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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火蟻咬傷引發過敏休克 2021-06-16 

新北市淡水漁會理事長會勘漁港聯外便道工

程途中不慎遭紅火蟻叮螫，不幸發生休克，緊急

送往醫院插管治療仍宣告不治。 

提醒讀者如果被大量紅火蟻咬傷，一定要送

醫治療，因紅火蟻螫針注入毒蛋白，感受灼熱疼

痛，形成膿皰，有慢性病或是過敏體質，恐更危

險，傷口未妥善處理易引起蜂窩性組織炎。 

        | 新聞連結 || 延伸閱讀 | 

 牆上「小黑蟲」殺不完 2021-07-13 

浴室牆壁常常會出現一些小小黑灰色的蛾，

正式名稱是「蛾蚋」，許多家庭都有這種困擾。 

最新消息 

國際資訊 

 日本禁止外來種鰲蝦飼養 

日本環境省依據該國「外來生物法」條文，自 2020

年 11 月 2 日起實施新規制，除了美國螯蝦以外的所有

外來螯蝦，禁止飼養、繁殖及投入河川水池中。原已飼

養者須在 2021 年 5 月 1 日前完成申請登記，且不得轉

讓，違者處個人 300 萬日圓，法人 1 億日圓以下罰金。 

此外，美國螯蝦雖未列在此次「特定外來生物」的指

定名單中，但仍提醒民眾，近年來已經證明美國螯蝦對

水邊生態系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應依循防止入侵物種

為害的三項原則-「不攜入、不遺棄、不擴散」對待之。 

| 進階參閱 || 相關討論 | 

Info:  

🏢 臺北市立大學 

 黃基森 

 李明儒、黃太亮 

☎ 02-2371-1254 

 fireant@utaipei.edu.tw 

蛾蚋的幼蟲常孳生於室內外積水及潮濕處，

富含有機質之水邊；成蟲不善飛，很容易消滅，

如蒼蠅拍、電蚊拍、吸塵器等都很有效，故傳播

疾病的機會不高。一般防治不需殺蟲劑，只要室

內不積水即可，另外，浴缸、水槽等排水口，應

蓋上防蟲罩；室外污水積水處則可使用昆蟲生長

調節劑、水性噴霧殺蟲劑等方式整治。 

| 新聞連結 || 延伸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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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侵紅火蟻雖非農作物害蟲，但影響農

業經濟活動與農業從業人員健康，經農

委會防檢局將紅火蟻公告為「中華民國

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規定」之有害

生物種類指定為有害生物，得適用植物

防疫檢疫法。 

~ 植物防疫檢疫法第 8 條第 1 項、 

第 14 條第 1 項。 

~中華民國植物特定疫病蟲害種類及範圍

第 18 種 

| 相關資訊 || 法規資料庫 | 

本期專題 

法規補給站 

正確執行紅火蟻防治 

紅火蟻防治作業是一項需要時間、耐心且按部就班的執行過程，因為敵暗我明，不易洞察，所幸在國內眾多專

家們集思廣益的研擬下，我們有標準作業程序可以依循先機。校園綠地是紅火蟻好發環境類型，而根據權責分工，

各地方政府所轄學校防治工作由地方政府執行，但教育部仍有督導之責；為強化各校與鄰近區域管理及防治入侵紅

火蟻疫情，達資源有效運用。教育部思量各地方疫情程度與案件通報密度之差異進行分級管理提供不同程度協助，

俾利校園環境納入各地方政府統一的防治規劃內，針對偶發疫情縣市或單一通報個案，教育部仍提供防治藥劑並協

助辦理監測、解除列管作業。各縣市學校若發現疑似螞蟻或監測採集樣本時，如有疑慮，仍可將拍下之清晰照片郵

寄教育部入侵種輔導團電子信箱(fireant@utaipei.edu.tw)，由輔導團提供線上即時鑑定服務。    | 接下頁閱讀 | 

網站   g reenschool .moe .edu . tw/gs2 / i s /epaper .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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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news.yahoo.com/%E6%95%91%E5%91%BD-%E6%B7%A1%E6%B0%B4%E6%BC%81%E6%9C%83%E7%90%86%E4%BA%8B%E9%95%B7%E9%81%AD-%E7%B4%85%E7%81%AB%E8%9F%BB-%E5%92%AC15%E5%88%86%E9%90%98%E4%BC%91%E5%85%8B-%E9%80%81%E9%86%AB%E4%BA%A1-050557458.html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IweSezm25HB7Rs7EORvNObu4UA8QrsP/view
https://www.env.go.jp/nature/intro/index.html
https://enews.epa.gov.tw/Page/3B3C62C78849F32F/c1ee4https:/e-info.org.tw/node/214671a11-e62c-41ef-8485-bae3b9ee5267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601693
https://enews.epa.gov.tw/Page/3B3C62C78849F32F/c1ee4a11-e62c-41ef-8485-bae3b9ee5267
https://www.coa.gov.tw/ws.php?id=1757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M01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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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入侵紅火蟻挑起的戰役，2003 年起

分別由嘉義與桃園兩地點悄悄傳出煙硝，國

人原先期望的快速殲滅戰，可惜敵人出乎意

料地善於隱匿與突襲，逐步發展成持久消耗

戰、甚至是城市巷弄戰的趨勢，所幸在行政

院農委會防檢局及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統

籌的防治策略規劃，與中央各部會及各地方

政府共同分工防治工作下，抗戰過程雙方勝

敗各有往來，經過快廿年膠著情勢，我仍將

敵軍主要活動牽制在北台灣與金門縣，並收

復嘉義、臺南等疫情災區，相較於其它國家

文獻中紅火蟻一年能擴散 198 公里的速度，

我國各方積極配合防治圍堵的成效顯著。 

然而隨著紅火蟻疫情的持續變化與考

慮我國土地使用類型的實況，管理者、所有

權人與各主管機關的權責分工，依據「植物

防疫檢疫法」與行政院農委會 107 年發布「入

侵紅火蟻標準作業程序(第 8 版)」內容整理，

教育部 110 年 4 月 16 日臺教資(六)字第 

1100038981 號函頒「各級學校防治入侵紅火

蟻標準作業程序」，俾利提供各級學校發現

疑似入侵紅火蟻後，落實辦理防治作業能有

明確的指引得以依循並獲得諮詢協助，以維

護校園生態環境及學生人身安全。 

發現疑似螞蟻出沒時，應先根據螞蟻的

形態與生態特徵判斷是否為紅火蟻，首先，

附近地面是否發現高於 10 公分之不明土丘，

或有大片沙堆狀隆起，可由遭破壞的窗口觀

察內部是否有蜂巢狀結構及大量螞蟻湧出；

若無明顯蟻丘，可使用洋芋片誘集法，觀察

被引誘出來的同一群螞蟻之體長是否介於

0.2~0.6 公分間且大小不一致呈連續性多態

型，體色深紅褐色，腹部偏黑，如微觀設備

許可，檢視其觸角是否為 10 節且末 2 節膨

大(圖 1)，頭盾中央具齒狀凸起。當無法排除

可能為紅火蟻時，應先設置警戒區與告示，

立即至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網站「線上通報」

網頁 (phis.baphiq.gov.tw/plant/fireant.nsf)填 

 
圖 1、火家蟻屬觸角 10 節且末端 2 節膨大 

 
圖 2、發現紅火蟻至防治中心網站線上通報 

寫相關資訊及上傳特徵照片完成通報作業

(圖 2)，經該中心確認為紅火蟻疫情時，學校

應至教育部「校安即時通」網頁辦理登錄作

業，並諮詢學校所屬各縣市政府主管單位協

助防治資源與配合防治工作應注意事項，如

調查 1 至 2 年內土方及植栽之移入資訊交主

管機關彙整。 

 

紅火蟻喜好棲息在陽光普照的草原環

境，因此過去容易出現在農業區、市區公園、

校園操場，近年由於各種防治作為與諸多擾

動因素，迫使紅火蟻轉進都市水泥叢林，而

容易出現在頂樓菜圃、陽台盆栽、牆壁水溝

裂縫等非典型環境，鄰近住家的蟻丘也變得

容易讓人忽視其存在。 

紅火蟻受到驚擾，會呼朋引伴群出反擊

侵犯者，用大顎咬住目標固定後，以腹部末

端螫針多次注入毒液，造成有極強烈灼熱和

1 
2 

5 4 
9 

7 

10 
8 6 3 



教育部校園入侵物種與生態環境管理電子報                                         110 年第 7 期 

  3   
 

痛癢感覺的膿皰紅腫，少部分體質過敏者有

暈眩昏迷現象而須送醫急救，嚴重者甚至引

發過敏性休克而造成死亡。 

紅火蟻除了引發公衛問題，亦可能損壞

校園路燈、電箱、電器設備等公共設施，或

造成校園當地原生螞蟻滅絕，攻擊地棲動物

使生物多樣性消失，改變生態環境。 

 

 防治方法 

按季定期施灑核准餌劑或委請合格技

術人員協助投放其他藥劑，每年需施作

3~4 次，並配合偵查監測作業了解防治成

效評估殘存蟻群是否逃逸擴散。 

 定期監測的必要性 

最基本的偵查與監測方法，就是直接利

用目視法雙眼觀察有沒有隆起蟻丘與可

疑螞蟻，此法適合對大面積進行粗曠評估

時利用，如尚無疫情時的預防檢查或施藥

後檢視活動蟻丘增減，缺點是不夠精確；

因此，學校施藥一段時間後，隨著防治效

果顯現，蟻丘也會變得不再明顯可見，此

時便需要改行洋芋片誘集法，吸引躲藏地

底各處的紅火蟻集中到你我目光下現形，

確認是否還有紅火蟻存在，以計算防治率

或發生率(圖 3)。 

 每月回報與解除管制申請 

各校施藥後調查防治率或發生率應以

每月 1 次為原則，並由「教育部綠色學校

夥伴網路」網站前往至「校園入侵物種與

生 態 環 境 管 理 輔 導 團 」 專 區

(greenschool.moe.edu.tw/GS2/is/report.as

px)內填報當月疫情防治監測結果，持續至

解除管制為止，輔導團亦每月彙整各校監

測結果匯入植物疫情管理資訊網。當校園

防治率達 100%且至少維持有連續 6 個月

以上時間，校方可自輔導團專區執行歷年

填報成果下載近 6 個月監測記錄，函報國

家紅火蟻中心申請解除管制，並副知學校

所屬地方主管單位知悉；火蟻中心將於現

勘後函復同意與否。若學校所屬地方政府

已建置專屬填報系統，學校得依循地方政

府之規定填報，並由地方政府教育主管機

關彙整後按月回報教育部。 

 

 餌劑效果不比偏方即時? 

所謂擒賊先擒王，因為紅火蟻體藏匿於

地面下且體型小，難輕易以肉眼就掌握蟻

群狀況，使用餌劑是針對其生態特性來消

除藏於巢穴深處的幼蟲與負責繁殖的諸

位蟻后們。一般殺蟲劑或偏方看似能快速

消滅蟻巢表層眾多螞蟻個體，實則治標不

治本，這些犧牲的工蟻就如同戰場前線能

被不斷替補的士兵，爭取後方核心成員撤

離轉進的時間。 

 蟻丘總是反覆出現? 

自掃門前雪的方式容易事倍功半，任何

防治工作與擾動行為都會迫使紅火蟻舉

家搬遷，但紅火蟻不懂也不需遵守人們設

下的圍牆地界，所以防治作業不應單考量

眼前蟻丘消失了沒，看不到隆起蟻丘成為

掩蓋蟻群在地面下有多麼活躍的表面假

象。倘若缺乏整體規劃與共同防治期程，

相鄰的兩塊土地就只是交替提供紅火蟻

避難空間罷了。因此，鄰近案件高密度區

域或普遍發生區內校園，理應納入各地方

區域防治的規畫考量之內，而非徒留校方

孤軍奮戰。 

 
圖 3、目視法觀察蟻丘與誘集法檢視紅火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