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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打開書桌抽屜或衣櫃會看見銀白色的影子一閃而過，眼尖一點的可能還會注意到牠有三根

細長的尾巴，牠是住在家中的活化石—衣魚，四億多年前就已出現在地球上，比大家聞之色

變的蟑螂出現的時間更早。由於牠特別適應溫、濕度相對恆定的室內環境，且偏好取食含澱粉、

膠質（如植物膠、動物膠）和纖維素高的物質，是圖書館及博物館內常見的害蟲。

　　衣魚是非常原始的昆蟲，早在四億多年

前（約在志留紀晚期到泥盆紀中期）就已經

出現在地球上，1化石中的牠（多在琥珀中）

和現今的衣魚在形態上幾乎沒有不同，堪稱

活化石。古名「蟫」或「蛃」，2此外還有白魚、

白魚蟲、蛃魚、銀魚、蠹魚及璧魚 3等別稱。

英文俗名 silverfish，也是因為觀察到牠通常

披有銀灰色的鱗片，並具備像魚一樣的外形

和搖擺的移動方式而來；可見古今中外對衣

魚的命名都是注意到其獨特的形態外觀和行

為特性。

  過 去 衣 魚 曾 隸 屬 於 昆 蟲 綱 纓 尾 目

（Thysanura），現今分類學上已刪除這個目，

並將牠正式定位在衣魚目（Zygentoma）衣魚

科（Lepismatidae），全世界大約有三百七十

種，可能危害文物的有六種：分別是普 

通衣魚（Lepisma saccharina Linnaeus, common 

silverfish），灰衣魚（Ctenolepisma longicaudata 

Escherich, giant/long-tailed silverfish），斑衣魚

（Thermobia domestica, firebrat）， 四 線 衣 魚

（Ctenolepisma lineata, four-lined silverfish），

Thermobia aegyptiaca及 Acrotelsa collaris。在臺

灣室內以普通衣魚（L. saccharina）和灰衣魚（C. 

longicaudata）較為常見，兩種生態習性相近，

但後者體型稍大，所以本文主要會以普通衣魚

做介紹。唐李遠（?-860?）〈詠壁魚〉：「鱗

細粉光鮮，開書亂眼前。透窗疑漏網，落硯似

流泉。潛穴河圖內。吞鉤乙字邊。莫言鬐鬣小，

食盡《白蘋篇》。」便提醒著，別看衣魚身形

小，牠對書籍紙張的危害可是不容小覷喔！

衣魚小檔案
一、生活史
　　衣魚屬於無變態類（Ametamorphosis）昆

蟲，發育過程僅有卵、幼蟲及成蟲三個階段，

沒有蛹期。雌衣魚一年四季皆可產卵，產卵

數量可以變化很大（1∼ 200顆不等），雌蟲

會將卵產在縫隙、衣物上或混雜在食物、灰塵

裡。4卵孵化時間從二十至四十天不等（22℃∼

32℃），1、2齡的衣魚因為身上還沒有鱗片所

以體色偏白，3齡後身體開始披有鱗片，視覺

上便會逐漸帶有銀灰色光澤，因而有銀魚、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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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等稱呼。《爾雅翼》中便有描述：「蟫，始

則黃色，既老，則身有粉，視之如銀，故名白

魚。」。衣魚從 3齡開始除了身體長度和性成

熟度外，與成蟲並無其他明顯差異。以普通衣

魚（L. saccharina）來說，幼蟲要發育至性成熟

短則三個月，長則需要一年，平均壽命約三年，

算是相對長壽的昆蟲物種。特別的是，衣魚即

便到成蟲階段仍然會不斷蛻皮，5若環境條件適

合甚至可以活七至八年。6雌、雄衣魚間並沒有

真正的交配行為，牠們會先以觸角探觸彼此，

然後雄蟲會編織一個絲狀誘引物，將精包放在

旁邊吸引雌蟲靠近，雌蟲撿拾雄蟲產生的精包

塞入生殖腔內便完成受精，可以開始產卵。

二、形態特徵
　　衣魚的身體柔弱扁平，身形由前向後方逐

漸變窄呈錐狀。普通衣魚（L. saccharina）體長

約 8∼ 13公釐，7頭部有一對絲狀觸角，觸角

長度短於身長，有一對小而分離的複眼，沒有

單眼，口器在頭部前方為咀嚼式，體色為白色、

灰色或棕色；胸部有 3對足，可以快速行走，

沒有翅，是少數終生無翅的昆蟲；腹部 11節，

腹部第 7∼ 9或第 8∼ 9節腹面各有一對腹足

突起，腹部後方還有一對尾毛及由腹部第 11節

背板衍生而成的中央尾絲，所以看起來像有三

根細長的尾巴（圖 1），是辨認衣魚最主要的特

徵。灰衣魚（C. longicaudata）體型稍大，體長

約 12∼ 18公釐，和普通衣魚之間除了體型大

小差異外，灰衣魚體表毛較多，並且擁有較長

的觸角、尾毛和中央尾絲，若從其觸角尖端量

到中央尾絲末端可將近 40公釐，而普通衣魚的

中央尾絲通常不到體長的一半。8衣魚雖然有複

眼，但功能不彰，觸角和尾毛才是牠主要的感

覺器官，研究顯示這兩處是否完整會影響到衣

魚對環境的學習能力，感知環境的變化和刺激

才能及時反應逃離危險。9若是牠的觸角和中央

尾絲不幸折損，約二至四周便可以再生恢復。

習性與危害特徵
　　衣魚是世界廣布物種，主要生活於室內，

也可以在戶外的石頭下，落葉堆或樹皮內看到

牠的蹤跡。夜行性，晚上才會出來活動覓食，

若在白天發現牠，多半是因為驚擾到牠原本棲

息的地方，初時牠會先靜止不動，之後便會快

速逃竄。宋人邵雍（1012-1077）做有〈蟫〉一

詩：「形狀類於魚，其心好蠹書。居常遊篋笥，

未始在江湖。為害千般有，言烹一物無。年年

當盛夏，曬了又如初。」可謂道盡衣魚的形態

特徵、生活習性及防除方式。牠偏好棲息在溫

度適中（22∼ 27℃），陰暗潮濕（相對濕度

75∼ 97%）且不受擾動的地方，10特別是濕度

高、通風差的位置，如浴室、廚房、水槽下方、

儲藏室、地下室、洗衣間、書架、抽屜、衣櫃、

踢腳板、地板縫隙或牆壁夾層等處；而典藏環

境因為溫濕度恆定且相對環境干擾較少也容易

吸引牠駐留。此外，牠也喜歡躲藏在喜好的食

物附近，所以可以想見為何「其心好蠹書。居

常遊篋笥」—經常可在收藏書籍、衣物的箱籠

間看到牠。

圖1　 衣魚的身體扁平，身體呈錐狀，腹部末端有一對尾毛及一根中
央尾絲是其形態最大特徵。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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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魚的移動能力很好，為搜尋食物可以遷

徙的距離很長。牠可以主動經由建築物的出入

口及通風管道，或夾藏在紙箱、雜物中而到達

各個地方，推測也是透過相同方式潛藏在國際

貿易穀糧商品中而得以擴散到世界各地。在完

全沒有食物的情形下還可以存活將近一年，更

是牠的獨門絕技。11加上身體扁平，可藏匿於夾

縫裂隙中，因此也增加偵測與防治的困難度。

不過牠行走能力雖好，卻唯獨無法克服垂直光

滑的表面，所以偶而會發現衣魚被困在水槽或

容器裡爬不出來的窘境。

　　衣魚偏好取食含有澱粉、膠質（如水溶性

纖維、膠原蛋白）的物質，還有物件表面的有

機物質和黴菌孢子。12普通衣魚的屬名 Lepisma

在拉丁字義上有表皮、鱗片的意思，種小名

saccharina指的是糖（saccharum＝ sugar），字

面上的意思就是喜歡吃糖類並具有鱗片的昆蟲。

事實上任何富含醣類（含澱粉、纖維素）的物

質都能吸引衣魚取食，像是糖、麵粉、穀物脆

片、義大利麵、寵物飼料等乾貨，上膠加工的

紙張（如郵票、標籤、壁紙和紙鈔等）和膠裝

的書籍，有上漿的窗簾、地毯或布料，天然纖

維（如棉、亞麻）和人造纖維都有被害紀錄，

特別是曾沾染過食物（如碳水化合物）和汗漬

的部位更易被害。蛋白質也是衣魚喜好的營養

成分，所以像是絲織品、皮革製品、肉乾、死

掉的昆蟲，環境中的有機碎屑、頭髮，甚至是

皮蛻等都可以做為牠的食物。由此想見，若收

有書籍、字畫、紙張、郵票、動植物及昆蟲標本、

織品服飾、皮件等藏品的典藏單位，若發現環

境中出現衣魚便要格外留意，因為牠們隱匿不

喜擾的習性使藏品多半是在被收納的情況下被

害，不易被及時發現。

　　如何判斷環境中是否有衣魚危害呢？除了

直接觀察到牠的存在外，由於衣魚身上有鱗粉，

且終其一生會不斷地蛻皮，如果發現書背或紙

張上有可疑的食痕（被害物表面通常會顯得粗

糙像被刮食的感覺，破洞邊緣不規則；圖 2），

被害物周圍或下方沾有細小的鱗粉，或者發現

衣魚的蛻皮（圖 3），便大致可推斷是衣魚危害；

被害物表面有時可能還會有黃色的印漬或黑色

的排遺。
13（圖 4）

圖2　 被衣魚危害的紙張表面會有刮食的痕跡，破洞邊緣不規則。　
作者攝

圖3　衣魚的蛻皮　作者攝

圖4　衣魚的排遺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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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防除建議
　　衣魚雖不會叮咬人或使人致病，但牠的存

在對食品衛生和書籍衣物的保存來說還是有負

面影響的。而溫濕度相對恆定，擾動又少的典

藏環境對牠們來說更是適合生存與繁衍，尤以

藏品多為書籍、字畫、紙張等有機材質的博物

館和圖書館來說，其威脅更是不容忽視。然而

誠如前面所提衣魚是夜行性，本就不易被發現，

加之牠的移動距離可以很遠，有時很難找出確

切的感染源頭。而且衣魚身體扁平易於藏匿，

逃竄速度亦很快，要想抓到牠和將之完全滅除

並不是件容易達成的任務。但是我們仍然可以

從其生態習性著手，降低環境對牠的吸引力，

進而減輕其威脅，以下會分成預防及防除兩方

面來作說明。

　　在預防方面，無論是展存環境或居家環境

管理上可以做的有：

　　一、移除和隔絕環境中衣魚可能的食物：

由於衣魚食性很雜，凡含有醣類、蛋白質、纖

維素的物質都可以作為食物，甚至是地面的灰

塵、頭髮與黴菌孢子。所以首要預防措施就是

要（1）勤快打掃和吸塵：經常打掃翻揀，不僅

可移除環境中衣魚可能的食物，還能製造環境

擾動，讓牠不喜久待。近來因為新冠病毒疫情，

許多文化展館都暫停對外開放，英國許多博物

館便發現在沒有工作人員及遊客的出入干擾下，

反而引發一波新的蟲蟲危機，其中就包括衣魚

的危害。14（2）減少雜物的堆積：尤其是報章

雜誌等回收紙類和紙箱，除了可以是食物，也

提供牠躲藏的處所。瓦楞紙箱由於用途多元，

結構特殊（圖 5）往往容易成為夾帶生物性汙染

源的最佳載體，建議應定時清運，勿與收藏品

共同收納。（3）利用密閉性佳（塑料或金屬製

尤佳）的箱盒進行收納：食品乾貨或標本類藏

品應妥善利用密封容器來儲放，此措施對於防

治所有儲物害蟲都有效，既能防止環境中有害

生物直接入侵汙染；若是乾料或藏品本身夾藏

汙染源，也能被有效隔絕而不至於擴散汙染到

周遭環境，後續也較好集中處理。至於書籍字

畫、服飾布品的收納，則建議依照使用的頻度

決定採密封收納，或者開放式存放。若採密封

存放，應注意防潮。若採開放式收納，則應架

高（離地約 5公分）並定期整理，架高的目的

是利於清潔與通風，並透過不時的翻揀清潔等

外在干擾迫使衣魚不喜歡停留。

　　二、降低環境濕度，改善通風條件：最適

合衣魚繁殖的相對濕度條件是 75∼ 80%，所以

改善儲放環境的通風條件與降低環境濕度就能

有效防治衣魚，這也是目前衣魚防治措施上最

被強調的項目之一。15而環境中的濕源除了空氣

中的濕度外，建築物若有滲漏水或滯留水（如：

蓄水池、雨水槽）等問題也可能造成局部環境

濕度偏高。以臺灣的氣候來說，即便開二十四

小時空調，局部環境（例如角落或櫥櫃底層）

的濕度仍然會偏高，此時適度使用循環扇改善

局部空氣對流（特別是底層空氣）可以有效降

低環境濕度，減低環境對衣魚的吸引力。若環

境有滲漏水問題，則應針對滲漏根源進行修繕，

強化隔絕水氣的硬體設計，或考慮更改儲放空

圖5　 瓦楞紙箱的波浪狀縫隙容易成為許多小型昆蟲藏匿的處所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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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否則可能誘引更多喜濕性昆蟲（如白蟻、

書蝨、姬薪蟲等）的到來。

　　三、填補硬體環境中的孔洞與縫隙：衣魚

能利用現成的管道或縫隙作為牠移動及躲藏的

路徑，因此建築物若有發現不必要的孔洞或縫

隙應即時填補，避免提供衣魚或其他生物入侵

的途徑和躲藏的空間。

　　四、搭配忌避劑的使用來降低衣魚入侵的

風險：忌避劑（如：樟腦、植物精油 16等）的

使用顧名思義是利用昆蟲不喜歡的氣味來進行

驅趕，使之不敢靠近以達到保護的目的。但須

在相對密閉的空間內（如箱、盒或有門的櫥櫃

內）施用效果較佳，若在開放性空間施用其實

驅除效果有限。

　　若不幸確定已遭衣魚危害，處理的方式可

分為被害物件與環境兩部分來討論：

　　一、被害物件的處理：被衣魚危害的物件

一般多是破損，除少數殘留的鱗粉和排遺需要

清除外，不大會有其他殘留物，卻可能有發黴

的問題需要處理。若是可以丟棄的物件在妥善

密封打包後就可以比照一般廢棄物處理。但若

是仍須保存的物件或藏品，則建議先套袋隔離，

並依材質判別做冷凍除蟲（負 5℃至少三天；

處理溫度越低，所需處理時間越短）或低氧除

蟲處理（溫度 26℃，相對濕度 55∼ 65%，低氧

處理至少九天；相對濕度越高，所需處理時間

越長）後，17再進行適當的清潔（乾式如刷撢、

吸塵，濕式如清洗、擦拭），尤應特別注意發

黴或曾沾染污漬位置是否有清理乾淨，以免再

度被害。而前面有提到古人會以曬書方式來除

衣魚，一方面是通風透氣，降低書籍紙張本身

的濕度，另一方面是透過曝曬過程翻頁的動作

來驅趕可能躲藏在書頁中的衣魚，確實是有其

功效。

　　二、環境處理：由於衣魚擅於躲藏與逃竄，

藥劑噴灑效果很難全面觸及。若是僅發現一、

二隻衣魚，物件也僅受輕度危害，儲藏環境只

需定期進行吸塵清潔，維持通風乾燥，已可達

到相當的防除效果。除非環境中衣魚族群已多

到造成嚴重危害，才會建議以化學藥劑介入防

治。關於用藥可以直接購置市售的合格殺蟲劑，

或上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網站針對衣魚防

治進行防治資材的查詢，18另外也可以使用矽藻

土（diatomaceous earth），硼酸粉末（boric acid 

powder）或配置 5%的硼酸水針對衣魚喜歡躲藏

的地板縫隙及夾縫處進行加強處理。19防治處理

過後，建議可用黏紙陷阱擺放在曾發現衣魚的

位置做監測（圖 6），以確認防治效果。

結語
　　衣魚是室內常見昆蟲，壽命長且在無食物

情形下仍能存活將近一年，移動力強兼之隱匿

的習性，使得滅除牠的任務困難度很高。然而

牠是喜濕性昆蟲，是環境濕度的指標，牠會出

現表示該環境的濕度已然需要進行管控，因此

注意環境通風除濕，勤於整理吸塵，便可有效

防除衣魚發生，同時也能減少儲存物件發黴的

可能性。

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

圖6　 環境處理過後建議可擺放黏紙陷阱做定期監測以確認防治效果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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