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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黏黏不忘－黏菌的選擇

一、摘要

本研究是評估黏菌對於環境以及其選擇性的應用。計算黏菌對不同環境( 洋菜膠及相

同比例的不同醣類 )的重量變化，並討論本研究所研究之環境變因是否會影響黏菌的選擇，

推測其選擇依據。本研究探討黏菌的決策準確度，評估黏菌的選擇是否會因其環境不同而

選擇不同( 選擇距離較近或是選擇營養較高 )。

最終我們證實( 一 )黏菌會因為身處環境變化，而選擇內含結構形式相似的醣類，得出黏

菌會適應環境而選擇結構類似( 單醣選擇單醣 )的食物。

( 二 )不同的黏菌會避開同種因經過而產生的黏液，得出黏菌可能可以藉由

黏液傳遞訊息。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之前我們在國中生物課學到一個很神奇的生物：黏菌，老師告訴我們黏菌其實是原生

動物，而非真菌，但牠在繁殖期時又像真菌一樣，我們非常好奇，於是上網查詢黏菌的知

識。在網路上，我們發現黏菌沒有大腦卻有選擇性和記憶性，黏菌竟可以判斷如何走最近的

路線，在文獻中指出影響盤頭絨泡黏菌最佳化途徑的因素及其應用，黏菌會選擇最短路徑 (

陳等，2023 )，於是我們推測黏菌的選擇性是和他的生存有關係，然而沒有腦袋的他們是如

何做出思考的行為呢?於是它們推測是因為古代的黏菌因生存需求學習較容易存活的生存

行為，再演化成如今的黏菌，那麼黏菌應該會隨著環境變化而做出不同的選擇於是我們在

文獻中發現黏菌會因為不同生長環境，而產生不同變化(吳等， 2022 )，所以我們假設不同

環境對黏菌的生長有影響。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本實驗研究的黏菌種類是多頭絨泡菌，學名 Physarum polycephalum，此黏菌顏色鮮

黃、常見、易飼養且許多實驗( 中垣俊之，2010 )也使用此黏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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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多頭絨泡菌( Physarum polycephalum )

實驗(一 )

在文獻中，發現黏菌會因為不同生長環境，而產生不同變化(吳等，2022 )且黏菌爬過

後的培養皿有含糖反應( 薛，1992 )，我們假設不同環境( 0.2克不同碳水化合物組成的醣類

+0.2克的洋菜粉+20克的水 )對黏菌的生長有影響。

實驗(二 )

文獻中，不同環境的同種黏菌在尋找食物的方式不同( Audrey Dussutour ，2021 )，所以

我們假設不同環境黏菌的選擇有所不同，證明環境不同會影響其選擇是否正確。

實驗(三 )

黏菌走過會留下一種黏液，使黏菌找食物更有效率( Audrey Dussutour ，2012 )，所以我

們假設不同黏菌在不互相接觸的情況下是否會避開不同個體所產生的黏液，證明黏菌黏液

是否具有傳遞訊息之功用。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研究設備與器材

培養皿、燒杯、量筒、黏土、洋菜粉、麥片、各種醣類：半乳糖、葡萄糖( 單醣 )、麥芽糖、蔗

糖、二號砂糖、澱粉、台糖精緻砂糖( 雙醣 )、麥芽糊精( 多醣 )。

二、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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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研究架構圖

三、研究方法：

(一 )利用不同醣類觀察黏菌的生長狀況( Bio=1、n=2 )

1.製作培養基：( 1 ).取50ml蒸餾水+1g洋菜粉+1g不同醣類( 依比例改變 )。

( 2 ).將蒸餾水及洋菜粉微波至無洋菜粉顆粒放入玻璃瓶後，將其放進微波

爐，且功率調至超強微波。

( 3 ).等待其冷卻。

( 4 ).倒入培養皿後，放置一旁，待其變為固體後，將其倒放。

2.醣類：此醣類代表培養基( 洋菜膠 )額外添加的醣類。

實驗組( 葡萄糖、半乳糖、台糖精緻細砂、二號砂糖、蔗糖、麥芽糖、麥芽糊精 )

對照組( 無 )

3.將黏菌放入培養皿

4.每周觀察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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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不同醣類觀察黏菌的生長狀況( 1 )表示第一次重複實驗、( 2 )表示第二次重複實驗

(二 )觀察不同環境之黏菌的選擇 ( Bio=1，n=3 )

1.將黏菌放入不同醣類環境( 不同醣類培養皿 )兩周

2.重新製作不同的醣類環境，使用圓形模具壓出相同大小、重量

3.擺放在新培養皿周圍

4.將黏菌放在正中央

5.三天後觀察

圖四、不同環境之黏菌的選擇示意圖( 紫色圓表示不同生長環境，如黏菌生長於葡萄糖；藍

色圓表示其餘環境，如無、半乳糖、蔗糖、台糖精緻細砂、二號砂糖、麥芽糖、麥芽糊精 )

表一、不同環境之黏菌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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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環境 無 葡萄糖 半乳糖 蔗糖 台糖精緻
細砂

二號砂糖 麥芽糖 麥芽糊精

第一試驗 選擇半乳
糖

選擇葡萄
糖、蔗糖

選擇葡萄
糖、無

不選擇 不選擇 選擇無 選擇麥芽
糖

選擇無

第二試驗 選擇無 選擇葡萄
糖、蔗糖

選擇半乳
糖、無

選擇無 不選擇 選擇無 選擇無 選擇無

第三試驗 選擇無 選擇葡萄
糖、無

選擇葡萄
糖、無

不選擇 選擇二號
砂糖

不選擇 選擇無 不選擇

(三 )觀察不同黏菌是否會避開同種黏菌之黏液( Bio=1，n=3 )

1.設計迷宮( 終點放置麥片 )

2.將黏菌A放入迷宮，選擇路徑A

3.黏菌A移出

4.再將黏菌B( 和黏菌A為同種黏菌，但由不同途徑取得黏菌A、B )放入迷宮，選擇路徑B

圖四、黏菌A放入迷宮，選擇路徑A( 黑箭頭 )，黏菌B放入迷宮，選擇路徑B( 棕箭頭 )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討論

我們在製作迷宮途中使用洋菜膠製作，發現黏菌會從上面爬過去，所以我們嘗試使用

石膏和黏土來去當迷宮的材料，發現黏菌會繞過去，可以當防止黏菌翻牆的材料之一。

二、結論

(一 )、 不同醣類環境對黏菌的選擇有影響

本研究可得知不同醣類環境對黏菌的選擇有影響，黏菌大致選擇同樣類型的醣類( 身

處單醣環境兩周的黏菌選擇單醣食物 )或選擇沒有額外添加其他醣類的洋菜膠，我們推測

黏菌也許會適應環境，所以我們未來將延長黏菌生長不同醣類環境的時間，驗證黏菌擁有

適應環境的能力。

(二 )、黏菌會避開不同黏菌的黏液

我們使用不同黏菌的黏液發現與文獻中相同黏菌的黏液，黏菌都會繞開黏液，都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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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結果，我們推測得出黏菌可能可以藉由黏液傳遞訊息，或是黏菌的黏液可能阻擋的感應，

形成一道無形的障礙，讓黏菌無法感知黏液底下的道路，未來我們打算研究黏菌的黏液是

否能傳遞訊息或阻擋黏菌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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