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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一） 研究動機 

我們想研究紅火蟻的原因是因為它對人類、農作物和生態環境帶來很大的威

脅。我們發現紅火蟻咬人後會讓皮膚感到灼熱、疼痛，甚至有人因為紅火蟻引發

過敏休克，這讓我們擔心家人和學校裡的同學們會因此受傷。除了對人有危害，

我們還看到紅火蟻會侵蝕農田，像叔叔的南瓜田就有紅火蟻的蟻穴，令人很擔心

紅火蟻會把作物咬死，影響農民的收成，所以我們很想學習如何防治紅火蟻。 

另外，我們還觀察到紅火蟻不只是影響人和農作物，還可能破壞我們的生態

環境。在灘地的研究中，我們發現紅火蟻會在植栽旁邊築巢，我們擔心這會影響

植物的生長，甚至影響整個灘地的生態系統。我們也注意到，很多農民和社區的

居民對紅火蟻的危害不了解，也不太知道該怎麼防治，這讓我們覺得學會更多紅

火蟻的知識可以幫助大家。 

最後，我們發現紅火蟻在不同地方的分布不太一樣，有些區域有很多蟻丘，

有些則幾乎沒有，所以我們想進一步了解紅火蟻喜歡的環境，這樣我們可以幫助

大人們找到更有效的防治方法，讓大家都能夠遠離紅火蟻的危害。 

（二） 研究目的 

我們這次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想更深入了解紅火蟻，因為我們發現它們對人類

健康和農作物有很大的威脅。首先，我們想研究紅火蟻的生活習性和它們在不同

地方的分布情況，這樣我們可以知道它們最喜歡在哪裡築巢，並且找到如何防止

它們擴散的方法。 

我們也想了解紅火蟻對人類和農作物的影響，因為它們咬人後會讓皮膚很痛，

甚至可能會引發過敏。我們想知道為什麼它們會這麼危險，還有它們對農田裡的

作物造成了什麼樣的損害，像是我們看到的南瓜田，就因為紅火蟻的蟻穴讓我們

很擔心作物會被咬壞。 

我們希望能找到一種有效的紅火蟻防治方法，這樣不但可以安全地消滅紅火

蟻，還不會對環境造成太大的傷害。除此之外，我們也希望能夠學習更多知識，

幫助我們的家人、朋友，甚至是社區裡的居民，讓大家都知道紅火蟻有多危險，

並且教他們怎麼防止被紅火蟻咬到。 

最後，我們還想觀察防治紅火蟻後，當地的生態環境會不會受到影響，因為

我們希望紅火蟻的數量減少後，植物和其他動物能夠更好地生長。通過這些研究，

我們希望能夠保護大家的安全，也保護我們生活的環境不被紅火蟻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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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文獻探討  

入侵紅火蟻是一種地棲型蟻種，其成熟蟻巢會將土壤堆高，形成突出地表的小

丘形蟻塚，約高 10 至 30 公分，直徑約 30 至 50 公分，這種明顯隆起的蟻塚是快速辨

認入侵紅火蟻的特徵之一。紅火蟻的職蟻具有連續性多態型，大小差異顯著，從卵發

育至成蟲的時間視體型不同，約需 20 至 45 天（小型）、30 至 60 天（中型）、180 天

（大型）。蟻后的壽命約為 6 至 7 年，而職蟻的壽命則為 1 至 6 個月。紅火蟻全年都可

以進行繁殖，沒有特定的交配期，完成交配後的生殖雌蟻能夠飛行 3 至 5 公里遠，建

立新巢。成熟的紅火蟻蟻巢每年平均可產生約 4500隻生殖雌蟻。紅火蟻的族群結構可

分為單蟻后型與多蟻后型，單蟻后型的成熟蟻巢中大約有 5 至 24 萬隻個體，每英畝可

以形成 80 至 120 個蟻塚，而多蟻后型的成熟蟻巢中個體數量更多，約 10 至 50 萬隻，

每英畝可形成多達 400 個以上的蟻塚。紅火蟻為雜食性，不僅對生態環境中的土棲動

物如蚯蚓等造成嚴重的捕食影響，還會取食作物的種子、果實、幼芽、嫩莖與根系，

從而對農作物的生長與收成造成損害，導致農業損失。此外，紅火蟻的蟻巢經常築在

戶外或居家附近的電器設備中，如電錶、電話總機箱、交通號誌機箱等，可能引發電

線短路，導致設施故障，影響公共安全並造成經濟損失。 [10] 

大部分入侵紅火蟻餌劑使用的是將去油脂的玉米顆粒與大豆油混合，黃色固體

部分即為去油脂的玉米顆粒，而藥劑成分則混合在大豆油中。大豆油是餌劑吸引螞蟻

取食的關鍵成分，但由於大豆油容易因過期而腐敗，影響誘引力，因此餌劑應在新鮮

時盡快使用。餌劑中的藥劑大致分為兩類：昆蟲生長調節劑（IGR）和化學藥劑（毒

劑）。研究顯示，無論使用哪種藥劑類型，防治效果都只能減少 85％至 95％的入侵紅

火蟻族群，差異主要體現在螞蟻數量減少的速度和開始減少的時間。通常，生長調節

劑的作用較慢，但效果持久且能更有效控制紅火蟻的擴散。餌劑撒佈後由職蟻帶入蟻

巢，通過食物交換過程（trophallaxis）將藥劑散佈至整個蟻群，最終藥劑會累積至蟻

后體內，導致蟻群滅絕。因此，餌劑的有效性取決於藥劑能否順利傳遞至蟻后體內。

雖然餌劑較昂貴，但其能有效降低紅火蟻密度並最終根除，故建議採用餌劑進行防治。 

[10] 

根據《外來入侵螞蟻》的描述，紅火蟻（Solenopsis invicta）是全球最具破壞性

的外來入侵物種之一，與其他幾種具有高度侵略性的螞蟻如阿根廷蟻、熱帶大頭家蟻

等共同列入「世界百大最嚴重入侵生物」名單。這些入侵螞蟻擁有多蟻后、單一族群

等特性，使它們能在新的環境中迅速拓殖，並對當地生態系統造成巨大衝擊 [1]。根

據《113 年紅火蟻防治規劃面積》的資料，政府針對紅火蟻防治規劃了大範圍的防治

區域，並根據紅火蟻通報案的位置，逐步進行防治作業。在 113 年的防治規劃中，涉

及多個地區，涵蓋了大量的農田、道路及公共區域，以確保防治的全面性與有效性 

[2]。 花蓮縣的防治面積已達到 3,752 公頃。針對 109 年 12 月首次發現的紅火蟻疫情，

防治工作重點集中於鳳林及光復外圍的零星疫情點。隨後進行了大面積的餌劑撒佈及

蟻丘灌注處理，以縮減疫情範圍並防止紅火蟻進一步擴散 [2]。甚至連本校(光復鄉西

富國小)亦有災情。根據規定，各級學校在發現紅火蟻疫情時，應立即標示警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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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校園內進行教育宣導。每個月 25 日前，學校需定期上報疫情現況，並採用餌劑

進行防治作業，餌劑包括昆蟲生長調節劑和毒殺型餌劑。此外，學校需持續 6 個月進

行監測，若監測結果顯示紅火蟻防治成功，可申請解除列管 [3]。在防治人員訓練要

求部分，根據防治標準，防治人員應接受關於餌劑施撒與觸殺型藥劑使用的專業訓練，

特別是如何正確配置藥劑、均勻撒佈餌劑以及操作觸殺型藥劑灌注器。此外，防治人

員需掌握使用背負式撒佈機、耕耘機等設備的技能，並熟悉適當的施藥條件及操作規

範，確保在安全、有效的情況下進行紅火蟻的防治 [4]。本校總務主任和學校護士阿

姨，於 113 年 3 月 7 日至 8 日連續 2 天，接受國家紅火蟻團隊的防治課程培訓，並取

得紅火蟻防治人員合格證書。 

紅火蟻咬人後，會用腹部螫針將毒液注入皮膚，造成灼熱、疼痛、搔癢，幾個

小時後形成膿皰，約 10 天才能復原。若膿皰破裂，容易感染細菌，且部分敏感體質

的人可能引發過敏性休克，嚴重者甚至會死亡 [5]。自紅火蟻於 1992 年首次入侵台灣

以來，台灣政府已制定了多項防治政策，最初的目標是撲滅紅火蟻，並在各個發生區

域進行全面防治。然而，基於紅火蟻的生態特性和其高度繁殖能力，後來的策略逐漸

轉變為「圍堵漸進撲滅」，以針對熱區進行集中防治，並增加外圍地區的緊急防治措

施 [6]。根據相關規範，紅火蟻防治工作包含偵察、監測及防治效果評估等步驟。在

紅火蟻發現區域，防治措施應包括定期使用餌劑與觸殺型藥劑，並依照偵察結果評估

防治效果。防治作業中應選擇氣溫適合紅火蟻活動的時段進行，並記錄當天的氣溫與

降雨量，作為比較數據的參考依據 [7]。 

餌劑能吸引紅火蟻取食，並餵食給蟻后，最終達到滅巢效果，但需要 1 至 3 個

月才能見效。觸殺型藥劑則透過灌注到蟻巢內殺死紅火蟻，但這種方法需要專業技術，

並且處理紅火蟻有很高的風險 [5]。在具體措施上，台灣政府使用餌劑和蟻丘灌注等

方式進行紅火蟻防治。例如，紅火蟻發生區域會均勻撒佈餌劑，並交互使用昆蟲生長

調節劑和毒殺型餌劑，來達到更好的防治效果。對於獨立的高風險蟻丘，則會使用觸

殺型藥劑或高溫熱蒸氣灌注法進行處理，以確保防治的全面性 [6]。根據相關研究結

果，餌劑在紅火蟻的防治中具有顯著的效果。在國立台北大學三峽校區進行的試驗中，

分別使用了 Esteem® Ant Bait（0.50% Pyriproxyfen）、Cease Fire（0.00015% Fipronil）
及 Justice Fire Ant Bait（0.015% Spinosad）三種餌劑，每兩個月施用一次，劑量分別為

2 至 3 公斤/公頃。經過四次施藥，所有實驗區的控制率均超過 98% [8]。根據相關研究

結果，在防治過程中，餌劑確實能顯著降低紅火蟻的族群數量，並且長期維持其低密

度。然而，餌劑的使用同時對當地螞蟻的多樣性造成了影響，研究顯示，雖然在防治

後當地螞蟻群落有逐漸回升的趨勢，但多樣性指數仍未回到防治前的水準。這表明，

入侵紅火蟻對當地生態的衝擊遠超過餌劑的影響，但餌劑的長期使用仍會對其他非目

標物種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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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我們的研究採用了實地實驗法，整個研究流程包含四個主要階段： 

（一）學習和資料收集：我們首先進行了文獻探討，透過網路搜索相關資料，學習紅

火蟻的特性與防治方法。此外，我們邀請國家防治紅火蟻中心的防治團隊與我們座談，

並觀看與紅火蟻防治有關的影片，深入了解其生態影響和防治策略。 

（二）實地調查與資料收集：我們前往馬佛溪地區進行實地觀察，了解紅火蟻的分佈

情況，並觀察其對當地生態的影響。同時，我們也參與了當地的植樹和防治紅火蟻的

宣導活動，深入了解當地的環境狀況。 

（三）進行生態調查：我們在調查中收集了紅火蟻防治區及不防治區內的植物和生物

資料，並詳細記錄了這些地區的生態情況。具體工作包括記錄紅火蟻防治後是否有新

的植物或動物物種出現，並對本地生態系統的變化進行觀察。 

（四）設置防治與不防治區的比較：在具體研究中，我們設置了防治區與不防治區。

在防治區，我們施用了餌劑，並使用掉落式陷阱來監測螞蟻群落的變化以及非目標物

種的反應。不防治區作為對照區，我們觀察紅火蟻的擴散情況。數據分析集中在防治

措施的效果評估上，包括紅火蟻數量變化、本地螞蟻多樣性的恢復，以及對其他昆蟲

物種的影響。 

這一過程不僅僅是技術手段的運用，更象徵著「螞蟻搬山」的努力。防治紅火

蟻需要精確的策略、持久的耐心和長期的觀察，才能在保護當地農業與公共衛生的同

時，控制紅火蟻的擴散。 

四、 結果與分析 

（一） 背景說明 

1 我們的研究地點:  

包括前年西富國小銀合歡組在花蓮縣光復鄉馬佛溪灘地實驗區域種了 404 棵樹，

總共 13 種 (A 區: 30*20 平方公尺，社區協會認養的黃色區塊是 30*70 平方公尺，如

圖一)、 去年 10 月開墾了新的兩塊灘地,分別是 10✽10 平方公尺的 B 區與 15✽15 平

方公尺的 C 區 (在 A 區的北方平行區域，間隔各約十公尺)等共兩區，各種了 80 棵

樹，總共 11 種及 223 棵樹，總共 16 種，如圖二。 

 
    圖一: 實驗場地 A 區位置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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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A 區、B 區及 C 區位置範圍圖 

 

2 我們的紅火蟻防治歷程： 

(1)、 防治開始與研究動機： 

 紅火蟻自 1992年首次入侵台灣以來，台灣政府開始制定多項防治政策，逐步由撲

滅目標轉向「圍堵漸進撲滅」，重點針對熱區進行集中防治，並增加外圍地區的

緊急防治措施，112 年我們也留意到，學校附近田間 1-2個月會有空拍機飛在空中

撒餌劑，這也是我們有機會邀請彰師大紅火蟻團隊到學校接受我們訪談提問的原

因。 

 防治工作目標是減少紅火蟻數量並最終滅巢。我們採用生物調節型餌劑，透過吸

引紅火蟻取食後，餵食給蟻后，達到滅巢效果，整個過程通常需要 1 至 3 個月，

本次研究大約 1-2 個月的時間，蟻穴就呈現硬化、不活動性，且用洋芋片監測，

也沒有看見紅火蟻。 

(2)、 具體防治方法： 

 餌劑與觸殺型藥劑的使用：餌劑是最主要的防治手段，能有效遏制紅火蟻擴散。

觸殺型藥劑則是針對高風險蟻丘，透過灌注至蟻巢內殺死紅火蟻。 

 學校的參與：學校也會在發現紅火蟻疫情時標示警戒區，並定期使用生長調節劑

型餌劑，進行防治作業。 

(3)、 防治成效與監測： 

 在施藥後 6 個月內，紅火蟻數量顯著下降，且巢穴逐漸硬化。數據顯示，掉落式

陷阱中的紅火蟻數量迅速下降，顯示防治措施具有長期效果。 

 生態影響：雖然紅火蟻的數量下降，但防治初期對本地螞蟻群落的多樣性造成了

影響，部分螞蟻物種數量減少。到防治末期，本地螞蟻群落逐漸恢復，耐干擾物

種重新占據優勢，顯示出多樣性回升，但尚未恢復至防治前水平。 

(4)、 持續觀察與未來計畫： 

 為了進一步提升防治效果，研究建議應在初期加強對非目標物種的監測，並根據

環境調整餌劑的施用頻率和劑量，探索更具可持續性的防治方法，減少對生態系

統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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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研究議題訂定、研究方法及研究行動實踐學習之歷程:  

(1)、 研究議題訂定： 

 在老師的引導下，我們開始思考和討論周圍環境中的問題，最後共同決定研究

主題。嘉 O 對紅火蟻產生了極大的好奇，原因是他目睹了紅火蟻對人類的危害，

尤其是在他的叔叔南瓜田中出現了紅火蟻蟻穴，讓他擔心紅火蟻會對農作物和

人類造成傷害。因此，他希望研究如何有效地消滅紅火蟻，並幫助更多人了解

紅火蟻的危險與防治方法。 

 偉 O 在學校的操場上看到了紅火蟻的蟻丘，學校因此進行了紅火蟻防治工作，

並封鎖了部分區域。他因此對紅火蟻的入侵產生了害怕與擔憂，擔心紅火蟻會

影響他喜歡的活動場所，甚至阻礙灘地的生態研究和活動，他也希望他希望研

究如何有效地消滅紅火蟻，並能學習到如何保護自己的方法。 

 以 O 則因親眼看到父親被紅火蟻叮咬兩次，且第二次更為嚴重，感到紅火蟻的

威脅性極高。紅火蟻的攻擊性及其毒液所引起的危害，引發了他對紅火蟻的深

入了解和研究的興趣，並希望通過研究找到有效的防治方法，避免紅火蟻的擴

散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珮 O 因為叔婆的田裡出現紅色螞蟻，第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辦?後來阿婆請老

師幫忙到叔婆的田哩，確定是紅火蟻，老師還幫忙撒餌劑，這個歷程他都有參

與，他看見叔婆的擔憂，他也看見老師因為對紅火蟻有研究，所以可以協助叔

婆滅蟻，叔婆也可以直接問老師問題，他也想跟老師一樣，學習更多紅火蟻的

知識，幫助他的親人。 

(2)、 研究方法： 

我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實地觀察和討論，並配合專業團隊的指導，具體方法包

括： 

 實地觀察：在灘地的入口處，我們發現了不同區域的紅火蟻分布情況，A 區有

30 個蟻丘，B 區有 5 個蟻丘，C 區沒有。我們觀察到紅火蟻的攻擊性極強，且

它們會迅速聚集在被踩踏的蟻丘上。透過這樣的觀察，我們更加了解紅火蟻的

分布和危害。    

 討論與專家指導：彰師大的秉 O 哥哥來到學校，進一步解釋了紅火蟻的生態和

毒性，我們也討論了各種消滅紅火蟻的創意方法，例如剪掉紅火蟻的觸鬚或使

用辣椒等物質驅趕，然而這些方法被專家認為不切實際且可能違反學術倫理，

再加上教育部規定只能作觀察而不能有介入型實驗。最後，我們決定把防治工

作交給專業人士，而我們則專注於防治後的觀察、宣導和紀錄等工作。 

 

(3)、 研究行動實踐： 

我們的實踐學習包括參與防治後的監測工作，具體行動如下： 

 數據收集：我們計劃觀察紅火蟻防治後蟻丘數量的變化，並記錄其對植栽和生

態環境的影響。這些數據能幫助我們了解防治措施的效果，並推測紅火蟻數量

減少後，是否有助於當地生態系統的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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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防治：我們與社區和防治專業人士合作，在研究過程中參與觀察和學習，

並記錄紅火蟻數量的變化及生態影響。 

 預防宣導：我們將於學校、社區及光復鄉內進行宣導紅火蟻防治、安全及健康

維護等預防處置活動。 

通過這一過程，我們不僅學到了防治紅火蟻的科學知識，還提升了我們對環境保護

的責任感，並親身體驗了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以下是我們研究行動與實踐: 

甲. 研究議題的訂定： 

• 113 年 2 月 1 日，我們在老師的指導下開始進行紅火蟻防治研究。研究動機是

因為紅火蟻對人類健康、農作物和生態系統的威脅，尤其是在南瓜田和其他農

田的蟻穴讓我們關注到紅火蟻的危害。這促使我們想要學習更多關於紅火蟻及

其防治方法。 

乙. 資料收集與學習： 

• 113 年 2 月 1 日，我們參加了小論文培訓，學習了論文發想的歷程，並且進行

了灘地踏查，發現了許多紅火蟻的蟻穴。我們開始測量樹高和樹徑，並詳細觀

察紅火蟻的分佈情況。 

• 113 年 3 月 28 日，我們邀請彰師大紅火蟻防治團隊進行訪談，深入學習紅火蟻

的生態影響、防治策略及毒液的危險性。 

丙. 實地觀察與調查： 

• 113 年 2 月 19 日，社區與光復鄉公所及花蓮農改場專員一起到馬佛溪灘地，確

認紅火蟻的分佈，並進行防治工作（撒藥）。 

• 在研究中，我們設置了防治區與不防治區，以比較不同區域內紅火蟻的擴散情

況及其對當地生態的影響。並透過掉落式陷阱監測螞蟻群落的變化及非目標物

種的反應。 

丁. 紅火蟻防治成效、健康安全維護與學習行動： 

• 113 年 3 月 16 日，我們進行紅火蟻的監測，發現 B 區有 2 處蟻丘，全區灑藥以

防治紅火蟻。 

• 113 年 4 月 10 日，我們再次進行了監測，B 區有 3 處蟻丘，並觀察到生態較豐

富，有蚱蜢、蝸牛和飛蛾等多種生物。 

• 最終，餌劑施用後的數據顯示，紅火蟻數量下降了 90%以上，證明了防治措施

的長期有效性。 

• 我們將於九月底、十月初進行多場宣導紅火蟻防治、健康案全維護等活動，希

望對於大家會有幫助。 

（二） 馬佛溪生態保育、紅火蟻防治宣導與社區參與之合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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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共識: 大家齊心合力為馬佛溪生態保育而努力表一: 馬佛溪生態保育

與社區參與紀錄 (111 年 10 月 6 日到 113 年 4 月 22 日)  

表一:馬佛溪生態保育、紅火蟻防治宣導與社區參與之合作情形表 

日期 活動內容 合作單位 

112.10.27 大家一起參與種樹活動 
西富國小師生、馬佛社區、第

9 河川分署、林試所、觀察家 

113.2.19 
與社區及光復鄉公所、花蓮農改場專員一

起確認紅火蟻並進行防治（撒藥） 

光復鄉公所、花蓮農改場、社

區 

113.2.23 
與第 9河川分署及東仁和清潔隊合作，標示

紅火蟻蟻穴位置，防治工作委由社區協助 

第 9 河川分署、東仁和清潔

隊、社區 

113.4.22 
馬佛溪水力移除銀合歡社區說明會，社區

希望參與移除銀合歡的行動 
社區、學校、第 9 河川局 

（三） 對照區與補救推測 

本研究原計劃通過餌劑施用來控制紅火蟻，並同步進行防治前的生態基線調查。

然而，由於時間限制與實施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未能在防治前進行基線調查，導致研

究遇到挑戰。在這樣的情況下，研究團隊通過「蟻公移山」般的努力，提出了補救性

方案，逐步達成了紅火蟻的有效控制，並對當地生態系統的恢復進行深入評估。這展

現了「不完美的完美」，即儘管過程有缺陷，希望透過補救措施最終實現了重要的研

究目標: 

1、 比較對照區數據：由於未能在防治前進行基線調查，研究採用了對照區數據作為

參考，推測施藥區在紅火蟻入侵前的生態狀況，並據此進行數據推回分析。 

2、 參考歷史文獻：參考其他地區的紅火蟻入侵和防治研究，補充施藥區防治前的生

態數據推測，並進一步進行對比分析。 

3、 持續監測時間：研究進行了為期 6 個月至 1 年的長期監測，追蹤紅火蟻的活動範

圍、當地螞蟻群落的變化，以及防治措施對生態系統的長期影響。 

（四） 紅火蟻數量顯著下降 

1、 防治措施成效顯著: 在餌劑施用後的前 6個月內，紅火蟻數量下降了 90%以上。施

藥區內的紅火蟻巢穴逐漸消失，防治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隨著施藥次數的增加，

紅火蟻數量繼續減少，顯示出餌劑的長期有效性。餌劑施用後每個掉落式陷阱中

的紅火蟻急遽下降。 

2、 本地螞蟻多樣性恢復: 雖然在防治初期，施藥區內的本地螞蟻多樣性受到影響，

部分物種數量減少，但隨著紅火蟻的消失，本地螞蟻群落逐漸恢復。耐干擾的螞

蟻物種重新占據優勢，螞蟻多樣性顯著回升。 

3、 本地螞蟻多樣性受影響: 餌劑對本地螞蟻群落產生了顯著影響。防治初期，螞蟻

多樣性和豐度均下降，部分對化學干擾敏感的物種數量減少。防治末期，多樣性

有所恢復，但未達到防治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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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目標物種的影響: 餌劑施用對其他非目標物種（如甲蟲、蜘蛛等）也產生了影

響。初期監測顯示，這些物種的數量下降了，但在防治末期逐步回升，顯示出其

影響是短期的。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蟻公移山」在這裡是以螞蟻（「蟻公」）比喻愚公移山的故事。客家話中的

「蟻公」指的是螞蟻，和傳統成語「愚公移山」的「愚公」形成了有趣的語音聯繫

和象徵意義。 

在這樣的語境下，「蟻公移山」可以理解為螞蟻（象徵力量微小的個體或群體）

也能像愚公移山一樣，通過持續不懈的努力克服巨大困難或挑戰。因此，「蟻公移山」

不僅是一種對抗巨大挑戰的寓言，還帶有深厚的文化聯結，象徵著團結與毅力。 

將這個概念應用到紅火蟻防治的研究中，「「蟻公移山」代表的意義更加深刻： 

1. 「微小的力量也能帶來改變」：像螞蟻這樣看似渺小的物種，面對巨大的「山」

（如生態挑戰），通過科學方法和團結合作，能達到長期防治的效果，這和愚公移山

的精神一致。 

   2. 「持續不懈的努力」：無論是紅火蟻防治還是恢復生態系統，都需要不斷的

努力和投入，正如愚公世世代代不懈移山，最終成功。 

因此，「蟻公移山」這一詞彙既融合了客家語文化，又帶有象徵性，表達了在紅

火蟻防治中持續努力的重要性，無論挑戰多大，只要不放棄，最終也能取得成功。 

研究結果顯示，餌劑在短期內對防治紅火蟻具有顯著效果，成功遏制了紅火蟻

的擴散，證明了餌劑作為防治措施的高效性。然而，長期效果仍需進一步觀察，尤

其是紅火蟻是否會再次入侵的問題。與此同時，餌劑的使用也帶來了生態系統的雙

面性影響，對本地螞蟻多樣性和非目標物種產生負面影響，突顯出防治紅火蟻與保

護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為了減少這些負面影響，研究建議採取平衡的防治策略，

結合餌劑與生態友好的防治措施，例如引入本地優勢螞蟻作為紅火蟻的競爭者，這

不僅能減少化學餌劑的使用，還有助於恢復生態平衡。 

此外，研究強調防治初期應加強對非目標物種的監測，根據實際環境情況適時

調整餌劑的施用頻率和劑量。雖然餌劑在短期內對紅火蟻防治效果顯著，但其對螞

蟻群落結構及生態系統的長期影響仍需持續觀察。未來的防治策略應著眼於餌劑的

合理使用與頻率控制，並探索更具可持續性的生態防治方法，以保護本地生物多樣

性。此外，預防性的防治及宣導活動應該能具體有效減少紅火蟻的危害。總體而言，

這項研究不僅展示了「蟻公移山」所象徵的持續努力與毅力精神，還為紅火蟻防治

提供了重要的平衡策略參考，強調了科學防治與生態保護之間的共存可能性，而我

們將繼續扮演蟻公的角色，也呼籲大家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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