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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積極參與國際重要農業學術組織相關研討會,有助於持續強化我國在農作物

生長與健康管理之國際合作量能與影響力。農業試驗所透過參加日本京都第 27

屆國際昆蟲大會 (27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ntomology,ICE 2024),共

計發表 6 篇研究成果並進行學術交流,包括與美國、西班牙、泰國及日本等國之

昆蟲專家,就昆蟲蛋白、新穎性害蟲防治技術、入侵蟲害管理及標本管理等議題,

進行深度討論,以瞭解全球昆蟲學研究趨勢及最新進展,建立國際合作網脈,為我

國昆蟲相關研究建立永續穩定的根基;活動期間亦獲臺灣昆蟲學會邀請出席 「臺

日青年昆蟲學家交流會」,建立雙邊新一代專家研究互動基礎。本次參與同仁摘錄

並融合各自專業領域資訊新知分享,提供農業部所屬研究人員參酌,以提供辦理全

球性學術活動或我國可進行重點發展之國際合作等議題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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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際昆蟲大會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ntomology,簡稱 ICE) 為昆蟲學領

域的重要國際會議,又稱世界昆蟲大會,每 4 年舉辦 1 次,匯聚來自世界各地昆蟲學

家、研究人員及專家,分享彼此的最新研究成果、技術及所屬專業之全球發展趨勢,達

到促進學術交流並提升昆蟲相關研究量能。本屆 (第 27屆) ICE 於 2024 年 8 月 25 

至 30 日於日本京都舉行,涵括昆蟲生物學、生態學、行為學、分類以及農業昆蟲管理

等多元領域。為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113 年度科發基金 「人才培育與

研發成果推廣計畫」 計畫,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派 6 名研究人員參加上開會議,並

發表或張貼 6 篇報告與海報,包含昆蟲分類、鑑定媒介昆蟲監測及分布、重要果樹害

蟲區域防治、抗藥性管理,以及媒介昆蟲病害綜合管理等議題。 

本次 ICE 會議主軸定調為 「New Discoveries through Consilience」(透過知

識融合的新發現),旨在透過知識同步交流進而激發創新,ICE 對於昆蟲學門人才培育

與橫向交流具有相當正面的影響。本次行程除發表研究成果外與世界各國或來自臺灣

的學者交流,更有兩位同仁受邀參與 8 月 27 日晚間舉辦之「新一代臺日青年昆蟲學

家交流會」,為臺日交流建立根基。 



4 

 

貳、行程規劃 

本次國際昆蟲學大會訂於 2024 年 8 月舉行,投稿截止日期為 2023 年 12 月 

15 日,故本次行程及經費約提前 9 個月以上規劃安排。本次行程參加農業試驗所之人

員為陳淑佩、李奇峯、黃毓斌、陳怡如、楊婉秀及申屠萱等 6 員,全部行程經核定 8 月 

24 日至 31 日為 8 日公假 (表一)。 

表一、出國行程表 

日數 日期 地點 行程內容 

1 8/24 (六) 
臺中→桃園機場→日本抵

達關西機場→住宿地點 
交通行程 

2 8/25 (日) 

京都國際會議中心 

報到及開幕式 

3 8/26 (一) 專題演講及分組討論會 

4 8/27 (二) 
專題演講及分組研討會、海報演繹;

晚間「臺日青年昆蟲學者交流會」 

5 8/28 (三) 
專題演講及分組研討會、海報演繹

及閱覽 

6 8/29 (四) 
專題演講及分組研討會、海報演繹

及閱覽 

7 8/30 (五) 
專題演講及分組研討會、海報演繹

及閉幕式 

8 8/31 (六) 京都 ICE 大會主辦導覽 (因颱風取消) 

9 9/01 (日) 
住宿地點→抵達關西機場

→桃園 
返程交通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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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過程 

一、國際昆蟲大會 (2024 ICE) 活動及流程 

國際昆蟲大會 (ICE) 具深厚學術起源,第 1 屆國際昆蟲學大會自 1910 年在比

利時布魯塞爾舉辦,迄今已 114 年,早期會議多在歐洲舉行,旨在推動國際合作並解

決動物命名法規等問題。但隨著時間推移,會議拓展到南美、非洲及亞洲舉行,反映

科學全球化及昆蟲學在世界各地受到重視。 

本屆會議因於日本京都舉行,故別稱 ICE 2024 KYOTO,共有來自 82 國之 4,041

名出席者 (包括公眾在內 4,278 名),邀請各研究領域重要學者舉行 8 場主題演講,

同時有 1,752 場口頭報告(論文宣讀),並展示 1,065 張海報,至少 13 個贊助商和

日本當地組委會辦理該會議。會議主題多元化以論文宣讀及海報呈現,結合傳統及新

技術議題,亦辦理女性或兒童昆蟲周邊活動。8 月 26 日起,大會依不同議程在不同

場地辦理講座及論文宣讀,並在中午時段進行海報現場展示等活動。會場活動於 8 

月 30 日結束,並決定在南非開普敦舉行第 28 屆國際昆蟲大會。 

二、研討會重點主題分享及交流情形 

擇要呈現每位研究人員之出國成果心得如下: 

(一)有關昆蟲分類/李奇峰 (本項係由國科會計畫支持)  

(1) 金花蟲科分類 :在  ICE 舉辦的第  11 屆國際金花蟲研討會  (11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rysomelidae),由日本 Yoko Matsumura、美國 

Caroline Simmrita Chaboo 以及德國 Michael Schmitt 主辦。並於 12 月中旬

完成報名及繳交報告摘要。該研討會共有 16 位講者,其中 7 人來自日本、3 人

來自美國、2 人來自德國,來自臺灣、中國、英國及奧地利各 1 人。本所同仁多

年來在金花蟲科系統分類,已有相當多的重要研究成果,故受主題會議主辦者於大

會舉辦前 1 年 (2023年 9月底) 邀請,擔任口頭報告講者。 

(2) 筒金花蟲幼蟲築巢的物質材料與結構分析:交流學者 Caroline (美籍) 是年

輕的分類及形態學專家,於 2007 年發表博士論文 《Cassidinae 的生物學及系統

發育》(Coleoptera: Chrysomelidae),目前從事金花蟲幼蟲利用糞便構築覆蓋體

表的巢或防衛型遮蔽結構。雖然 Caroline 曾邀請本所同仁共同合作研究,然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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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目前正執行多項分類議題,待未來再擇適當時機合作。 

(3) 鞘翅目分類與標本館蒐藏交流: 本所同仁長期與日籍 Takemoto Takuya 及

Haruki Suenaga 分類學家有相關合作,Takemoto Takuya 與本所同仁共同研究臺

灣產的 Zeugophora 及 Chrysolina。另外,Kunio Suzuki 亦為日本資深分類學家,

專精於金花蟲生殖器內部結構形態及分類,並樂意提供專業建議。 

(二)檢疫、入侵害蟲及昆蟲數位化應用/陳淑佩 

(1) 害蟲 (含入侵害蟲) 之生物防治:國際間的貿易密切以致入侵害蟲種類大幅

增加,各國的學者面對近年大增的半翅目及鱗翅目害蟲,開發非農藥防治技術及分

享實際應用於田間的操作方式及成效。尤其是對於溫室小型害蟲之新研發防治方

法,如利用不同波長的光源或防蟲植物,均值得作為未來發展友善農業及推動高風

險農藥減半政策的參考。 

(2) 生物防治案例及應用: George E. Heimpel 以模組化的概念預測本地生物多

樣性來說明生物防治的好處和風險。該模型基於物種的「保護價值」,並根據瀕危

性、生態服務功能及其文化意義等 3 項主軸進行加權,以從事對本地物種產生負

面影響的評估。因此學者在評估引入入侵種其生物天敵時,除鑑定物種之外,亦需

評估是否影響本地生物相,其後才執行可行的生物防治法,這常需跨國合作以達最

佳防治效果。完成鑑定與評估本地或引入之生物天敵,並配合開發量產及釋放技術

研發後,仍需長期調查對整個生物相有無風險之綜合評估。以半翅目害蟲為例, 

Telenomus spp. 是有效的卵寄生蜂,而在臺灣卵寄生蜂種類繁多,農試所昆蟲標本

館蒐藏大量已鑑定至屬級或種級的標本,為國際合作的重要資源。 

(3) 影像技術及標本資訊建置: 昆蟲在生物界占重要生態角色,面對大量昆蟲館

藏標本,如何在傳統的形態分類或是手動操作之建立分生條碼下,建立巨量的資訊,

以精準呈現其生物多樣性近年來日益受重視。如 Diversity Scanner 可針對標本

進行形態影像成像及測量外,並利用多孔之微孔板分別放置單個標本,並利用納米

孔定序儀 (Nanopore sequencing),建立 DNA 編碼資訊。此外,此儀器亦可使用常

見物種的圖像及各別的 DNA 條碼的標識標記來訓練卷積神經網路 (CNN),建立自

動辨識的資訊,進而累積巨量生物多樣性訊息。此外,面對不可替代且獨特的昆蟲

樣本,例如模式標本,這些標本不得使用侵入性或破壞性研究方案進行解剖或以其

他方式研究。由 Mikael Englund 等人的演講中以芬蘭國家歷史博物館為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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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性之 X 射線顯微斷層掃描 (micro-CT) 等新興技術可以針對獨特的標本高

解析度地數位化整個生物體的解剖結構,進而產生從任何所需角度描繪的各種內

部結構和器官中產生高品質的圖像,雖成本高但可行。此外,德國卡爾斯魯厄理工

學院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KIT ) 機構亦提到以 X 射線顯微斷

層掃描裝置對多達 2000 隻昆蟲的批次進行全自動掃描。以 ANTSCAN 全球專案為

例,以先進技術及儀器生成大規模的生物表型數據庫來涵蓋多樣化、生態優勢和功

能重要蟻科的 3D 完整解剖數據庫 (775 個物種的 2208 個標本),以及少量但具

有代表性的膜翅目外群,其成果更與表型數據與正在進行基因組測序工作持續累

積配對資料。藉 ANTSCAN 專案的執行標準化的掃描參數,利用電腦視覺技術自動

處理原始掃描,以及配合開源工具供大眾使用的方式,相當有助於提升相關技術之

開發。上述的成果值得未來昆蟲標本建置巨量資訊需效法並與國際研究工作接軌

之參考。 

(4) 昆蟲標本數位化資訊建置:膜翅目為物種最多樣化的昆蟲分類群之一,目前約

有 100 科,農試所館藏昆蟲標本中則已蒐藏 75 科,由於蒐藏量豐富,迄今仍有相

當多物種待鑑定,未來仍有需導入國內外分類研究人力,以有效且準確的分類方法

協同研究。Emma Kärrnäs 等人在此次大會演講中,以小蜂總科的釉小蜂科 

(Eulophidae) 為例,以不損傷微小標本為前提萃取標本的 DNA,兼顧獲得形態學

和基因組數據,並提供全基因組測序所需研究體裁。上述資訊、儀器設備及操作流

程,亦可作為農試所有效運用館藏昆蟲標本之借鏡,以建立臺灣昆蟲生物多樣性之

形態影像及 DNA 分子生物資訊。Jurate  De Prins 的演講中提出生物多樣性數

據的可靠性需要對定性和定量進行審查,他以鱗翅目蛾類為例,介紹生物多樣性數

據系統/平臺,並藉由 FAIR 原則 (可查找性、可訪問性、互操作性和可重用性) 生

物多樣性數據的使用和再利用,提高數據的價值及人工智慧應用基礎。本次會議,

本所展示檢疫害蟲平台相關海報時,更有日本檢疫官詢問此查詢平臺是否已開放,

顯示檢疫害蟲數位化的重要性。 

(三) 重要媒介薊馬及農業上的管理/ 陳怡如 

(1)薊馬形態及分生鑑定:有關薊馬的國際重要研討會,除 ICE 或各國昆蟲學會每

年舉辦的年會 (如臺灣昆蟲學會、美國昆蟲學會) 外,尚有 4 年舉辦 1 次的舊北

區 薊 馬 研 討 會  (Symposium on Palaeasctic Thysanoptera (SPT)) 與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ysanoptera and Tospovirus (ISIT),上述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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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報告內容較聚焦於特定研究,如 SPT 聚焦於薊馬動物群分類研究、邊境檢

疫及鑑定、蟲害管理、生態與行為、薊馬化學傳訊素,SPT 為小型研討會常聯合其

他研討會共同舉辦,最近 1 次是在 2021 年匈牙利。薊馬及其媒介病害相關之研討

會則集中在 ISIT 辦理,由於疫情關係,國際研討會的期程常被調整。在本次參加

ICE 分類學者以鞘翅目報告為主,少見纓翅目的相關分類報告。 

(2)IPM 入侵重要薊馬管理: 本次與 IPM 經驗豐富的學者請教田間管理經驗,Dr. 

Sriyanka Lahiri (美籍學者,佛羅里達大學) 專長在草莓、藍莓、黑莓等小型害

蟲綜合害蟲管理 (IPM) 策略,她深入簡出說明美國入侵薊馬小黃薊馬在草莓的 

IPM;而薊馬媒介流行病毒病害的專家 Dr. Daniel Kazuo Hasegawa (美國農業部

USDA-ARS) 則指出薊馬傳播的鳳仙花壞疽病毒 (INSV) 已成為加州生菜生產區的

頭號問題,須從媒介薊馬和病毒的流行病學角度開發栽培管理策略及新的監測工

具因應,此外他對於 Dr. Sriyanka 提出的保育天敵食草的應用相當有興趣。如何

在 IPM 管理下維持天敵的食草及移除病毒寄主間取得平衡,需要媒介薊馬雜草寄

主資訊,以建立友善環境平衡的策略。 

(3)薊馬媒介病害流行病學: Dr. Kiran R. Gadhave (美籍) 及 Dr. Saioa Legarrea 

(西班牙籍) 都是媒介昆蟲-植物-病原菌交互專用的專家,Dr. Gadhave 擅長薊馬

媒介病害流行病學。Dr. Legarrea 側重於探索病毒如何改變植物的代謝和防禦機

制影響薊馬生態,例如病毒感染如何影響植物防禦反應以及媒介-病毒的生態學。

Dr. Alexandra Revynthi (美籍) 專長觀賞植物綜合害蟲管理,特別針對南佛羅里

達的入侵物種薊馬 (Thrips parvispinus) ,並以捕食蟎等生物防治天敵來管理多

種害蟲。入侵美國的薊馬 T. parvispinus 為我國本土薊馬,但在國內發生頻率低

並無管理資料可參考,是未來值得注意的重要薊馬種類。 

(四) 害蟲抗藥性/申屠萱 

(1)新型殺蟲化學藥劑及新技術的開發: 日本學者 Motofumi Nakano 介紹 1 種新

型殺蟲劑 NNI-2101,該化合物在低劑量下對鱗翅目、鞘翅目及和其他昆蟲非常有

效,並應用一種模式生物秀麗隱桿線蟲 (Caenorhabditis elegans) 快速確認藥劑

作用點,應用此線蟲可加速殺蟲成分的作用點研究。中國學者 Xiaomu Qiao 報告

一種新型殺蟲劑 flonicamid,其作用功能屬於脊索器官調節劑。所謂脊索器官調

節劑是藉由菸鹼醯胺的累積,達到影響脊索器官的運作,透過過度刺激引發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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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 Daniel Swale 提出對傳播病毒的蚜蟲,開發新機制殺蟲劑,其殺蟲成分

施用在蚜蟲後,6 分鐘內達到 90% 以上的死亡率,透過防止取食,以降低病原傳播,

並以 EPG 監控取食行為的變化,確認蚜蟲取食行為被抑制,此方法可達到杜絕蚜

蟲傳播病毒的機會,此化學殺蟲劑的效果完全不同。泰國學者則分享對秋行軍蟲抗

藥性監測等研究成果。在海報解說時遇到日本學者 Dr. Zenta Nakai 分享研究可

捕食蔥薊馬的捕食蟎,且提到日本青蔥上甜菜夜蛾抗藥性情形很嚴重,致使他們必

須發展其他防治方法。 

(2)新型生物殺蟲成分的開發及抗性管理: 蘇力菌 Bt 殺蟲蛋白 Cry5 之基改作

物已推行 20 多年,推出時有學者提出為減緩抗藥性發生,應設置種植非基改作物

提供害蟲避難區,以保存感性的害蟲個體,使其與抗性害蟲個體交配,以稀釋抗性

基因。在這個項目下,澳洲學者提出澳洲多種害蟲已對蘇力菌產生抗藥性;美國學

者也指出非洲近年種植 Bt 基改作物亦有抗藥性實例。多國學者報告蘇力菌另一

種新型殺蟲蛋白 Vip3Aa 的抗性監測情形,目前抗性報告不多。澳洲、印尼、美國

及加拿大等國學者分享他們如何設計應用高劑量處理和設置避難區,以及田間驗

證抗性管理的效果;以上對 Bt 管理策略可作為因應對化學藥劑產生抗藥性的參

考。另外,新殺蟲物質仍持續研發中,例如研究分析植物源殺蟲蛋白的結構或生物 

(如蜘蛛和寄生蜂) 毒液成分,並將其轉入表現細胞以觀察殺蟲效果。 

(3)新興入侵害蟲抗藥性發展及生物測定技術:多篇秋行軍蟲在亞洲地區的抗藥性

報告,顯示 2021 和 2022 年採集的秋行軍蟲,對多種殺蟲劑的 LC50 均高於 2019  

年入侵初期。日本學者更提出一種以人工飼料添加殺蟲劑進行生物對藥劑感受性

的檢定方法,以取代原本的浸葉法,此方法不須寄主葉片,採用人工飼料成分相同,

目的是在鄰近國家採用相同方法時得到結果更趨一致。另外在操作上不用葉片也

更為簡便。近年在害蟲或蟎類進行抗藥性檢測時,會盡量開發藥膜法或人工飼料等

不需寄主植物的方法,更為簡便,且有利於商品化。 

(4)害蟲抗藥性分子機制及點突變檢測:近年這方面報告較多在擬除蟲菊類、新尼

古丁類及二醯胺類等化學殺蟲劑和蘇力菌等微生物殺蟲劑。日本學者 Kazuhiko 

Matsuda1 探討新尼古丁類殺蟲劑作用位置點突變和表現蛋白的關係,韓國學者研

究蜜蜂寄生蟎-瓦蟎對擬除蟲菊酯殺蟲劑福化利的抗藥性,確認抗性與點突變

L925V/M/I 的相關性,具作為抗性分子檢測的潛力;另找到細胞色素 1 種解毒酵

素在抗性蟎體角質層和聯合神經節中表達最豐富,可能在表皮保護發揮關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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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國學者報告蘇力菌殺蟲蛋白 Cry 和 Vip3Aa 的抗性作用點基因和抗性基因

檢測,作為建立抗性分子檢測方法的基礎。韓國學者探討秋行軍蟲暴露於殺蟲劑剋

安勃後,有兩種特定 miRNA 在脂肪體表現有顯著變化,且可能與細胞色素解毒酵

素有關。昆蟲的細胞色素系統負責許多外來物的氧化代謝反應有很多同功酵素,現

今高通量基因組學分析可得到很多可能導致殺蟲劑抗性作用點和基因,應用基因

編輯技術 CRISPR 加上 Cas9 昆蟲細胞表現載體可檢視特定蛋白的功能、特性和

抗性相關性,並藉此尋找可作為抗性檢測的分子標誌。其中,一種細胞色素解毒酵

素與甜菜夜蛾對剋安勃抗藥性之點突變有關,可做為我們後續研究重要參考。在海

報解說時有機會與研究埃及斑蚊對擬除蟲菊精殺蟲劑之抗性點突變的日本學者 

Dr. Kentaro Ltokawa 討論與相關點突變檢測方法,上述研究顯示以分子生物技術

發展重要害蟲抗藥性快速檢測方法是重要研究趨勢。 

(5)昆蟲與共生菌合作促進對殺蟲劑的解毒機制:與日本的 Dr. Yuya Sato 探討豆

椿  (Riptortus pedestris) 腸 道 共 生 菌 對 分 有 機 磷 劑 殺 蟲 劑 撲 滅 松

(Fenitrothion) 的分解過程,腸道菌可以將撲滅松分解為沒有毒性的代謝物

(3M4N),而這個代謝物對腸道菌具有毒性,很快地被蟲體排出。腸道菌與宿主建立

相互合作的殺蟲劑解毒機制,幫助害蟲對殺蟲劑有抗藥性,此類研究在日本已有多

篇報告。 

(五)氣候變遷和昆蟲生態/楊婉秀 

(1) 生物防治技術:近年來針對天敵 (如寄生蜂) 應用,有提出對非目標害蟲影響

的疑慮,Keynote 講者提出 Benefit Risk Index 的概念,用來評估寄生蜂施放對

整體生態環境的考量 (前有介紹)。另外,有些學者提出以 RNAi 技術、昆蟲育種

的概念,來改變天敵的行為,使其更適合施用,例如讓寄生蜂的分布搜尋分布範圍

再擴大、捕食性天敵移動能力變弱等應用。 

(2) 食用昆蟲與飼料昆蟲:此項目研究內容,多為學術基礎研究,其中以黑水虻為

最大宗的研究對象,研究重點多著重應用不同基質飼養後之營養成分分析、飼養環

境的改善以及如何降低異味等。 

(3) 生態模型:Maxent 模型除應用於害蟲發生分布外,亦有學者應用於授粉昆蟲

的預測。除 Maxent 模型外,本次亦與應用 empirical dynamic modeling (EDM) 研

究的學者進行交流,該模型可應用於物種間的交互作用,未來或能應用於生物防治

等領域。關於害蟲發生與危害情形的預測,日本農研機構 (National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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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ood Research Organization, NARO) Hideto Yoshimura 博士及 Ken Tabuchi

博士團隊針對水稻害蟲及大豆害蟲,運用地景及廣義線性模型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GLM) 等統計模型進行害蟲發生預測分析,依建模結果劃分蟲害發

生風險等級,並依風險等級進行用藥防治管理,可達七成以上有效性,此作法可作

為我國未來防治管理的參考運用。 

(六)外銷果樹害蟲/黃毓斌 

(1) 果實蠅管理技術:延續 2022 年在澳洲辦理的重要果實蠅研討會,共有來自 8 

個國家 15 篇口頭報告,其中探討 Y 染色體有 4 篇、3 篇不同種間交尾競爭之試

驗評估、3 篇田間防治技術應用及檢疫鑑定、3 篇雄性誘引劑之監測取樣以及敏

感性探討與基因問題,另有 1 篇探討蟲生真菌之技術應用。其中日本學者 Tomoki 

Hisaoka 等人提出 3 種東方果實蠅 (Bactrocera dorsalis) 品系族群間雄性交

尾能力差異,因此若需採用昆蟲不孕技術大量飼養時,可能需要考慮族群間性特徵

的差異。東方果實蠅起源於熱帶,近幾年其分布已擴展到了歐洲溫帶地區,而冬季

溫度被認為族群建立的限制因素。因此越冬能力需進一步調查,義大利學者 

Vasilis G. Rodovitis 等人估計其在歐洲潛在定殖及擴散能力,以歐洲 3 個代表

性地區的溫度波動狀況 (FTR) 建立不同的越冬情景,驗證成蟲的越冬能力。基於

過去二十年目標地區的氣候數據,分別在維也納 (奧地利)(寒冷的冬季)、那不勒

斯 (義大利)(溫和國的地中海冬季)及克里特島 (希臘)(溫暖的冬季,罕見的冰凍

事件) 研究成蟲存活條件,結果證明了在克里特島上,東方果實蠅成蟲可成功越冬

存活。整個冬季中壽命較長的成蟲幾乎存活了 16 週,然那不勒斯的冬季情況仍不

明顯。在維也納沒有果實蠅能夠於冬天存活下來。此結果對溫帶地區果實蠅屬物

種的越冬生物學有進一步了解,對於生物氣候預測模型有更好的探究空間。由於東

方果實蠅近來於義大利、希臘及法國等傳出猖獗疫情,歐盟各國極為重視此果實蠅

緊急防治工作,我國參加研討會研究人員已與對方交換名片及電郵,期待交流合

作。 

(2) 理論生態學:兩性生命表具有對使用者友善的生命表分析介面,透過理論可以

計算可生育和不孕群體的機率。生命表的數據可根據年齡、齡別兩性生命表進行

分析,使研究人員能夠利用族群生態理論的情況而開發的,例如越冬昆蟲等。對於

隨年齡及不同階段的齡期變化之捕食 /寄生 /消耗率 ,其中電腦程式 

CONSUME-MSChart 連結生命表分析進行與捕食/寄生率分析。為了正確整合生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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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理論及捕食者-食餌或寄生蜂-寄主相互作用,以電腦程式 TIMING 進行模擬

兩性生命表理論。本議題 16 篇下有 8 篇係應用兩性生命表來探討昆蟲抗藥性、

大量飼養、生物防治及溫度依變模式,其中有 5 篇來自我國學者發表。 

(3) 不孕性技術:昆蟲不孕技術 (SIT) 仍是昆蟲學家認重要防治技術之一,定期

釋放人工絕育的昆蟲,干擾野生族群之間的正常交尾,最終野生族群絕滅。日本學

者 Yusuke Ikegawa 等人們討論釋放單性,通常是雄性 (即僅釋放雄性) 或兩性

(即雙性釋放) 不孕昆蟲,控制效率是否更高?他們建立了一個數學模型,考慮不孕

雄性及雌性的求偶與擇偶過程,進行每種釋放不孕雄性及雌性對方法的防治效率

的差異。模擬結果顯示,在不同類型的交尾系統中,兩性釋放比純雄性釋放更有效,

但背後的機制卻截然不同。兩性同時釋放通常是有效抑制野生害蟲族群的相容措

施,雖然此項報告具創新,但其論點仍受到質疑,尤其是沒有考慮飼養成本及雌蟲

可能危害等經濟因素。Dr. Atsushi Honma 等人以一石二鳥比喻果實蠅生殖干擾,

並將生殖干擾技術納入 SIT 應用。此研究本所研究同仁等發表之三種果實蠅類之

間是否有生殖干擾,對於害蟲管理可能有其應用價值。此部分我國興大農推中心周

明儀博士將於 11 月中旬日本應用生態協會及臺日交流會,強化臺日雙方族群生

態研究與分享論點。 

(4) 化學生態:應用費洛蒙改變昆蟲行為之蟲害管理技術,隨著害蟲物種的適應及

演化有一些生理上反應差異。夏威夷學者 Dong H. Cha 以不同水果氣味及酵母餌

劑有效的引誘劑來監測雌性東方果實蠅。美國農部目前的果實蠅監測計畫已設置

超過 1 萬個陷阱,在加州利用用甲基丁香油及液體之蛋白質誘餌 (Toulra yeast, 

TY) 作為誘餌。雖然甲基丁香油是一種高效能引誘劑,惟僅能吸引雄性,無法監測

雌性。 TY 誘餌陷阱可以同時誘引兩性實蠅類,因此可用於監測雌性果實蠅。但 TY 

作為標準的雌蟲誘引劑,其強度仍不足以滿足監測需求且會吸引許多非目標昆蟲,

誘引力亦會隨著時間而改變。Dr. Dong 針對寄主水果氣味研發出不同生理狀態 5 

之雌蟲對食物誘餌及微生物氣味的合成化學誘餌的技術,目前表達想與臺灣進行

合作。另外夏威夷大學 Dr. Ikkei Shikano 提出的利用蛋白質誘餌與性別平行傳

遞毒素觀點,為近期本所同仁以賜諾殺濃餌劑藉由雌雄水平接觸毒性導致死亡有

相同觀點,其所使用陷阱源自於我國農試所研究人員使用小型雨傘型陷阱之想法,

未來可視為在夏威夷大學潛在合作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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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日交流/陳淑佩、楊婉秀提供 

臺日昆蟲學淵源可從起源於 19 世紀末,本次由臺灣昆蟲學會主辦、日本昆蟲學會

協辦之「臺日青年昆蟲學家交流會」  (Forum for Taiwanese and Japanese 

Entomologists) 於 8 月 27 日 18:00 至 20:30 舉行,目的在促進臺灣與日本昆蟲

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與合作。會中由本屆 ICE 主辦單位秘書長—京都大學 Dr. Kenji 

MATSUURA、日本昆蟲學會會長 Prof. Toshiya HIROWATARI、臺昆蟲學會蕭旭峰理事長

的致詞勉勵外,並贈送紀念禮物給日本昆蟲學會,象徵兩國學術交流的友好關係。會中

雙方邀請 6 位臺日昆蟲學家進行研究分享,分別就各自的主題分享臺日跨國合作的經

驗與挑戰,並給予其他年輕學者在跨國合作上的建議。會後安排臺日昆蟲學者之間的自

由交流時段,本所李奇峰聘用研究員與楊婉秀助理研究員應邀介紹本所研究內容,並由

楊員代表本所應用動物組致詞。雙方學者進行了更深入的交流與討論,並交換聯絡資

訊。此次交流會不僅促進了臺日雙方學者對相關議題的深入了解,還進一步開啟了雙方

在這些研究領域合作的機會。會後互留聯絡方式,以期日後的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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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訪心得與建議 

一、ICE 活動參與經驗可作為舉辦世界級學術活動的參考 

主辦國日本相當重視此活動,連皇室成員也併同參加開幕,大會會場位置交通便利,

沿途之住宿點亦多。促進參加人員交流,主辦國推出一款互加名片的 Consilience 手

機應用程式(App),使用者若同意提供基本聯絡資料,可透過該 App 了解對方在會場的

發表情況,並獲取所交流相關人員的研究分群資訊。此外,會場周邊活動高度結合本民

俗技藝與昆蟲,展示了各種與昆蟲相關的傳統藝術和手工藝品,並安排互動體驗區,讓

與會者親自參與製作昆蟲造型的工藝品,深入了解昆蟲在日本文化中的重要性和象徵

意義,為與會者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文化體驗。藉由參加此次的會議可知道成功地舉行世

界性研討會需提前規劃並落實電郵通知,同時善用科技 (App 或 掃描 QR code),使參

與人員能即時得相關訊息。此外,由於議題非常緊湊,講者除事先上傳資訊外,在會場亦

利用專門數位認證碼進行,使議程時間的調控更精準。對此經驗值得臺灣日後推行世界

性研討會時參考。 

二、建置資訊化於生物多樣性研究或巨量標本管理  

本次有關全球氣候變遷對蟲相及生物多樣性影響議題,吸引許多學者參加。半翅目

及鱗翅目為主要入侵類群,臺灣亦有同樣趨勢,故儘早建立此些害蟲之相關資訊,透過

研究人員或政府機關與重要貿易國家,合作或交換國際上重要入侵害蟲相關資訊,將可

降低外來害蟲入侵及其可能入侵後的因應策略,以降低境內農業受外來害蟲危害的經

濟衝擊。此外,為了解氣候變遷影響生物多樣性及蟲相豐富度的程度,透過自動 AI 影

像技術對大型標本進行影像建置也是目前的發展趨勢。透過參與本屆會議,可了解全球

最新昆蟲學研究進展,也能借鑒各發展經驗,並收集度自動 AI 農業科技技術及產業資

訊。讓這些資訊能夠為國內的產官學界提供參考,促進植物保護的永續發展。 

三、日本政府生物防治及物理性防治技術興起 

近年來推行高風險農藥減半、設施栽培、農產品安全、智慧農業以及因應氣候變

遷之有害生物管理調適策略等與昆蟲有關之農業施政課題,其中生物防治是臺灣未來

面對害蟲防治的其中一個重點。日本生物防治方面受 《農藥管理法》 規範,自 1995

年註冊第 1 個生物防治劑以來,目前整體市場占比 0.75%,其中捕植蟎佔 52%。日本政

府 IPM 推廣技術研究小組自 2008 年起與日籍天敵公司 Arysta Life Science 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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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推動 IPM 計畫,促進生物防治的使用。該天敵公司指出使用捕食性蟎 

Amblyseius andersonii (商品名 Anso-mite) 能有效減少番茄害蟲,甚至減緩薊馬傳

播的病毒病害 (TSWV)。生物防治不僅能管理薊馬害蟲,更有助於抑制蟲媒病害,擴大應

用效能。此外,日本有關應用超聲波和半導體激光開發的尖端害蟲防治技術研發成果豐

碩,應用相對較低的脈衝光能而直接擊殺夜蛾時,亦可同時運用專一性的費洛蒙,可聚

集更多害蟲以擊殺。除大型害蟲外,運用適當波長的藍色 LD 和 LED 可以作為有效的

工具控制小型害蟲。然而,無論是生物防治、或開闢影像及光源技術等應用,仍需透過

田間驗證以確定對作物生長是否有影響。 

四、建議持續支持公部門參與國際學術組織與國際研究團隊交流 

國際昆蟲年會 (ICE) 第 24 及 27 屆分別在韓國和日本舉辦,我國尚未主協辦過 

ICE 且僅具 1 席理事,顯示出我國參與昆蟲學之國際組織量能尚有進步空間。目前擔

任理事的中央研究院趙裕展博士已於今年卸任,由國立中興大學李後鋒特聘教授獲選

下屆理事,成功接棒 1 席。李後鋒博士表示,有高達 177 人來自國內外臺灣昆蟲學者

參與 2024 年 ICE,可見臺灣昆蟲界具有一定程度的研究量能,期待臺灣可爭取主辦

2036 年 ICE 的主辦權。公部門計畫多以長期國際合作規劃或短期交流專題討論為主,

參與國際組織舉辨之研討會除可拓國際視野外,能讓更多優秀學者投入重要學術組織,

進而提升我國昆蟲學界的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或許可建請政府相關部門儘量編列長

久性預算予以支持,並指派有關人員組成團隊參加相關學術組織,為我國昆蟲學研究奠

定永續經營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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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 ICE2024 照片集 

一、ICE 會場照片 

 

 

圖 1、ICE 大會會刊 圖 2、1~27 屆 ICE 介紹  

 

 

圖 3、開幕與閉幕式由本屆大會主席 

Walter S. Leal 博士致詞 

圖 4、大會研發可互加名片的 

Consillence App 

 

 

圖 5、2024 國際昆蟲大會 (ICE) 舉辦場

地所-京都國際會議中心 

圖 6、2024 國際昆蟲大會 (ICE) 舉辦場

地所-京都國際會議中心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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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舉行茶會使各國與會人員共聚 圖 8、會場利用專門數位認證碼進行 

 

二、2024 臺日昆蟲學家交流會活動照片 

  

圖 9、臺日昆蟲學家交流會與會人員 圖 10、臺日昆蟲學家交流會大合照 

 
 

圖 11、臺灣昆蟲學會蕭旭峰理事長致詞 圖 12、蕭理事長致贈 ICE 籌辦人 Dr. 

Kenji Matsuura 紀念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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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日本昆蟲學會會長 Prof. Toshiya 

Hirowatari 

圖 14、本所李奇峰聘用研究員介紹本所

昆蟲標本館與相關研究 

 
 

圖 15、本所楊婉秀助理研究員介紹應動組

關研究業務 

圖 16、臺日昆蟲學家交流會議程 

 

 

圖 17、臺日青年昆蟲學家交流會簽名留念 圖 18、簡報專門數位認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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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所同仁報告及交流 

 

 

圖 19、本所陳淑佩研究員與學者討論海報 圖 20、本所申屠萱助理研究員海報發表 

  

圖 21、本所楊婉秀助理研究員報告 圖 22、本所楊婉秀助理研究員在會場與

美國農部農業研究署 Dr. Xigeng Wang 

討論合作事宜 

  

圖 23、本所陳怡如助理研究員報告 圖 24、本所陳怡如助理研究員在會場與

美國大學教授 Dr. Gadhave, Dr. 

Revynthi及西班牙學者 Dr. Legar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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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圖 25、來自臺灣學者與 Pest management 研討會召集人合影 

 

圖 26、本所參加國際昆蟲大會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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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臺日青年昆蟲學家交流會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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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農業試驗所 6位同仁的摘要集 (依大會報告時間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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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