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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非 洲 菊 斑 潛 蠅  (Liriomyza trifolii

Burgess)的 原 產 地 為 美 國 佛 羅 里 達 州

(Spencer, 1973)，在 1975~1976年間隨著植

物產品或種苗傳到加州 (Parrella and Bobb‚

1982) 等地。該蟲在台灣危害是在 1988年 2

月間 ，在台中大坑的非洲菊  (Gerbera

jamesonii Bolues and Hook) 園發現 (Wang

and Lin, 1988)，其族群密度高且造成葉片

嚴重損害。非洲菊斑潛蠅侵入台灣之途徑，

可能是隨非洲菊種苗進口，由荷蘭或其他國

家侵入 (Wang and Lin, 1988)。

　　非洲菊斑潛蠅是世界性重要園藝作物害

蟲，成蟲以產卵管戳破葉面組織產卵，並以

口器吮吸流出之汁液，留下 0.30~0.45 mm

的橢圓形白色斑紋。幼蟲在孵化後潛食於葉

肉組織中，形成蜿蜓曲折隧道式的灰白色食

痕 ， 在 美 國 農 民 稱 該 蟲 為 Serpentine

leafminer，在台灣的農民則稱為畫圖蟲。成

非洲菊斑潛蠅 (Liriomyza trifolii)（雙趐目：潛葉蠅科）
對不同品種非洲菊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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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黃色黏板在Fuego, Jamilla, Merigold, Ambition 及 Cinderella等五品種非

洲菊田間，誘集非洲菊斑潛蠅 (Liriomyza trifolii (Burgess)) 成蟲，綜合三次調查

結果以栽種 Merigold 之田間所得誘蟲數最多，其次為 Ambition, Jamilla 與

Cinderella，而以 Fuego 最少。試驗室內雌成蟲對該五品種非洲菊之花朵、葉片或

葉片汁液之氣味有不同程度之偏好反應，尤以對 Merigold花朵之偏好比其他品種之

花朵為強烈。雌成蟲以該五種葉片餵食時，以在 Ambition 與 Jamilla 上取食頻度

最高，每日分別取食 352.1或 314.8次，以 Fuego 最低，每日取食 197.9 次，成蟲

壽命亦以在Fuego上最短，約 4.7日。幼蟲全生育期之潛食葉片總面積以 Cinderella

之 418.8 mm2最大，Fuego 之 340.4 mm2最小。以二日齡雌成蟲 8 隻，於各品種

非洲菊分別產卵 24 小時，再於第 15 日調查各品種所受不同程度之危害，綜合被害

葉數、幼蟲數、葉片被害面積三種資料，其被害程度大致呈：Ambition≧Jamilla

＞Cinderella≧Merigold＞Fuego之順序。

關鍵詞：非洲菊、非洲菊斑潛蠅、生活史、危害習性、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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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自非洲菊上從幼苗期成蟲即可取食、產卵

危害，隨著植株之成長葉片遭受危害逐漸擴

大。更由於族群密度高、發育時間短，可在

短時間內嚴重摧毀全株葉片，降低植株光合

作用，影響切花之品質至鉅。田間觀察該蟲

對不同品種之非洲菊的偏好性有差異，品種

間受害程度差異頗大。本研究在於觀察非洲

菊斑潛蠅對不同品種非洲菊之取食偏好性、

不同蟲數對非洲菊危害程度、該蟲對不同品

種非洲菊危害之比較等。期昐藉研究所獲資

料，提供政府制定非洲菊斑潛蠅管理策略及

供農民防治該蟲之參考，使防治措施更為經

濟有效。

材料與方法

一、供試蟲源及繁殖方法

　　非洲菊斑潛蠅之蟲源，採自台中市十甲

路邱農友之非洲菊園，部分蟲源由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系錢景秦博士

所提供。以菜豆 (Phaseolus vulgaris ) 之花

龍豆品種作為繁殖該蟲之寄主植物。蟲源接

種產卵於豆葉 (真葉) 上 2 小時後除去雌成

蟲，將豆苗移至溫室中。蟲卵經2~4 日孵化，

幼蟲潛食於豆葉，幼蟲成長至第二齡後期，

自豆苗基部剪下，每十株一束，插入盛水塑

膠杯中置於塑膠淺盤上，以利收集第三齡老

熟幼蟲的蛹，將蛹收集於培養皿內並按日分

別標示化蛹日期，以便掌控成蟲羽化時間。

蛹經 7~9 日羽化為成蟲，羽化前一日將盛蛹

之培養皿去蓋並罩上壓克力圓筒，置於塑膠

盤上。成蟲可飛行於圓筒內並進行交尾，以

蜂蜜餵食以增加其活力及壽命，羽化第二日

已交尾之成蟲，即可供實驗或再繁殖之蟲源。

二、非洲菊供試品種及栽培法

　　供試之非洲菊種苗係由荷蘭溫室中篩選

之組織培養苗，定植時間為 1996 年 4 月 15

日；行株距 40×30 ㎝，採淺植法種植，頂芽

露出土面以促進發育；生長期間注意施肥、

灌排水、去除老葉及病蟲害防治。目前台灣

花農種植之非洲菊約有 12 個品種，均為荷蘭

花卉公司育成，本研究採用 Fuego、Jamilla、

Merigold、Ambition 及 Cinderella 等五品

種，由台中后里千卉種苗公司引進，各供試

品種特性如下：

1. Fuego (F005) 育種者 Florist，雙色紅，

花中型半重瓣，花瓣表面深紅色瓣背金黃

色，俗稱雙色紅，葉質堅硬深綠被絨毛，

長約 20 cm、寬約 10 cm。

2. Jamilla (S070) 育種者 Schreurs，黑粉

仔花大型粉色黑心半重瓣，葉片色淺大

型，長約 22 cm寬約 15 cm，質地較嫩被

白色絨毛。

3. Merigold (F068) 育種者 Florist，金黃仔

為大型花，金黃色黑心重瓣，植株中等葉

緣、葉面呈波浪形，長約 20 cm、寬約 13

cm。

4. Ambition (SM13) 育種者 Schreurs，青

粉仔高產量小型花，淺粉色青心重瓣，植

株矮小，葉片小型質嫩色淺，葉緣波浪形，

長約 16 cm、寬約 8 cm。

5. Cinderella (F082) 育種者 Florist，桃仔

中型花桃色黑心半重瓣，植株高大葉茂盛

寬大色深綠被絨毛，長約 25 cm、寬約 15

cm。

三、成蟲在不同品種非洲菊田間之發生密度

調查

　　1996 年 10~11 月在台中市十甲路的非洲

菊園中，選定供試五個品種，每品種種植面

積約 30 m ×20 m，分 7畦，每畦各種 2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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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行種 90株，共計每一品種 1350 株為一區，

每區放置 5 張黃色粘板 (長 21.5㎝×寬 15.0

㎝)，間隔距離為 6 m×6 m並呈 X形排列，

以三夾板 (長 25 ㎝ ×寬 20 ㎝) 為支架，高

25 cm、距離約 5 m；每 7 日更換粘板一次

並計算所粘捕之成蟲數，以測定該蟲在五個

不同品種非洲菊之田間密度差異、危害偏好

性等，共重複 3次。

四、成蟲對不同品種非洲菊之偏好反應

　　多重選擇器係利用一透明塑膠罐 (高 8.7

㎝×口徑 10.5 ㎝) 為中央室，5 個壓克力塑

膠瓶 (高 5 ㎝×口徑 3.8 ㎝) 以等距等高分置

於四週作為試料室，每個壓克力瓶與中央室

間以內徑 2.1 ㎝×長 8 ㎝ 之壓克力透明管相

連接，構成星狀排列。中央室的頂在中央鑽

插一外徑 0.55 ㎝×長 2 ㎝ 之壓克力管供抽

氣之用，於外側 2 ㎝ 處鑽一 0.6 ㎝ 小孔供

接蟲入口；每壓克力管與試料室之交接處封

以 32 目紗網，並於試料室之底部鑽一小孔供

通氣之用。從試驗田中選取五品種非洲菊之

自頂端算起第 3 葉齡 (leaf stage) 葉片，以

裁葉器裁取直徑 3 ㎝ 之葉塊 10 塊、或自各

品種葉片上榨取等量汁液 (約 1 ml) 滴在脫

脂棉團中及切割等重的花朵（含瓣及花心）(約

10 g)，分別置於試料室中，將該蟲雌性成蟲

20 隻以吸蟲管放入中央室中，開啟抽氣機抽

氣約 20 分鐘後，分別記數各試料室連接管中

之蟲數；本試驗在光源均勻的實驗室 (27℃;

RH 55%) 中進行，每組各重複 6 次並循環變

換試料室位置。

五、成蟲在不同品種非洲菊葉片上之取食頻

度及壽命

　　在試驗區五品種非洲菊中，各選取健全

株第 3 葉齡約等面積之葉片，攜回實驗室將

葉柄插入盛水容器中，以壓克力圓筒  (高 12

㎝×直徑 12 ㎝) 罩上，接入 2 日齡雌成蟲 1

隻，置於生長箱 (25℃; RH 60%; LD 12:12)，

每 24 小時更新葉片一次，並計數成蟲取食痕

數目，直至該蟲死亡為止，每處理重複 6次。

六、幼蟲在不同品種非洲菊葉片上之取食面

積

　　在上述試驗五之材料、設備及條件下，

每處理每重複各接入 2 日齡雌成蟲 2 隻，使

其產卵於葉片上經 2 小時後除去成蟲，待卵

孵化時每片葉保留幼蟲 2 隻，其餘以蟲針刺

殺；每處理觀察幼蟲 12 隻。幼蟲發育期間每

日觀察 4次 (8 時、11時、14 時、17 時) 並

紀錄之，且隨時補充水容器內水分以維持葉

片活力。待幼蟲老熟化蛹時，將葉片置於顯

微鏡下，利用測微尺及塗上稀釋 5 倍樹脂的

縫紉機用細線，分段測量每齡蟲取食痕之長

寬度，並計算每隻幼蟲在不同品種葉片上之

取食面積，同時測定幼蟲期在各品種非洲菊

葉片上之發育時間。

七、非洲菊斑潛蠅對不同品種非洲菊危害比

較

　　在同試區中，於 1997 年 3 月中旬以各品

種各選取 5 株，每株非洲菊罩上紗網製蟲罩

(高 50㎝×寬 25㎝×長 30㎝，用 16 目之紗

網) 並分別接入 8 隻 2 日齡雌成蟲，使其產

卵於葉片上經 24 小時除去成蟲。至第 15 日

卵孵化為幼蟲及開始潛食葉肉危害後，逐株

每葉調查危害葉數、危害面積及幼蟲數，以

比較不同品種非洲菊在生長期遭受該蟲危害

之差異。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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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蟲在不同品種非洲菊田間之發生密度

調查

　　成蟲在不同品種非洲菊田間之密度，以

黃色粘板進行三次偵測結果如表一。第一次

調查 1996年 10 月 18~25 日，供試品種捕獲

成蟲數以 Merigold 與 Jamilla 最多，分別

為 31.2隻與 30.0隻，其次 Ambition 有 27.8

隻、Cinderella 21.4隻，而 Fuego 最少 12.2

隻，但 Merigold、Jamilla 與 Ambition 間

之差異不顯著，且 Ambition 與 Cinderella

間差異亦不顯著。第二次調查自 1996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1 日，平均捕獲成蟲以

Merigold 最多，有 38.0隻，且與其他品種之

捕獲蟲數間差異顯著。Ambition 與 Jamilla

分別捕獲 27.2隻與 25.0 隻，Cinderella 為

19.2隻，三者間差異不顯著。Fuego 最少 11.6

隻，然而與 Cinderella 差異並不顯著。第三

次調查 1996 年 11月 2~8 日，各品種平均捕

獲成蟲數以 Merigold 最多 27.8 隻，顯著多

於其他品種。Ambition 21.2 隻與 Jamilla

20.2隻次之，最少為 Cinderella與 Fuego，

分別為 13.0與 8.8隻。

二、雌成蟲對不同品種非洲菊之偏好選擇

1. 非洲菊花朵：在多重選擇器 5 試料室中，

分別放置五品種花朵，經一定時間後計數

進入各連接管中平均蟲數之結果如表二。

統計分析顯示其中以 Merigold 最多 5.2

隻，次為Ambition 3.2隻與 Cinderella 2.8

隻，最少為 Jamilla 1.5 隻與 Fuego 1.0

表一   非洲菊斑潛蠅成蟲在台中地區五品種非洲菊田間族群密度之比較
Table 1.  Mean number of Liriomyza trifolii adults on five cultivars of Gerbera in the Taichung area

No .  o f  a d u l t s  (me an ±SD) 1‚ 2

Cul t ivar
1 8~ 25  Oc t . 26  Oc t .  ~1  Nov . 2  ~  8  Nov .

Fu eg o 1 2 . 2± 2.2c 1 1 . 6± 3.8c 8 . 8± 3.1c
J am i l l a 3 0 . 0± 4 . 7 a 2 5 . 0± 3 . 3 b 2 0 . 2± 1 . 4 b
M e r i g o l d 3 1 . 2± 6 . 5 a 3 8 . 0± 7 . 5 a 2 7 . 8± 3 . 8 a
Amb i t i o n 2 7 . 8± 3 . 1 a b 2 7 . 2± 3 . 3 b 2 1 . 2± 3 . 1 b
C i nd e r e l l a 2 1 . 4± 4 . 8 b 1 9 . 2± 1.6bc 1 3 . 0± 2.9c
1 .  Mean s  w i t h i n  a  c o l umn  f o l l owed  b y  t h e  s ame  l e t t e r  a r e  n o t  s i gn i f i c an t l y  d i f f e r en t  a t  t h e  5%  c on f i d en c e  l e v e l

a c c o r d i n g  t o  T u k e y′s  h on e s t  s i gn i f i c an t  d i f f e r en c e  (HSD )  t e s t .
2 .  Ea ch  t r e a tmen t  h a s  f i v e  r e p l i c a t e s .

表二   非洲菊斑潛蠅雌性成蟲對五品種非洲菊之偏好反應
Table 2.  Responses of Liriomyza trifolii adult females to five cultivars of Gerbera

No.  o f  adu l t s   ( m e a n  ±S D)  1 ‚ 2

Cul t ivar
F l ow e r Leaf L e a f  e x t r a c t

Fu eg o   1 . 0± 0.6c 0 . 8± 0 . 8 d 1 . 3± 1 . 4 b
J am i l l a   1 . 5± 1.1c 1 . 7± 0 . 8 cd 1 . 5± 1 . 1 b
M e r i g o l d   5 . 2± 1 . 0 a 3 . 7± 0 . 8 a 2 . 7± 0 . 8 a
Amb i t i o n    3 . 2± 0 . 8 b 2 . 8± 0 . 8 a b 2 . 2± 0 . 8 a b
C ind e r e l l a   2 . 8± 0 . 7 b 2 . 2± 1.2bc 2 . 2± 0 . 8 a b
1 .  Mean s  w i t h i n  a  c o l umn  f o l l owed  by  t h e  s ame  l e t t e r  a r e  n o t  s i gn i f i c an t l y  d i f f e r en t  at t h e  5 %  c o n f i d e n c e  l e v e l

a c c o r d i n g  t o  T u k e y ,s  h on e s t  s i gn i f i c an t  d i f f e r en c e  (HSD )  t e s t .
2 .  Ea ch  t r e a tmen t  h a s  s i x  r e p l i c a t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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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此一結果顯示該成蟲對不同品種非洲

菊花朵之氣味偏好性有顯著不同。

2. 非洲菊葉片：在 5 試料室中，置換供試 5

品種第三葉齡等面積之葉片，經一定時間

後計數進入連接管中之蟲數 ， 仍 以

Merigold 最多 3.7隻，次為 Ambition 2.8

隻，但與 Cinderella 2.2 隻差異不顯著，

Jamilla 1.7隻，Fuego最少 0.8隻 (表二)，

顯示成蟲對各品種葉片的氣味偏好差異顯

著。

表三   非洲菊斑潛蠅雌成蟲對五品種非洲菊取食頻度及壽命之比較
Table 3.  Comparison of feeding frequency and longevity of female adults of Liriomyza trifolii on five cultivars of Gerbera1‚  2

Feed i ng  pun c t u r e s /
f ema l e/dCul t ivar L i f e - span  (d )

F e e d i ng  pun c t u r e s /
f ema l e

M e a n  ± S D                R a n g e
Fueg o 4 . 7± 0 . 4 b 1 1 8 7 . 2± 103 . 8 d 1 9 7 . 8± 12.1c 9∼ 3 7 4
J am i l l a 5 . 2± 0 . 4 a b 1 8 8 9 . 0± 172 . 5 a b 3 1 4 . 8± 3 3 . 4 a 7 5∼ 5 0 3
M e r i g o l d 5 . 7± 0 . 2 a 1 5 5 4 . 0± 142.9c 2 5 7 . 3± 2 6 . 4 b 3 8∼ 4 1 1
Amb i t i o n 5 . 7± 0 . 2 a 2 1 1 2 . 7± 175 . 1 a 3 5 2 . 1± 4 0 . 0 a 7 1∼ 5 4 3
C ind e r e l l a 5 . 4± 0 . 4 a b 1 6 0 6 . 2± 232 .6bc 2 6 7 . 7± 2 6 . 4 b 6 0∼ 4 3 3
1 .  Mean s  w i t h i n  a  c o l umn  f o l l owed  by  t h e  s ame  l e t t e r  a r e  n o t  s i gn i f i c an t l y  d i f f e r en t  a t  t h e  5%  c on f i d en c e  l e v e l

a c c o r d i n g  t o  T u k e y’s  h on e s t  s i gn i f i c an t  d i f f e r en c e  (HSD )  t e s t .
2 .  Ea ch  t r e a tmen t  h a s  s i x  r e p l i c a t e s .

表四   非洲菊斑潛蠅幼蟲在五品種非洲菊葉片上之發育期及取食面積
Table 4.  Developmental duration and feeding area of Liriomyza trifolii larvae on leaves of five cultivars of Gerbera

Fi r s t  in s ta r S e c o n d  ins ta r Th i r d  in s ta r To t a l  o f  l a r va l  s t a g e s
Cul t ivar

n
D u r a t i o n

( d )
F e e d i n g

A r e a ( m m 2 )
n D u r a t i o n

( d )
F e e d i n g

A r e a ( m m 2 )
n D u r a t i o n

( d )
F e e d i n g

A r e a ( m m 2 )
n D u r a t i o n

( d )
F e e d i n g

A r e a ( m m 2 ) 1

Fueg o 1 0 2 . 3± 0 . 1 4 . 8± 0 . 1  8 2 . 1± 0 . 1 4 5 . 4± 2 . 0 7 3 . 1± 0 . 1 2 9 0 . 0± 7 . 0 7 7 . 5± 0 . 2 3 4 0 . 4±  7.3c
J am i l l a 1 0 2 . 4± 0 . 1 5 . 0± 0 . 2  9 2 . 1± 0 . 1 4 9 . 8± 1 . 1 9 2 . 9± 0 . 1 3 4 0 . 0± 3 . 1 9 7 . 4± 0 . 2 3 8 9 . 4± 1 7 . 4 b
M e r i g o l d 1 0 2 . 4± 0 . 1 4 . 9± 0 . 2  9 2 . 1± 0 . 1 5 2 . 2± 1 . 9 9 3 . 1± 0 . 1 2 9 8 . 0± 7 . 8 8 7 . 6± 0 . 1 3 5 4 . 8±  8 .4bc
Amb i t i o n 1 0 2 . 3± 0 . 1 4 . 6± 0 . 1 1 0 1 . 9± 0 . 1 4 8 . 6± 1 . 3 9 2 . 9± 0 . 1 3 2 4 . 4± 9 . 5 9 7 . 1± 0 . 1 3 7 7 . 7± 1 0 . 3 b
C i nd e r e l l a 1 0 2 . 3± 0 . 1 5 . 2± 0 . 1  9 2 . 1± 0 . 1 5 5 . 6± 1 . 4 8 3 . 1± 0 . 1 3 5 8 . 1± 7 . 9 8 7 . 5± 0 . 2 4 1 8 . 8±  8 . 2 a
1 .  Mean s  w i t h i n  a  c o l umn  f o l l owed  by  t h e  s ame  l e t t e r  a r e  n o t  s i gn i f i c an t l y  d i f f e r en t  a t  t h e  5%  c on f i d en c e  l e v e l

a c c o r d i n g  t o  T u k e y ,s  h on e s t  s i gn i f i c an t  d i f f e r en c e  (HSD )  t e s t .

表五   非洲菊斑潛蠅對五品種非洲菊危害之比較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grade of leaf damage by Liriomyza trifolii larvae on five cultivars of Gerbera1‚ 2

Cul t ivar To ta l  no .  o f  l e ave s No .  o f  l e ave s  in f e s t ed No .  o f  l a rvae D a m a g e d a r ea  ( % )
Fu eg o 3 2 . 6± 5 . 0 a 6 . 2± 1.7c 1 8 . 0± 5 . 6 b 0 . 8± 0 . 5 b
J am i l l a 2 8 . 2± 4 . 3 a b 1 3 . 4± 2 . 5 a b 5 6 . 0± 2 6 . 7 a 1 9 . 0± 5 . 4 a
M e r i g o l d 2 3 . 2± 3 . 1 b  7 . 4± 1.1c 1 8 . 8± 4 . 8 b  9 . 2± 3 . 3 b
Amb i t i o n 3 2 . 2± 5 . 0 a 1 6 . 2± 2 . 9 a 5 6 . 2± 1 9 . 3 a 1 9 . 0± 8 . 9 a
C i nd e r e l l a 3 4 . 8± 5 . 3 a  9 . 0± 2.9bc 3 2 . 4± 1 0 . 9 a b  4 . 2± 2 . 1 b
1 .  Mean s  w i t h i n  a  c o l umn  f o l l owed  by  t h e  s ame  l e t t e r  a r e  n o t  s i gn i f i c an t l y  d i f f e r en t  a t  t h e  5%  c on f i d en c e  l e v e l  a c c o r d i ng  t o

T u k e y’s  h on e s t  s i gn i f i c an t  d i f f e r en c e  (HSD )  t e s t .
2 .  Ea ch  t r e a tmen t  h a s  f i v e  r e p l i c a t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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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葉片汁液：在 5 試料室中置供試 5 品種第

三葉齡之葉片研磨汁液 1 ml 經一定時間

後計數進入連接管中之成蟲數 ，仍以

Merigold 2.7 隻最多，但與 Ambition 及

Cinderella 各 2.2 隻間之差異不顯著，而

Ambition 與 Cinderella 與 Jamilla 1.5

隻、Fuego 1.3隻間差異亦不顯著 (表二)。

二、 雌成蟲在不同品種非洲菊葉片上之取食

頻度及壽命

　　經觀察在供試 5 非洲菊品種的葉片上食

痕數如表三。每隻雌成蟲平均每日所形成的

食痕分別為：Ambition 與 Jamilla最多，每

日取食 352.1 次或 314.8 次；再者依序

Cinderella 每日取食 267.7次與 Merigold 每

日取食 257.3次、而以 Fuego 最少每日取食

197.9 次。每隻雌成蟲每日取食痕數變化很

大，但以羽化後第二日之取食頻度最高，第

一、三、四日次之，並互有變動，隨後逐漸

減少，死亡前 1~2 日之取食頻度有明顯減少

趨勢。在各品種之成蟲壽命介於 4.7~5.7 日

間，以 Fuego 4.7 日為最短，其餘各品種彼

此間壽命之差異不甚顯著。

四、幼蟲在不同品種非洲菊葉片上取食面積

　　觀察測量幼蟲在 5 非洲菊品種的葉片上

取食面積結果如表四。從每隻幼蟲全期平均

取食面積分析，以 Cinderella 418.8 mm² 為

最大，次為Jamilla、Ambition、Merigold 分

別為 389.4、377.7、354.8 mm²，但彼此間

差異不顯著，Fuego 最小 340.4 mm²，但又

與Merigold 差異不顯著。

五、非洲菊斑潛蠅對不同品種非洲菊危害比

較

　　在試區非洲菊上接蟲，使之產卵及任由

幼蟲危害，接蟲後第 15 日每株逐葉調查被幼

蟲危害情形，統計分析結果如表五。 以

Ambition 受害最嚴重，每株被害葉面積達

19.0 %，幼蟲數有 56.2 隻；次為 Jamilla 每

株被害葉面積 19.0 %，幼蟲數為 56.0 隻；依

序 Merigold 每株被害葉面積 9.2 %，幼蟲數

18.8 隻；Cinderella 每株被害面積 4.2 %，

幼蟲數 32.4隻；以 Fuego 受害最輕每株被害

葉面積僅 0.8%、幼蟲數為 18.0隻。然而統計

分析結果顯示，Jamilla與 Ambition 受害較

其他三品種嚴重 ， Fuego 、Merigold 與

Cinderella 之間並無顯著差異。

討　　論

　　非洲菊斑潛蠅自 1988 年 2 月間發現侵入

台灣後，由於適應性強、繁殖快速，在短短

二年間即已蔓延全台灣，造成園藝作物的重

大危害，成為近年來外侵重要害蟲案例之一。

以黃色粘板偵測成蟲在不同品種非洲菊田間

之密度，為最簡便且有效的方法 (Wang and

Lin‚ 1992)。本試驗三次調查期間，台中地區

溫度略有變化，第一次日間平均氣溫為 32

℃，第二次為 30 ℃，第三次為 27 ℃。田間

溫度不同，可能影響幼蟲之發育速率與化蛹

率、羽化率等，因而影響成蟲之發生密度。

因此雖是同一品種之非洲菊，每次調查之蟲

數亦有變化。但由結果分析顯示，即使在同

一時期，該蟲在田間的族群密度，亦會因品

種而有所差異。綜合三次調查之結果，各品

種中以 Fuego 之成蟲密度較其他品種顯著為

低，其次為 Cinderella，而 Merigold 在三次

調查中，有二次均為最高，另一次則與 Jamilla

或 Ambition 相近，顯示該蟲在不同品種非

洲菊上發生密度確實會因品種不同而有所差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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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表面的顏色或散發出的氣味對昆蟲

具有某種誘引力，利用多重選擇器進行該蟲

對不同品種之花朵、葉片及葉汁之誘引偏好

反應試驗，結果顯示該蟲成蟲對花朵、葉片

或葉汁之選擇會因品種而有差別，尤其在花

朵上對 Merigold 呈現較其他品種強烈之偏

好。從多重選擇偏好反應與成蟲在不同品種

非洲菊之田間密度偵測結果比較，其在試驗

室內或於田間，對某些品種之偏好反應與其

發生密度有相同之趨勢。顯示不同品種之花

朵、葉片及葉汁所散發出氣味或色，對非洲

菊斑潛蠅成蟲有不同的誘引因素存在，並可

能因而影響其發生密度，至於此一現象之原

因或機制，則尚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非洲菊斑潛蠅成蟲以產卵器戳破寄主植

物葉表面，並深入柵狀組織吸食葉肉汁液或

產卵，造成枯白色斑點食孔，影響葉片光合

作用。據 Chien and Ku (1996) 報告，該蟲

雌成蟲於 25℃，在豆苗上進行取食孔數試驗

結果，平均每隻一生取食孔數約 2580個；又

根據 Nuessly and Nagata (1994) 報告指

出，該蟲成蟲在不同品種萵苣 (lettuce) 的葉

片上，所造成的取食孔數之差異極顯著，且

每日的取食頻度也有極大的差異；在四個萵

苣品種中，進行該蟲雌成蟲在葉片上取食頻

度比較結果，以 Tall guzmaine 品種的取食

頻度最高，其他三品種均偏低，印證了該蟲

對農作物品種間危害有差異性。本試驗在 25

℃、LD 12:12 的情況下，進行不同品種非洲

菊葉片單隻飼養雌成蟲，觀察其一生所造成

的取食孔數結果，在各品種葉片上所造成的

取食孔數，分別為 1187~2112 個，每日的平

均取食頻度分別為 197~352 個，品種之取食

數目有所差異，其中尤以在 Fuego 品種的取

食孔數比其他品種均顯著為少。由上述分析

結果，顯示該蟲雌成蟲在非洲菊葉片上，取

食頻度與非洲菊的品種有關係，取食之不同

使該蟲對不同品種非洲菊將造成不同程度之

危害。

　　從分析中可知，幼蟲在非洲菊葉片上之

取食面積因品種而不同，且隨蟲齡的成長其

取食的面積亦急速增大，尤其第三齡蟲之取

食面積佔總面積的 85%，為主要危害期。而

品種間取食面積之結果，也呈現不同品種非

洲菊受害面積有差異，單位幼蟲所造成之受

害面積較大的品種，較容易受該蟲危害之影

響，因而對該蟲的容忍度低。

　　在田間各品種非洲菊，分別釋放 8 隻雌

成蟲進行取食、產卵及幼蟲危害比較試驗結

果。無論每株被害葉數、幼蟲數、葉片被害

面積百分比等，各品種間均呈現不同程度之

差異。綜合被害葉數、幼蟲數、葉片被害面

積三種資料，其被害程度大致可順序呈為：

Ambition ≧ Jamilla ＞ Cinderella ≧

Merigold＞Fuego 之趨勢，顯示在相同之雌

成蟲密度下，各品種非洲菊間對該蟲之被害

有程度不一之感性及抗性。

　　據 Parrella et al. (1985) 報告，該蟲幼

蟲嚴重潛食菊花葉片時，可減少葉片 64.5% 之

光合作用。田間非洲菊遭受該蟲幼蟲危害，

對其光合作用的影響尚無資料可查，但各品

種遭受該蟲危害時，則植株生長不良發育受

阻；嚴重危害時，其抽蕾數減少且花朵易變

形成為不良切花毫無商品價值。

　　該蟲對不同品種非洲菊危害試驗結果顯

示，於成蟲偏好性、幼蟲取食面積、及幼蟲

危害等試驗中，各品種之表現雖互有高下，

但總和而言仍以 Fuego 之感性最低。推測乃

因 Fuego 氣味顏色又不為成蟲所偏好，葉片

質地較堅硬且被絨毛，不適宜幼蟲取食及成

蟲產卵，故遭受幼蟲與成蟲危害之受害程度

低。而 Ambition 則呈現與 Fuego 相反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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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對該蟲之感性較高，可能因成蟲喜好其

氣味顏色，且葉片較嫩又無絨毛的緣故。

　　據 Bene et al. (1994) 報告強調：「在考

量菊花之切花是帶葉出售的產品，故非洲菊

斑潛蠅等危害其葉片的容忍標準 (tolerance

level) 幾近於零，尤其對於出口外銷的產品，

其要求更嚴格」；非洲菊的切花不帶葉片出

售，對該蟲危害的容忍要求不及其他花卉如

菊花、滿天星等嚴格，但該蟲幼蟲在非洲菊

上不同程度的危害，對其切花品質仍有相當

程度的影響。故在栽植非洲菊時，對於品種

抗蟲性之差異應列入重要考慮因素，利用高

品質且抗蟲之優良品種，可以降低生產成本，

提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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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 by Liriomyza trifolii ( Diptera: Agromyzidae) to
Various Cultivars of Gerbera jamesonii

Yu-Chuan Hong and Tsong-Hong Su*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E n t o m o l o g y ,  N a t i o n a l  C h u n g  H s i n g  U n i v e r s i t y ,  2 5 0  K u o - K u a n g  R o a d ,

T a i c h u n g  4 0 2 ,  T a i w a n ,  R . O . C .

ABSTRACT

　　Yellow sticky cards were used to attract Liriomyza trifolii (Burgess) adults
in fields of five cultivars of gerbera: Fuego, Jamilla, Merigold, Ambition‚ and
Cinderella. A greater number of adults was caught in the field with Merigold,
followed by these with Ambition, Jamilla‚ and Cinderella. In the field with
Fuego‚ the lowest number was caught. Female adults responded differently to
flowers, leaves‚ or leaf extracts of these five cultivars in the laboratory. Merigold
flowers attracted significantly more females than did the other cultivars.
Comparison of feeding frequency of female adults of L. trifolii on leaves of five
gerbera cultivars showed that flies fed more frequently on Ambition and
Jamilla; the average feeding punctures per day were 352.1 and 314.8,
respectively. The fewest feeding punctures were found on Fuego, at an average
of 197.7 per day. The damaged area caused by L. trifolii larvae was largest on
Cinderella and smallest on Fuego, the area being 418.8 and 340.4 mm2,
respectively. Eight adult females were released on caged plants of five cultivars
for oviposition for 24 h. The number of infested leaves, number of larvae, and
damged area of leaves were surveyed 15 d late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egrated degree of injury should be arranged in an order of Ambition≧Jamilla
＞Cinderella≧Merigold＞Fuego.

Key words: Gerbera jamesonii, Liriomyza trifolii, feeding habit, developmental
duration‚ cultiv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