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開會） 

 

 

 

 

 

2024年第二十七屆國際昆蟲學大會 

 

 

 

 

服務機關：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 

姓名職稱：賴致勳 技士 

派赴國家：日本 

出國期間：113年 8月 25日至 8月 31日 

報告日期：113年 9月 16日 

 

 



 

 

 

摘要 

國際昆蟲學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ntomology, ICE）係全球昆

蟲學領域學術研討會議，由德裔英籍昆蟲學家 Karl Jordan(1861-1959)倡議創立，

自西元 1910年第一屆會議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以來，除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外，

大抵以 4年為週期召開大會，迄今已有 114年歷史，堪譽為「昆蟲學界奧林匹克」，

與會成員來自日本、臺灣、中國、美國、加拿大、俄羅斯、荷蘭、德國、義大利、

巴西、阿根廷、澳洲及紐西蘭等地之昆蟲領域相關專家學者，本年度(2024)第 27

屆 ICE(簡稱 ICE2024)假日本國立京都國際會館舉辦，辦理期間為 8月 25日至 8月

30日，由日本昆蟲學會主辦。該研討會主題與我國環境用藥管理相關議題涵蓋氣候

變遷造成之害蟲生態變化與其管理防治思維探討、害蟲抗藥性研究、新殺蟲劑科學

技術之研究、害蟲管理及生物防治等議題。 

本次大會共計安排 6 場全體會議演講、20 項主議題(包含醫學與獸醫昆蟲學、

害蟲管理、除害劑、基因改造作物、抗藥性與毒理學等)及 176 項子議題之學術研

究成果報告交流分享（包括座談會與海報展示報告）、日本文化體驗及昆蟲認識等

活動行程，與會人員多為國際昆蟲、病媒害蟲與農業害蟲相關研究領域之學者、科

研機構與產業代表等，藉由國際間產學研究交流，促進合作，以應對近年氣候變遷

造成之傳染病、農業生產及環境保護等問題，爰透過派員參與該學術研討會，可瞭

解國際環境害蟲防治管理之最新發展技術與其趨勢，做為我國環境用藥管理制度擬

定與科技研究發展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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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有鑑於國際現正面臨氣候變遷調適與三軸轉型(風險管理、永續發展(ESG)及

數位轉型)之挑戰，我國環境用藥產業亦無法置身事外，而本署作為環境用藥監管

與政策擘劃單位，應蒐羅國際產學研界科技進展趨勢之資訊，以擬定與時俱進之

政策，促進本國環境用藥產學研界發展。而 ICE 做為全球昆蟲學領域學術研討會

之標竿，本次 ICE2024亦提供全球各地昆蟲學最為前瞻之研究，共計安排 20項主

議題座談會，與環境用藥相關之議題包括醫學與獸醫昆蟲學(Medical and 

Veterinary Entomology)、害蟲管理(Pest Management)及除害劑、基因改造作物、

抗藥性及毒理學(Pesticides, GM Crops, Resistance and Toxicology)，爰透過

參與上述議題之子項座談會，瞭解國際環境害蟲防治管理最新技術，如經驗動態

建模(Empirical dynamic modeling)作為害蟲數量預測工具之應用性、AI 輔助辨

識害蟲及綠色化學殺蟲(忌避)劑成分研究等，足供做為相關管理政策研擬之參

考，以精進我國環境用藥管理與病媒防治品質。 

二、過程 

本研討會行程如表 1，ICE2024 舉辦時間為 2024 年 8 月 25 日至 8 月 30 日，

第 1 天為報到與開幕式，後續 5 天為各式議題座談會、科研海報展覽交流及少數

業者商品服務展覽，每日議程表定自上午 8時 15分開始至下午 6時結束，議程如

表 2(簡要版)與附件 1(詳細版)。 

表 1、ICE2024行程（7日） 

天數 日期 行程 備註 

第 1天 8/25 (日) 出發赴日及 ICE大會報到 桃園－日本京都 

第 2-6天 
8/26-8/30 

(一)-(五) 
參與 ICE2024大會 詳如表 3 

第 7天 8/31 (六) 返回臺灣 日本京都－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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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ICE2024大會議程(簡要版) 

時段 8/25 (日) 8/26 (一) 8/27 (二) 8/28 (三) 8/29 (四) 8/30 (五) 

8:15 

- 

全體會議 

主題：昆蟲與

微生物共生

之錯綜行為 

全體會議 

主題：昆蟲多

樣性研究之

新時代 

全體會議 

主題：食用昆

蟲：前景與挑

戰 

全體會議 

主題：瞭解入

侵森林昆蟲

之族群與行

為生態學：永

續害蟲管理

之見解 

全體會議 

主題：肯亞觀

點：擴大綜合

監測以對抗

蟲媒病毒之

傳播及出現 

9:00 
茶敘 茶敘 茶敘 茶敘 茶敘 

座談會 

Mon 1 

座談會 

Tue 1 

座談會 

Wed 1 

座談會 

Thu 1 

座談會 

Fri 1 10:00 

11:00 

海報發表 海報發表 海報發表 海報發表 海報發表 12:00 

13:00 

報到 
座談會 

Mon 2 

座談會 

Tue 2 

女性昆蟲學

講座 座談會 

Thu 2 

座談會 

Fri 2 14:00 
茶敘 

15:00 
開幕典禮 

公民教育 

活動 

茶敘 茶敘 茶敘 茶敘 茶敘 

16:00 

Wiggleswort

h 

紀念演講 

暨頒獎 

座談會 

Mon 3 

座談會 

Tue 3 

座談會 

Thu 3 

特別電影 

Filippo 

Silvestri 

紀念演講 

暨頒獎 

全體會議 

主題：以自然

為中心之角

度向昆蟲智

能學習 17:00 
傑出獎項暨 

功績獎項頒 

獎典禮 - 

閉幕式 

18:00 接待宴 - - 正式晚宴 
閉幕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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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8/25 (日) 8/26 (一) 8/27 (二) 8/28 (三) 8/29 (四) 8/30 (五) 

19:00 

20:00 
- 

 

本會議共安排 20 項主議題（表 3）研究成果交流座談會，各主議題又細分為

176項子議題，其中與我國環境用藥管理較為相關之主議題包括遺傳學與基因組學

(Genetics and Genomics)、醫學與獸醫昆蟲學 (Medical and Veterinary 

Entomology)、害蟲管理(Pest Management)、除害劑、基因改造作物、抗藥性及

毒理學(Pesticides, GM Crops, Resistance and Toxicology)等，爰以主議題為

敘述主軸，彙整同行人員所參與之各項子議題研究座談內容，說明如下文。 

表 3、ICE2024研究成果主議題 

項 主議題 

1 Acarology and Arachnology(蜱蟎動物學與蛛形動物學) 

2 Apiculture and Sericulture(養蜂與養蠶學) 

3 Biological Control(生物防治) 

4 Chemical Ecology(化學生態學) 

5 Conservation, Biodiversity and Biogeography(保育、生物多樣性與生

物地理學) 

6 Development and Reproduction(發育與繁殖) 

7 Ecology and Evolution(生態學與演化學) 

8 Genetics and Genomics(遺傳學與基因組學) 

9 Immunology and Pathology(免疫學與病理學) 

10 Insect-Microbe Interactions(昆蟲與微生物互動學) 

11 Insects as Food, Feed and Pollinators(作為食物、飼料與授粉者之昆

蟲) 

12 Alien Insect(外來昆蟲) 

13 Medical and Veterinary Entomology（醫學與獸醫昆蟲學） 

14 Pest Management（害蟲管理） 

15 Pesticides, GM Crops, Resistance and Toxicology（除害劑、基因改造

作物、抗藥性與毒理學） 

16 Physiology, Neurobiology and Molecular Biology(生理學、神經生物學

與分子生物學) 

17 Social Insects(社會性昆蟲) 

18 Systematics, Phylogeny and Morphology(系統分類、系統發育與形態學) 

19 Special Issue: Biomimetics and Robotics(專題：仿生學與機器人學) 

20 Others(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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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同行人員名單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 賴致勳 技士 

環化有限公司 郭瑋軒 副理 

 

 

圖 1、國立京都國際會館 

 

圖 2、國立京都國際會館會場留影 

 

圖 3、國立京都國際會館主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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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遺傳學與基因組學(Genetics and Genomics) 

有關環境害蟲發生殺蟲劑抗藥性之原因大抵可分為四種機制，即有效成分目

標結合位抗性(Target-site resistance, TR；如電壓門控鈉離子通道蛋白

(Voltage-gated sodium channels)突變，有效成分不易建立鍵結，進而降低其感

受性，此稱為 Knockdown resistance, kdr)、代謝抗性(Metabolic resistance, 

MR；如提高 Cytochrome P450、Esterases及 Glutathione transferases, GST等

解毒酵素之反應速率)、穿透率抗性(Penetration resistance, PR；如改變外殼

角質層構造，有效成分不易穿透)及行為抗性(Behavioral resistance, BR；如篩

選出對有效成分感知性較高之品系，進而使其後代容易避開有效成分施用區)，以

上抗性可能同時或單獨存在，而常作為環境用藥有效成分之除蟲菊精類

(Pyrethroids)，目前在病媒蚊上觀測到的抗藥性機制主要為 TR 與 MR，另 TR無法

透過在殺蟲劑中添加協力劑(Synergist)克服，協力劑僅可應對 MR 造成之抗藥性

問題。爰可利用次世代(基因)定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與環境

DNA(Environmental DNA, eDNA)檢驗技術廣泛調查特定區域之抗藥性基因盛行

率，藉此調整相關病媒防治相關策略，惟基因檢測費用所費不貲，亦可待相關抗

藥性基因體學研究齊備後，參考相關研究內容開發快速檢測套組，以降低檢驗成

本並提供第一線用藥指引。 

 

圖 4、抗藥性機制與 eDNA檢驗應用說明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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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醫學與獸醫昆蟲學（Medical and Veterinary Entomology） 

1. 臭蟲防治管理 

過去二十年，全球臭蟲復甦成為各國公共衛生之一大挑戰，而其復甦之示警

最早可追溯至 2004 年，透過相關研究之發表，涵蓋當年於 ICE2004 上發表之研究，

全球開始關注臭蟲再度成為一個重要蟲害問題之可能性。於 2006 年，研究首次發

現臭蟲對多種殺蟲劑產生抗性，另於 2012年發現單隻臭蟲即可引發感染之事實，

表明臭蟲之復甦與其強大適應能力與對殺蟲劑產生之抗藥性存在密切關聯，因此

產學研界開展許多針對臭蟲行為、抗藥性、及有效防治方法之研究。 

有關臭蟲之抗藥性研究主要關注其對除蟲菊精類與有機磷類殺蟲劑之抵抗能

力。日本研究指出，臭蟲之電壓門控鈉離子通道基因（如 kdr 基因）突變使其具

備抵抗除蟲菊精類殺蟲劑之能力，而該突變可穩定傳遞至其子代，甚至在沒有殺

蟲劑選汰壓力之情況下亦可保持穩定，意味抗藥性已成為臭蟲生存之適應優勢之

一。此外，另有研究發現臭蟲體內共生菌可能在抗藥性機制上扮演重要角色，如

某些共生菌能夠影響臭蟲對殺蟲劑之敏感性，當臭蟲體內的共生菌(如沃爾巴克氏

體(Wolbachia)與耶爾森菌(Yersinia))經抗生素處理後，被β-變形菌、芽孢桿菌

及放線菌所取代，導致臭蟲對殺蟲劑之感藥性顯著提高，此不失為新防治策略開

發之新思路。 

再者研究指出臭蟲之糞便點數量能夠做為感染源數量與環境污染程度之指

標，透過量化糞便點，研究人員能夠更精確地預測感染範圍及群體規模，另可搭

配 MALDI-TOF MS(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飛行時間質譜分析)鑑別溫帶臭蟲( Cimex 

lectularius)與熱帶臭蟲( Cimex hemipterus)，以釐清跨國入侵途徑，或定期使

用臭蟲殘留物快篩試劑(側向流體免疫分析法, Lateral flow strip)進行監測，

為臭蟲之入侵、檢測及防治提供可靠之數據支持，減少不必要之防治成本支出。 

至於如何防治臭蟲，傳統上，殺蟲劑仍為主要手段，為應對臭蟲抗藥性之問

題，目前業界已有研發出新產品，透過利用氣凝膠粉(Silica Aerogel powder)做

為載體(粉劑係臭蟲防治策略中不可或缺之一環)，將丁烯羥酸內酯類藥劑(如

Flupyradifurone)與 Beta-賽扶寧(Beta-Cyfluthrin)做為有效成分進行混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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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環保署登記證號:101563-5)，研究指出具備良好成效。另應特別留意廢棄獨立

空屋或低收入區域住宅之臭蟲入侵問題，研究指出使用硫醯氟(Sulfuryl fluoride, 

如 Vikane®)進行薰蒸，存在有效殺滅對除蟲菊精類具抗藥性臭蟲之潛力，惟考量

藥劑施用之風險，蒸氣處理與矽藻土防治經研究證實亦不失為替代方案，該研究

顯示，蒸氣處理在短期內具有顯著之效果，而持續使用蒸氣或矽藻土則有助於長

期減少熱帶臭蟲數量，藉此可減少化學品對環境之潛在污染，同時減少抗藥性臭

蟲之生存機會。此外來自美國農業部之學者亦指出天然化合物苯甲酸甲酯(Methyl 

benzoate)具備做為替代殺臭蟲劑或驅避劑之潛力。 

綜上所述，臭蟲復甦已成為全球公共衛生之重要課題，隨著臭蟲對殺蟲劑之

抗藥性方興未艾，傳統化學防治手段之效果存在下降之風險，爰未來防治策略應

更加注重精準用藥、新技術及非化學方法之開發，另需根據不同地理區域與品系

之特點進行針對性設計。再者，臭蟲抗藥性機制之深入研究仍應持續推進，此將

有助於擬定更具效率之防治策略。 

 

圖 5、臭蟲防治議題研究成果座談會部分簡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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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病媒蚊管理 

蚊子做為各類病毒(如登革熱病毒、茲卡病毒、屈公病病毒及日本腦炎病毒等)

之載體，存在顯著之公共衛生風險，爰學者為控制蚊媒疾病，提出各種創新策略，

如 In2Care滅蚊陷阱，係結合蟲生真菌(Entomopathogenic fungus)與昆蟲生長調

節劑(百利普芬, pyriproxyfen)，並利用埃及斑蚊之 skip-oviposition(不在單一

位置產卵)之習性，形成透過蚊子傳播殺蟲劑之自動散佈站，藉此達到蚊群數量控

制之效果，而在美國佛州之試驗顯示其能些微降低產卵密度，惟對成蚊密度之影

響不顯著，顯示仍待進一步研究與改進。 

再者利用基因工程技術(如 CRISPR/Cas、RNA interference, RNAi、透過基因

驅動(Gene drive)建立 Super-mendelian inheritance 等)或不孕性昆蟲技術

(Sterile Insect Technique, SIT)改變其族群性別比例、使其無法繁殖或遺傳高

感藥性基因至子代之研究亦如火如荼開展，如我國臺灣大學醫學院蕭信宏教授根

據蚊子帶原登革熱病毒後顯現之特定基因表現，設計特定基因片段編輯至蚊體

內，藉此阻斷病毒顆粒之複製，或透過編輯蚊子感知外界訊息(人類汗水、蜜源及

水源等)之神經元基因(如感知水源之 IR38a)，藉此干擾其產卵與吸血行為等，惟

這類於實驗室培育出之蚊子，相較於野外品系更為脆弱，因此有研究說明應在野

放之前進行環境調適(如氣溫、濕度等)，以達到預期之蚊群數量控制效果。另有

學者考量基因編輯可能造成始料未及之後果，提供在基因編輯初始即加入自刪人

工編輯基因之機制研究，降低試驗失控之風險。同時也有研究將利用基因工程技

術設計出之基因片段視為藥品，利用 MGDrivE 3 (Mosquito Gene Drive Explorer 

3)模型進行目標產品概述(Target Product Profile, TPP)，以評估其是否能在昆

蟲學上達到預期之野外覆蓋率，而在流行病學上是否能達到減輕疫病(如瘧疾)傳

播之成效，藉此調整試驗參數，並做為田野試驗之背景資訊，以最佳化產品效果。 

此外日本學者發現越冬後之日本腦炎病毒主要病媒三斑家蚊 (Culex 

tritaeniorhynchus)之顯現與日本櫻花花期高度連動，其背後機制與生育度數

(growing-degree days)相關，即該蚊種須累積一定溫度後才會開始活躍，此可作

為未來開發預警蚊蟲數量系統之參數依據。 

最後美國辛辛納提大學學者與臺灣中興大學梁國汶副教授，亦示警與會者有

關氣候變遷與不夠謹慎使用滅蚊化學藥劑可能造成之病媒蚊管理風險，即城市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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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之蚊卵表現出較強之熱與脫水耐受性，與全球暖化之「城市熱島效應」，而

這些特性可能有助於蚊子自森林環境轉移到城市居住，並增強其在極端氣候下之

存活能力。而梁教授則指出傳統之滅蚊方法如殘效噴灑，經研究證實雖對瘧蚊數

量控制有效，但對斑蚊之效果未有通盤之檢視，爰在本研究中發現班蚊可能存在

遠離受藥物處理區域之傾向，導致其未能在預期時間內死亡，而部分倖存之班蚊

在接觸化學藥劑(本研究使用第滅寧, Deltamethrin 與可尼丁,Clothianidin))

後，其生殖能力反而增強，產卵數量增加，此即為毒物興奮效應(Hormesis)。倖

存之班蚊後代甚至出現早期孵化與加速幼蟲發育之現象，此即為「跨代毒物興奮

效應(Transgenerational hormetic effects)」；爰研究強調在蚊子防治中應注

意此類現象，試圖尋求更有效之防制方法以應對此問題，而非僅依賴傳統化學藥

劑進行防制。 

 

 

 

圖 6、病媒蚊管理研究成果座談會部分簡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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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病媒蚊之蟲媒議題 

蟲媒疾病除了透過蚊子傳播外，如白蛉(Sandfly)與蜱蟲(Tick)等亦可傳播多

種病原體(如病毒、細菌與原蟲等)，尤其在氣候變遷之影響下，可能改變蟲媒疾

病傳播之慣性，如由白蛉(Sandfly)帶原利什曼原蟲造成之利什曼病，其中內臟利

什曼病又被稱為黑熱病，該蟲媒經研究指出便會隨著氣溫調整其出沒時段，而臺

灣白蛉族群雖以不吸食人血之應氏司蛉與鮑氏司蛉為主，惟仍存在可能傳播該疾

病之江蘇白蛉，爰仍應留意該蟲媒之活躍情形。 

此外在日本，隨著氣候變遷造成蜱蟲分布範圍擴大，導致過去不曾受影響之

區域面臨更高之疾病(如萊姆病)傳播風險，再者近期於日本龜形花蜱(臺灣亦有分

布)發現之新興 Oz病毒造成之嚴重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SFTSV）之案例，亦逐漸引起公共衛生界之關注，

爰任職於輝瑞藥廠之研究員，便嘗試利用案例回報紀錄等資訊，透過 AI輔助空間

建模技術預測蜱蟲之分布變化，藉此提早發放萊姆病疫苗進行預防處置，其系統

雖仍待實地田野調查驗證後才具顯著應用價值，惟已充分揭示結合 AI進行蟲媒疾

病預防工作之可能性。 

(三) 害蟲管理（Pest Management） 

伴隨氣候變遷與都市化之影響，政府應隨時留意環境衛生害蟲可能造成之公

衛風險議題，若將公共衛生三段五級預防概念導入，施用環境用藥應屬次段與三

段預防中的早期治療與避免事態惡化，而透過監測病媒發生情形以避免疫病發生

則屬次段預防中之早期診斷，再者現代害蟲管理更須在環境友善與效率之間尋求

平衡，以達到可永續經營之控制效果，因為傳統化學殺蟲劑雖然有效，但長期使

用存在環境污染與發生抗藥性之風險，此促使產學研界之研究員嘗試尋找更為精

準且安全之解決方案，其中即包含不孕性昆蟲技術(SIT)、基因驅動(Gene drive)、

害蟲影像辨識及經驗動態建模(Empirical dynamic modeling, EDM)等技術，其中

SIT與基因工程技術特別適用於繁殖力強、且對化學藥劑存在抗藥性之害蟲品系，

提供降低害蟲數量，亦可減少害蟲對化學藥劑產生抗性之一防治手段。 

SIT 係一種行之有年之害蟲控制方法，通過釋放經過不孕處理(如γ-ray 或

X-ray)之雄性昆蟲，使其與野外雌性交配，從而降低子代出生率，過去常見於農

業害蟲防治，而目前應用於病媒蚊控制之潛力亦得到廣泛關注，如希臘研究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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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 應用於白線斑蚊（Aedes albopictus）族群控制之成功案例，惟其研究強調

野放不孕雄蚊應注重品質管制(Quality control, QC)之檢核點(如運輸後之生存

率、壽命、飛行能力與交配能力等)達成率，與釋放後捕捉以評估其餘命之重要性，

藉此確保野放之不孕雄蚊能夠成功交配，以降低野生蚊群數量。而傳統 SIT 常面

臨不孕處理之雄蟲生存能力較差之問題，常須依個案微調放射線劑量以達到預期

之不孕效果，爰科學家嘗試將基因驅動技術結合至 SIT，如將雌性致死基因與基因

驅動技術結合，藉此提高 SIT之效率。 

害蟲管理除了施用環境用藥杜絕病媒擴散外，前期之監測與預警亦相當重

要，爰本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謝志豪教授即透過蒐集氣溫、降雨量、露點

溫度及氣壓值等時間序列資訊，利用經驗動態建模(EDM) 建立蚊子數量預測模

型，有助於在害蟲數量大發生事件前預先示警，此外日本環境機器株式會社(Semco 

Co.,Ltd.)亦與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學者共同開發 AI 辨識飛行害蟲儀器(Pest 

vision)，做為食品加工廠環境病媒監測之工具，以即時進行環境衛生排查或清消

等處置。 

本研討會主軸雖為昆蟲研究，惟昆蟲常作為病媒寄生於野生動物，如老鼠，

爰主辦方亦安排一場有關日本老鼠防治之座談會，其中提及日本主要優勢鼠種為

黑鼠（Rattus rattus, 亦稱屋頂鼠），美國與歐洲則以褐鼠（Rattus norvegicus, 

亦稱溝鼠）為主，而控制日本黑鼠數量之困難點可能為，其對於抗凝血殺鼠劑存

在抗藥性且較具警覺性，特別是都市區之黑鼠，甚至懂得跳離避開黏鼠板，另與

歐美國家相比，具抗藥性之日本鼠類在 VKORC1(Vitamin K epoxide reductase 

complex 1, 維生素 K 環氧化物還原酵素)之基因突變位置不同，加上其解毒酵素

(如 Cytochrome P450)活性增強等因素，導致控制其族群數更具挑戰性。 

此外來自美國農業部之學者，提到美國亦有傾向不使用如敵避等化學藥劑驅

趕蚊蟲之群眾，而近期研究發現椰子油中的中鏈脂肪酸(C10-C12)具備良好的昆蟲

驅避性，將其做為含有 7%中鏈脂肪酸(C10-C12)之澱粉或果膠水溶劑，塗抹於體

表，具備長效之防護效果，爰可做為綠色化學環境用藥開發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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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害蟲管理研究成果座談會部分簡報畫面 

 

(四) 除害劑、基因改造作物、抗藥性與毒理學（Pesticides, GM 

Crops, Resistance and Toxicology） 

該主議題內容大抵與利用基因轉殖作物(如轉殖蘇力菌 Bt蛋白之作物)抵禦農

業害蟲有關，屬於與環境病媒較為相關之內容為，研究指出 ABC 轉運蛋白

(ATP-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 ABC transporter)做為蚊子血腦屏障之清

毒工具，未來可針對其調整相關藥劑傳輸機制，如利用協同劑降低 ABC 

transporter之工作機能，以提高藥效。 

此外澳洲學者亦指出，低劑量殺蟲劑對昆蟲之亞致死效應(Sub-lethal effect)

可能會促進抗藥性發展，即低劑量殺蟲劑對昆蟲造成氧化壓力、能量消耗與基因

表達之改變，甚至神經退化病變，惟這類亞致死效應可能使昆蟲在未被殺滅之情

況下產生選擇壓力，進而促進抗藥性基因在昆蟲族群中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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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本次 ICE2024 大會主題為「通過知識融通獲致之新發現(New discoveries 

through consilience)」，而從各座談會主題與其與談人數可知，有關基因編輯

工程、人工智慧(AI)輔助辨識昆蟲及模型運算技術應用於害蟲管理之趨勢正在成

形，因害蟲對於常用殺蟲劑有效成分(如除蟲菊精類、有機磷類及新菸鹼類等)產

生抗藥性一事，始終為人類社會管理蟲媒之一大挑戰，惟透過基因編輯工程技術，

得以讓研究者釐清抗藥性之癥結，據以設計能更有效殺滅害蟲之有效成分，或將

其融入 SIT 技術，藉此達到控制蟲媒數量之效果，如美國環保署近年核准業界利

用基因轉殖物質 tTAV-OX5034 作為有效成分，以進行埃及斑蚊防治之試驗研究，

此外亦如國際 AI 晶片設計龍頭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所言，結合 AI 技術之

生技產業將大有可為，無論是用於高通量篩檢(High-throughput screening)協助

開發新有效成分、建立害蟲影像辨識模型、結合經驗動態建模(EDM)建立害蟲數量

預測模型，更甚是搭配基因驅動技術以模擬不孕雄蚊控制野外蚊群數量之效率

等，以上發展願景皆已於本次研討會充分呈現，透過內化這類資訊並做為相關科

技發展方向之風向球，將有助於我國制訂更為精準且有效之病媒防治策略，以精

進環境衛生品質。 

此外本研討會亦有開放少數空間供昆蟲業務(如害蟲防治、昆蟲監測、捕捉設

備儀器等)相關業者設攤展覽，而日本環境用藥產業發展昌盛，臺灣市場許多環境

用藥是自該國輸入，爰透過場邊對話，向日本環境用藥業者(地球製藥)請益該國

環境用藥管理相關規定，對方指出該國環境用藥(Household pesticides)管理制

度對外人而言不易理解，可概要說明如下，以殺鼠劑為例，視使用場域，可分為

農藥(農薬, Pesticide)、防除用醫藥部外品(防除用医薬部外品, Quasi-drugs for 

pest control, 類似我國環境用藥)及動物用醫藥部外品(動物用医薬部外品, 

Quasi-drugs for animal use)，其中農藥(供農民用於作物園、果園、山林、穀

倉及草地等)主管法規為農藥取締法，由農林水產省(類似我國農業部)審查，而防

除用醫藥部外品(供民眾用於居家環境、公共場所與大樓等)與動物用醫藥部外品

(供民眾用於家畜管理設施，如禽畜場所、附屬飼料倉庫及糞尿處理設施等)之主

管法規為醫藥品醫療機器等法(簡稱藥機法，主管機關為厚生勞動省，類似我國衛

福部與勞動部綜合機構)，惟防除用醫藥部外品係由厚生勞動省審查，動物用醫藥

部外品則由農業部審查。再者農藥取締法規定未經農林水產省審驗許可之殺鼠劑

不得用於農地，否則將面臨罰金與刑罰，爰鮮少誤用之情事，而目前亦少有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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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反映抗凝血殺鼠劑次級毒害之事件，因當前可做為防除用醫藥部外品之第二

代抗凝血殺鼠劑僅有立滅鼠(Difethialone, 地球製藥係該有效成分產品許可證

之唯一持有方)，而病媒防治業者大多會自主搭配餌盒使用，對方亦提及農藥並無

第二代抗凝血殺鼠劑，另有撲滅鼠(Bromadiolone)登記做為動物用醫藥部外品，

目前各環境用藥業者因政府不鼓勵引進新抗凝血殺鼠劑成分，爰各公司申請意願

亦不高。在用藥選擇性被侷限的情況，日本仍能維持高水準之環境品質，連與會

的歐美人士皆不敢置信日本都市會有鼠患問題，表示其整潔程度已到達瘋狂之層

級，著實令人欽佩；實際就教業者，對方也認同應是力行環境整頓(如下水道系統、

街道清掃等)與權責分明(如殺鼠劑有效成分差別化管理，並強化管理責任等)之制

度奏效，所以才有此等成就，值得我國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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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與會照片 

 

 

防治臭蟲產品攤位 日本環境用藥業者攤位 

  

洽談日本環境用藥業者 臺灣昆蟲捕捉設備業者攤位 

 

 

海報展示區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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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洽談人士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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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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