誘引隻數是 63.25 隻，農改場誘引劑平均誘

引隻數是 96.05 隻。查閱酒麴菌的資料時發現，溫度 20°C~30°C 之間較能發揮效用，因此自製

咖豆酒麴菌誘引劑未來可以放在較溫暖的咖啡園，相信更能發揮其效益。 

柒、結論

    近年來咖啡成為受歡迎的飲品，然而咖啡果小蠹的危害，使得咖啡產量銳減。本研究以

自製誘引劑方式進行咖啡果小蠹的防治，實驗結果發現自製酒麴菌誘引劑可以達到一定的防

治效果，以下為我們的實驗結論： 

一、以肉眼判斷咖啡果小蠹與其他蠹蟲的差異時，主要在於咖啡果小蠹較一般蠹蟲小，體 

    長約 1.6mm 外型呈暗褐色到黑色之間，帶有光澤，背有剛毛。 

二、紅色誘引瓶抓到較多咖啡果小蠹，推論此蟲易受紅色(波長 620–750 nm，頻率 400–484 

    THz)吸引。 

三、相同成分發酵液添加 3：1 甲醇乙醇或 1：1 甲醇乙醇混合成誘引劑時，以添加 3：1 甲 

    醇乙醇的誘引劑效果較佳。 

四、野外咖啡園實驗時，咖啡果小蠹與其他蠹蟲會受自製誘引劑吸引，其中自製誘引劑有效 

    吸引咖啡果小蠹的比例達 95%以上。 

五、單純酒麴菌液、單一變項酒麴菌液、兩種變項酒麴菌液皆可誘引到較多的咖啡果小蠹。 

六、比較不同物質發酵後製成的誘引劑效果，糖水酒麴菌+3：1 甲醇乙醇＞咖啡豆液酒麴菌 

+3：1 甲醇乙醇＞米發酵酒麴菌+3：1 甲醇乙醇。

七、同一種成分的誘引劑在海拔愈低時誘引效果愈佳，這與咖啡果小蠹喜愛溫暖潮，低海拔 

    活動力較佳有關。 

八、酒麴菌誘引劑受溫度影響而產生不同誘引效果，10 月及 11 月自製咖啡豆酒麴菌誘引劑 

    在氣溫 20°C 以上時誘引效果是市售甲乙醇及農改場誘引劑 3~5 倍。12 月至隔年 4 月， 

    糖水發酵的酒麴菌誘引劑誘引隻數是由咖啡豆液發酵的 2.31 倍，農改場的 0.66 倍，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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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氣溫升高，糖水酒麴菌液引劑誘引效果逐漸(由 12 月的平均 31.00 隻提升至 4 月的 

   112.75 隻，提升了 3.64 倍。 

九、添加酒麴菌發酵的自製誘引劑誘引效果較文獻建議的單純甲醇乙醇誘引效果更好，亦即 

    糖水酒麴菌+甲醇以醇(3：1)＞咖啡豆液酒麴菌+甲醇以醇(3：1)＞單純甲醇乙醇(3：1)。 

未來展望 

近年來咖啡果小蠹的危害持續擴大，化學藥劑防治也無法根本解決此問題。本研究透

過自製誘引劑的方式誘捕咖啡果小蠹，了解咖啡果小蠹的身體特徵及生活史外，也發現自製

糖水酒麴+甲醇乙醇(3:1)誘引劑或咖啡豆酒麴+甲醇乙醇(3:1)誘引劑在不同溫度、不同海拔的

咖園園，其誘引效果皆比文獻建議的 1：1 市售甲醇乙醇誘引效果佳。未來應用上可以搭配

農改場誘引劑，提升咖啡果小蠹誘捕效果，逐漸降低咖啡果小蠹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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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905-評語 

【評語】032905  

實驗設計完整，值得鼓勵。本作品自製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

劑，探討瓶色、甲醇乙醇比例、成分、海拔與溫度等對野外咖啡果

小蠹的誘引計量的影響。本作品的研究主題頗具趣味、實驗設計的

科學適切性佳、實驗數據展示及寫作表達能力優、成果有實用價

值。另實驗結果自製的蠹蟲誘捕劑對與咖啡果小蠹具有專一性的吸

引，不會誘捕其他的昆蟲，實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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蠹絕引酒

~探討自製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國中組 生活與應用科學科(二) 



咖啡果小蠹蛀食咖啡果
造成咖啡果損害30%~60%以上

動機與目的

化學

藥劑

• 咖啡果小蠹特性

• 藥劑效果限制

現有

誘引劑

• 市售甲醇乙醇

• 農改場誘引劑

本實驗

誘引劑

• 不同菌種發酵

• 不同成分比例

生物
農藥

誘引劑

菌種

誘引劑
比例

誘引劑
時間

自製誘引劑懸掛咖啡園



流程與方法

咖啡果小蠹

體表特徵

培養不

同菌液

調配

誘引劑

Y形管實驗 氣味盒實驗

不同顏色

誘引瓶

不同甲醇

乙醇比例

不同成分

誘引劑

不同條件

酒麴菌

誘引效果

一、前置實驗

二、實驗室實驗

三、野外咖啡園實驗

25%咖啡豆液
25%酒麴菌液
37.5%甲醇

12.5%乙醇



流程與方法

二、不同成份誘引劑

(一)單一發酵液 (二)50%發酵菌液+50%甲醇乙醇 (三)50%咖啡豆發酵菌液+50%甲醇乙醇

50%
1.咖啡豆液
2.咖啡酵母菌液
3.茄鐮刀菌液
4.酒麴菌液2

37.5%甲醇

12.5%乙醇

37.5%甲醇

12.5乙醇

25%

咖啡豆液

50%

咖啡豆發酵

酒麴液

一、不同甲醇乙醇比例

三、發酵酒麴菌

(一)甲醇：乙醇=1：1

37.5%甲醇

12.5乙醇

(二)甲醇：乙醇=3：1

25%甲醇

25%乙醇

(三)糖水發酵(二)米飯發酵(一)咖啡豆發酵

25%

1.咖啡酵母液

2.酒麴菌液

100%
1.咖啡豆液
2.咖啡酵母菌液
3.茄鐮刀菌液
4.酒麴菌液2

37.5%甲醇

12.5乙醇

37.5%甲醇

12.5乙醇

37.5%甲醇

12.5乙醇

50%

米發酵

酒麴液

50%

糖發酵

酒麴液

自製發酵液+甲醇乙醇

不同物質發酵酒麴菌

V.S.

V.S. V.S.

25%

咖啡豆液

25%

咖啡豆液

25%

1.咖啡酵母液

2.酒麴菌液

25%

1.咖啡酵母液

2.酒麴菌液



結果與討論

圖1~3為咖啡果小蠹，特徵如下

1.長度：1.62±0.06mm                       

2.整體呈圓柱形

3.外表呈暗褐色到黑色間

4.背部殼帶有光澤

5.翅鞘邊明顯有粗短剛毛

6.前胸背板比鞘翅短

7.觸角末端明顯膨大

一、咖啡果小蠹生活習性與身體特徵 二、Y形管與氣味盒實驗
(一)Y形管

空間過小，通風不佳，果小蠹無法順利選擇

(二)氣味盒

酒麴菌液+甲醇乙醇誘引比例為70%

50%
55%

50%

70%

4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百
分
比

不同誘引劑

氣味盒實驗中

不同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1.咖啡果小蠹生活史均躲藏在咖啡果實內，一年8次的繁殖期，造成防治困難。

2.透過氣味和實驗了解咖啡果小蠹會受酒麴菌液與甲醇乙醇誘引劑的氣味吸引。

圖4圖5為
其他蠹蟲



結果與討論
三、不同顏色誘引瓶實驗 四、不同甲醇乙醇比例實驗

就平均數而言，紅色誘引瓶誘引隻數與透明誘引
瓶誘引隻數不具顯著性差異(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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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成分不同甲醇乙醇比例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的誘引情形

國外文獻提及紅色誘引瓶能抓更多咖啡果小蠹，
本研究結果無法顯示此結果，推測原因為：
1.樣本數少，需要增加實驗樣本。
2.自製誘引劑效果佳，無法突顯紅色誘引瓶特性。
3.國內外咖啡果小蠹具有種內差異。

就平均數而言，自製咖啡豆酒麴液+3：1甲醇乙
醇的誘引隻數是市售3:1甲醇乙醇的6.10倍，農
改場誘引劑的4.53倍

此結果與相關研究中甲醇乙醇(1:1)效果較佳不一
致，推究原因應是添加咖啡豆液與酒麴菌液混合
液，使3：1甲醇乙醇的誘引效果更加突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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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五、不同成分誘引劑實驗

單純酒麴菌誘引劑效果是市售甲醇
乙醇的2倍。

1.添加酒麴菌液誘引劑的效果較其他菌種誘引劑佳，這結果與咖啡果小蠹易受酒精氣味吸引相符。
2.三種酒麴菌誘引劑效果皆比市售甲醇乙醇誘引劑好，且50%咖啡豆酒麴菌液+50%甲醇乙醇＞50%酒麴菌液+50%甲
醇乙醇＞100%酒麴菌液，推論添加咖啡豆發酵後的酒麴菌氣味更可吸引咖啡果小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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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酒麴菌液+50%甲醇乙醇誘引劑
效果是市售甲醇乙醇誘引劑的5倍

50%咖啡豆酒麴菌液+50%甲醇乙醇
誘引劑效果是市售甲醇乙醇的7倍



結果與討論

9.25

24.5
21.75

14.75

1.25

10.25

2.25 1.75
3.25

6.75 7.75

4.25

21.53
22.14

22.11
19.54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9月29日 10月06日 10月13日 10月20日

平
均
隻
數

不同時間

10月不同溫度不同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誘引情形

咖啡豆酒麴菌 市售甲乙醇 農改場誘捕液 氣溫

8.50 9.50

17.25

24.50

1
3

8.75 9.25

29.5

25.5

36.75

1517.64

15.24 16.44

16.03

-1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11月10日 11月17日 11月24日 12月01日

平
均
隻
數

不同時間

11月不同溫度不同誘引劑對咖啡果小蠹誘引情形

咖啡豆酒麴菌 市售甲乙醇 農改場誘捕液 氣溫

溫度高於20°C時咖啡豆酒麴菌液誘引劑平均誘
引隻數是市售甲乙醇誘引劑平均誘引隻數的
4.53倍，農改場誘引劑平均誘引隻數的3.19倍。

六、酒麴菌誘引劑在不同季節的誘引實驗

1.咖啡豆酒麴菌誘引劑受季節影響而有不同誘引效果，推測溫度愈高，誘引效果愈佳。
2.不論是高於20°C或低於20°C，咖啡豆酒麴菌誘引劑效果皆比市售甲醇乙醇誘引劑效果佳。

溫度低於20°C時咖啡豆酒麴菌液誘引劑平均誘
引隻數是市售甲乙醇誘引劑平均誘引隻數的
2.72倍，農改場誘引劑平均誘引隻數的0.56倍。



結果與討論
七、不同成份發酵的酒麴菌液及不同海拔的誘引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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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水發酵的酒麴菌誘引劑平均誘引隻數是咖啡豆發酵誘
引劑平均誘引隻數的2.31倍，農改場誘引劑的0.66倍。

同一成份誘引劑在海拔600公尺時誘引效果較
海拔900公尺佳(P﹤.001)。

1.推測糖水酒麴菌誘引劑效果較好原因在於單純的糖水比咖啡豆液更容易利用，可以讓酒麴菌快速增生，
進而提升誘引劑中的酒精氣味。

2.咖啡果小蠹偏好溫暖潮濕的熱帶環境，低於20℃和90 % RH的濕度下，其出現機率較低。實驗時600公尺
咖啡園的溫度介於17°C~23°C之間，900公尺咖園園的溫度介於15°C~21°C之間，因此咖啡果小蠹在600公尺
咖啡園的活動力較佳，相對誘引隻數也較多。

600公尺咖啡園 900公尺咖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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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酒麴菌誘引劑在不同月份的誘引實驗

1.12月至4月時，咖啡豆酒麴菌誘引劑平均誘引27.35隻，是農改場誘引劑的0.28倍
2.12月至4月時，糖水酒麴菌誘引劑平均誘引63.25隻，是農改場誘引劑的0.66倍。
3.溫度上升，糖水酒麴菌誘引劑的誘引效果也提升。

此結果與10月-11月不同溫度下的實驗相符，亦即酒麴菌誘引劑在溫度高於20°C時較能發揮效用，
隨著溫度上升，糖水酒麴菌液誘引劑由12月的平均31.00隻提升至4月的112.75隻，提升了3.64倍。



結論
一、以肉眼判斷咖啡果小蠹與其他蠹蟲的差異時，主要在於咖啡果小蠹較一般蠹蟲小，體長約1.6mm外型呈暗褐色到

黑色之間，帶有光澤，背有剛毛。

二、國外文獻提及紅色誘引瓶能抓更多咖啡果小蠹，本研究結果無法顯示此結果，推測原因為：1.樣本數少，需要增

加實驗樣本。2.自製誘引劑效果佳，無法突顯紅色誘引瓶特性。3.國內外咖啡果小蠹具有種內差異。

三、在相同成分發酵液中添加3：1甲醇乙醇的誘引效果較添加1：1甲醇乙醇劑效果佳。

四、單純酒麴菌液、單一變項酒麴菌液、兩種變項酒麴菌液皆可誘引到較多的咖啡果小蠹。

五、不同發酵酒麴菌誘引效果為：糖水酒麴菌+甲醇乙醇＞咖啡豆液酒麴菌+甲醇乙醇＞米發酵酒麴菌+甲醇乙醇。

六、自製誘引劑效果較市售甲醇乙醇效果佳，亦即糖水酒麴菌+甲醇乙醇＞咖啡豆液酒麴菌+甲醇乙醇＞單純甲醇

乙醇。

七、隨著溫度上升，自製糖水發酵的酒麴菌誘引劑誘引效果由12月平均31.00隻提升至4月112.75隻，提升了3.64倍。

八、同一種成分誘引劑在海拔愈低，溫度愈高時誘引效果愈佳，這與咖啡果小蠹喜愛溫暖潮濕環境，低海拔活動力

較佳有關。

九、野外咖啡園實驗時，咖啡果小蠹與其他蠹蟲會受自製誘引劑吸引，自製誘引劑有效吸引

咖啡果小蠹的比例佔捕捉蟲數達95%以上。
其他蠹蟲

咖啡果小蠹與其他蠹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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