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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產 紫 鉚 之 藥 ⽤ 動 物 資 源 之 研 究

葉 豐 次 謝 明 村 許 喬 ⽊ 林 郁 進

中 國 醫 藥 學 院

摘 要

紫 鉚 於 唐 本 草 始 著 錄 （ 西 元 6 5 9 年 ） ， 有 签 陽 精 ， 去 陰 帶 氣 之 作 ⽤ ，
近 代 除 ⽤ 為 內 服 藥 外 ， 其 蟲 膠 ⾊ 素 （ L a c d y e ）   亦 可 ⽤ 爲 染 料 及 食 ⽤ ⾊ 素 。 紫
膠 蟲   L a c c i f e r   l a c c a   K E E R •   為 節 肢 動 物 ⾨ 昆 蟲 綱 同 翅 ⽬ 膠 蚧 科   （ l a c c i f e r i d a e ） 之
⼀ 種 昆 蟲 ， 棲 息 於 熱 帶 地 區 。 紫 膠 蟲 之 卵 在 母 體 內 成 熟 後 ， 由 輸 卵 管 排 出
至 母 體 尾 部 ， 母 體 肛 ⾨ 部 位 因 收 縮 ⽽ 呈 孔 穴 狀 ， 卵 孵 化 後 ， 即 由 此 孔 穴 爬
出 ， 孵 化 時 間 以 中 午 最 多 ， 晚 間 即 停 ⽌ 孵 化 。 孵 化 後 之 幼 蟲 ， 即 爬 ⾏ 至 寄
⽣ 植 物 之 幼 嫩 枝 上 群 集 ， 並 固 定 於 樹 枝 上 吸 取 樹 汁 ， 且 分 泌 膠 質 覆 蓋 蟲
體 。 ⽣ 性 怕 光 照 ⽽ 好 陰 ， 但 有 趨 光 性 ， 亦 怕 ⾬ ⽔ 與 低 氣 溫 ， ⼀ 般 在 2 2 ° C 下
即 ⾏ 動 不 活 潑 ， 在 1 3 ° C 下 即 全 部 凍 死 。 雌 幼 蟲 要 蛻 ⽪ 三 次 才 成 蟲 ， 成 蟲 後
期 ， 整 個 蟲 體 均 被 蟲 膠 覆 蓋 。 雄 幼 蟲 經 蛻 ⽪ 後 ， 進 入 蛹 期 ， 經 4 5 ~ 6 0 ⽇
⽻ 化 為 雄 成 蟲 ， 並 開 始 變 態 能 爬 動 ， 有 翅 雄 成 蟲 約 遲 1 0 天 出 穴 ， 無 翅 成 蟲
較 早 成 熟 ， 出 穴 後 ， 即 ⾏ 交 配 時 期 ， 經 交 配 後 死 亡 ， 蛹 前 蟲 體 細 長 ， 臘 質
物 分 泌 減 少 ， 膠 殼 呈 ⿈ ⾊ ， 蟲 體 在 膠 殼 內 蛻 ⽪ ， ⽽ 變 成 前 蛹 與 蛹 。 紫 膠 蟲
之 傳 播 ⽅ 式 以 ⼈ 為 放 養 接 種 取 蟲 膠 可 能 性 最 ⼤ ， 如 孵 化 期 被 剪 斷 ⽽ 隨 意 棄
置 之 樹 枝 亦 是 傳 染 源 之 ⼀ 。 臺 灣 地 區 以 南 部 較 適 合 紫 膠 蟲 之 繁 殖 ， ⽽ 北 部
之 氣 候 則 不 適 宜 其 ⽣ 長 。 臺 灣 最 適 宜 紫 膠 蟲 寄 ⽣ 之 植 物 計 有 8 科 1 1 種 。 紫
膠 蟲 之 繁 殖 應 可 規 劃 在 某 些 區 域 內 之 非 經 濟 作 物 ， 予 以 放 養 ， 亦 可 找 新 寄
主 放 養 ， 如 葛 藤 、 ⼤ 葉 相 思 樹 與 ⼤ 葉 千 ⽄ 拔 等 植 物 。

-   2 6 1   —



⼈ ⼒ 配 置 表

類 別 姓 名 現 任 職 務 在 本 計 劃 內 擔 任 之 具 體 ⼯ 作 與 項 ⽬

主 持 ⼈ 葉 豐 次 副 教 授 負 責 計 劃 之 設 計 、 推 展 與 報 告 撰 寫

聯 絡 ⼈ 謝 明 村 所 長 負 責 與 衛 ⽣ 署 之 聯 絡 與 計 劃 推 展

研 究 ⼈ 許 喬 ⽊ 教 授 輔 助 紫 鉚 之 調 查 與 鑑 別

助 理 林 郁 進 研 究 ⽣ 負 責 計 劃 之 調 查 、 照 相 與 資 料 整 理

臺 灣 產 紫 鉚 之 藥 ⽤ 動 物 資 源 之 研 究

⼀ 、 前 ⾔

紫 鉚 為 常 ⽤ 中 藥 ， 始 載 於 唐 本 草 （ 公 元 6 5 9 年 ） （ ） ， 有 益 陽 精 ， 去 陰 帶 氣 之
作 ⽤ ， 近 代 除 ⽤ 為 內 服 藥 外 ， 其 蟲 膠 ⾊ 素 （ L a c d y e ） ⽤ 爲 染 料 及 食 ⽤ ⾊ 素 （ 2 ） ，
尤 其 合 成 ⾊ 素 對 ⼈ 類 之 安 全 不 無 可 慮 之 際 ， 唯 有 天 然 ⾊ 素 似 乎 對 ⼈ 類 較 適 合 使

⽤ ， 因 此 為 開 發 此 種 食 ⽤ ⾊ 素 及 探 討 其 有 效 成 分 ， 期 應 ⽤ 於 醫 療 ， 實 有 必 要 對
此 藥 ⽤ 動 物 或 藥 材 資 源 做 初 步 的 探 討 ， 尤 其 對 紫 鉚 之 形 成 ， 紫 膠 蟲 之 形 態 、 習
性 、 ⽣ 活 史 及 分 布 情 形 做 普 遍 的 調 查 研 究 ， 以 達 ⼤ 量 繁 殖 ⽣ 產 的 ⽬ 的 。

紫 膠 蟲 L a c c i f e r   l a c c a   K z . 爲 節 肢 動 物 ⾨ ， 昆 蟲 綱 ， 同 翅 ⽬ ， 膠 蚧 科

-   2 6 2   -



（ L a c c i f e r i d a e ） 之 ⼀ 種 昆 蟲 ， 棲 息 於 熱 帶 地 區 。 本 省 於 ⽇ 據 時 期 爲 發 展 蟲 膠 漆

， 曾 於 民 國 元 年 至 ⼆ ⼗ 九 年 間 ， 先 後 多 次 由 印 度 及 泰 國 引 進 紫 膠 蟲 ， 民 國 ⼆ ⼗

九 年   由 泰 國 空 運 來 臺 灣 ， 在 本 省 南 部   接 種 放 養 成 功 （ 8 ） （ 4 ） ， 臺 灣 光 復 後 ， 由 於

臺 灣 地 處 亞 熱 帶 氣 候 ， 適 於 其 ⽣ 長 繁 殖 ， 雖 有 ⼗ 幾 年 發 展 其 漆 業 的 ⽤ 途 ， 但 已

嚴 重 危 害 臺 灣 的 果 ⽊ ， ⽽ 成 為 南 部 各 地 果 園 普 遍 發 ⽣ 的 蟲 害 ， 此 蟲 寄 ⽣ 在 植 物

枝 條 上 ， 以 吸 收 ⼜ 器 刺 入 植 物 表 ⽪ 組 織 吸 取 樹 汁 ， 並 由 蟲 體 內 分 泌 膠 質 物 裹 住

蟲 體 ， 黏 在 樹 枝 上 ， 致 使 樹 ⽊ ⽣ 長 受 阻 。 據 調 查 紫 膠 蟲 的 寄 ⽣ 植 物 計 有 果 樹 類

、 樹 ⽊ 類 及 花 卉 類 等 約 三 ⼗ 餘 種 之 多 ， 其 中 尤 以 經 濟 果 樹 類 為 害 最 重 ， 使 產 量

降 低 ， 影 響 果 農 經 濟 價 值 匪 淺 ， 遂 引 起 農 政 單 位 的 關 切 ， 聘 請 學 者 專 家 從 事 防

治 的 ⼯ 作 ， 據 調 查 ⼆ ⼗ 幾 年 來 在 南 部 設 有 農 業 改 良 場 或 試 驗 所 ， 其 防 治 ⼯ 作 甚

爲 良 好 ， 唯 民 國 五 ⼗ 年 至 七 ⼗ 年 間 ⽤ 其 蟲 膠 於 漆 業 時 期 ， 有 者 故 意 接 種 放 養 ，

以 便 翌 年 採 蟲 膠 製 造 油 漆 。 因 此 ， 雖 有 防 治 仍 不 甚 理 想 ， ⽽ 於 民 國 七 ⼗ 年 後 臺

灣 漆 業 萌 芽 ， 及 化 學 油 漆 的 進 ⼜ ， 改 變 漆 業 經 營 的 形 態 與 製 造 ， 南 部 地 區 之 防

治 ⼯ 作 才 步 入 正 軌 ， 於 有 績 效 焉 ， 但 其 他 地 區 仍 可 發 現 ⼀ 般 非 經 濟 樹 ⽊ 或 花 卉

類 被 寄 ⽣ 繁 殖 的 現 象 。

本 ⽂ 係 以 醫 藥 學 的 ⽴ 場 ， 調 查 紫 鉚 對 臺 灣 藥 ⽤ 資 源 供 應 之 可 ⾏ 性 。 尤 其 如
何 掌 握 保 護 經 濟 果 樹 之 ⽣ 機 ， 以 免 影 響 其 產 量 ， 進 ⽽ 發 展 紫 鉚 在 醫 藥 上 之 ⽤ 途

， 均 應 ⼀ 併 調 查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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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材 料 與 ⽅ 法

1 • 本 草 學 考 察 ：

本 草 學 中 之 記 載 是 研 究 啓 發 之 張 本 ， 利 ⽤ 歷 代 諸 家 本 草 之 著 錄 及 有 關 ⽂

獻 ， 製 成 紫 鉚 之 本 草 系 統 圖 。

2 • 紫 膠 蟲 之 形 態 、 ⽣ 活 習 性 及 ⽣ 活 史 之 觀 察

利 ⽤ 全 省 各 地 訪 談 、 深 入 鄉 間 ， 觀 察 紫 膠 蟲 之 ⽣ 活 習 性 及 ⽣ 活 世 代 ， 保

存 原 發 現 感 染 植 物 ， 做 每 個 ⽉ ⽣ 長 繁 殖 之 觀 察 記 錄 ， 並 剪 枝 取 回 做 顯 微 照 像 。

3 • 被 寄 ⽣ 植 物 之 調 查

本 省 各 地 均 有 其 分 布 ， 被 寄 ⽣ 植 物 種 類 甚 多 ， 為 瞭 解 其 分 布 概 況 ， 分 赴

全 省 各 地 訪 問 農 業 試 驗 所 、 改 良 場 、 農 會 等 有 關 部 ⾨ ， 及 地 ⽅ ⼈ ⼠ 訪 談 ， 以 探

聽 可 能 之 繁 殖 ⽣ 長 地 區 ， 每 個 ⽉ 或 兩 週 ⼀ 次 前 往 觀 察 並 照 像 ， 尤 其 孵 化 期 則 連
續 觀 察 數 週 。

4 • 紫 膠 蟲 移 地 繁 殖 與 孵 化 時 期 關 係 之 觀 察

爲 了 解 紫 膠 蟲 移 地 繁 殖 與 孵 化 時 期 之 關 係 ， 赴 南 部 屏 東 、 萬 丹 、 ⼤ 樹 、

鳳 山 、 潮 州 、 臺 南 、 左 鎮 、 新 化 及 ⽟ 井 等 地 調 查 觀 察 ， 並 剪 取 被 寄 ⽣ 植 物 之 枝

條 ， 送 臺 北 、 南 港 、 淡 ⽔ 等 地 接 種 在 非 經 濟 植 物 ， 如 榕 樹 上 ， 以 觀 察 其 繁 殖 寄

⽣ 與 氣 溫 之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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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紫 膠 蟲 傳 播 與 感 染
臺 灣 ⾃ 南 洋 引 種 進 入 以 後 ， 經 過 ⽇ 本 戰 爭 使 臺 灣 南 部 部 分 植 物 受 到 傳 播

感 染 ， 其 如 何 被 感 染 ， 將 再 深 入 觀 察 。

6 • 紫 膠 蟲 之 防 治
．

其 防 治 成 效 。

在 南 部 地 區 以 農 藥 及 ⼀ 些 有 機 溶 劑 分 別 於 孵 化 期 與 泌 膠 期 噴 灑 ， 再 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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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結 果 與 討 論

（ ⼀ ） 本 草 學 之 考 察

經 考 察 歷 代 諸 家 本 草 之 著 錄 及 有 關 ⽂ 獻 ， 製 成 紫 鉚 之 本 草 系 統 圖 如 下 表 。

（ ⾚ 膠 ） 張 勃 吳 錄

1

唐   新 修 本 草 （ 新 附 品 ） ⽟ ⽯ 部 中 品 （ 紫 鉚 騏 驎 竭 ）
6 5 9 ' s

未   開 寶 本 草 （ 今 移 ） ⽊ 部 中 品 （ 紫 鉚 騏 驎 竭 ）1   9 7 3 ' 5

（ 紫 鉚 、 胡 臙 脂 ）
廣 州 記 ！

（ 騏 驎 竭 ） 南 越 志   海 藥 本 草
（ 騏 驎 竭 ） 雷 公 炮 炙 論

聖 惠 ⽅ 、 廣 利 ⽅ 、 賈 相 ⽜ 經

太 淸 伏 煉 靈 妙 ⽅

嘉 祐 本 草 … …
1060's

… 圖 經 、

/
/

/

西 陽 雜 俎 （ 紫 鉚 ）
/
交 州 地 志 （ 紫 鉚 ）

騏 驎 竭 （ ⾎ 竭 ）

證 類 本 草 1 0 9 8 ～ 1 1 0 7 s

⼤ 觀 本 草   1 1 0 8 ’ s

衛 ⽣ 簡 易 ⽅

徐 氏 家 傳 ⽅

楊 氏 家 藏 ⽅

（ 紫 鉚 、 紫 梗 ） 綱 ⽬   1 5 9 6 ° s

卷 3 9 、 蟲 部 卵 ⽣ 類

衍 義 本 草 （ 紫 鉚 ） 1 1 1 6 ' s

重 修 政 和 本 草   1 2 4 9 ’ s

本 草 品 彙 精 要   1 5 0 5 ’ s
卷 1 8 ， ⽊ 部 中 品 之 上
（ 紫 鉚 與 騏 驎 竭 分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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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 驎 騏 州 廣

0 0 0 0 00.000

圖 .   — 7⼤ 觀 本 草

紫

廣
 州

 駄 味
 場

1 7

蟲 梗 第

圖 .   ⼆   重 修 政 和 本 草 圖 .   三 本 草 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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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之 不 同 亦 有 差 異 （ 李 ， 1 9 6 5 ） ， 其 藏 卵 經 成 熟 ⽽ 孵 化 後 ， 雌 母 蟲 隨 即 裂 開 兩
⽚ ⽽ 死 亡 。

2 • 紫 膠 蟲 之 ⽣ 活 習 性

（ 1 ） 產 卵 與 孵 化 期 ：

卵 在 母 體 內 成 熟 後 ， 由 輸 卵 管 在 母 體 尾 部 ， 卵 排 出 後 ， 母 體 逐 漸

收 縮 ， 同 時 卵 孵 化 ， 蠟 質 析 出 ， 母 體 裂 開 ， ⽽ 肛 ⾨ 部 位 亦 因 收 縮 ⽽ 呈 孔 穴 ， 卵
孵 化 後 ， 即 由 此 孔 穴 爬 出 （ 5 ） ， 孵 化 之 時 間 以 中 午 最 多 ， 晚 間 即 停 ⽌ 孵 化 。

（ 2 ） 雌 雄 幼 蟲 期 ：

孵 化 後 之 幼 蟲 ， 即 爬 ⾏ 至 寄 ⽣ 植 物 之 幼 嫩 枝 上 群 集 （ ⑤ ） （ 7 ） ， 約 3 0

～ 6 0 分 鐘 後 ， 孵 化 之 幼 蟲 即 全 部 脫 離 母 體 ， 並 固 定 樹 枝 上 ， 吸 取 樹 汁 ， 分 泌 膠

質 覆 蓋 蟲 體 ， 其 排 列 雖 不 甚 整 齊 ， 但 皆 依 循 樹 枝 ⽣ 長 ⽅ 向 ⽽ 排 列 著 ， 如 於 八 ⼩

時 仍 未 尋 得 適 當 之 樹 枝 ， 則 死 亡 。 ⽣ 性 怕 光 照 ⽽ 好 陰 ， 但 略 有 趨 光 性 ， 亦 怕 ⾬

⽔ 與 低 氣 溫 ， ⼀ 般 在 攝 氏 2 2 度 下 即 ⾏ 動 不 活 潑 ， 在 攝 氏 1 5 度 下 ， ⼤ 部 分 蟲 體 被

凍 死 ， 在 攝 氏 1 3 度 下 即 全 部 被 凍 死 （ ⑧ ） 。

（ 3 ） 雌 成 蟲 期 ：

雌 幼 蟲 要 蛻 ⽪ 三 次 才 成 蟲 ， 其 蟲 體 形 態 與 ⼤ ⼩ ， 因 群 集 之 密 度 ⽽

異 ， 群 集 密 度 愈 ⾼ 時 ， 其 蟲 體 因 彼 此 擠 壓 ⽽ 變 為 細 長 形 ， 否 則 均 呈 橢 圓 形 。 成

蟲 後 期 ， 整 個 蟲 體 均 被 蟲 膠 覆 蓋 ， 僅 可 觀 察 到 背 ⾯ 之 肛 ⾨ 及 ⼆ 氣 孔 突 出 ， 排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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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三 角 形 。

（ 4 ） 雄 成 蟲 期 ：

雄 幼 蟲 經 蛻 ⽪ 後 ， 進 入 蛹 期 ， 寄 ⽣ 後 ， 經 4 5 ～ 6 0 ⽇ ⽻ 化 為 雄

成 蟲 ， 並 開 始 變 態 ， 能 爬 動 ， 以 尾 部 先 出 膠 殼 ⽽ 爬 出 （ 有 翅 雄 成 蟲 約 遲 1 0 天

出 穴 ， 無 翅 成 蟲 較 早 成 熟 ） ， 出 穴 後 ， 以 不 需 再 寄 ⽣ 於 樹 枝 上 ， 即 ⾏ 交 配 時

期 ， 經 交 配 後 死 亡 ， 如 不 交 配 ， 壽 命 約 6 ⼩ 時 ， 即 ⾃ 然 死 亡 。 其 爬 ⾏ 速 率 約 1

m / h r ， ， 但 ⾛ 數 分 鐘 即 休 息 數 分 鐘 ， 不 直 ⾛ ⽽ 排 迴 其 問 圍 ， 死 亡 前 1 ⼩ 時 起 徐

徐 身 體 變 ⿊ ⽽ 死 亡 。

（ 5 ） 前 蛹 與 蛹 期 ：

⽪ ， ⽽ 變 成 前 蛹 與 蛹 ， 約 ⼆ 週 。

蛹 前 蟲 體 細 長 ， 臘 質 物 分 泌 減 少 ， 膠 殼 呈 ⿈ ⾊ ， 蟲 體 在 膠 殼 內 蛻

3 • 臺 灣 南 北 各 地 紫 膠 蟲 孵 化 期 之 觀 查 （ 5 ） ① ） 1 0 ）
紫 膠 蟲 係 熱 帶 昆 蟲 ， 由 國 外 引 進 繁 殖 ， 臺 灣 南 北 各 地 孵 化 期 略 有 不

同 ， 茲 列 表 1 於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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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臺 灣 各 地 紫 膠 蟲 之 ⽣ 長 世 代 與 孵 化 期 關 係
世 代

地 區
第 ⼀ 世 代 第 ⼆ 世 代

潮 州 、 萬 丹 1 2 ⽉ 上 、 中 旬 5 ⽉ 下 旬

屏 東 ⼀ 帶 1 2 ⽉ 中 旬 5 ⽉ 中 、 下 旬

⾼ 雄 ⼀ 帶 1 2 ⽉ 下 旬 5 ⽉ 下 旬 ～ 6 ⽉ 上 旬

嘉 義 ⼀ 帶 1 2 ⽉ 下 旬 ～ 1 ⽉ 上 旬 6 ⽉ 中 旬
臺 北 ⼀ 帶 3 ⽉ 上 、 中 旬 7 ⽉ 中 、 下 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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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紫 膠 蟲 之 ⽣ 活 史 （ 如 園 四 之 說 明 ）
6 . 雄 蟲 （ 蛹 期 ） 7 . 雄 蟲 膠 殼 群

2 . 幼 蟲 （ 徘 迴 於 樹 枝 上 ） 3 .   第 ⼀ 齡 幼 蟲 4 .   第 ⼆ 齡 幼 蟲

1 . 幼 蟲 （ 孵 化 後 爬 出 紫 膠 ） 1 3 . 雌 成 蟲 （ 後 期 ） 紫 膠 內 部 之 粊 膠 蟲 形 態

粊 膠

樹 枝

圖 .   四   紫 膠 蟲 之 ⽣ 活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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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有 翅 雄 蟲 （ 成 蟲 ） 9 . 無 翅 雄 蟲 （ 成 蟲 ）

우 1 0 . 雌 幼 蟲 （ 後 期 ）

5 . 第 三 齡 幼 蟲 樹 枝 上 紫 膠 內 紫 膠 蟲 形 態

1 1 . 雌 成 蟲 （ 初 期 ）

1 2 .   雌 成 蟲 （ 中 期 ）

衫

樹 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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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對 寄 ⽣ 植 物 之 調 查
P .   M .   G l o v e r   （ 1 9 3 2 ） 記 錄 紫 膠 蟲 之 寄 ⽣ 植 物 共 有 1 2 科 2 8 屬 6 5

種 植 物 ， ⾼ 橋 （ 1 9 4 0 ）   在 臺 灣 試 驗   供 爲 飼 養 寄 ⽣ 植 物 有 4 科 1 9 種 ， 李

（ 1 9 6 5 ） 在 臺 灣 南 部 調 查 結 果 ， 發 現 有 2 4 科 3 7 種 （ 0 ） ， 經 查 臺 灣 最 適 宜 寄 ⽣
之 植 物 有 8 科 1 1 種 ， 其 種 類 列 表 2 如 下 ：
表 2 • 紫 膠 蟲 之 寄 ⽣ 植 物 種 類
科 名 被 寄 ⽣ 植 物

酢 漿 草 科
Oxalidaceae

五 歛 ⼦   A v e r r h o a   c a r a m b o l a   L r w w .

無 患 ⼦ 科
Sapindaceae

荔 枝 Litchi chinensis SoNN.
龍 眼 Euphoria longana Law.

番 荔 枝 科
Anonaceae

釋 迦 Anona squamosa LINN.

樟 科
Lauraceae

酪 梨 Persea americana MILL.

桃 ⾦ 孃 科
Myr taceae

蓮 霧 Syzygium samarangense Mer. et PERRy

漆 科
Anacardiaceae

檬 果 Mangifera indica LIn.

桑 科
Moraceae

榕 Ficus retusa L.
桑 Horns acidosa GRIFF.

錦 葵 科
Malvaceae

扶 桑 Hibiscus rosa-sinensis LINN.
⽊ 槿 Hibiscus syriacus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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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紫 膠 蟲 移 地 繁 殖 與 孵 化 期 之 觀 察 （ 0 ）

1 • 屏 東 產 之 棒 狀 蟲 膠

（ 1 ） 1 2 ⽉ 1 9 ⽇ 孵 化 期 之 蟲 膠 移 至 臺 北 放 養 時 ， 於 翌 年 3 ⽉ 2 5 ⽇

雄 成 蟲 出 穴 ， 6 ⽉ 中 旬 孵 化 （ ⽣ 活 約 六 個 ⽉ 之 期 間 ） 。

（ 2 ） 6 ⽉ 2 ⽇ 孵 化 期 之 蟲 膠 移 至 臺 北 放 養 時 ， 於 同 年 7 ⽉ 下 旬 雄 成 蟲

出 穴 ， 翌 年 1 ⽉ 3 0 ⽇ 孵 化 （ ⽣ 活 約 七 個 ⽉ 之 期 間 ） ， 亦 有 6 ⽉ 3 0 ⽇ 孵 化

者 ， 8 ⽉ 中 旬 無 翅 雄 成 蟲 出 穴 ， 下 旬 出 穴 者 均 爲 有 翅 雄 成 蟲 。

2 •   嘉 義 產 之 棒 狀 蟲 膠

6 ⽉ 2 5 ⽇ 孵 化 期 之 蟲 膠 移 至 臺 北 放 養 時 ， 於 翌 年 2 ⽉ 2 ⽇ 孵 化 （ ⽣

活 約 七 個 ⽉ 之 期 間 ） ， 或 於 7 ⽉ 2 ⽇ 孵 化 （ ⽣ 活 約 五 個 ⽉ 之 期 間 ） 。

（ 五 ） 紫 膠 蟲 之 傳 播 ⽅ 式

經 觀 察 與 訪 談 得 以 下 結 果 ：

1 • 孵 化 期 被 剪 斷 樹 枝 亂 放 棄 置 ⽽ 傳 染 其 它 樹 枝 。

2 • 有 些 專 ⾨ 取 蟲 膠 商 ⼈ ， 故 意 剪 枝 放 養 感 染 其 它 樹 枝 ， 以 便 翌 年 蟲 膠 ⽣

長 繁 殖 後 取 膠 。

（ 六 ） 紫 膠 蟲 之 防 治 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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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據 李 之 試 驗 （ 1 9 6 3 ~ 1 9 6 5 ） ： 噴 灑 5   0 % D i m e t h o a t e   1   0   0   0 倍 或

5   0 %   S u m i t h i o n   1 . 0 0 0 倍 單 ⽤ ， 均 有 良 好 防 治 效 果 。 至 成 蟲 期 則 應 ⽤ 9 5

%   S u m m e r   o i l   1 0 0 倍 ， 加 入 5   0 %   D i m e t h o a t e   1 0 0 0 倍 或 9   5 %

Summer o i l l 0 0 倍 ， 加 入 5 0 %   S u m i t h i o n 1   0 0 0 倍 混 ⽤ ， 有 防 治 效 果 ，
但 防 治 效 果 不 佳 。

2 • 於 成 蟲 期 可 ⽤   A c t o n e 、 M e t h a n o l   或 E t h a n o l 等 有 機 溶 劑 噴 灑 於 蟲 膠

上 ， 則 可 溶 解 其 外 膠 殼 之 表 ⾯ ， 使 膠 蟲 無 法 出 穴 ， 因 無 法 呼 吸 ⽽ 死 亡 。

3 • 以 5   0 %   F e n i t r o t h i o n   於 幼 蟲 固 定 前 施 藥 ， 每 隔 七 天 施 藥 ⼀ 次 ，

連 續 施 藥 ⼆ ～ 三 次 （ 據 農 林 廳 ） 。

四 、 結 論
1 • 紫 鉚 始 載 於 唐 本 草 ， 別 名 ⾚ 膠 、 紫 梗 或 紫 草 茸 等 ， 其 寄 ⽣ 動 物 紫 膠 蟲 ，

臺 灣 民 間 稱 為 漆 ⾍ 奄 、 漆 ⼦ 蟲 ， 據 記 載 有 益 陽 精 、 去 陰 帶 氣 之 作 ⽤ ， 近 代 以 其 蟲

膠 ⾊ 素 ⽤ 為 染 料 與 食 ⽤ ⾊ 素 ， 並 有 外 銷 ⽇ 本 。

2 • 紫 膠 蟲 之 繁 殖 應 可 規 劃 在 某 些 區 域 內 之 非 經 濟 作 物 ， 予 以 放 養 ， 亦 可 找

新 寄 主 放 養 ， 如 葛 藤 、 ⼤ 葉 相 思 樹 與 ⼤ 葉 千 ⽄ 拔 等 植 物 （ 1 ） （ 1 2 ） （ 1 ） 。

3 • 紫 膠 蟲 有 依 循 嫩 樹 枝 伸 長 ⽅ 向 ⽽ 排 列 群 集 ， 怕 光 好 陰 ， 但 有 趨 光 性 ，

亦 怕 ⾬ ⽔ 與 怕 低 氣 溫 （ 尤 其 攝 氏 1 2 度 以 下 皆 死 亡 ） 之 習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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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臺 灣 最 適 宜 寄 ⽣ 之 植 物 有 8 科 1 1 種 。

5 • 臺 灣 北 部 放 養 困 難 較 不 適 宜 ⽣ 長 ， 以 南 部 之 氣 候 較 適 合 其 繁 殖 。

6 ． 有 關 蟲 膠 及 ⾊ 素 之 成 分 ， 有 待 進 ⼀ 步 利 ⽤ 研 究 其 藥 理 作 ⽤ 與 醫 療 價 值 。

7 ． 紫 膠 蟲 之 傳 播 ⽅ 式 以 ⼈ 為 放 養 接 種 取 蟲 膠 可 能 性 最 ⼤ ， ⽽ 其 它 動 物 之 傳

染 則 有 待 進 ⼀ 步 之 觀 察 。 如 孵 化 期 被 剪 斷 之 樹 枝 應 燒 毀 ， 以 免 棄 置 無 意 中 傳 染

其 它 樹 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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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 . 寄 ⽣ 於 酪 梨 樹 枝 上 之 紫 膠 蟲 圖 六 . 寄 ⽣ 於 龍 眼 樹 枝 上 之 紫 膠 蟲

圖 七 . 寄 ⽣ 於 榕 樹 枝 上 之 紫 膠 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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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八 .   紫 膠 蟲 之 雌 成 蟲 形 態 圖 九 . 紫 膠 蟲 之 雌 成 蟲 形 態

圖 ⼗ . 紫 膠 蟲 幼 蟲 出 穴 後 之 穴 孔 圖 ⼗ ⼀ . 出 穴 後 之 幼 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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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for the Pharmaceutical animal source of Lacca in Taiwan

F. T. Yeh, C. M. Hu And M. T. Hsiel

CHINA MEDICAL COLLEGE

Anoriginal description of TZU-Kuang ( * a l ) was written down
in Kai-Pao-Pents' ao (659's) . It is used for aphrodisiac and
amenorrhoea. Recently, it was an oral drug and itslacdye has
been used as a good coloring agent. Indian lac, Laccifer lacca
arthropoda, was a family insect of Lacciferidae and inhabited at
the tropical area. These eggs were mature in their mother's body,
and discharged to the end of the mother. Due to the anus of the
mather con t r ac t ed and exposed a ho le , the larva climb up. After
the eggs spawn, the larva crawl on the small boughs of parasitic
tree, gather, fix on it to suck sap. and secret the lac to cover
the body. It disliked light, rain and coldness in its habit. In
general, it didn't so lively below 22°C in the atmospheric tempe-
r a t u r e and would be a l l d i e below 13°C. the female larva exuvia ted
three times to imago. In the period of the imago, it was covered
with lac. After exuviat, the male larva got into the period of
the pupa and take flight to the male imago in 45~60 days. When out
of the hole, it mated with female imago and died. It's possible that
the disseminative type of the indian lac insects were spread
a r t i fi c i a l was to be put down the boughs of the other paras i t ic
trees and to get the growing lac next year for making varnish. The
other possible type of dissemination to reproduct in the south of

Taiwan. The reproduction should scheme in some area for non-economic

plants. Meanwhile, the insects might be sought the other kinds
of new parasitic plant to bread, such as the plants of Pueraria
lobata, Acacia confusa and Moghania macrophylla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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