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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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裡的小天使—探討獨居蜂對築巢孔洞氣味的選擇 

一、摘要 

農村人口老化，只剩下村子裡的老人家還在耕種。他們從年輕時就開始種稻種菜種水

果，維持一家生活開銷。孩子長大了，都往都市發展，而他們還是一樣日復一日，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農村日常生活，老人家還是用傳統的農耕方式，施肥與噴藥，讓身體愈來

愈差，他們記憶中的魚兒和昆蟲，慢慢地不見了。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農村日常生活的問題呢？於是我們開始注意到農村裡的小天

使：獨居蜂。有些長的像虎頭蜂，有些長的像蜜蜂，甚至像蒼蠅；有的在地上築巢，有的

利用天然孔洞築巢。獨居蜂不恐怖卻很厲害，是農田的好幫手，牠會授粉，也會抓害蟲，

但卻敵不過農夫的農藥。如果獨居蜂的生態回來了，是不是可以讓這一切變得更好呢？沒

有農藥的日子，老人家身體健康，年輕人願意返鄉務農。 

為了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動手打造了適合借坑性蜂類的獨居蜂旅館。我們採用每天上學

日的觀察，以及網路攝影機的遠端監視，記錄獨居蜂築巢的情況，希望能找到獨居蜂在選

擇築巢時，會不會受到材料氣味的影響。 

關鍵字：獨居蜂，借坑性蜂，獨居蜂旅館，生物棲地。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獨居蜂是什麼？會叮人嗎？會產蜂蜜嗎？雖然我們住在泰源盆地的農村裡，但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一開始也都不知道，直到我們發現家裡有會飛的蟲飛來飛去，而且會把傢俱的孔

洞封起來；或是發現長得有點像蜜蜂，又有點像蒼蠅的飛蟲，在門外的牆壁上築巢，引起

我們的好奇。 

 
築巢在傢俱孔洞 

 
築巢在牆壁上 

於是，基於好奇的我們，開始在網路上尋找答案。國立臺灣博物館[1]提到蜜蜂對人類

生活上的貢獻，全世界超過 75%的農作物仰賴蜜蜂的授粉，於是推廣「田園城市與獨居蜂

的居住正義」活動，教導民眾在都市裡養蜂。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2]於其頂樓營造友善環

境：共融式生態景觀，設計有實驗花園、生態花園與蜂花園，打造蜜蜂與獨居蜂的生態棲

地與居住空間。並且於 112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日在館內推廣蜜蜂養殖[3]、介紹寄生蜂與獨

居蜂，以及其他不同蜂類在自然界及農業上的角色及應用。同時也導教大家如何製作「蜂

旅舍」（Bee hotel），為這些特別的蜂類提供適合居住及繁殖的家，提倡生物與棲地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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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但是，獨居蜂與蜜蜂是一樣的嗎？獨居蜂對環境生態有什麼幫助？對於居住在

泰源盆地以農為主的農村聚落有什麼貢獻？以及牠是怎麼築巢的？ 

 
共融式生態景觀，資料來源：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2]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112 年「科學甲子園」系列活動，以「都市生態廊道與綠洲」探究

與實作的高中生研習暨競賽中[4]，K 組的研究題目為：「推廣獨居蜂旅館:都市中獨居蜂居

住環境選擇」，與我們的探究主題有點相似，但因為成果比賽的日期是 113 年 4 到 5 月，

我們目無法得知其研究內容。國內以獨居蜂為研究主題的學術論文仍屬少數，從 Google 學

術網頁以獨居蜂做為搜尋關鍵字，找到近十年有關獨居蜂的論文或報導，總共有五篇

[5][6][7][8][9]。原來，獨居蜂通常指的是非社會性（群居性）蜂類，如寄生蜂、細腰蜂、青

蜂、花蜂與切葉蜂等，不同種類的獨居蜂其習性與築巢的方式也不太一樣，但是共通點是

對農業生態環境相當重要[7]。而且，根據農傳媒的文章[10]中指出：＂全世界絕大多數的蜂

都屬於獨自營生的獨居蜂，以蜜蜂家族為例，在擁有超過兩萬多種的蜂族中，有 80%以上

的物種是獨居蜂＂，真是太不可思議了，原來獨居蜂的貢獻比蜜蜂還要來的大。[7][10]這二

篇論文讓我們知道，原來獨居蜂的存在，對我們泰源的農村聚落是有幫助的，獨居蜂的多

樣性代表我們農村的農業生態環境是健康的，因為可以用我們的研究成果，告訴村裡的老

人家，減少使用農藥，對健康也有很大的幫助。 

那麼，我們該如何把獨居蜂找回來呢？棲地營造維持生物多樣性是關鍵[6]，透過棲地

的營造，在農田的周圍種植灌木或防風林，形成生態綠籬，可供獨居蜂與其他有益昆蟲棲

地，豐富農田的生物多樣性。可是，要老人家在農田周圍種樹是不太可能的，因為作物需

要日照，樹會擋到陽光。有沒有其他方式呢？在謝昀臻的專題論述[8]中，獨居蜂的雌蜂會

在土石、竹木中掘洞為巢，每次採集結束回到巢穴後，會將花粉粒卸下，聚集成一大塊存

放在巢穴裡，當作幼蟲的食物來源。但也有不會採花粉的雌蜂會把蟲捉進巢穴裡，最後再

築一道牆將巢穴封閉。除了讓獨居蜂自己築巢，我們也可以協助牠們築巢。徐謙的研究[9]

中指出，黃喙蜾蠃是獨居蜂的一種，以多種農業害蟲作為幼蟲存糧，可以透過佈置竹管營

造棲地，除了可以引誘獨居蜂築巢，也可以達到生物防治的功效。該論文給了我們很好的

提示，不用種植灌木或防風林，我們為獨居蜂打造旅館，讓獨居蜂幫忙抓害蟲，將來有機

會說服老人家減少使用農業，照顧身體也照顧生態，一舉兩得。那麼，該怎麼做獨居蜂旅

館呢？我們參考陳政佑等人[5]的研究，在我們的學校的校園裡，為獨居蜂打造一座獨一無

二的旅館，並記錄獨居蜂築巢的次數與狀況，做為我們的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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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由於不同種類的獨居蜂有不同築巢的習性，其中會利用竹管等天然孔洞，再以泥沙或葉

片等材質築巢的獨居蜂，特稱為借坑性蜂[11]，包含木蜂、花蜂及部份捕食性蜂類等，前兩

者在協助開花植物授粉相當重要，後者則對鱗翅目害蟲具有生物防治效果。因此，我們以

會在孔洞築巢的借坑性蜂這類獨居蜂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為：探究獨居蜂對不同築

巢材料氣味的選擇習性，孔洞的氣味會影響嗎？還是與孔洞的氣味無關？ 

為實驗單純化，不探討各種各類獨居蜂的各別築巢偏好，僅以借坑性特性的獨居蜂為

主，以免造成實驗過於複雜。根據我們觀察家裡或學校的獨居蜂築巢情況，有些築巢孔洞

已封洞育嬰，有些孔洞則有破孔孵化，其他的孔洞則並未築巢。我們另有觀察到，有些獨

居蜂會築巢在沒什麼木頭氣味孔洞裡，甚至會在映像管電視機的螺絲孔洞裡築巢。為什麼？

因此我們假設孔洞的材料，其氣味不會影響獨居蜂的築巢選擇；但是，如果假設不成立，

孔洞材料的氣味會影響獨居蜂築巢的選擇嗎？ 

 

築巢在電視機塑膠外殼的孔洞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研究對象為借坑性蜂這類的獨居蜂，根據我們的假設，孔洞的材料氣味不會影響獨居蜂

築巢的選擇。因此，我們挑了幾種村裡方便取得的材料，做為獨居蜂築巢的孔洞：乾燥竹

管、樟木、南方松（棧板）與塑膠管四種。其中，木頭氣味最重的是樟木（有樟腦丸的味

道），其次是南方松（有淡淡的木頭香），竹管與塑膠管則沒什麼味道。我們參考網路上

的獨居蜂旅館照片，也買了一座好市多的護蜂房，讓我們有實體可以觀察與思考。因為我

們是探討氣味會不會影響獨居蜂築巢選擇，所以好市多的護蜂房孔洞材料只有二種。為了

我們的實驗假設，我們決定打造了一座小型的獨居蜂旅館。我們以好市多的護蜂房做為參

考，利用免費 3D 繪圖軟體畫出獨居蜂旅館的尺寸與規格，最後依圖做出獨居蜂旅館，並參

考清華大學獨居蜂公寓設置[5]建議，架設在校園裡少人經過的地方，並離地面約 1 公尺高。 

 

好市多護蜂房 

 

獨居蜂旅館 3D 圖 

 

獨居蜂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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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步驟採每天上學日觀察並記錄築巢狀況，並以網路監視器做為輔助工具，方便我們

隨時觀看獨居蜂旅館的狀況。實驗日期從獨居蜂旅館架設完成日，也就是今年的 3 月 7 日

開始，記錄獨居蜂築巢的數量與孔洞材料。以下是我們的簡要紀錄： 

1. 實驗的第三週(3/21~3/27)：發現有一支竹管疑似築巢，用泥土將孔洞封住。 

2. 實驗的第四週(3/28~4/3)：發現第二支竹管築巢，與第一支竹管相同，用泥土封洞，

確認為獨居蜂在竹管築巢。 

3. 實驗的第五週(4/4~4/9)：發現第三與第四支竹管築巢，以及 4 個樟木孔洞築巢（重

要發現），都是用泥土封洞。 

 

實驗第三週與第四週竹管築巢 

 

實驗第五週竹管築巢 

 

實驗第五週樟木孔洞築巢 

我們的實驗數據與清華大學的論文[5]對照，3 月份至 11 月份都有築巢紀錄，而 5-10 月

是築巢的活躍季節，因此我們的實驗在 3 月份開始是合理的，理論上我們會在接下來的 5

月份會有明顯的築巢數據增加。然而，我們光是 4 月初就有了 6 筆築巢紀錄，顯示我們在

山區裡的獨居蜂生態與生物棲地，應該比都市來得好。 

 

清華大學獨居蜂每月新增巢數[5] 

至目前為此，我們的實驗維持一個多月，實驗進行到第四週，原本只有二隻竹管築巢，

在無法確認築巢與孔洞氣味有關之前，我們到中央氣象署的氣候資料服務系統，下載七塊

厝無人氣象站四個月的天氣資料，包含我們去年（112 年）11 月份第一次觀察到的泥胡蜂

築巢與今年（113 年）3 月份的溫度資料，以及同期 111 年 11 月份與 112 年 3 月份的溫度

資料進行比對。去年（112 年）與今年（113 年）3 月份的溫度變化趨勢相似，但去年（112

年）與前年（111 年）的 11 月份明顯不同。前年（111 年）11 月份的溫度變化趨勢持平，

月平均溫度為 21.7 度；而去年（112 年）11 月份的溫度變化趨勢逐日下降，月平均溫度為

20.2 度。去年（112 年）11 月的月平均溫度比前年（111 年）11 月的月平均溫度低了 1.5 度，



5 
 

顯示我們泰源盆地 11 月份平均溫度 20 度時，仍有獨居蜂築巢的跡象。 

 
氣候資料服務系統月溫度資料，資料來源：中央氣象署 

在實驗的第四週時，我們發現大量的黑蟻爬到獨居蜂旅館，有聚集的現象。至於為何出

現大量黑蟻，我們猜測是 3 月底泰源盆地下了好幾天的大雨，黑蟻因地穴潮濕而往高處爬。

而黑蟻的出現會不會干擾我們的實驗，仍是未知數，我們目前使用環境友善的誘餌來使黑

蟻減量。 

在實驗的第五週，我們的誘餌有了些許效果，但黑蟻仍有。然而，獨居蜂築巢的紀錄有

了變化與重要發現。第五週的觀察，總計 4 支竹管與 4 個樟木孔洞有築巢的現象，其他材

料（南方松與塑膠管）尚未有築巢的紀錄。光是在 4 月初，我們就記錄了 6 個孔洞築巢。

經過 3 月底的連續下雨之後，天氣放晴，溫度明顯上升，4 月初（4/1-4/8）平均溫度為 23.1

度，顯示這樣的溫度在泰源盆地，獨居蜂開始活躍。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根據我們的實驗與假設，利用四種築巢材料，研究獨居蜂對築巢材料的選擇，會不會因

為氣味而影響。實驗結果顯示，樟木的氣味比其他三種材料還重（樟木曾經是製造樟腦丸

來驅蟲的原料），獨居蜂仍然選擇在樟木孔洞築巢，而且佔總築巢數的一半。因此，在本實

驗的四種材料驗證之下，我們的假設：獨居蜂對築巢材料的選擇不受氣味影響，以目前的

數據資料，假設推論是成立的。獨居蜂的實驗與觀察將會持續一整年，以建立更完整的數

據資料。接下來的觀察，如果獨居蜂在南方松與塑膠管均有築巢的紀錄，對我們的實驗驗

證會有更大的幫助。 

因為傳統的農耕方式是大面積單一作物耕種，作物的養份來自肥料，病蟲害則用農藥來

防治。過度的施肥會破壞土壤，使土壤鹽化；而農藥不僅成為殺死生物的主兇，更是危害

農夫的身體健康。土地開發也是破壞生物棲地的原因，人類的行為造成生物的生存危機。

我們希望利用簡單的工具與材料，製作獨居蜂的家，讓牠們可以永續的孕育下一代，讓農

村裡的小天使，不要離開我們。這樣簡單的獨居蜂的家容易做，非常適合兒童與老人一起

動手做，更是一種裝置藝術。農田的周圍可以放，都市的公園裡也可以放。獨居蜂需要我

們，我們也需要獨居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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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居蜂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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