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5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台灣扁鍬形蟲行為研究-產卵偏好與幼蟲的趨避反應 

一、摘要 

本研究以幫助社區復育台灣扁鍬形蟲，提供復育參考為宗旨，以台灣扁鍬形蟲作為研

究對象，希望藉由本研究探討台灣扁鍬形蟲生長狀況與行為。為此，進行了台灣扁鍬形蟲

母蟲之投產實驗、台灣扁鍬形蟲幼蟲之群養與趨避行為研究。 

根據研究結果有以下發現：首先，台灣扁鍬形蟲母蟲在太空包及產木中皆有產卵情

形，顯示以太空包進行投產具有可行性；其次，台灣扁鍬形蟲幼蟲群養時，平均重量隨幼

蟲飼養密度上升而下降，並且在高密度飼養時，幼蟲有提早化蛹的現象。在趨避行為實驗

中，也發現台灣扁鍬形蟲幼蟲彼此會保持約 15±4cm 的距離，顯示幼蟲彼此具有驅避行

為，透過震動實驗的結果顯示，台灣扁鍬形蟲幼蟲對於同類的感知，應該與聲音、震動有

關。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嘉義市頂庄社區擁有大面積農田與綠地，長期推動低碳環保與獨角仙生態復育有成。

學校社團與社區長期合作，共同進行獨角仙的復育與解說。我們在社區進行生態解說時，

發現社區在夏季常可以看到獨角仙，但鍬形蟲的數量卻十分稀少。因此我們希望藉由研究

台灣扁鍬形蟲母蟲的投產偏好及幼蟲的行為模式，找到台灣扁鍬形蟲復育方法。 

因此我們設計了台灣扁鍬形蟲母蟲投產實驗，比較台灣扁鍬形蟲母蟲使用不同投產介

質後的產卵數差異。另外，我們在文獻搜集時發現台灣扁鍬形蟲的飼育記錄，養殖者普遍

將台灣扁鍬形蟲幼蟲分開飼養（單一空間內只飼養一隻台灣扁鍬形蟲幼蟲）。網路社群也

表明台灣扁鍬形蟲幼蟲群養會造成其體型偏小。但使用太空包做為台灣扁鍬形蟲的產卵介

質時，母蟲會在太空包中產下複數顆的卵，在有限的空間裡會有多隻扁鍬蟲幼蟲。因此我

們希望透過將台灣扁鍬形蟲幼蟲群養，了解飼養密度對於幼蟲生長狀況與行為的影響。希

望透過這些研究，給予社區未來進行台灣扁鍬形蟲復育基地建置的參考。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了解台灣扁鍬形蟲母蟲，對於「太空包」與「產木」兩種不同介質是否有產卵的偏

好，比較「母蟲生產卵與幼蟲數量」之差異。 

二、探討台灣扁鍬形蟲幼蟲「飼養密度」對於幼蟲「生長狀況」與「行為」之關聯性。 

三、探討台灣扁鍬形蟲幼蟲的趨避行為。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實驗一：台灣扁鍬形蟲母蟲投產偏好 

(一)實驗目的：了解台灣扁鍬形蟲母蟲對於「太空包」與「產木」兩種不同介質是否有產卵

的偏好，比較「母蟲生產卵與幼蟲數量」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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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器材：太空包、產木、整理箱 

(三)實驗流程： 

我們作為研究樣本的台灣扁鍬形蟲群體是由 2023 年由幼蟲開始飼養，2024 年 5 月份

羽化成蟲的兩隻台灣扁鍬形蟲的公蟲與十隻台灣扁鍬形蟲母蟲所組成。透過分組配對，並

觀察到公蟲與母蟲完成交配動作（母蟲和公蟲尾部的生殖器會相交）數次，才視為配對完

成。並把母蟲放入箱子中投產，等待兩個月後統計實驗結果。 

 

(四)研究結果： 

在第一次投產實驗中，我們在產木組發現共計 23 隻幼蟲與卵，太空包組共計 10 隻。

在產木組的部分，有 21 隻幼蟲在產木中發現，2 隻幼蟲於墊材中發現。而在太空包組，有

6 隻幼蟲在太空包中發現，4 隻幼蟲於墊材中發現。 

而在第二次投產實驗中，在產木組共計 22 隻幼蟲與卵，太空包組共計 14 隻。在產木

組中，有 21 隻幼蟲於產木發現，1 隻幼蟲於墊材中發現。而在太空包組，有 9 隻幼蟲於太

空包中發現，5 隻於墊材中發現。 

由實驗數據顯示，我們發現母蟲可以用來產卵的介質並不只侷限於產木。統整兩次實

驗中產木組與太空包組的卵及幼蟲數量進行比較，顯示台灣扁鍬形蟲母蟲在產木中產卵的

數量大於在太空包中的產卵數量，但台灣扁鍬形蟲母蟲仍會在太空包進行產卵。而產木與

太空包中的幼蟲數量也比木屑中的多，從以上實驗結果可以發現，台灣扁鍬形蟲母蟲偏好

在完整的介質中產卵，因此，在社區不一定會有足夠數量的枯倒木提供台灣扁鍬形蟲母蟲

進行產卵的狀況下，我們可以提供完整廢棄的太空包（非打碎後的碎屑）替代枯倒木，來

復育台灣扁鍬形蟲。 

表 5-1-1 實驗一幼蟲數量表 

組別 於墊材中發現 於介質中發現 合計 

產木組 3 42 45 

太空包組 9 15 24 

 

   
圖 4-2-1 產木 圖 4-2-2 太空包 圖 4-2-3 產木中的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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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台灣扁鍬形蟲幼蟲生存壓力實驗 

(一) 實驗目的：探討台灣扁鍬形蟲幼蟲「飼養密度」對於幼蟲「生長狀況」之關聯性。 

(二)使用器材：573×413×345mm 整理箱 

(三)實驗流程： 

我們在記錄前測實驗的台灣扁鍬形蟲幼蟲（以下簡稱幼蟲）位置時，發現幼蟲之間會

保持一定距離，並沒有相遇的情況發生。為了找出原因，因此我們將實驗一（鍬形蟲母蟲

生產實驗）所產下的幼蟲分為 4 隻、6 隻、8 隻共 3 組，於相同大小的飼養箱進行第二輪實

驗。我們以幼蟲飼養密度為變因，觀察、記錄幼蟲位置及大小變化。在記錄過程中，我們

以相片拍攝搭配比例尺進行幼蟲的量測，並以座標軸記錄幼蟲位置。我們以貼標籤側的左

下角為原點進行量測，以便統一測量規範。在 2 個月後，我們開箱將幼蟲取出並進行數量

的統計。 

 

(四)研究結果： 

我們也發現生存壓力會讓幼蟲提早化蛹，在查詢《鍬形蟲 58 野外觀察超圖鑑》時，書

中提到台灣扁鍬形蟲的生長期大約是 1 年。在我們的飼養經驗裡，單獨飼養的台灣扁鍬形

蟲幼蟲會於出生後約 6 至 8 個月進入蛹期，在一箱 6 隻組及一箱 8 隻組群養的幼蟲中，有

些幼蟲在 2 個月便會進入蛹期或前蛹期，而在一箱 4 隻組的就沒有這種情況發生。在此實

驗中，幼蟲的生長期與書中提到的時間差異甚大，因此，我們推測可能是因為在生存壓力

較大的環境下，幼蟲會透過提早化蛹的方式來增加自己的生存優勢，才會有上述現象。由

此實驗，也證明了幼蟲的生存壓力會影響到幼蟲的生長時間以及體重。 

在觀察的過程中發現幼蟲多集中在箱子的底部，較少分布在箱子的上半部。另外，我

們也發現其中一箱的幼蟲只集中在箱子的右半部，但我們認為這是因為此箱子在最外側，

因此較容易受到光照的影響，所以幼蟲會往暗處鑽。也顯示出幼蟲會有負驅光行為。但就

算有光照的影響，幼蟲依然保持均勻分布，距離也保持在 15±4cm 間。 

 

表 5-2-1 幼蟲飼養密度實驗第一階段數據資料 

飼養密度 平均體重 平均距離 觀察現象描述 

4 隻/箱 9.0g 13.87cm 
由一齡幼蟲轉變成三齡

幼蟲。 

6 隻/箱 6.0g 18.09cm 

由一齡幼蟲轉變成三齡

幼蟲，其中二隻已經構

築蛹室，進入蛹期。 

8 隻/箱 3.5g 17.51cm 

由一齡幼蟲轉變成三齡

幼蟲，其中四隻已經構

築蛹室，一隻進入前蛹

期，三隻進入蛹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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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幼蟲飼養密度實驗第二階段數據資料 

飼養密度 平均體重 平均間隔距離 

3 隻/箱 6.20g 15.44cm 

4 隻/箱 6.00g 16.83cm 

6 隻/箱 5.56g 15.23cm 

 

實驗三：台灣扁鍬形蟲幼蟲導管實驗 

(一)實驗目的：探討台灣扁鍬形蟲幼蟲「飼養密度」對於幼蟲「生長狀況」之關聯性。 

(二)使用器材：吸管 

(三)實驗流程： 

為了更方便觀察及提高實驗精準度，我們設計了導管實驗：管子的種類依照幼蟲的大

小分別選擇口徑 1.2 公分長 16 公分的粗塑膠吸管，以及口徑 1.6 公分長 26 公分的 PVC

管。首先，將土壤填入管內，為了防止幼蟲跑出來，我們將吸管的底部壓實 1 公分，再把

土填入，並輕輕敲打，直到土不會再鬆動，經過測量，填入的土壤密度為 0.5g/cm3。最

後，在頂部留 2 公分放入幼蟲。 

將體重相近的幼蟲分為兩兩一組，共 6 組。將 2 隻幼蟲分別放置在 2 支管子內，確認幼

蟲已經鑽進木屑中，為了減少幼蟲為了覓食移動所產生的誤差，所以我們讓 2 隻幼蟲分別放

入管中，待 5 天後再將兩管合併，並將合併的吸管組放入塑膠箱，平放於桌上，用深色塑膠

袋蓋上，減少外在干擾因子影響實驗結果。5 天後，將幼蟲頭部對齊後，將並排的吸管使用

保鮮膜纏繞起來。 

 

(四)研究結果： 

本次將實驗組與對照組 2 隻幼蟲的平均距離做比較。實驗組平均距離 10.8cm，標準差

4.4cm，對照組平均 3.1cm，標準差 2.5cm，圖表如圖 5-2-4。實驗組平均 10.8cm 明顯高於對

照組 3.1cm，且兩組數據之標準差錯開，顯示在各組誤差的前提下，幼蟲合併之實驗組較

不合併之對照組平均距離大，顯示幼蟲緊鄰會造成幼蟲間距離拉長。 

 

圖 5-2-4 吸管實驗幼蟲移動間距長條圖 

 

實驗三：台灣扁鍬形蟲幼蟲震動實驗（二維平面實驗） 

(一)實驗目的：探討台灣扁鍬形蟲幼蟲的趨避行為 

(二)使用器材：透明壓克力箱、震動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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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流程： 

為探討聲音震動與幼蟲趨避行為之關聯性，我們設計了壓克力箱延伸實驗--聲音震動

實驗。本實驗分別針對同一箱內放置一隻及二隻幼蟲進行研究，實驗次數共兩次（實驗日

期：2025.01.21、2025.01.22），兩組實驗分別從當天下午 4 點至隔天上午 8 點。填土與開箱

過程同上述壓克力箱二維平面實驗。此實驗於壓克力箱背面上貼上震動感測器，以程式錄

音，比較壓克力箱內，時間與震動次數的差異，藉以觀察幼蟲數量不同時，聲音震動與幼

蟲趨避行為之關聯性。 

 

(四) 研究結果： 

我們將測量之聲波轉換為圖表方式呈現，將聲波分為以下 2 個部分：環境噪音及幼蟲

聲波。我們將環境噪音以紅色標記：以圖 5-3-10 為例，我們將各組在相似時間發出的相似

聲音歸為環境噪音，以紅色表示。而較短的幼蟲造成的聲音則以綠色部分標示。兩隻幼蟲

組的聲波次數平均為 14.8 次，標準差為 2.5；而單隻幼蟲組的平均為 10.0 次，標準差為 

3.6。如表 5-3-1 及圖 5-3-11，顯示單隻組之震動次數較兩隻組少。 

再者，我們發現幼蟲在 17 小時的測量中，前 4-5 小時的移動角度較大，如黃色部分

（以圖 5-3-10 為例）。可以發現和第 5-16 小時相比，前 4-5 小時的移動軌跡較為明顯，在

5 個小時過後便幾乎不再發出聲音。經由以上兩項實驗結果，驗證了台扁幼蟲會透過震動

感測彼此的存在，並在前 4-5 個小時內進行大幅度移動。 

 

表 5-3-1 幼蟲震動實驗震動次數表 

實驗組別 幼蟲震動平均次數 

單隻組 10.0 次 

2 隻組 14.8 次 

 

 

圖 5-3-11 幼蟲震動實驗震動次數長條圖 

 

 

 



6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根據投產實驗的數據顯示，台灣扁鍬形蟲的母蟲不僅會在產木中產卵，在太空包中一樣

有產卵的跡象，雖然幼蟲數量比起產木略少一些，但依然證明台灣扁鍬形蟲的產卵介質

並不只侷限於產木。 

二、台灣扁鍬形蟲的幼蟲在壓克力箱裡覓食時，會與同類保持距離，以實驗二來看，幼蟲主

要分布於箱子的底部，只有少數的幼蟲停留在箱子上半部，且幼蟲在箱子裡皆呈現均勻

的六角或四角分布，幼蟲在箱子中皆保持固定距離（15±4cm）。 

三、台灣扁鍬形蟲在群養的狀況下，會造成幼蟲提早化蛹的情形，群養的密度越高，提早化

蛹的情況越明顯。群養 8 隻組的幼蟲在 2 個月便會進入蛹期或前蛹期，而在 4 隻組的幼

蟲就沒有這種情況發生。 

四、我們發現土壤中的台灣扁鍬幼蟲之間會保持至少 8 到 10 公分的距離，而且幼蟲會有將

經過通道土壤填實的行為；聲波實驗中，2 隻幼蟲發出的振動頻率會高於 1 隻幼蟲的組

別，因此推測幼蟲在土中可以藉由震動感知同類並有趨避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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