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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旨在建立台灣常見虎頭蜂的生態資料庫，並實地探討虎頭蜂的攻擊

行為及戶外作業時如何避免被虎頭蜂螫叮。經蒐集台灣 常見的虎頭蜂種類與分

布情形，詳述其別名、重要特徵、分布區域、築巢時間與築巢特性等資料，搭配

圖片，完整呈現台灣虎頭蜂的風貌。 

透過消防單位之協助，蒐集近 5 年遭虎頭蜂螫叮之案例，建立虎頭蜂螫叮

資料庫。由蒐集資料了解，虎頭蜂每年的活動高峰季節在 7〜11 月，而全台除蜂

案件較多的為新北市、台北市、桃園縣、台中市及台南市；同時由蒐集資料歸納

出，較容易接觸到虎頭蜂的戶外作業之職業類別。 

本計畫並就市面上便於購買的殺蟲劑、防蚊／驅蚊產品進行忌避效果測試，

探討戶外作業或活動人員在執行勤務時遭遇虎頭蜂，能否利用防蚊／驅蚊藥劑驅

離或對虎頭蜂產生「忌避」效果，避免遭虎頭蜂螫叮。試驗結果發現，市售「殺

蟲劑」對已發動攻擊之虎頭蜂個體擊昏效果不佳，實驗人員對虎頭蜂攻擊個體噴

灑含合成除蟲菊成分之殺蟲劑，虎頭蜂依然能持續直接螫叮目標物。而市售含

DEET 成分之防蟲/驅蟲產品，則具有「忌避」之效果，虎頭蜂一靠近隨即飛離，

無螫叮之行為。不含任何濃度 DEET 之產品，對虎頭蜂攻擊個體不具忌避效果，

虎頭蜂依然對受測物進行螫叮行為。另利用雙結式虎頭蜂誘集裝置，可依誘集種

類狀況，運用於戶外施工或作業活動以作為「預警」警示。 

計畫執行中針對戶外作業人員如何降低遭虎頭蜂螫叮危害的情形，邀請政

府相關部門及學者專家提供寶貴意見，研擬虎頭蜂危害預防策略，整合計畫執行

成果，編纂「戶外作業虎頭蜂攻擊預防手冊」，提供事業單位規劃戶外作業預防

虎頭蜂攻擊參考應用，期可降低戶外作業勞工遭蜂螫而致傷亡的情形。 

 

關鍵詞：虎頭蜂、戶外作業、藥劑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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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spa hornet is a highly aggressive social insect, attacks often occur every year 

in summer and autumn season, leaving many Taiwan people's injuries or deaths. This 

research will establish the Ecology database of Taiwan vespa hornets, and study their 

attack behavior in the field and how to avoid vespa attack in outdoor. DEET and those 

based on natural formula are the main active ingredients of most commercial insect 

repellents. Studies showed that DEETcontaining insect repellent achieve good result 

for veapa. The vespa hornet prevention manual （draft） will be made to avoid bee 

sting and protection strategies on how to reduce civilian casualties.  An expert 

seminar including government officers and academic experts will be held to discuss 

the outdoor prevention strategy of vespa hornets. In addition, we will organize 3 

workshops focusing how to avoid the hornet attacks in outdoor.   

 
 

Key Words: vespa hornet, outdoor, chemic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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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計畫背景 

虎頭蜂是具強烈護巢行為之社會性昆蟲，一旦有哺乳動物侵入其警戒範圍，

守衛蜂立即群起攻擊入侵者，攻擊的程度隨著蜂群個體數量增加，警戒的範圍也

隨之擴大。台灣每年於 6、7 月開始出現虎頭蜂螫人事件，除郊外踏青的民眾，

許多從事戶外作業的人員亦常遭遇虎頭蜂螫叮，如割草工人、拆除作業人員、消

防人員、農業人員等。 

目前各界對於胡蜂類危害情形尚未重視且無適當防範措施，因胡蜂類的攻擊

是出其不意，尤其是虎頭蜂，一旦招惹常引發嚴重後果。因此，了解胡蜂類的習

性，尤其是虎頭蜂，做好完備防範工作，對從事戶外作業及活動之勞動人員，方

能減少被蜂類螫叮的機會，甚至發生蜂螫的狀況時能做出正確的判斷與反應，使

自身或周遭人員之傷害降至 低。 

台灣虎頭蜂生態及毒性相關學科專家首推農委會林業試驗所趙榮台博士，他

是台灣著名之蜂類專家，對臺灣虎頭蜂的比較生物學及其分布等，有系列性研究

成果[1]、[2]。而遭蜂螫後之緊急醫療處理，台北榮民總醫院的臨床毒物防治諮

詢中心，行政院衛生署的台中區域醫療網急診毒物科的專業醫師，另如台北長庚

醫院、羅東博愛醫院等，亦都有專業醫師研究及處理蜂螫問題。 

因此，本計畫內容綜合整理國內多位研究虎頭蜂生態行為及蜂螫相關毒物專

科醫師的專業意見，整理虎頭蜂類的基本認識、特有習性與攻擊行為，以及防除、

防螫、蜂螫後急救與後續處理等相關知識與作法，不僅提供作業勞工進行戶外工

作時，降低遭遇蜂螫的機會，也說明自我保護的作法，免除在工作中因蜂螫所造

成之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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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目的 

每年屢屢有虎頭蜂螫人案例發生，為降低戶外作業勞工作業時遭遇虎頭蜂螫

叮事件發生，同時藉機宣導遭蜂群攻擊之簡單防護及緊急處理方式，本計畫蒐集

台灣 常見的虎頭蜂種類與分布資料，結合過去近 5 年的蜂螫案例資料，瞭解虎

頭蜂較易出沒的地點及季節，及戶外工作人員易遭虎頭蜂攻擊的場域及環境，以

避免戶外作業勞工被螫叮的情況發生。 

藉由實驗，探討市售防蟲藥劑對虎頭蜂的「忌避」效果。另透過座談會方式

宣導研究結果，宣導內容從作業前的事前預防措施，遭遇虎頭蜂應有之妥適處置，

到遭遇螫叮攻擊後之緊急處置的措施；期降低戶外作業勞工遭遇虎頭蜂螫叮之傷

害。計畫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計畫架構圖 

 

毒蜂種類 

季節出沒時間 分布與環境 攻擊目標與範圍 

緊急處置 高密度毒蜂環境辨識 預防攻擊、叮咬與簡易防護 

1. 研製「戶外作業虎頭蜂攻擊預防手冊（草案）」 

2. 探討使用市售殺蟲劑與趨避劑防範虎頭蜂攻擊之可行性評估 

舉辦專家座談會及手冊說明會議 

完成「戶外作業虎頭蜂攻擊預防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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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計畫內容 

工作項目分四大項目： 

一、蒐集台灣 常見的虎頭蜂種類與分布資料 

虎頭蜂種類、主要特徵、虎頭蜂分布範圍、築巢時間與蜂巢特徵。 

二、蒐集近 5 年遭虎頭蜂螫叮案例資料，瞭解虎頭蜂的活動季節與攻擊目標及範

圍 

建立虎頭蜂螫叮資料庫、分析虎頭蜂活動季節、分析虎頭蜂攻擊目標與範

圍。 

三、探討虎頭蜂聚集、螫叮攻擊等簡易防護措施 

評估市售防蟲劑對虎頭蜂聚集、螫叮之防範效果，探討蜂螫緊急防護處置製

劑。 

四、專家諮詢與說明座談會 

邀請政府相關部門及學者專家，針對戶外作業人員降低遭虎頭蜂螫叮危害的

情形進行諮詢座談，分別於北、中、南區舉辦蜂螫預防說明座談會，提供事

業單位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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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虎頭蜂簡介 

虎頭蜂分類地位為節肢動物門（Phylum Arthopoda），昆蟲綱（Insecta）、

膜翅目（Hymenoptera）、胡蜂科（Vespidae）、虎頭蜂屬（Vespa）的昆蟲。外

形與一般蜂類相類似，胡蜂科昆蟲觸角之節數是其主要特徵之一，雌的觸角有

12 節，雄的有 13 節。體色通常黑黃相間，腹部大都為黑色。[33] 

「虎頭蜂」在學術上通稱為「胡蜂」，為一具高度攻擊性的社會性昆蟲，有

完整的親子代重疊，共同生活一起的社會組織。食物來源主要是捕食蠅類、蝗蟲

等小型昆蟲，也喜好甜食。其被稱為「虎頭」蜂，主要是因為牠們擁有如虎牙的

大顎，相貌驚人且專門獵捕其他昆蟲為食或用以飼育幼蟲（肉食性），就像老虎

一般兇猛，因此有如此稱號[29-31]、[35]。 

虎頭蜂蜂巢複雜，有外殼包覆，通常僅有一開口朝下的圓形出入口，蜂巢上

常有許多蜂隻盤據警戒（如圖 2），蜂巢內為一層層的蜂室，層與層及外殼間有

許多柄相連，大都成甕形且築在樹上，少數種類的巢築在地表下。虎頭蜂築巢地

點的選擇偏好選擇具有天然屏障不易為人所接近的樹梢，相當隱密，不易為人察

覺，也因此提升蜂窩自身的安全性，其危險性便在於此[29-31]、[35]。 

 

圖 2 虎頭蜂的蜂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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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頭蜂的攻擊性主要源於其強烈的護巢行為，一般覓食中的虎頭蜂不會主動

攻擊人畜，但當侵入其領域範圍，為護巢及自衛，虎頭蜂就可能於瞬間群起攻擊，

此時即變成極具危險性的昆蟲。 

虎頭蜂體色鮮明，通常黃黑相間，大顎發達，腹部末端由產卵管特化而來的

螫針和毒腺相連；毒腺釋出的蜂毒係由多種胺基酸組成之毒蛋白，當被螫叮後即

會使人出現如紅腫、奇癢、刺痛等過敏中毒現象，嚴重時會引起遭螫者休克，甚

至死亡。因胡蜂科的螫針不似一般蜜蜂的螫針有突起的鉤刺，故可重覆螫叮，更

顯其攻擊性之嚴重[29-31]、[35]。 

除了虎頭蜂屬外，另一常與人接觸的蜂類為「長腳蜂」，屬於「胡蜂科」中

的長腳蜂屬（Polisties spp.），亦稱為馬蜂；長腳蜂製作蜂巢時，材料中有類似

紙的成分，因而有 Paper Wasp 之稱。 

長腳蜂之成蜂飛行時，後腳黑黃相間，修長的雙腳下垂，十分明顯。長腳蜂

之蜂巢通常只有單層，形狀近似蓮蓬頭，外表裸露，無巢殼保護（如圖3） [29-31]、

[35]。長腳蜂蜂群個體通常少於 50 隻，築巢地點常於建築物上或矮灌木叢中，

活動範圍幾乎與人類重疊！雖具攻擊性，惟其傷害程度不似虎頭蜂來的猛烈。 

 
圖 3 長腳蜂蜂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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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臺灣虎頭蜂（Vespa spp.）之研究，於日據時代即有楚南仁博等學者的

報告及文獻[4]。60 年代日本年輕學者山根爽一（Soichi Yamane）曾來臺灣研究

胡蜂類，發表有多篇研究報告。1973 年 10 月臺灣發現世界 大虎頭蜂蜂巢，並

有詳盡的記述[3]。80 年代美國石達凱（Christopher K. Starr）來臺灣短期研究，

有多篇胡蜂類學術論文發表，對臺灣 7 種虎頭蜂的分布及分類有詳盡的記述[30] 

[31]。另有馬丁（S. J. Martin）對於日本及臺灣地區的虎頭蜂有多篇研究報導。

1992 年 9 月在阿里山海拔 2,300 公尺及 2,100 公尺發現威氏虎頭蜂的蜂巢，是虎

頭蜂類分布 高海拔的紀錄[5]。 

 

第二節 虎頭蜂的生命週期 

虎頭蜂蜂群的生命週期（life cycle）為周年性發展，如圖 4 所示；越冬的新

蜂后於春季氣溫回暖後復甦，約4月份離開休眠處開始活動覓食，此時為獨居期，

蜂后主要活動係以「覓食」為主，以補充體內所需養分與能量。當時間進入 4〜

5 月，則積極找尋適當築巢的地點並開始築巢，此時即進入獨立築巢期，並獨立

飼養第 1 代的工蜂幼蟲。 

當第一代工蜂羽化並開始接替捕食、育幼、築巢等工作後，蜂后即不再出巢，

而專司產卵[29-31]、[35]，工蜂群進入增殖期，個體數快速增加。每年於 9〜10

月，工蜂族群個體數量到達高峰進入成熟期，接著蜂群開始繁育生殖階級—雄性

繁殖個體（雄蜂,drone）及雌性繁殖個體（新蜂后,queen），每群所產生的繁殖

個體約數十至上百隻，數量多寡依其蜂群群勢大小及外界環境條件的影響。 

當時序進入 10〜11 月交尾期，雄蜂及新蜂后離巢飛至外界完成交配，蜂巢

內的工蜂、雄蜂與舊蜂后逐漸死去，交配完成的新蜂后則飛離舊巢各自尋找適當

處所越冬，舊蜂群逐漸瓦解只剩廢棄不再重複利用的舊空巢[29-31]、[35]。待隔

年春季，約 4 月份天氣回暖，新蜂后復甦開始活動，先覓食以補充身體能量，之

後各自尋找適當地點築巢建立新棲群[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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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虎頭蜂蜂群的周年發展過程 

 

第三節 虎頭蜂種類、特徵、分布、築巢時間與蜂巢特徵 

根據文獻資料記載[2] [6] [7] [22] [30] [31]，全世界有 23 種虎頭蜂，臺灣目

前已知有 7 種虎頭蜂（胡蜂屬 Vespa），分別是姬虎頭蜂、擬大虎頭蜂、黃腰虎

頭蜂、黃腳虎頭蜂、中華大虎頭蜂、黑絨虎頭蜂、威氏虎頭蜂。其中較為常見的

有 6 種，其分布及特徵描述如下： 

一、姬虎頭蜂 Vespa ducalis F. Smith 

別名：雙金環虎頭蜂；黑尾胡蜂。 

特徵：體表絨毛少，胸部背板赤褐色，腹部 1、2 腹節為暗黃色，並有一黑

色環帶，第 2 腹節隻環帶分成 3 段，第 3 腹節以後為黑色，所以也稱

「黑尾虎頭蜂」，腳跗節帶褐色。屬體型第 2 大之虎頭蜂，此蜂族群

量少且不常見，攻擊性弱。[29-31]、[35] 

體長：雌蜂 3.6〜3.8 公分，雄蜂 3.0〜3.2 公分，工蜂 3.6〜3.8 公分。[29-31]、

[35] 

分布：臺灣分布於低中海拔 500 〜1,500 公尺地區，高海拔地區零星分佈。 

築巢時間：姬虎頭蜂每年於 4〜5 月間開始築造蜂巢，蜂巢多築於現成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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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石穴或樹洞中，蜂巢有外殼、呈淺灰色，蜂巢較難找到。 

蜂巢特徵：巢脾數目 2〜3 個，巢房數目 300〜600 個。蜂的數目多在 100〜

200 隻之間，蜂群解體多在 11〜12 月間。 

 

圖  5 姬虎頭蜂成蜂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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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擬大虎頭蜂 Vespa analis Fabricius 

別名：正虎頭蜂（台語）、小型虎頭蜂。 

特徵：外形酷似中華大虎頭蜂，但體型較小。頭部呈淺黃褐色，胸部背板呈

暗褐色。 

體長：雌蜂 2.6〜3.2 公分，雄蜂 2.3〜2.6 公分，工蜂 2.2〜2.7 公分。[29-31]、

[35] 

分布：臺灣的主要分布在中海拔 1,000〜2,000 公尺地區，高、低海拔都有分

布。 

築巢時間：築巢於樹枝上、草叢中或屋簷下。築巢的位置、過程、形狀與黃

腰虎頭蜂相似。 

蜂巢特徵：擬大虎頭蜂蜂巢外殼，虎斑的斑紋特別明顯。築造在草叢中的蜂

巢，顏色常呈黑褐色。巢脾數目 4 -6 個，巢房數目 700 -1,500 個。 

 

圖 6 擬大虎頭蜂成蜂個體 

 

三、黃腰虎頭蜂 Vespa affinis（Linnaeus） 

別名：黃腰仔、三節仔（台語）、黃尾虎頭蜂。 

特徵：前胸黃褐色，腹部第 1、2 節呈金黃色，後半部各節呈黑色，極易辨

認。 

體長：雌蜂 2.8 公分，雄蜂 2.2 公分，工蜂 2.2 公分。[29-31]、[35] 

分布：平地、丘陵地、到海拔 1,000 公尺以下地區，是都市或市郊 常見的

種類，活動範圍與人類接近，也是養蜂場 普遍的一種虎頭蜂。 

築巢時間：蜂巢略成圓球形，約在 3〜4 月間開始築巢，多半築在較低矮的

樹枝上、近地表的草叢中、屋簷下、窗臺外，少數蜂巢會築在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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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上或低矮的樹叢中。 

蜂巢特徵：巢脾數目 5 -10 個，巢房數目 4,000 -10,000 個。9 月份蜂的數目

多在 600 -1,000 隻之間，蜂群解體較早，多在 11 月下旬。 

 

圖 7 黃腰虎頭蜂成蜂個體 

 

四、黃腳虎頭蜂 Vespa velutina Lepeletier 

別名：黃跗虎頭蜂、黃腳仔、花腳仔（台語）、赤尾虎頭蜂、凹紋胡蜂。 

特徵：體表密生絨毛。胸部背板呈紅褐色。腹部每一腹節基部呈黑褐色、後

部呈棕紅色、腹部末端呈棕紅色。腳跗節呈淺黃色，因此有黃腳虎頭

蜂、赤尾虎頭蜂的別名。 

體長：雌蜂 2.9〜3.1 公分，雄蜂 2.1〜2.3 公分，工蜂 2.0〜2.2 公分。[29-31]、

[35] 

分布：臺灣山區的優勢種，多分布於中海拔 1,000〜2,000 公尺的山區，高、

低海拔均有分布， 高可達 2,500 公尺。 

築巢時間：築巢方式與黑絨虎頭蜂相似，3〜4 月間開始於土穴中築巢，5〜

6 月間，蜂巢遷移到距地面至少 10 公尺以上的高大樹枝上。 

蜂巢特徵：外部呈灰色或暗紅灰色。巢的出入口，先呈圓形，隨蜂巢增大周

圍逐漸突出並隆起，當蜂群再增大後，巢的出入口會向外突出，形成

豬嘴巴形狀。巢脾數目 8〜12 個，巢房數目 10,000〜20,0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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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黃腳虎頭蜂成蜂個體 

五、中華大虎頭蜂 Vespa mandarinia F. Smith 

別名：土蜂仔、大虎頭蜂、中國大虎頭蜂、台灣大虎頭蜂、大土蜂（台語）、

金環胡蜂。 

特徵：體表絨毛較少，頭部淺黃褐色，胸部黑色，腹部暗黑褐色，每一腹節

後緣有黃色環紋，末端數節呈黃色，是體型 大的虎頭蜂。 

體長：雌蜂 5.0 公分，雄蜂 3.9 公分，工蜂 4.0 公分。[29-31]、[35] 

分布：中海拔 1,000〜2,000 公尺山區，高、低海拔零星分布。 

築巢時間：於 3〜4 月間開始於土穴中、樹洞中或石穴中築巢，蜂巢有外殼。 

蜂巢特徵：蜂巢的出入口通常是 1 個，但也有 2、3 個出入口的情形；當蜂

巢的出入口太大時，中華大虎頭蜂會將出入口縮小；而擴大築巢時，

則會將洞穴中的土搬出堆積在洞口邊及四周。故找尋中華大虎頭蜂的

重要指標即是察看洞口外堆積的新土。有時可見到蜂巢外露出地表。

當其築巢時遇到石塊或樹根阻擋，其會往橫向發展，因巢脾的排列及

形狀不定。巢脾數目約 9 個，巢房數目約 6,000 個。 

 

圖 9 中華大虎頭蜂成蜂個體 

 



 12

六、黑腹虎頭蜂 Vespa basalis F. Smith 

別名：黑絨虎頭蜂、黑尾仔、雞籠蜂（台語）、黑虎頭蜂、絨毛胡蜂、黑腹

天鵝絨虎頭蜂等。[29-31]、[35] 

特徵：體表密生絨毛，胸部背板呈紅黑色，腹部呈深黑色，第一腹節端部有

一不明顯的棕色環帶。 

體長：雌蜂 3.0〜3.2 公分，雄蜂 2.1〜2.3 公分，工蜂 2.0〜2.2 公分。[29-31]、

[35] 

分布：中海拔 1,000〜2,000 公尺山區，少數分布於高、低拔地區。 

築巢時間：3〜4 月間開始築巢，初期的蜂巢，築造於土穴中，以 20〜40 度

的坡地為多，築巢的土穴深度只及於土表，撥開土表即可見蜂巢，巢

內有 30〜50 隻蜂。也有少數初期的蜂巢，築造在灌木、雜草或屋簷

下。 

蜂巢特徵：初期築造的蜂巢呈卵圓形，褐色，長度 2〜3 公分。俟 5〜6 月間，

蜂巢會遷移至高大的樹枝上，黑腹虎頭蜂對築巢的樹種不太選擇，但

對於築巢的位置有選擇性，會擇定離地至少 10 公尺以上，且蜂巢出

入口前方有很開闊的空間。黑腹虎頭蜂將蜂巢建造在較粗的樹幹上，

樹皮會被剝下當築巢材料，蜂巢上方的樹葉會被去除，使樹幹在蜂巢

以上的部分樹枝變黃、枯萎，露出樹枝，這是黑絨虎頭蜂巢的一項特

徵[29-31]、[35]。蜂巢先呈圓球形約 12〜14 公分，增大後呈長卵形，

底部略平。蜂巢形狀像早期養雞的籠子，故又稱為雞籠蜂。蜂巢的出

入口，先呈圓形，到了 7 月上旬蜂巢的出入口逐漸增大變成長形，裂

口周邊逐漸加厚。蜂群再增大後，會加長到 20 公分以上，寬約有 3

公分。12 月份（1984 年 12 月採集）蜂的數目 17,764 隻，多在次年 1

〜2 月間蜂群解體。一般蜂巢巢脾數目 10〜30 個，巢房數目 40,000

個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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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黑腹虎頭蜂成蜂個體[34] 

 

七、威氏虎頭蜂 Vespa wilemani Meade-Waldo 

特徵：頭、胸部呈暗紅褐色，腹部黑色為主，於其腹部第 4 節背板有一金黃

色帶，是威氏虎頭蜂重要的特徵，腹部腹面第 2、3、4 節有黃色斑紋。 

體長：雄蜂 2.1〜2.2 公分，工蜂 2.0 公分。 

分布：於中、高海拔 1,500〜2,500 公尺地區[30]、[31]，較常見於東部山區。 

築巢時間：每年於 4〜5 月間開始於 3〜4 公尺高近溪谷的樹枝上築巢。 

蜂巢特徵：蜂巢的形狀及顏色與黃腰虎頭蜂類似[29-31]、[35]。 

 

 

圖 11 威氏虎頭蜂成蜂個體[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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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虎頭蜂的危險指數 

就昆蟲習性而言，虎頭蜂屬社會性昆蟲，具備完整的社會組織與蜂巢結構，

因此，當蜂群遭受驚擾則會因強烈的護巢行為而群起攻擊外來入侵者。 

臺灣7種虎頭蜂的生態習性互異，黃腰虎頭蜂常見於平原地區，個性 溫馴，

惟因經常築巢於人類居家附近，活動範圍與人類重疊，因而遭蜂螫也常發生，但

人員的傷亡通常不嚴重。黃腳虎頭蜂則常見於山邊與低海拔山區，攻擊性明顯高

於黃腰虎頭蜂，人員傷亡亦較嚴重，偶會發生死亡案例。黑腹虎頭蜂則多發生於

山區，蜂群數有時可達上萬隻，攻擊行為 強烈，且其毒液毒性極高，是蜂螫案

例中 常出現死亡事件者。中華大虎頭蜂為全世界體型 大的虎頭蜂，其蜂巢常

築於山區之地底下，一旦行經蜂巢附近，常會讓山區活動者措手不及，因此經常

發生人員意外死亡案件。 

郭木傳及葉文和[27]將台灣虎頭蜂攻擊性強弱分為數個等級（表 1），以受

測物接近蜂巢距離之長短所引發虎頭蜂攻擊與否進行評斷，發現距離 5 公尺就有

會引發攻擊行為，屬於第一級的就是的黑腹虎頭蜂。距離 2 - 5 公尺有攻擊行為

的，屬於第二級包括黃腳虎頭蜂和體型 大的中華大虎頭蜂。距離 0.3-2 公尺有

攻擊行為，屬於第三級，有黃腰虎頭蜂和擬大虎頭蜂。距離 0.3 公尺以內才有攻

擊行為，屬於第四級，為姬虎頭蜂。 

素有「台灣山林第一殺手」，令人聞風喪膽的黑腹虎頭蜂（V. basalis），每

年造成螫叮傷亡事件 多，被評斷為第 1 級，是 危險的虎頭蜂種類，遭遇到此

類虎頭蜂必須格外小心，以免引發嚴重的螫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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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虎頭蜂攻擊指數（數字越小攻擊性越強） 

種類 學名 攻擊級數 

黑腹虎頭蜂 Vespa basalis 1 

中華大虎頭蜂 Vespa mandarinia 2 

黃腳虎頭蜂 Vespa velutina 2 

黃腰虎頭蜂 Vespa affinis 3 

擬大虎頭蜂 Vespa analis 3 

姬虎頭蜂 Vespa ducalis 4 

威氏虎頭蜂 Vespa wilemani ? 

 

不同種類虎頭蜂有不同攻擊危險等級，戶外作業人員進行作業時，遭遇任何

一種虎頭蜂及長腳蜂都有被螫叮的風險，因此事先認識各種虎頭蜂外型特徵，並

了解其特性及危險等級，對戶外作業人員作業時之安全較有保障。 

 

第五節 虎頭蜂在自然環境中扮演的角色 

從生態角度，胡蜂扮演著授粉者及捕食者角色。虎頭蜂通常捕食蠅類等小型

昆蟲，在控制自然環境之害蟲族群，有一定的貢獻。小型的虎頭蜂主要捕食如夜

蛾、尺護蛾、捲葉蛾等體表無毒毛的鱗翅目幼蟲，其次捕食膜翅目的小型蜂類，

雙翅目蠅類的成蟲及幼蟲。虎頭蜂不捕食刺蛾、蚜蟲、三齡以上的毒蛾、枯葉蛾

幼蟲及體型太大的幼蟲。大型的虎頭蜂類會捕食蝗蟲、蟋蟀等較大的昆蟲及蜘珠

等。養蜂場、垃圾場、畜牧場常有其蹤跡，虎頭蜂不但取食肉攤上牛肉、雞肉、

豬肉等肉類，也會圍繞在肉品的攤販徘徊。 

虎頭蜂屬雜食性，除捕食蠅類等小型昆蟲及肉品外[29-31]、[35]，亦會取食

花蜜，同時也取食蚜蟲的蜜露，其對於水黃皮、大王椰子、山葡萄、山鹽青、山

毛櫸、楠木等植物有特別喜好，當花開時會有很多虎頭蜂聚集。另虎頭蜂亦會受

水果類吸引，亦會取食植物的汁液，如咬破樹皮取食鳳凰木的汁液；對蘋果、香

蕉、龍眼、荔枝、蓮霧、梨等過熟或有外傷者之水果，亦是虎頭蜂取食之目標[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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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虎頭蜂在森林中究竟能捕食多少有害昆蟲，對於維持森林生態平衡有多少實

質的貢獻，難以正確估算。依郭木傳及葉文和[28]的統計，以嘉義社口林場 150

公頃面積，推估胡蜂類一年捕食害蟲總數為 81,719,504 隻，經換算後，每公頃害

蟲總數為 544,797 隻。虎頭蜂一年間捕捉農林害蟲的數目，佔所有蜂類捕捉總數

的 15%，估計黑腹虎頭蜂捕捉害蟲約 1,211,079 隻，黃腳虎頭蜂捕捉近 681,577

隻，中華大虎頭蜂則捕捉 180,141 隻，黃腰虎頭蜂捕捉 162,618 隻，擬大虎頭蜂

捕捉 82,150 隻，姬虎頭蜂捕捉 27,837 隻。其他另有長腳蜂屬 30%、細長腳蜂屬

25%、鐘胡蜂屬 20%[28]。此外，虎頭蜂因具有採集肉類的習性，被法醫昆蟲學

列為破案小幫手之一員。 

除為保衛家園而對外來侵犯者發動攻擊，虎頭蜂其實是非常具有環保概念的

物種也是綠建築的高手。虎頭蜂築巢時會利用與生具來強且有力的大顎，刮取樹

皮纖維與口內分泌物混合成紙漿，建構其夏能耐高溫、冬可禦嚴寒，具絕佳保暖

絕緣的紙蜂窩，故有「紙蜂」或「紙窩蜂」之別稱；由於虎頭蜂蜂群的生命週期

（life cycle）為周年性，偌大的蜂窩，其僅花約半年多時間即可建造完成，不得

不令人敬佩！據林業試驗所陸聲山研究員觀測，在 1，2 月寒流來臨時，外界溫

度幾近攝氏 0 度，但蜂窩內部溫度卻仍可維持攝氏 26〜28 度高溫，此奧祕的動

物行為或可提供人類於構思「節能產業」時一項在仿生學上不錯的啟發。[33]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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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近五年全台消防單位除蜂資料分析 

本計畫蒐集全台各縣市近 5 年（2009〜2013）消防單位的除蜂資料，從中分

析出多項具重要參考的資訊，包括各縣市虎頭蜂活躍的季節、地區性的差異、台

灣北、中、南、東部及離島地區虎頭蜂數量的差異等，資料分析結果可提供相關

單位，研擬預防蜂螫相關措施參考。 

第二節 虎頭蜂螫叮傷亡案例 

台灣每年都發生虎頭蜂攻擊人類的事件，幸運者輕傷，嚴重者危及生命，甚

至有因過敏反應而致死的案例發生。這些案例，有些來自媒體報導，有些則是消

防單位提供，資料中只包含通報除蜂次數，無傷亡人數、蜂種、日期地點及事件

描述等資料。因此，本計畫除了蒐集消防單位的除蜂通報次數資料外，亦透過網

路搜尋 2009〜2013 年全台經媒體報導之虎頭蜂攻擊事件。 

經過資料搜尋、比對，刪除重複之案例，統計傷亡數。所有資料整理列表，

資料內容包括虎頭蜂種類、事發日期、地點、報導標題、傷亡人數等。 

第三節 市售殺蟲劑之防蜂螫效果 

市售殺蟲劑依其成份表標示，大多以合成除蟲菊（Pyrethroids）成分為主，

合成除蟲菊對於昆蟲，如蒼蠅類及蚊子類具有立即擊昏的效果。本計畫對作業勞

工方便購得之市售殺蟲劑測試其對發動攻擊行為之虎頭蜂進行擊昏效果評估。 

測試方式係由實驗人員身著防護衣，直接刺激黃腳虎頭蜂蜂巢，蜂巢於受激

後隨即有蜂體進行螫叮動作，實驗人員使用殺蟲劑對發動攻擊的虎頭蜂個體直接

噴霧，觀察攻擊個體之行為反應與擊昏成效。 

實驗人員選擇 7 種市售合成除蟲菊之殺蟲劑產品進行試驗，其標示成分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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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市售 7 種含合成除蟲菊殺蟲劑及有效成分及含量 

殺蟲劑名稱  有效成份及含量  

AA-水溶性自動噴

霧殺蟲劑  
異亞列寧（ d-Allethrin）  0.25% w/w 
百滅寧（ Permethrin cis:trans=25:75） 0.75% w/w 

BB-水性蟑螂螞蟻

藥  
依普寧（ Imiprothrin）  0.1% w/w 
第滅寧（Deltamethrin）  0.05% w/w 

CC-多功能白蟻蟑

螂跳蚤藥  
治滅寧（Tetramethrin）  0.30% w/w 
第滅寧（Deltamethrin）  0.10% w/w 

DD-水性噴霧殺蟲

劑（清香型）  

美特寧（Metofluthrin）  0.018% w/w 
酚丁滅寧（ Phenothrin）  0.141% w/w 
依普寧（ Imiprothrin）  0.015% w/w 

EE-水性噴霧殺蟲

劑（通用型）  

賽酚寧（Cyphenothrin）  0.2000% w/w 
普亞列寧（ Prallethrin）  0.130% w/w 
酚丁滅寧（ Phenothrin）  0.140% w/w 

FF-雙效殺蟲劑  
賽滅寧（Cypermethrin）  0.10% w/w 
普亞列寧（ Prallethrin）  0.03% w/w 
依普寧（ Imiprothrin）  0.03% w/w 

GG- 
MAX 強效殺蟲劑  

賽滅寧（Cypermethrin）  0.10% w/w 
依普寧（ Imiprothrin）  0.10% w/w 

第四節 市售防蚊產品之防護效果 

實驗人員蒐集市面上販售具防蟲/驅蟲效果之產品，包括不含敵避（DEET）

與含敵避（DEET）兩類防蟲產品，測試其對已發動攻擊之虎頭蜂個體的驅離效

果。敵避是一種化學物質（N,N-二乙基間甲苯甲醯胺，N,N-diethyl-meta-toluamide），

1946 年由美軍隊發展而來，1957 年正式註冊被公眾使用；大都被作為活性物質

應用於許多驅蟲產品。目前已被廣泛使用，有液體、乳液、噴霧劑及浸漬材料等

各種形式製品。[8] 

防護效果之測試係由實驗人員身著防護衣，測試時在表面噴灑不同之防蚊液，

直接刺激黃腳虎頭蜂蜂巢，觀察蜂巢受刺激後，蜂體進行攻擊噴灑防蚊液藥劑之

個體行為，並紀錄之。 

實驗人員也測試同是社會性昆蟲的西洋蜂群（Apis mellifera），以黑布為受

測物體，在黑布上噴灑不同產品之防蚊液，觀察蜜蜂攻擊螫叮受測物的情形。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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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每測試一次即進行更換，避免氣味相互影響。 

第五節 利用虎頭蜂誘集器進行族群監測 

虎頭蜂雖具致命的攻擊行為，亦僅是為保衛其安身立命的家園，且其於築巢

期間捕獵害蟲餵育下一代，對自然生態環境之平衡有一定程度之貢獻，故設計製

作具共生、環保概念之胡蜂誘集器，進行族群監測；誘集器原理是利用虎頭蜂取

食後有向上飛行的習性。 

胡蜂誘集器設計有單節誘集及雙節設計兩類，雙節胡蜂誘集器是利用兩個寶

特瓶結合而成，其中一個寶特瓶為主體，在底部燒出 0.5 公分的小孔 5-10 個，主

體的上方不開小孔，也不用瓶蓋；另一寶特瓶是副體，副體底部三分之一處切開

成為兩半，上半套在主體寶特瓶的上方，0.6-0.8 公分的小孔開在副體上。副體下

半裝入半量的調製誘餌後，套在主體下方，以透明膠帶結合。主體在十字形開口

以上的瓶壁，用黑色噴漆噴成黑色。虎頭蜂自十字口進入後，會向上方飛行，通

過主體的瓶口進入主體及副體之間，無法逃出（圖 12）。打開上方副體的瓶蓋，

可用鑷子取出活的虎頭蜂[10] [11]。 

 

圖 12 雙節胡蜂誘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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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近五年全台消防單位除蜂資料分析 

在日常生活中，民眾可能看到或接觸虎頭蜂或長腳蜂的蜂窩，因擔心遭蜂螫，

均希望除蜂窩而後快，因此常通報消防單位請其協助除去蜂窩。因此，藉由分析

近 5 年（2009〜2013）各縣市消防單位的除蜂資料，可瞭解虎頭蜂活動之高峰期

及其習性等資料，俾擬定妥適之蜂螫預防措施。 

一、虎頭蜂活動之高峰季節 
根據統計資料結果（圖 13），每年 5 月開始，全台消防局接獲民眾報案進

行除蜂的次數明顯提升，2009〜2013 年於 5 年間的獲報次數統計，每年 6 月份

超過 20,000 次，7 月份超過 40,000 次以上，8 月份則近 40,000 次，亦即顯示，

每年的 6、7、8、9 四個月份為除蜂次數 多的月份；而每年的 12 月份至隔年的

4 月，接獲協助除蜂次數相對很少。此數量的變化與台灣虎頭蜂蜂群之生活週期

（圖 3）相吻合，可提供給相關之業務單位參考。 

 

圖 13 全台消防單位近 5 年（2009〜2013 年）各月份除蜂件數總和 

 

冬季時期，台灣大多數的虎頭蜂蜂群會瓦解，但 7 種虎頭蜂中，黃腳虎頭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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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週期較長，隔年的 1 月，甚至 2 月初都尚可觀察到到其工蜂個體外出採集

的行為。另外，某些長腳蜂類的族群也有冬季築巢的現象。 

由於消防隊接獲民眾通報的訊息是除蜂，而消防單位為民眾除蜂不會只針對

虎頭蜂，長腳蜂類，甚至蜜蜂類等也包含在服務範圍內，因此，在所蒐集的除蜂

巢資料中，並未單獨呈現虎頭蜂的除蜂巢數量，虎頭蜂的實際除蜂巢次數可能有

低估之可能。因大多數民眾對有完整蜂窩的社會性蜂群都保持戒慎恐懼，希望儘

速除之，所以儘管 12 月至 4 月並非虎頭蜂活躍季節，但消防隊仍有除蜂巢之紀

錄。 

二、近 5 年全台消防單位除蜂狀況 
分析全台各縣市近 5 年消防局之除蜂巢資料發現，近年來消防局除蜂巢之次

數呈現逐年增加之勢，從 2009 年的 22,025 件至 2013 年已快速增加至 42,048 件，

增加近 2 倍之多（圖 14），顯示國人日常生活與活動範圍受虎頭蜂之威脅大增，

相關單位應儘速審慎面對並積極處理。 

 

圖 14 從 2009 至 2013 年全台消防單位每年除蜂巢次數，呈現大幅增加 

 

都市發展加上交通便利，人類居住的範圍不再侷限於市中心，而是逐漸往都

市外圍擴展，因而與胡蜂活動範圍重疊區隨即增加，而郊區建築物結構體即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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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頭蜂等社會性昆蟲築巢的選擇地點，空調系統室外機，具鐵窗的窗戶（圖 15），

甚至廢棄農地的草叢裡，均可能成為虎頭蜂 佳的築巢地點。 

圖 15 左：虎頭蜂巢選擇為具有防盜鐵窗且久未開啟的窗戶建巢； 

右：建構於空調室外機與建築物外牆間的虎頭蜂窩。 

 

圖 16 顯示，近 5 年來北台地區縣市的除蜂通報次數，前 3 縣市分別是新北

市、台北市及桃園縣，5 年總除蜂次數，新北市超過 25,000 次，台北市及桃園縣

也超過 20,000 次以上。 

由圖 17 顯示，新北市、台北市及桃園縣 3 縣市皆是高人口密度、高都市化

地區，其虎頭蜂與人類接觸頻繁，學者專家諮詢建議，除蜂通報數較高的地區，

應長期監測虎頭蜂的數量變化，結合氣候條件的變化，預測虎頭蜂預警模式，此

外，應投入較多的教育宣導說明座談、除蜂、捕蜂設備、宣導文宣資料、媒體等，

加強相關消防單位、社會大眾及勞工管理相關單位對虎頭蜂的認知及面對虎頭蜂

適當的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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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體報導虎頭蜂螫叮傷亡案例 

 
圖 16 台灣各縣市消防單位於 2009 年至 2013 年總除蜂件數與每年平均除蜂件數 

 

 

圖 17 台灣 2013 年人口密度，紅色區塊為高人口密度地區 

  



 24

台灣每年都會發生虎頭蜂攻擊人的事件，其一旦開始發動攻擊，很少人能夠

安全脫身，幸者受輕傷，重者危及生命，每年數起虎頭蜂攻擊致死案例發生即可

說明。 

計畫執行除了蒐集消防單位的除蜂通報次數資料外，同時透過網路搜尋近 5

年經媒體報導的虎頭蜂攻擊事件，並統計傷亡資料。資料經過搜尋、比對與計算，

結果發現，媒體報導的蜂螫事件由 2009 的 30 則報導，到 2013 年的 160 次（表

3），與消防單位除蜂次數（圖一）增加的趨勢相符。 

有關蜂螫事件，每年 5 月開始即有零星報導出現；統計 2009 年至 2013 年媒

體報導發生虎頭蜂螫叮事件之傷亡人數發現，虎頭蜂對人類的威脅日益擴大，螫

叮攻擊頻率有增無減，且大多集中於 9 月份及 10 月份，受傷人數為 208 人，占

所有受傷人數的 5 成以上，死亡人數 9 人，占所有死亡人數超過 6 成，遠高於其

他月份；此與虎頭蜂生活週期相互印證，因此，9 月及 10 月份為戶外作業或活

動人員遭遇虎頭蜂攻擊威脅 大時期，任何人員於此時期從事戶外相關作業或活

動，務必提高警覺。 

表 3 近 5 年媒體報導蜂螫事件傷亡數月份統計表。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合計 

  傷 亡 傷 亡 傷 亡 傷 亡 傷 亡 傷 亡 

一月 - - - - - - - - - - 0 0 
二月 - - - - - - - - - - 0 0 
三月 - - - - - - - - - - 0 0 
四月 - - - - - - - - - - 0 0 
五月 - - - - - - 2 - - - 2 0 
六月 4 - 1 - - - - - 27 - 32 0 
七月 - - - - 1 - 2 - 7- - 3 0 
八月 - - 6 1 1 1 - - 4 1 11 3 
九月 17 2 13 1 39 1 - - 5 3 74 7 
十月 5 - 28 - 40 1 31 1 30 - 134 2 
十一月 2 - 11 - 1 - - 1 18 1 32 2 
十二月 - - 8 - 4 - - - 1 - 13 0 

合計 28 2 67 2 86 3 35 2 155 5 37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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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媒體報導近 5 年台灣各縣市遭遇蜂螫而傷亡案件數量分布 

 

檢視全台各縣市，近 5 年來媒體報導虎頭蜂攻擊造成傷亡的情況主要集中在

幾個縣市，其中，新北市 56 則、花蓮縣 52 則、苗栗縣 47 則、台中市 43 則、南

投縣 40 則、新竹縣有 32 則報導（圖 18）。媒體報導的虎頭蜂螫叮事件通常是

以受傷人數較多或是有螫叮致死的案件為主，蜂螫事件以傷者居多，造成死亡的

案例不多，5 年來媒體報導螫叮案件的 385 個傷亡人數中，造成死亡之人數 14

人，平均每年有約 3 人被螫叮致死。 

以社會性蜂類生物特性的角度看虎頭蜂螫叮攻擊，其主要目的僅是為了護巢

保衛家園而驅趕對其蜂巢有威脅之生物體，並非要將其螫叮致死，通常致死事件

都是逃離不及導致螫叮數量過多、逃離過程摔落或是對蜂毒過敏體質者。 

虎頭蜂螫叮造成之死亡比例雖不高，然蜂毒進入體內若無妥適處置，即使未

危及生命，身體機能或器官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之永久性傷害，如，逃離過程跌

倒造成之骨折、眼睛遭蜂螫致視力受損、腎功能降低等後遺症，因此不可不慎。

日後規畫宣導及座談會時，遭蜂螫案例較多之縣市單位應優先加強宣導，減少虎

頭蜂對戶外作業人員執行作業時之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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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為 2009 年至 2013 年媒體報導蜂螫事件之案例整理，內容包括虎頭蜂種

類、事發日期、地點、報導標題、傷亡人數等資料。 

以蜂種類別看，台灣 7 種虎頭蜂中發生螫叮事件比例 高的是素有「台灣山

林第一殺手」的黑腹虎頭蜂（V. basalis），危險指數第一級絕非浪得虛名。其防

衛警戒距離，族群個體數，蜂巢出入口形狀及驅趕距離等生物特性，皆是黑腹虎

頭蜂造成傷亡數 多的原因。除了黑腹虎頭蜂 （V. basalis） 之外，中華大虎頭

蜂 （V. mandarinia）因體型大，毒液量多，少數個體螫叮也常造成重大傷害。

黃腳虎頭蜂 （V. velutina）為台灣山區的優勢種類，而黃腰虎頭蜂 （V. affinis） 

適應都市的環境，為都市中 常見與人類日常生活環境 接近的種類。消防局的

除蜂巢資料中，未能看出其描述標的蜂窩所屬虎頭蜂種類，未來若消防單位的通

報除蜂巢紀錄能描述蜂螫類別，在資料分析上將更能精確掌握虎頭蜂種類的變化

與趨勢，進一步規劃更好的防範措施。 

表 4 自 2009 至 2013 年媒體報導蜂螫事件之紀錄及傷亡人數 

2009 年媒體報導蜂螫事件 

蜂種 
資料

來源 
事發日期 地點 標題 傷 亡

 
自由

時報 
20090304 花蓮瓦拉米步道 小心！瓦拉米步道有虎頭蜂 0 0

 
自由

時報 
20090621 

宜蘭縣大同鄉松羅步

道 
宜蘭縣松羅步道 4 遊客被蜂

螫送醫 
4 0

黑腹 
自由

時報 
20090904 台中縣黃竹山區 

人蜂大戰 8 小時 3 警義消遭

螫（消防隊員） 
3 0

 
自由

時報 
20090917 

板橋市板橋郵局郵務

大樓 
帶隊捕蜂消防分隊長遭螫休

克（消防隊員） 
1 0

黑腹 
自由

時報 
20090921 北縣雙溪中坑古道 虎頭蜂狂螫嚮導女兒不治 13 1

黑腹 
自由

時報 
20090926 南投縣國姓鄉山區 虎頭蜂窩重達 52 台斤 0 0

 
自由

時報 
20090928 南投縣清境農場 

輕颱環流影響東部、山區防

豪雨（農民） 
0 1

 
自由

時報 
20091001 

新店碧潭西岸空軍公

墓 
公墓野蜂螫傷輔大 4 師生 4 0

 
自由

時報 
20091009 新竹縣橫山鄉沙坑村 

《國術館長功夫了得》摘超

大虎頭蜂窩萬添富一把罩 
0 0

 
自由

時報 
20091015 新竹縣五指山區 

虎頭蜂毒液噴眼捕蜂達人險

失明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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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時報 
20091102 台中縣大雅鄉 陽台虎頭蜂窩 3 個籃球大 0 0

 
自由

時報 
20091116 台東縣 

虎頭蜂螫 20 餘針打點滴…
全好了 

1 0

 
自由

時報 
20091118 台中縣東勢鎮 

男子摘蜂巢想賣錢墜落山谷

幸獲救 
0 0

 
自由

時報 
20091126 嘉義市 

運將（學校專車司機）也「蜂」

狂遭螫衝撞屋 
1 0

2009 年傷亡人數 28 2

2010 年媒體報導蜂螫事件 

蜂種 
資料

來源 
事發日

期 
地點 標題 傷 亡

 
自由

時報 
20100109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村 

摘虎頭蜂窩自製「戰袍」隨

傳隨到 
0 0

 
自由

時報 
20100614 

苗栗縣泰安鄉司馬限

山區 
採李遭蜂螫男一度昏迷 1 0

 
自由

時報 
20100719 彰化縣 

1 個月摘 300 多蜂窩彰縣消

防局創紀錄 
0 0

中華

大 
自由

時報 
20100802 

花蓮縣壽豐鄉水璉山

區 
打獵遇蜂襲擊 女中毒宣告

不治（消防人員） 
4 1

 
自由

時報 
20100802 台北市德行東路 

超強女消防員夜爬 3 樓摘蜂

窩 
0 0

 
自由

時報 
20100804 嘉義縣朴子市博文街 

幸運蜂窩被摘揮剪討公道

（記者） 
1 0

 
自由

時報 
20100817 嘉義市 養虎頭蜂危鄰拒拆落跑 0 0

 
自由

時報 
20100818 嘉義市湖內 摘蜂窩消防隊出動貨吊車 0 0

中華

大 
自由

時報 
20100823 

台中縣和平鄉中橫公

路 
坐到蜂窩工人被螫成馬蜂窩

（台電工人） 
1 0

 
自由

時報 
20100905 台北縣三峽五寮山區 尿急急驚蜂工人被螫傷 1 0

 
自由

時報 
20100906 台北縣三峽嘉添山區 

6 度攻堅巨無霸蜂窩拆了

（農民與消防員） 
3 0

 
自由

時報 
20100912 台中市大坑山區 

到大坑小心 9 山友遭蜂螫 
4 號步道封鎖 

9 0

 
自由

時報 
20100918 

台東縣卑南鄉東興村

部落 
失蹤老獵人找到了疑被蜂螫

死 
0 1

 
自由

時報 
20101017 

台中縣和平鄉「志佳陽

大山」 
虎頭蜂拂曉攻擊 21 人掛彩

（政大學生） 
21 0

 自由 20101031 台北縣烏來鄉瀑布路 烏來擺美食攤群蜂狂螫遊客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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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 （消防隊員） 

 
自由

時報 
20101109 

新竹縣關西鎮東山里

湖肚地區 
父子勇擒萬隻虎頭蜂落「網」

（農民） 
1 0

 
自由

時報 
20101128 

台北縣三峽鎮熊空山

區 
虎頭蜂狂螫 10 登山客兩人

腳軟 
10 0

 
自由

時報 
20101206 苗栗縣三義鄉火炎山 

百隻虎頭蜂群擊 8 登山客

掛彩 
8 0

2010 年傷亡人數 67 2

2011 年媒體報導蜂螫事件 

蜂種 
資料

來源 
事發日期 地點 標題 傷 亡

 
自由

時報 
20110719 台南市佳里區 築巢旺季登山小心虎頭蜂 1 0

黃腰 
自由

時報 
20110817 新竹市 

虎頭蜂窗外築巢螫死週歲女

嬰 
0 1

 CTS 20110822 台南市 
虎頭蜂傷婿! 老翁火攻蜂窩

報仇 
1 0

黃腰 
自由

時報 
20110911 

南投縣草屯鎮雙冬里

雙十吊橋橫 
蜂群狂螫雙十吊橋 11 遊客

傷 
11 0

 
自由

時報 
20110918 

苗栗獅潭鄉神棹山與

大湖鄉關刀山 
虎頭蜂狂追連傷 15 登山客 15 0

 
自由

時報 
20110919 台北市七星山 

虎頭蜂群據七星山陽管處︰

沒螫針免驚 
0 0

姬虎

頭蜂 
自由

時報 
20110918 

桃園大溪鎮福安里竹

林 
採筍遇虎頭蜂婦遭叮死 0 1

 
自由

時報 
20110920 桃園縣龍潭鄉上林村 

狂蜂佔百年厝火攻搶救（消

防員） 
1 0

 CTS 20110921 台南市 
虎頭蜂螫人拆蜂窩泡酒.炸
來吃（農民） 

1 0

 
自由

時報 
20110922 

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溪

護魚步道 
窩遭砸… 虎頭蜂凶猛螫 3
人 

3 0

 
自由

時報 
20110925 

苗栗縣獅潭鄉、南庄鄉

交界處仙山到神棹山

區 

虎頭蜂再螫山友苗栗避「蜂」

頭 
8 0

 
自由

時報 
20111003 

宜蘭縣員山鄉大湖遊

樂區 
遊湖竟遇虎頭蜂 1 船 22 傷

（遊樂區員工） 
22 0

黑腹 
自由

時報 
20111018 台東浸水營古道 浸水營古道 6 人被蜂螫傷 6 0

黑腹 
自由

時報 
20111022 台東縣鹿野鄉玉龍泉 

迎新烤肉變逃命 12 大學生

被蜂螫 
12 0

 自由 20111029 新竹縣關西鎮東光里 超級虎頭蜂窩 3 個籃球大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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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 

黑腹 
自由

時報 
20111029 台東縣知本鎮樂山區 消防員捕蜂殉職追認小隊長 0 1

黑腹 
自由

時報 
20111101 

台東縣東河鄉興昌部

落 
巨無霸蜂窩重 66 公斤（捕

蜂） 
1 0

黑腹 
自由

時報 
20111202 台中市豐原山區 

蜂鷹搗破蜂巢虎頭蜂抓狂螫

3 人（農民） 
3 0

黃腳 
自由

時報 
20111211 新北市板橋 

透天厝結蜂巢出動雲梯車捕

蜂 
0 0

 
自由

時報 
20111217 台中 

白天輕裝強摘蜂窩老農被叮

暈（農民） 
1 0

2011 年傷亡人數 86 3

2012 年媒體報導蜂螫事件 

蜂種 
資料

來源 
事發日

期 
地點 標題 傷 亡

黃腳 
自由

時報 
20120223 桃園復興鄉義盛村 虎頭蜂 2 月築巢賞櫻小心 0 0

 
自由

時報 
20120305 新北市土城區 

5 個球大小蜂窩 1 個還是雙

胞胎 
0 0

 
自由

時報 
20120518 台中大里仁愛醫院 

遭蜂螫傷塗尿無用冰敷才對

（農民） 
2 0

 
自由

時報 
20120702 

桃園縣大溪小烏來天

空步道 
虎頭蜂攻擊所長險沒命（警

察） 
1 0

 CTS 20120710 桃園縣 
自製捕蜂裝摘蜂窩熱到中

暑... 
1 0

 
自由

時報 
20120713 台中市大雅區 

火攻屋頂蜂窩消防隊前腳走

民宅就冒火 
0 0

黃腰 CTS 20120825 南投竹山 
虎頭蜂躲風雨棄山區轉農地

築巢 
0 0

 CTS 20120906 台中縣 
虎頭蜂躲颱風平地築巢嚇壞

人 
0 0

 CTS 20120924 嘉義 
今年颱風降雨多! 虎頭蜂四

處竄（消防員） 
0 0

 CTS 20121002 苗栗 
吸塵器捕虎頭蜂義消一網打

盡! 
0 0

 
自由

時報 
20121008 新北市樹林區田尾街 喲…不是柚是虎頭蜂窩 0 0

黃腳 
自由

時報 
20121012 台南市建興國中 

台南 15 生遭虎頭蜂襲擊 1
人頭暈嘔吐 （學生） 

15 0

黑腹 
自由

時報 
20121013 

苗栗公館鄉內大坑山

區 
穿捕蜂衣摘蜂窩義消遭螫死

（消防員）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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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時報 
20121016 

苗栗銅鑼鄉客家大院

後方登山步道 
虎頭蜂又螫人 3 登山客遭

襲（登山客） 
3 0

 
自由

時報 
20121022 桃園縣大溪鎮 有奶味？女童遭虎頭蜂攻擊 1 0

黑腹 
自由

時報 
20121024 新北市平溪十分瀑布 

踏青跳健康操 7 遊客遭蜂

螫 
7 0

 CTS 20121024 台中市 
秋天"蜂"活躍! 高手 1 週連

摘 3 蜂窩 
0 0

黑腹 
自由

時報 
20121029 

新北市五股區民義路

山區 
摘除直徑逾 1 公尺蜂窩耗 3
小時（農民） 

4 0

 
自由

時報 
20121029 桃園縣蘆竹鄉 

捕蜂案爆量大竹分隊半年

157 件 
0 0

黑腹 
自由

時報 
20121111 新北市土城山區 身穿捕蜂衣疑遭螫死 0 1

黑腹 
自由

時報 
20121114 

桃園縣龍潭鄉八德村

城市花園社區 
水塔赫見蜂窩兩度攻巢無功

返（消防員） 
0 0

2012 年傷亡人數 35 2

2013 年媒體報導蜂螫事件 

蜂種 
資料

來源 
事發日

期 
地點 標題 傷 亡

 CTS 20130109 台北市新光路 
比籃球大一倍! 虎頭蜂民宅

築巢 
0 0

 
自由

時報 
20130616 台北市外雙溪附近 

登山客被虎頭蜂咬口吐白

沫、意識不清 
1 0

 
自由

時報 
20130624 

新竹縣尖石鄉玉峰國

小附近的小瀑布 
虎頭蜂攻擊 5 送醫 15 0

 
自由

時報 
20130629 

屏東縣霧台鄉伊拉二

橋旁的隘寮溪上遊 
野溪戲水 1 家 11 口被虎頭

蜂螫傷 
11 0

黃腳 
自由

時報 
20130706 

桃園縣復興鄉上巴陵

卡拉溪 
復興鄉蜂螫 11 人 1 歲娃 6
針最慘 

11 0

黃腳 
自由

時報 
20130707 

宜蘭縣頭城鎮草嶺古

道埡口 
揮 1 隻來近百隻草嶺古道虎

頭峰螯傷 10 人 
10 0

黃腳 
自由

時報 
20130712 新北市八里 

趕虎頭蜂被螫農民休克獲救

（農民） 
1 0

 
自由

時報 
20130724 屏東萬巒鄉萬法寺 1 廟 6 蜂窩神像胯下有 2 個 0 0

 
自由

時報 
20130725 中橫公路荖西溪 

台大中橫探地質師生遭虎頭

蜂攻擊（師生） 
29 0

 
中國

時報 
20130725 

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

「慈母橋」溪谷 
花蓮慈母橋虎頭蜂螫人意外

12 人受傷 
12 0

姬虎 自由 20130726 宜蘭縣大同鄉清水溪 〈菜園採絲瓜〉虎頭蜂抓狂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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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蜂 時報 一家 4 口遭螫傷（農民） 

 
自由

時報 
20130728 

台中市和平區屋我尾

山 
蜂襲 3 傷登山客驚恐:像轟炸

機 
3 0

 
自由

時報 
20130730 

太魯閣國家公園砂卡

礑步道 
清除虎頭蜂窩砂卡礑步道暫

封（巡山員） 
0 0

 
自由

時報 
20130807 

宜蘭淡江大學蘭陽校

區 
工人除草遭虎頭蜂螫傷休克

不治（除草工人） 
0 1

黃腰 CTS 20130809 南投市西嶺國小 
虎頭蜂窩 1 籃球大消防緊急

摘除（消防員） 
0 0

黃腰 CTS 20130811 
屏東縣新東村和鹽埔

村 
籃球大蜂窩連 3 個虎頭蜂發

狂攻擊（消防員） 
0 0

 
中國

時報 
20130813 宜蘭縣南澳鄉信義路 虎頭群逞兇宜蘭 3 人被螫傷 3 0

 CTS 20130814 花蓮太魯閣 
蜂螫蛇咬可理賠遊太魯閣有

保障! 
0 0

 
中國

時報 
20130816 新北市永和區 

距國小 75 公尺超大虎頭蜂

窩摘除 
0 0

黑腹 
自由

時報 
20130826 新竹縣竹東鎮仁愛路 

摘完虎頭蜂窩消防隊員被螫

幸保命（消防員） 
1 0

 
自由

時報 
20130904 花蓮縣 

颱風沒直撲花蓮虎頭蜂窩大

增 
0 0

 
自由

時報 
20130906 台東池上鄉 

被蜂螫不會說瘖啞婦枉死

（農民） 
0 1

 
自由

時報 
20130908 宜蘭大同鄉山區 

穿克難防護衣遭虎頭蜂攻擊

螫死 
0 1

黑腹 
自由

時報 
20130920 

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

中山路的福林宮旁 
摘超大虎頭蜂窩雲梯車無功

而返 
0 0

 
中國

時報 
20130925 新北市八里國中 

驚動虎頭蜂老師被螫傷（教

師） 
1 0

 
中國

時報 
20130928 高雄市梓官區嘉展路 秋天虎頭蜂活躍警消籲注意 0 0

黑腹 
自由

時報 
20130929 

新北市雙溪區柑林威

惠廟溪谷 
老翁登山遭蜂螫不治 4 1

黑腹 
自由

時報 
20131001 

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

福林宮旁 
登高夜襲超大虎頭蜂窩摘除

了！ 
0 0

黑腹 
自由

時報 
20131009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隧

道下方山坡 
82 歲翁捕虎頭蜂泡酒遭螫

險喪命（農民） 
1 0

 
自由

時報 
20131011 

花蓮縣壽豐鄉東海岸

海岸公路十二號橋溪

躲水中避蜂螫慈大 14 生滿

頭包（師生） 
14 0

黑腹 
自由

時報 
20131011 

新北市三峽金圳里山

區 
哇...1.2 公尺大蜂窩 0 0

黑腹 
自由

時報 
20131014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溪 好友溯溪 12 人全遭蜂螫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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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腹 
自由

時報 
20131019 

桃園大溪石門水庫坪

林收費站到壩頂段 
摘虎頭蜂窩〉溪洲大道封路

3 天 
2 0

黑腹 
自由

時報 
20131028 

桃園縣太極宮登山步

道 
打草驚「蜂」趴草叢求救 1 0

 
自由

時報 
20131102 

苗栗縣泰安鄉溫泉區

錦水村打必厝溪步道

慘遭虎頭蜂螫斃家屬質疑延

誤轉院 
1 1

黑腹 
中國

時報 
20131102 瑞穗鄉富源村 

30 公斤虎頭蜂窩 8 人合力

摘 
0 0

 
自由

時報 
20131110 宜蘭太平山翠峰湖 

打死 1 蜂惹來 1 窩蜂螫傷 7
人 

4 0

黃腰 
自由

時報 
20131110 

苗栗泰安鄉溫泉區打

必厝溪旁步道 
打死 1 蜂惹來 1 窩蜂螫傷 7
人 

7 0

 
自由

時報 
20131114 

桃園縣大溪鎮後慈湖

風景區 
慈湖虎頭蜂螫 5 遊客毒液灼

傷警衛眼（警衛） 
6 0

 
中國

時報 
20131126 

屏東縣笠頂山後山產

業道路 
笠頂山建虎頭蜂巢消防員摘

除 
0 0

黑腹 
中國

時報 
20131206 台東太麻里林道 

千隻虎頭蜂盯著你大蜂窩半

身高 
0 0

黑腹 
自由

時報 
20131215 新竹五峰山區 

虎頭蜂螫傷潰爛導致急性腎

衰竭（伐木人員） 
1 0

2013 年傷亡人數 155 5

 

四、虎頭蜂螫叮高危險群之職業類別 
戶外作業勞工因不同的工作性質及需求而散佈在不同的場域中，其戶外工作

環境，即可能遭虎頭蜂螫叮，屬高危險族群。表 3 的媒體報導資料，加上學者專

家的意見與文獻資料等，同時依據現場拍攝之虎頭蜂及長腳蜂蜂窩之築巢地點的

影像紀錄(圖 18、圖 19)，歸納出 10 類易遭虎頭蜂螫叮之職業類別，並描述其原

因： 

(一) 景觀維護業：需在虎頭蜂易築巢的地方（如：修剪樹木、灌木叢、除草等…），

進行景觀維護工作。 

(二) 農業：實施休耕制度的農地，其農地如未善加管理，導致農地長滿雜草或

灌木叢，短期內易成為虎頭蜂築巢的地點，若人員進入荒地除草，極易因

未知而造成作業勞工遭遇虎頭蜂攻擊。另外，花蜜、農業害蟲都是虎頭蜂

的食物來源，易吸引虎頭蜂至附近活動並尋覓適當築巢地點。 

(三) 土木建築與修繕業：通風良好的屋簷、窗戶外側、鐵皮屋外緣，頂樓加蓋

鋼架結構等，均是虎頭蜂選擇築巢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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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空調業：窗型冷氣的安裝處、冷氣室外機的側邊空隙及下方等都曾是虎頭

蜂築巢的地點。 

(五) 消防人員：在戶外地區上山下海的為民眾清除蜂巢服務。 

(六) 森林遊樂／國家公園之環境維護人員：森林與國家公園登山步道系統維護

人員，森林遊樂區及國家公園各項硬體服務設施修護人員、巡山員。 

(七) 林地整地除草相關作業人員：森林環境中，樹上、樹洞或是樹根下方常為

虎頭蜂喜好築巢的地點，而雜草堆也經常有姬虎頭蜂在內築巢。 

(八) 森林遊樂區/國家公園之稽查巡邏執法人員：巡山員、保育警察、國家公園

警察隊。 

(九) 觀光旅遊導遊領隊人/登山嚮導：需帶領遊客、登山客等進行戶外解說或活

動。 

(十) 其他：遊客、各級學校學生：各地區近低海拔丘陵地區之各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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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虎頭蜂的築巢點對相關行業之戶外作業人員具有直接之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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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水泥建築、茂密的樹，都是虎頭蜂的築巢地點 

 

虎頭蜂蜂后在尋找築巢地點的選擇，是以隱蔽不易受打擾的地方為主要對象，

這些地方常是人類平時不會注意的地方，當發現虎頭蜂窩時，蜂巢已經築造約籃

球大小，易因不經意驚擾的牠們而發生遭螫叮事宜。例如，窗型冷氣的安裝孔，

由於冷氣機安裝好之後不會去移動，通常是故障或清洗才會拆卸下來，如此也就

成為虎頭蜂築巢的位置（圖 19），若施工前沒仔細先觀察，當拆解冷氣時就會

因驚擾而遭蜂螫。若作業人員扛著冷氣，又遭遇虎頭蜂攻擊，很危險及混亂。 

除了上述職業類別外，人們於戶外活動或工作時都有可能遭遇蜂螫，尤其居

住於郊區的民眾，許多擁有自家庭院或空中花園者，就常發生住戶自行從事簡易

的修繕工作或整理庭院修剪樹枝時，因驚動蜂群而遭蜂螫（圖 20）。因此，不

論是否為從事戶外工作者，在虎頭蜂族群活動 頻繁的季節，均應特別留意周遭

環境，減少或免除被螫叮的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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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虎頭蜂聚集預防、螫叮攻擊等簡易防護措施 

當民眾發現蜂巢，為安全因素考量，會通報各地消防單位尋求協助摘除蜂巢，

民間亦有專事除蜂作業者，其摘取虎頭蜂蜂巢，對於降低虎頭蜂危害，有實質效

益。趙榮台博士等[7]即曾因虎頭蜂對人類造成危害提出垃圾管理、毀壞蜂窩、

毒餌毀巢、陷阱誘捕、生物防治等方法，建議在虎頭蜂被認定必須加以防治時，

擇項實施。因此，權衡自然生態保育及減少虎頭蜂危害的觀念下，有效的防除策

略，確實是有其必要性。 

除了通報，毀巢、環境管理之外，探討戶外作業或活動人員在執行工作時，

找出具防止虎頭蜂進行螫叮行為的藥劑，試驗以市面上便於購買得到之殺蟲劑、

防蚊／驅蚊產品進行測試。 

一、市售防蟲藥劑對虎頭蜂聚集、螫叮之預防效果 

(一) 市售殺蟲劑之防護效果 

市售殺蟲劑大多以合成除蟲菊（Pyrethroids）成分為主，除蟲菊素是天然的

化合物，具有殺蟲的特性，由某些特定的菊花提煉而出，通常用來做為控制寵物

或牲畜身上蟲子殺蟲劑。類除蟲菊素是人工製造出的化學物質，結構上和除蟲菊

素非常相似，但是在昆蟲及哺乳類動物的毒性比除蟲菊素更高，且比除蟲菊素更

易持續累積在環境中。目前有超過 1,000 種合成除蟲菊農藥被開發出來，但在美

國可以允許被使用者不到 12 種，百滅寧是在美國被使用 頻繁的合成除蟲菊農

藥。 

實驗人員選擇 7 種市售合成除蟲菊之殺蟲劑產品進行試驗，經過實際噴灑發

動攻擊虎頭蜂個體之觀察，試驗結果發現，7 種市售殺蟲劑對發動攻擊之虎頭蜂

個體驅除效果不佳（表 5）；實驗人員對虎頭蜂進行攻擊之目標個體噴灑含合成

除蟲菊成分之殺蟲劑，結果發現虎頭蜂還是持續不間斷直接地螫叮目標物。由此

知，合成除蟲菊類的殺蟲劑對虎頭蜂的螫叮不具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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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市售殺蟲劑對發動螫叮攻擊的虎頭蜂個體之擊昏效果 

殺蟲劑名稱 有效成份及含量 防治對象 
擊昏

效果

AA-水溶性自動

噴霧殺蟲劑 

異亞列寧（d-Allethrin） 0.25% 
w/w 
百滅寧（Permethrin 
cis:trans=25:75） 0.75% w/w 

蚊子、蒼蠅、蟑螂、跳

蚤、螞蟻、火蟻 
差 

BB-水性蟑螂螞

蟻藥 

依普寧（Imiprothrin） 0.1% w/w
第滅寧（Deltamethrin） 0.05% 
w/w 

蟑螂、螞蟻、白蟻、跳

蚤、蜘蛛、蚊子、火蟻 
差 

CC-多功能白蟻

蟑螂跳蚤藥 

治滅寧（Tetramethrin） 0.30% 
w/w 
第滅寧（Deltamethrin） 0.10% 
w/w 

蚊子、蒼蠅、跳蚤、蟑

螂、螞蟻、白蟻 
差 

DD-水性噴霧殺

蟲劑（清香型） 

美特寧（Metofluthrin） 0.018% 
w/w 
酚丁滅寧（Phenothrin） 0.141% 
w/w 
依普寧（Imiprothrin） 0.015% 
w/w 

蚊子、蒼蠅、蟑螂 差 

EE-水性噴霧殺

蟲劑（通用型） 

賽酚寧（Cyphenothrin） 
0.2000% w/w 
普亞列寧（Prallethrin） 0.130% 
w/w 
酚丁滅寧（Phenothrin） 0.140% 
w/w 

蚊子、蒼蠅、蟑螂、跳

蚤、塵蟎、螞蟻 
差 

FF-雙效殺蟲劑 

賽滅寧（Cypermethrin） 0.10% 
w/w 
普亞列寧（Prallethrin） 0.03% 
w/w 
依普寧（Imiprothrin） 0.03% 
w/w 

蚊子、蒼蠅、跳蚤、蟑

螂、螞蟻、蜘蛛、蜈蚣、

馬陸 
差 

GG-MAX 強效殺

蟲劑 

賽滅寧（Cypermethrin） 0.10% 
w/w 
依普寧（Imiprothrin） 0.10% 
w/w 

蟑螂、螞蟻、火蟻 差 

 

(二) 市售防蚊產品之防護效果 

實驗人員同時蒐集市面上販售之防蟲/驅蟲效果之藥劑，包括含與不含敵避

（DEET）兩類之防蟲產品 （圖 21），實際測試其對發動攻擊之虎頭蜂個體的

驅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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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 避 是 一 種 化 學 物 質 （ N,N- 二 乙 基 間 甲 苯 甲 醯 胺 ，

N,N-diethyl-meta-toluamide ），於 1946 年由美國軍隊所發展，在 1957 年正式註

冊被公眾使用。目前已被廣泛使用，每年大約有 30%的美國人口使用敵避來驅蟲。

敵避的製品目前有液體、乳液、噴霧劑及浸漬材料等形式，被註冊直接用於人類

皮膚的驅蟲劑含有 4%~100%的敵避成分。目前向美國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 EPA）註冊，含有敵避的產品大約有 230 項。 

實驗過程觀察虎頭蜂個體攻擊行為之影響，發現將含 DEET 成分之防蟲/驅

蟲產品具有忌避效果，虎頭蜂一靠近隨即飛離，無螫叮之行為；而不含任何濃度

DEET 之產品，塗抹於受測物體表層對虎頭蜂攻擊個體不具忌避效果，虎頭蜂個

體依然針對受測物進行螫叮行為。相同實驗測試於西洋蜜蜂，其對藥劑的反應也

與虎頭蜂相似，接近黑布就離開，並無任何一隻蜜蜂停在上面（圖 22 ）。 

惟台灣常見的虎頭蜂，其防禦螫叮之行為不完全相同，此試驗係以黃腰虎頭

蜂及西洋蜜蜂為試驗對象，未來若能針對其他虎頭蜂進行相同試驗，所得到的結

果將更為仔細，應用性將更正確且更廣泛。 

 

 

圖 21 左圖：市售防蚊液，成分為含有敵避（DEET）及不含兩類； 

右圖：含敵避（DEET）防蚊液之成分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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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噴 灑 含 DEET 成 分 的 防 蚊 液 的 黑 布 ， 可 防 止 蜜 蜂 靠 近 螫 叮

（ 左 圖 ） ， 而 未 噴 灑 的 黑 布 則 吸 引 蜜 蜂 螫 叮 （ 右 圖 ）  

(三) 利用虎頭蜂誘集器進行族群監測 

本計畫同時利用雙節式虎頭蜂誘集器誘集虎頭蜂瞭解其誘捕效果。自 4 月份

開始於新北市土城區懸掛 5 個誘集器（圖 23），至 11 月為止共有 4 個誘集器成

功誘集到 3 類虎頭蜂，分別是黃腳虎頭蜂 29 隻，姬虎頭蜂 9 隻及黑腹虎頭蜂 117

隻，10 月份誘捕的虎頭蜂個體數是 高（圖 24 ）。實驗誘捕到攻擊性 強，

號稱台灣山林第一殺手的黑腹虎頭蜂，頗令人訝異！而根據這樣的結果即可在採

樣點設立警告標語，提醒附近活動的民眾多加注意。 

 

圖 23 由廢棄寶特瓶所製作的雙節式虎頭蜂誘集器及誘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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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曾經及可能發生虎頭蜂螫人事件的學校、遊樂休憩區、登山路徑等區域，

可透過消防隊、學校教師、鄉鎮衛生機構、地區環保機構等單位，每年 4〜7 月

設置誘集器（圖 23），誘捕虎頭蜂，當可減低蜂螫事件的發生。在虎頭蜂越冬

後的築巢期，適時適地誘捕一隻越冬虎頭蜂蜂王，等同於除去一窩虎頭蜂，應會

有立竿見影的成效。 

 

圖 24 新北市土城區 2014 年以誘集器所誘集之虎頭蜂種類及數量 

 

第三節 戶外作業人員如何避免遭虎頭蜂攻擊 

一、作業開始前，務必先行觀察作業場所周遭環境是否有虎頭蜂個體在活動，

或是有類似蜂巢結構的物體。當無法確認蜂種個體或蜂巢結構時，可請學

者專家先行採樣探視。確認無慮再進行作業。 

二、可攜帶含有驅離昆蟲的效果 DEET 成分之市售防蟲產品，在作業前噴在身

體表面或衣服上，如連續長時間在戶外工作，作業中可再行補噴，延長防

護驅離虎頭蜂及蚊蟲的效果。 

三、陰雨天氣蜂類多在巢內而不外出，蜂群會因巢內擁擠易被激怒螫人，所以

作業過程應特別小心。進入山區作業之人員 好穿戴表面光滑及淺色衣帽，

避免深色、毛織品或表面粗糙的衣帽，褲子 好紮入工作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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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遭遇虎頭蜂之應變措施 

一、若發現與虎頭蜂對視時，應緩緩放低身體，讓虎頭蜂無敵意感，繼而轉身

安靜地離開始是上策。用力揮打之行為，巡邏蜂會視為挑釁的威脅，進而

引發蜂群的攻擊，蜂群攻擊時可追擊達百公尺之遠。 

二、當不幸遭遇虎頭蜂攻擊，應以衣物或帽子先護住頭部，盡量壓低身體、快速

離開現場，且儘量向順風方向離開，減輕引發氣流、身上異味或殘留身上（被

螫者）費洛蒙的訊息，若防護不及，在無安全虞下，速鑽入草叢或密箭竹叢

中躲避，等待蜂群離開。 

三、依虎頭蜂習性，循費洛蒙氣味追擊之攻擊蜂數量會很多，如果附近的人很多，

應分散人群。被攻擊的人要快跑，沒被攻擊的人也要大步慢跑，盡量減少毒

蜂的注意力。迅速離開現場是唯一避免攻擊蜂的方法。在離蜂巢較近的範圍

內，如果邊跑邊揮動衣物是非常危險的動作，揮動衣物會造成一大片陰影和

強大氣流，使得在空中追擊的毒蜂更能認清目標，招來更多毒蜂追擊，反而

得不償失。 

 

第五節 蜂螫緊急防護處置 

根據諮詢會所獲得之資訊，各專家學者對於遭遇蜂螫後的相關處理，在合乎

法律規範之下，提出許多正確的程序與觀念，說明如下： 

一般而言，被蜂類螫傷可區分為蜜蜂類、長腳蜂類、虎頭蜂類與

其他蜂類等。基本上病程的進展都會出現相類似之過程 (圖 25)：  

 

 

圖 25 遭遇蜂螫後之反應及症狀 

 

從物種演化的角度，蜂毒主要是蜂類用來對抗哺乳動物的武器，對哺乳動物

的毒性極高，以常見的西洋蜜蜂（Apis mellifera）而言，蜂毒對小鼠的半致死量

（LD50）為 2.8 mg/kg，而 1 隻蜜蜂的毒液量約 0.14 mg，以成人 60 公斤體重計

算，同時受 120 隻蜂螫才會引起死亡！但蜂螫瞬間會造成劇烈疼痛，隨後引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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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的腫脹灼熱感，著實令人非常痛苦！蜂毒的 pH 值約 5.0-6.0 屬微酸性，有建

議使用鹼性阿摩尼亞水、小蘇打水或氨水塗抹傷處，藉以中和毒液；但這種酸鹼

中和說未經科學驗證，其功效不清楚亦不明顯，結果待酌。 

一般而言，冰敷患部可減輕疼痛與腫脹症狀，暫時緩解疼痛感；但遭蜂螫需

特別注意是否出現急性過敏症狀，如出現暈眩、心悸、呼吸困難、意識不清等症

狀，務必立即送醫急救。少數人會有急性的過敏反應，可能在短時間內產生休克，

相當危險，所以如不幸遭蜂螫，務必要讓周遭的人知道，有急性過敏症狀儘速送

急診。 

另需注意後續延遲性的過敏反應，這可到醫院求診，施以抗過敏藥物預防。

又被蜂螫的傷口會有水泡、潰爛等，需小心避免感染。 

對被蜂類螫傷的部位，應找出蜂刺，用尖頭鑷子或針挑出；勿以手擠壓傷口，

防再次刺傷自己。傷處腫脹疼痛時，可先冰敷及使用抗組織胺藥膏，再到醫院請

醫師詳細檢查。全身被螫的傷者，在送醫途中，可將全身浸在小蘇打冰水中，或

用肥皂水先沖洗全身，中和及抑制蜂毒在血液中擴散。 

由於蜂螫致過敏性休克死亡，多在送達醫院前即發生，因此，建議在高風險

蜂螫作業場所，及一般養蜂、郊遊、登山者， 好隨身可攜帶治療過敏性休克的

特別裝備，如 Ana-Kit 或 Epi-Pen （內含治療過敏性休克 重要的藥物--腎上腺

素，只要用手輕輕一按，藥物很快即可進入體內）以備不時之需。惟，目前該類

藥物屬於管制品，一般人無法取得，而且必須由醫事人員或緊急救護員才能施打，

建議相關主管單位應開放高風險地區儲備此等腎上腺藥品，便於緊急狀況下由他

人幫忙施打，以爭取過敏性休克蜂螫患者的送醫時間，避免到院前死亡。 

台東縣消防局即因有開放高級救護員（EMTP）新增急救藥物 Epinephrine

肌肉注射，緊急救治招蜂螫成功的案例：台東縣消防局 2014 年 10 月份開放高級

救護員（EMTP）新增急救藥物 Epinephrine 肌肉注射，關山大隊創首例，高級救

護技術員現場給予遭虎頭蜂螫過敏休克患者 Epinephrine （腎上腺素）肌肉注射，

及時將患者從鬼門關前救回，康復返家。關山分隊獲報，轄區一家冷凍工廠前有

男子遭虎頭蜂螫導致意識不清，小隊長王耀輝及隊員胡聖輝立刻趕往馳援，抵達

現場發現患者呈現半昏迷，僅對疼痛刺激有反應，臉部右下顎部位腫脹，旋即給

予患者高濃度氧氣，靜脈注射等處置，經詢問現場友人，患者被蜂螫隨即意識改

變，救護人員檢視患者腫脹部位，確認無殘留蜜蜂刺針及毒囊後，給予清潔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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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根據症狀及病史顯現研判，已產生威脅生命的過敏性反應，狀況危急，符合

因蜂螫導致休克給藥狀況，立刻給予今年新增急救藥物 Epinephrine 肌肉注射 0.5

毫克、心律監測等急救處置並送醫。男子到院時意識逐漸清醒，能與他人正常應

答，生命徵象穩定，成功脫離蜂螫導致休克的危險，當日中午就出院返家。 

第六節 虎頭蜂蜂毒成份與生物活性 

虎頭蜂屬於社會性昆蟲，是昆蟲綱膜翅目細腰亞目裡的有螫類，螫針是由產

卵管特化而來，所以僅雌蜂會螫人[29-31]、[35]。當遇緊急狀況時工蜂會以腹部

末端螫針攻擊入侵者，毒液經螫針注入入侵者體內，使被螫部位產生劇烈疼痛，

進而達到嚇阻入侵者的效果。虎頭蜂蜂毒為複雜之混合物，除用以抵禦外來入侵

者外，更可用於捕食獵物時作為攻擊與麻痺獵物之用，富含有多具生物活性之分

子，主要可以分為 3 個部份（表 6 ）： 

表 6 虎頭蜂蜂毒的組成 

虎頭蜂蜂毒之主要成分  

具生物活性的胺類  
（ biologically 

active amines）  

高分子量蛋白質  
（酶、毒素和抗原）  

小分子胜肽  
（ small peptides）  

組織胺  （ histamine） 

血清素  （ serotonin） 

乙醯膽鹼  

（ acetylcholine）  

腎上腺素  

（ epinephrine）  

正腎上腺素

（ norepinephrine）  

酪胺  （ tyramine）  

兒茶酚胺  

（ catecholamines）  

多胺（ polyamines）  

磷酯酶 A1 （ phospholipase 

A1）   

磷酯酶 A2 （ phospholipase 

A2）  

溶血磷酯酶

（ lysophospholipase）  

蛋白酶（ proteases）  

組胺酸  （ histidine）  

脫羧酶  （ decarboxylase）

糖化酶  （ saccharidase）  

膽鹼酯酶  （ cholinesterase）

曼德拉毒素

（mandaratoxin）   

apamine 

肥大細胞脫粒肽  

（mastoparan）  

激肽  （wasp kinin）  

蜂毒溶血肽  （melittin）

趨化性肽（ chemotactic 

pep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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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人體的作用機制及對生理組織的影響略述如下： 

一、具生物活性的胺類（biologically active amines）：有組織胺 （histamine）、

血清素 （serotonin）、乙醯膽鹼 （acetylcholine）、腎上腺素 （epinephrine）、

正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酪胺 （tyramine）、兒茶酚胺 （catecholamines）、

多胺（polyamines）等。 

二、高分子量蛋白質（酶、毒素和抗原）： 

（一）磷酯酶 A1 （phospholipase A1），作用於細胞膜磷脂，產生卵磷脂，

釋放脂肪酸，會引起平滑肌收縮、血壓下降、增加毛細血管滲透性、

抑制凝血致活酶，間接導致溶血作用。 

（二）磷酯酶 A2 （phospholipase A2），有催化脂肪酸作用。透明質酸酶

（hyaluronidase），對組織胺有傳播擴張作用，可引起螫傷之灼痛、

充血腫脹， 終導致組織壞死等作用。 

（三）溶血磷酯酶 （lysophospholipase）、蛋白酶（proteases）、組胺酸 

（histidine）、脫羧酶 （decarboxylase）、糖化酶 （saccharidase）、

膽鹼酯酶 （cholinesterase）。 

（四）毒素目前已知有曼德拉毒素（mandaratoxin） 與 apamine。 

三、小分子胜肽 （small peptides）： 

包含肥大細胞脫粒肽（mastoparan）、胡蜂激肽（wasp kinin）、蜂毒溶血肽

（melittin） 和趨化性肽（chemotactic peptide）。 

Mastoparan 初於 1979 年由 Vespula lewisii 毒液中分離出，為胡蜂毒液內

含量 高的小分子胜肽，具誘使鼠腹腔肥大細胞去顆粒化 （degranulation） 並

釋出組織胺之特性，故將其命名「肥大細胞脫粒肽」，呈現強鹼性反應，可引起

血壓下降和運動神經痙攣現象。肥大細胞具有直徑 1 微米的大型細胞質顆粒，細

胞內含有毒素、5-羥色胺 （hislaminc） 和大量組織胺 （serotonin），5-羥色胺

作用於神經系統，可擴張血管、促進毛細血管滲透性、增強平滑肌收縮；組織胺

在胡蜂中佔毒素乾重 1.6% ~ 2.0%，可使平滑肌、骨骼肌加強收縮和疼痛感。肥

大細胞脫粒肽由 14 個胺基酸所組成，分子量約為 1.5kDa ，組成包含 7 到 10 個

疏水性胺基酸和 2〜4 個離胺酸（lysine），於羧基端（C terminus）具醯胺化 

（amidation） 修飾，且離胺酸（lysine）座落於胺基酸序列的第 4、11、12 個位

置上。Mastoparan 會形成兩股 α螺旋結構（amphiphathic α-helical form），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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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胺基酸分部於外側，親水性胺基酸則分部於內側，由於此一特性使得

mastoparan 可以和哺乳動物的細胞膜結合，進而形成孔洞造成穿孔作用，也使得

其可以作為溶血素（hemolysin）。小型胜肽中 mastoparan family 具有抑制微生

物生長的特性，其從多種虎頭蜂毒液中分離出 mastoparan 類似物。mastoparan

尚具諸多生物特性，如：活化磷脂酶 A2、磷脂酶 C、G 蛋白和鳥苷酸環化酶

（guanylate cyclase）；mastoparan 可促使腎上腺嗜鉻細胞 （adrenal chromaffin 

cells） 釋出兒茶酚胺 （catecholamine） 和腺嘌呤核苷酸 （adenylic acid）。 

激肽為一種經內源酶作用後，從胞質蛋白質中釋放出來的多肽，具有血管擴

張劑的作用，可降低血壓、增加血管通透性及產生疼痛。蜂毒溶血肽呈現強鹼性

反應，表面活性強，其與蜜蜂毒中的溶血肽結構一致，具有溶血作用，可抑制凝

血致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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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專家學者諮詢與宣導說明座談會 
 

第一節 諮詢會與宣導說明會之舉辦情形 

本計畫邀請國內蜂類、毒物、急救及消防等學者專家，假宜蘭大學辦理諮詢

座談會，針對戶外作業人員對虎頭蜂危害預防策略的可行性、預警方式建立、預

防藥劑的種類、劑型、施用方式、蜂螫現場急救 適宜措施、戶外作業虎頭蜂攻

擊預防手冊內容編排妥適性等議題進行討論及諮詢，並提出專業建議，同時將會

議獲得之專業意見，納入預防手冊內容之編訂（附件一）。 

另外，對計畫執行成果，編纂淺顯易懂方式之宣導摺頁（附件二）於北、中、

南部辦理之宣導座談會使用，結合現場學者專家的說明，教導戶外作業勞工有關

虎頭蜂相關資訊。由於每次發生虎頭蜂攻擊事件的發生地點、模式及時間均不同，

與會人員亦提出許多問題參與討論，並分享其自身的經歷與感受。透過宣導會之

舉辦，讓寶貴的資訊相互交流，達到 佳之宣導成效（圖 26）。 

圖 26 宣導座談會舉辦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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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者專家諮詢會所提之建議 

一、暑假期間民眾戶外活動增加，相關單位應針對民眾及戶外作業勞工舉辦講習

說明，「不主動攻擊，不要去驚擾」，減少意外發生。 

二、戶外作業勞工上工前，應先注意工作環境是否有虎頭蜂飛行，並找尋是否有

虎頭蜂窩存在，若發現虎頭蜂巢，務必先請相關單位協助移除後再行工作。 

三、中小學戶外活動前師長應先現場踏勘，觀察活動地點周遭是否有虎頭蜂巢，

避免發生意外。 

四、勞工於戶外工作時，應穿著基本防蜂之設備，尤其以除草工人為例，因操作

割草機器所產生的聲音及震動，容易引起虎頭蜂的警戒而發動攻擊。 

五、消防局執行為民服務，常常需協助摘除蜂窩，各消防局應配置專業捕蜂衣，

以保障執行公務之消防員的生命安全。 

六、戶外作業勞工從事作業前應充分瞭解虎頭蜂的生物特性及行為，從事戶外工

作不可噴灑香水、塗抹有香氣的髮油、勿穿著顏色對比明顯之衣物，俾以減

少遭虎頭蜂攻擊的機會。 

七、當不慎遭虎頭蜂叮咬，可先服用抗組織胺，並於叮咬處冰敷後趕緊就醫。 

八、在虎頭蜂可能出沒的地點利用虎頭蜂捕集板或虎頭蜂誘集器捕捉虎頭蜂，既

可減少遭攻擊，亦可了解於該地區周遭活動的虎頭蜂種類。 

九、遭虎頭蜂叮咬可能出現過敏性休克症狀，目前各地消防局雖配有救護車，但，

車上並無備置虎頭蜂蜂螫急救用品，僅於救護車上冰敷後，儘速送醫處理。 

十、現場即時有效急救有非常迫切需要及必要！希望政府相關單位應成立緊急照

護急救站，置備如抗組織胺及類固醇等可及時給予急救之藥物，當遇緊急狀

況，現場急救之護士或消防員可與醫師連繫，經同意後給予腎上腺素肌肉注

射。偏鄉地區因醫療資源更為缺乏，因此更須建立緊急照護急救站，以因應

蜂螫之突發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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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本計畫蒐集台灣各地 常見的虎頭蜂種類與分布資料，並清楚描述別名、重

要特徵、分布範圍、築巢時間與築巢特性等資料，搭配圖片，完整的呈現台

灣虎頭蜂的重要知識。 

二、透過消防單位蒐集近 5 年遭虎頭蜂螫叮案例等資料，除建立虎頭蜂螫叮資料

庫外，亦從消防單位近 5 年的除蜂紀錄，了解虎頭蜂活動高峰季節是每年的

7 月到 11 月；全台除蜂案件較多的為新北市、台北市、桃園縣、台中市及

台南市。此外，蒐集並分析近 5 年媒體報導蜂螫傷亡事件之紀錄，歸納出較

易接觸虎頭蜂的戶外作業人員職業別。 

三、本計畫探討市面上方便購買的殺蟲劑及防蚊／驅蚊產品進行測試，尋找具防

止虎頭蜂螫叮行為的藥劑。結果發現市售含合成除蟲菊成分之殺蟲劑對發動

攻擊之虎頭蜂個體擊昏效果不佳，虎頭蜂依然能持續直接螫叮目標物。而市

售含 DEET 成分之防蟲/驅蟲產品，具有忌避之效果，虎頭蜂一靠近隨即飛

離，無螫叮之行為；而不含任何濃度 DEET 之產品，對虎頭蜂攻擊個體不具

忌避效果，虎頭蜂個體依然針對受測物進行螫叮行為。而利用雙節式虎頭蜂

誘集裝置，可根據誘集所獲之蜂種，運用於戶外作業或戶外活動之預警警

示。 

四、計畫執行過程辦理乙場專家諮詢座談會及北、中、南共 3 場宣導座談會，邀

請政府相關部門及學者專家，針對戶外作業人員如何降低遭遇虎頭蜂危害的

情形進行諮詢。並就研究成果分別於北部、中部及南部地區舉辦說明座談會，

提供事業單位推廣與應用。同時根據計畫執行之資料，編纂「戶外作業虎頭

蜂攻擊預防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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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由消防單位所得近 5 年通報除蜂案件之資料，無法確知其每次除蜂的種類，

及其築巢地點，消防單位如能在每次除蜂案件中記錄蜂種，群族大小、築巢

位置環境等資料，可分析更為精確的結果，對於不同種類的虎頭蜂是否在築

巢位置的偏好姓、族群量的變化、蜂巢尺寸、季節因素等，整合分析以掌握

各種虎頭蜂的生物學特性。以利相關管理單位訂定更完善的管理方式及措施，

以保障戶外作業人員免除蜂螫的威脅。因此，建議請消防單位建立之除蜂通

報系統能更完整記錄除蜂資料，俾供建立完整精確之虎頭蜂資料庫。 

二、建立更為完善的急救站系統，俾利及時給予如抗組織胺及類固醇等急救藥物，

便於遇緊急狀況，現場急救之護士或消防員可與醫師聯繫，經同意後給予肌

肉注射施打腎上腺素；偏鄉地區因醫療資源缺乏，更須建立緊急照護急救站，

以應付蜂螫之突發狀況。呼籲相關單位能針對緊急狀況訂定合乎實際狀況所

需之規範，如急救針劑的施打權限、急救藥物取得的適當調整等，因為對遭

蜂螫而發生嚴重過敏患者之救治時機是與時間賽跑，因此建議權責相關單位

儘速修訂相關法規。 

三、增加全國性的巡迴宣導座談會之舉辦及次數，讓更多戶外工作者確實了解虎

頭蜂可能對戶外作業人員的危害，尤其是第一線處理虎頭蜂蜂巢之消防人員，

因蜂螫案例中，消防人員的傷亡亦占一定比例。 

四、建議戶外作業人員可攜帶含有 DEET（敵避、待乙妥、敵避胺、避蚊胺）成

分之市售防蚊產品，DEET 具有驅離昆蟲的效果，因此可以在作業前噴在身

體表面或衣服上，如果長時間於戶外作業，則在作業中可補噴，延長防護驅

離虎頭蜂及蚊蟲的效果。 

五、社會性昆蟲演化會透過腺體產生「警報費洛蒙」與同伴進行有效的溝通，且

可將危險訊息快速傳達給同伴，俾迅速增援。建議動物行為研究相關單位可

就「警報費洛蒙」之化學組成進行更詳盡之研究，仿傚其組成結構研發「仿

警報費洛蒙」用於作業現場，誘導蜂類往被攻擊目標物反向追捕，以利被攻

擊物之脫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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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戶外作業虎頭蜂攻擊預防手冊 

另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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