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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象  
 
米象，俗称谷牛，是储藏谷物的主要害虫之一，由于其蛀食谷粒，故会

造成经济损失。米象广泛分布在地球上和暖的地带，常见于谷物储存设

施或加工厂，蛀食该处的大米、小麦、燕麦、玉米、坚果、黑麦和大麦。

在家中，米象通常蛀食大米、豆类、葵花子和玉米，偶尔也在存放过久

的通心粉和意大利粉等面食中出现。  
 
米象是小型甲虫，其成虫呈红褐色，身长约 3 毫米。其前翅坚硬，具保

护作用，翅的四角分别有四块浅红色或浅黄色的色斑。米象有一个容易

辨认的特征，就是前端有长约 1 毫米、占总身长约三分之一的口吻。米

象的成虫和幼虫都以吃各种谷物维生。雌性米象会用口吻尖端的口器，

在谷粒上蛀一个小孔，并于孔内产一粒卵，再用黏液把孔封起。雌性米

象在 4 至 5 个月的生命周期中，平均可生产 300 至 400 粒虫卵。虫卵会

孵化成肥短的无脚幼虫，身躯和头部分别呈乳白色和黄褐色，靠蛀食谷

粒内部维生。幼虫成熟后，会先化成白色虫蛹，其后再破蛹变为成虫。

米象的成虫会飞，有趋光的习性，受骚扰时会装死，把腿部紧靠身体，

躺着不动，可持续几分钟。  
 
虽然米象对人畜、家具和衣物无害，既不会叮咬和螫伤人，又不会传播

疾病，但却蛀食谷物，毁坏粮食。受米象污染的粮食，价值或会大幅降

低。  
 
要避免米象在谷类储粮中滋生，防患未然是最佳的策略。在购物前应小

心察看，以免把害虫带回家。如发现产品包装有小孔或破损的迹象，便

不要购买。回家后，须再次检视产品，确定没有虫类后才可倒进容器内

储存。没妥善封存的谷物容易受到米象侵袭，因此，所有谷物都要用密

气玻璃、金属或硬胶容器储存，或放进雪柜或冰箱内。如其后发现容器

内有米象滋生，或已藏有米象，应迅速处理。若谷物已受到严重破坏，

不宜食用，便应弃掉。不过，若想继续保存有米象滋生的谷物，可把有

关谷物用高温或低温处理。只需把受污染的谷物加热，维持在摄氏 60 度

一小时，或冷藏在摄氏 0 度的环境一星期，便可杀灭不同阶段的米象。

曾用作存放受污染谷物的橱柜或架子须以吸尘机彻底清理，并须特别注

意裂缝和角位。不应在储存食物的柜内喷洒杀虫剂，以免食物被杀虫剂

污染。  
 



  

要杜绝储粮虫害，保持卫生非常重要。适当储存食物，发现食物溢出容

器外时要即时清理，并定期进行清洁工作，均有助防止害虫滋生或进一

步蔓延。  

 
防治虫鼠主任梁子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