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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洲大蝸牛為常見外來種常啃食作物造成農損，文獻顯示檳榔果液會造成蝸牛不適，故推測

可作忌避劑使用，且使用檳榔可提升檳榔轉型過渡時期增加其附加利用價值。研究結果證實

檳榔稀釋液對蝸牛會造成腹足重大、行動遲緩等現象，濃度高甚至造成永久性癱瘓導致死亡；

而模擬檳榔稀釋液應用菜園確實可驅離蝸牛，然其效果易受到氣候影響，須配合天氣變化酌

予補強；以檳榔稀釋液施於作物後，作物之生長並無影響仍正常生長。因此檳榔果實成為防

治非洲大蝸牛的忌避商品之可行信度極高。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非洲大蝸牛為常見外來種常啃食作物造成農損，文獻指出，蝸牛腹足接觸檳榔汁液後，

會造成其表現出腹足腫大、行動遲緩與身體內縮，甚至會造成大量黏液分泌、齒舌伸出殼外

等反應 （洪藝文、陳姿貽、王韻琳，2014）。因此，我們想嘗試將檳榔應用於田間作為蝸牛

忌避劑產品之一，期能防止蝸牛侵襲菜園，同時在檳榔轉型過渡時期增加其附加利用價值，

提升農民收入以降低轉型期損失。 

 

二、研究目的 

 

(一) 研究檳榔汁對蝸牛之影響 

(二) 研究檳榔之應用於模擬菜園之效果 

(三) 研究檳榔汁對作物之影響 

 

三、文獻探討 

 

一  、 非洲大蝸牛之危害 

 

 非洲大蝸牛（圖 1）是野外常見之陸生腹足綱動物，性好嫩葉多以葉菜類為主

食，非洲大蝸牛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列入世界前 100 種侵略性物種名單，其屬大型

蝸牛故食量亦大，常群聚啃食農作物造成重大損失，農民甚至直稱其為「破壞農園

之兇手」；蝸牛本身黏液常帶有大量寄生蟲卵與病原微生物，爬行時留下黏液易散播

傳染病危及人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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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台灣常用除螺劑 

 

 目前多數農民對非洲大蝸牛防治多以噴灑藥物為主，而常用的藥劑以聚乙醛為

主成分，亦有人使用苦茶粕或三苯醋錫（表 1，圖 2），而後者因毒性過強現已禁用。

由表 1 中可看出市售除螺農藥差異，聚乙醛成分藥劑對軟體動物具專一性、殺滅效

果佳且價格經濟，但仍具部分毒性，且噴灑後易殘留於環境中，隨雨水流至水中亦

可能造成非目標生物傷害甚至死亡，有鑒於此，如能找出較天然有效、對環境造成

較少負擔的方式防治非洲大蝸牛入侵菜園，應能達到兼顧農民需求與友善環境目

的。 

  

表 1  市售除螺農藥差異比較表 

產品成分 優點 缺點 備註 

三苯醋錫 低價、方便、效果好 具劇毒，造成環境汙染、畸型兒 為禁藥，走私氾濫 

苦茶粕 毒性較三苯醋錫低 對蚯蚓、魚類等有害。 - 

6%聚乙醛 對軟體動物有專一性 不易水解，易殘留環境中。 目前最推廣 

 來源：自行整理 

 

 

 

 

 

 

 

 

圖 2. 市售除螺劑 

 

三  、 檳榔 

 

 檳榔（圖 3）為台灣山坡地上隨處可見淺根性植物，早期大量種植造成環境水

土流失嚴重，故近年來政府政策轉向減少檳榔種植面積與輔導檳榔農轉型；檳榔中

含有檳榔素及植物鹼等刺激物質，人類長期咀嚼會造成口腔病變，導致國民罹癌機

率升高。研究顯示檳榔素可用於人類作為副交感神經作用藥劑，在一般劑量有催涎

及發汗的作用，在高劑量下則會作用在肌肉及中樞神經，使大腦活動受抑制，而顯

出動作遲緩現象 

 

四  、 檳榔對蝸牛之影響 

 

「蝸牛腹足接觸檳榔汁液後，會造成其表現出腹足腫大、行動遲緩與身體內縮，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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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會造成大量分泌黏液、齒舌伸出殼外等反應」（圖 4）（洪藝文、陳姿貽、王韻琳，

2014）。因此，我們想嘗試將檳榔應用於田間作為蝸牛忌避劑產品之一，期能防止蝸

牛侵襲菜園，同時在檳榔轉型過渡時期增加其附加利用價值，提升農民收入以降低 

轉型期損失。 

 

 

 

 

 

 

 

 

 

 

 

 

貳●正文 

 

一、實驗設備及器材： 

 

 非洲大蝸牛、檳榔、果汁機、紗布、燒杯、噴霧器、磚頭、培養土、防水帆布、青

菜、白板筆、試驗整理箱（11*34*08cm）、飼養整理箱（39*30*11 cm）、保溫扇、筆、紙。 

 

二、實驗動物來源： 

 

 本試驗使用非洲大蝸牛皆購自民間種螺養殖場已成熟之種蝸。試驗期間將蝸牛每 10

隻分別飼養於整理箱中並置於透氣場所，視環境溫濕度變化給予保溫燈（約 15-25℃），

或以噴霧瓶灑水維持濕度（約 75%），每日更換葉菜供食用，並定期清掃糞便菜葉；部分

試驗進行重複確認時，視狀況讓蝸牛充分休息（隔 3-5 日）後再重複使用。 

 

三、研究方法 

 

(一) 實驗一：檳榔果稀釋液忌避劑試驗 

 

  製作檳榔稀釋液將檳榔果實清洗乾淨，與水以 1:1比例（例如：水 100g+檳榔 100g）

攪打研磨成汁後以紗布、紗網過濾，靜置 2 小時後取上清液備用，於實驗前稀釋成

各濃度(方法如表 2)。 

  

圖 1. 非洲大蝸牛 圖 3. 檳榔果實 圖 4. 蝸牛腫脹現象 

來源：（洪藝文、陳姿貽、王

韻琳，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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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稀釋液濃度配置方式 

  

 將蝸牛每 5 隻分為一組共十組，將各濃度的檳榔汁液均勻噴灑於塑膠製淺盤

（45*30cm）上後，將蝸牛置於淺盤上並記錄蝸牛出現腫脹反應所需之時間及接觸稀

釋液後之行為。當蝸牛出現腫脹反應後紀錄所需時間，將蝸牛拿起放置乾淨之淺盤，

觀察其反應並記錄消腫所需之時間。 

 

(二) 實驗二：檳榔果稀釋汁液噴灑土壤驅離試驗-模擬檳榔果汁液於田間之應用 

 

 利用磚頭（12*6cm）、防水布及乾淨培養土，製作四組模擬菜園（70*90cm），將

稀釋液噴灑於土表面或落葉上，觀察稀釋水萃液是否對於蝸牛有驅離作用。而將稀

釋液噴灑於落葉上為模擬戶外菜園中會有許多落葉以及其具堆肥性能幫助作物成長，

探討是否能使用落葉對水分之保濕性延長效果。 

 

1. 稀釋液噴灑於土壤之有效性持續時間-A 組 

 

 將誘導物放置模擬菜園中，分別將濃度 10%-40%檳榔稀釋液噴灑於誘導物

外圍之土表面至濕潤，將蝸牛放置外側。觀察蝸牛是否會被檳榔稀釋液所驅離，

達到保持誘導物完整減少損失之目的，並記錄驅離效果維持時間。 

 

2. 稀釋液噴灑於落葉之有效性持續時間-B 組 

 

  更換新培養土，將誘導物放置模擬菜園中，使用落葉圍繞誘導物，分別將

濃度 10%-40%檳榔稀釋水萃液噴灑於誘導物外圍之落葉至濕潤，將蝸牛放置外

側。觀察蝸牛是否會被檳榔稀釋液所驅離，達到保持誘導物完整減少損失之目

的，並記錄驅離效果維持時間。 

 

 依實驗二結果顯示，噴灑後超過三天，檳榔稀釋液便喪失效果，因此以三

天為一噴灑循環。另將幼苗分盆，分別噴灑 20%、30%、40%、50%檳榔稀釋液  

檳榔果稀釋液濃度 上清液：水  檳榔果稀釋液濃度 上清液：水 

10% 1：9  60% 3：2 

20% 1：4  70% 7：3 

30% 3：7  80% 4：1 

40% 3：2  90% 9：1 

50% 1：1  1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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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三-檳榔果稀釋液對作物之影響 

 因為想瞭解稀釋液噴灑後，會對作物造成之影響，故提高此實驗使用濃度為

10-50%。使用長形盆栽（60*25*20cm）兩個，每盆種植六株生長快速之作物，實驗

組每日澆灑完水後於每株噴灑定量之最低濃度10%檳榔稀釋液，對照組每日噴灑水，

兩組每日給予等量水分 （例如:給予實驗組每株作物 30c.c 水及 5c.c 檳榔稀釋液，就

給予對照組每株作物 35c.c 水），觀察作物是否能正常生長。 

 

四、研究結果 

 

(一) 檳榔果稀釋液忌避劑試驗 

 

 由圖 5 照片可看出檳榔稀釋液對蝸牛有明顯的影響，蝸牛在接觸稀釋液後會立

即出現體軀腫脹、癱軟、行動遲緩等生理反應，甚至有部分蝸牛會使腹足出現皺褶

或抬起頭部擺動以減少軀體接觸稀釋液面積；所有蝸牛在接觸汁液後只要還具行動

力，皆會盡快逃離沾有稀釋液之環境。由前述狀況可知，檳榔稀釋液會造成蝸牛產

生非常不適反應；因此以下試驗中，如蝸牛出現前述狀況（體軀腫脹）即定義其處

於不適狀態。 

圖 5. 檳榔稀釋液對蝸牛之影響。 

 

 下圖 6 為不同濃度檳榔果汁液引起蝸牛腫脹反應的平均時間。結果顯示最低濃

度之檳榔果汁液濃度（10%）即可引起腫脹反應，然其引起反應所需時間最長，平

均每隻蝸牛為 5.9 分鐘，而濃度最高者（100%）接觸蝸牛花費腫時僅需 0.53 分鐘。

由前述可得，蝸牛出現腫脹反應所需時間與稀釋液濃度成正比，當濃度越高時出現 

腫脹反應越快，濃度越低則反之。  

 

 

 

 

 

 

A. 腹足出現皺褶 B. 抬起頭部擺動 

 

 

 

 

 

 

C. 腹足嚴重腫脹 D. 癱軟、行動遲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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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蝸牛平均腫脹時間 

 

 

 

 

 

 

 

 

 

 

 

圖 7. 蝸牛平均消腫時間 

 

  蝸牛接觸不同濃度檳榔果稀釋液後，引起腫脹反應到腫脹反應消失所需之平均

時間如圖 7。由圖中可看出使用濃度 10%所花費消腫時間最短，每隻蝸牛平均花費 5

分鐘；濃度 100%所花費消腫時間最長，平均每隻蝸牛需 111 分鐘才能消腫；經計算

可得，檳榔果稀釋液平均每增加 10%濃度，其消腫所需時間增加 10.6 分鐘；稀釋液

濃度與消腫時間成正比關係，接觸到的稀釋液濃度越低則消腫速率越快，濃度越高

則相反。 

 

 進一步觀察實驗一中接觸稀釋液後出現不適症狀之蝸牛行為，發現接受濃度

70%-100%處理之蝸牛在消除腫脹後，持續表現出活動力喪失與無進食行為，並在實

驗結束後三天內相繼死亡，此結果出乎我們預期，不符合原先設定之友善驅離目標

與動物福利概念，故後續實驗剔除會造成死亡濃度（7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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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驗處理中濃度 10%-60%檳榔果稀釋液皆會造成蝸牛腫脹，然除了濃度相異導

致引起其腫脹及消腫時間不同外，蝸牛腫脹程度在個體間無明顯差距，由於因實驗

一的目標在找出能兼顧符合動物福利與經濟效益之有效濃度，故在考量成本因素下，

後續實驗中剔除濃度 50%-60%稀釋液，僅使用濃度為 10%-40% 檳榔果稀釋液繼續進

行後續實驗二。 

 

(二) 檳榔果稀釋汁液噴灑土壤驅離試驗-模擬檳榔果汁液於田間之應用 

 

 圖 8 為 A 組實驗示意照片，將檳榔稀釋水萃液噴灑於紅線範圍上，蝸牛置於另一邊。

若蝸牛不靠近、越過紅線範圍，則視為驅離成功；若蝸牛越過紅線範圍且吃食作物，則

視為驅離失敗。 

 

 圖 9 為 B 組實驗示意圖，將落葉圍繞誘導物並噴灑檳榔稀釋液於落葉上，若蝸牛不

靠近、越過落葉範圍，則視為驅離成功；若蝸牛越過落葉範圍且吃食作物，則視為驅離

失敗。 

 

表 3  試驗期間之雨量及氣溫紀錄 ( 雨量單位：mm，溫度：℃ ) 

 

表 4  稀釋液持續有效時間 

（Y：驅離成功 / N：驅離失敗） 

 

   由實驗二可知，檳榔稀釋水萃液確實可應用於田野中，可有效驅離蝸牛使其不入侵

菜園，也達成動物福利之效果。而操作噴灑稀釋液於土壤及落葉實驗時，天氣分別為雨

天及晴天，原先推測落葉可保持濕度延長時效、土壤會滲透加速失效，而結果卻為土壤

組效果持續較長；落葉組較短。推論因雨天濕度高使稀釋液揮發速率慢，使土壤組時效

較落葉組長。 

  

實驗日期 6/14 6/15 6/16 6/17 6/18 6/019 

雨量 129.0 0 0 0 0 0 

溫度 24.2 27.1 30.2 33.4 34.6 29.7 

實驗組別 A 組  B 組 

實驗日期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濃度 10% Y Y N  Y N N 

20% Y Y N  Y N N 

30% Y Y N  Y N N 

40% Y Y N  Y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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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實驗示意照片（A 組） 

圖 9. 實驗示意照片（B 組） 

 

(三) 檳榔果稀釋液對作物之影響 

圖 10. 實驗照片 

 

 由圖 10 可看出，在噴灑檳榔稀釋液七日後，實驗組之作物生長情形與對照組並無明顯差

距，且無作物死亡或生長障礙等現象。可推論施用 10%檳榔稀釋液並不會對作物造成影響。  

 

 

 

 

 

 

 

 

 

驅離成功 驅離失敗 

一   、  

二   、  

三   、  

 

 

 

對照組-未噴灑 實驗組-未噴灑 

 

 

 

 

 

對照組-連續澆灑水 實驗組-連續澆灑稀釋液 



 止殼化榔-檳榔汁抵禦蝸牛侵害  

9 
 

 

 

 

 

 

 

 

 

 

 

 

 

 

 

 

 

 

 

 

 

 

 

 

 

 

圖 11. 實驗照片 

 

 而作物在噴灑各濃度檳榔稀釋液數日後(圖 11)，生長正常並無作物死亡或生長障礙等現

象，由此可推論即使施用 50%檳榔稀釋液並不會對作物造成極大影響。 

 

五、討論及未來研究 

 

(一) 討論 

 

 在台灣曾舉辦檳榔文化博覽會，其展覽目的在呼籲政府：將檳榔列入正式

的農作物，並能輔導檳榔農朝生物科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落實檳榔農的轉

型政策。而我們經實驗後得知，檳榔稀釋液對蝸牛能有效驅離，初步實驗結果

得知檳榔稀釋液並不會對作物造成生長障礙，且符合環境保育之理念，實際利

用於田園中，具有可行信。而在實驗過程中，當氣溫升高、濕度下降導致土壤  

 

 

 

 

 

連續噴灑 20%檳榔稀釋液 

 

 

 

 

 

連續噴灑 30%檳榔稀釋液 

 

 

 

 

 

連續噴灑 40%檳榔稀釋液 

 

 

 

 

 

連續噴灑 50%檳榔稀釋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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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較為乾燥時，此時蝸牛會鑽入土壤內，將蝸牛取出時，可發現土壤下方仍

具有相當濕度，且蝸牛皆呈現程度不一之腫脹，表示土壤內仍保有相當的有效

成分，可藉由土壤保濕性可延長檳榔稀釋液之效用。 

 

(二) 未來研究 

 

 檳榔稀釋液因其易揮發與代謝之特性，若將其乾燥製成粉狀，保留植物鹼、

檳榔素等有效成分，或許可延長保存期限、方便使用及降低成本。 

 

參●結論 

 

 檳榔稀釋液對蝸牛會造成腹足重大、行動遲緩等現象，濃度高甚至造成永久性癱瘓導致

死亡；而模擬檳榔稀釋液應用菜園確實可驅離蝸牛，然其效果易受到氣候影響，須配合天氣

變化酌予補強；以檳榔稀釋液施於作物後，作物之生長並無影響仍正常生長。因此檳榔果實

成為防治非洲大蝸牛的忌避商品之可行信度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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