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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普高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光黏之旅：色光對黏菌移動的影響與生命意義 

一、摘要 

    我們將黏菌置於連續光譜中，觀察黏菌的移動。經過卡方檢定，我們發現黏菌移動並

無規律性，即黏菌對色光無特別偏好。另外，在色光實驗中，我們還發現菌株移動至藍光

區後會有生長不佳的狀況，因此推測藍光對黏菌的生長有負面影響，但因為藍光可能對黏

菌的生殖有幫助，所以就算能感測到藍光環境，黏菌依舊不會避開。此外，我們觀察到初

期置於藍光的菌株對於藍光耐受度較差，推測可能是記憶行為所致。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以前曾經在書上看到關於黏菌在不宜生存的環境中會變成子實體，並且會自行尋找適

宜環境，激發了我們對於黏菌感知環境方式的好奇。因此，我們決定研究黏菌對於「光」

這個環境中幾乎無處不在的因子的感知來了解黏菌對不同色光的反應及喜好，並推測黏菌

適合生長的波長，進一步了解黏菌感測的機制並試圖引導黏菌行為。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研究目的 

1.了解黏菌對不同色光的喜好程度 

2.分析黏菌在不同色光下的生長情形 

3.用常見因子(如：電刺激等)試圖引導黏菌以推測其感測機制 

(二)假設 

 

黏菌可感知周圍的光，並朝適宜生長的方向移動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培養基成分 

本次研究使用了兩種培養基，成分比例如下： 

  1.一般培養基 

   蒸餾水 30.0mL、洋菜粉 0.600g、葡萄糖 0.200g、吉利丁粉 0.015g 

 2.通電實驗用培養基 

0.1M 食鹽水溶液 30.0mL、洋菜粉 0.600g、葡萄糖 0.200g、吉利丁粉 

0.015g 

 

(二)實驗器材  

表一、實驗器材與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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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光照實驗 

 

    由於要理解黏菌對光的喜好程度與反應，我們希望能製造出一

有各種色光有序分布的環境。色散現象產生的連續光譜符合我們的

需求，因此決定用白光手電筒從上方照射三稜鏡，此時三稜鏡下方

會出現一類似彩虹的連續光譜。而後便能將洋菜膠倒入一尺寸適當

的壓克力盒中，使三稜鏡分出的光恰可覆蓋整個壓克力盒，再將黏

菌放在壓克力盒中，便能觀察出黏菌對色光的反應。                                                                             

                                                                                           

    一開始的實驗先把黏菌放在綠光區，在分光的環境下讓黏菌自

由移動，得到的數據平均後如表二： 

 

表二、最初置於綠光區的黏菌後續分布情形表 

觀察天數 紅黃光 綠光 藍光 總格數 

1 0.50 3.75 0.00 4.25 

2 1.00 2.00 0.75 3.75 

3 1.00 3.25 0.75 5.00 

4 0.25 1.50 1.75 3.50 

5 1.25 0.75 1.25 3.25 

圖一、 

三稜鏡分光實驗 

架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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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最初置於綠光區的黏菌後續分布情形折線圖 

 

    由上圖二與表二可得到，原本被置於綠光的黏菌，會開始向藍光與紅光兩端移動，最

後紅藍兩色光區的黏菌分布差距亦不明顯。 

 

    我們從文獻中得知，黏菌對藍光與紅光的感知較對綠光靈敏，故我們好奇如果一開始

把黏菌放在藍光區而非綠光區的話，結果會有什麼不同。因此我們把菌株放在藍光區後重

複了實驗，得到如表三結果： 

 

表三、最初置於藍光區的黏菌後續分布情形 

觀察天數 紅黃光 綠光 藍光 總格數 

1 0.00 0.00 1.00 1.00 

2 1.25 0.25 0.75 2.25 

3 0.50 0.75 1.00 2.25 

4 0.00 1.00 0.75 1.75 

5 0.50 0.75 0.00 1.25 

 

 

圖三、最初置於藍光區的黏菌後續分布情形折線圖 

 

    由以上表三與圖三可得知整體綠光區的生長狀況最佳，藍光一開始生長格數並沒有出

現明顯下降，但卻完全無變多，甚至到了後期開始下降，最後一天完全沒有任何在藍光區

的黏菌有存活跡象。雖然由目前折線圖依然無法預測黏菌的移動走向，不過我們發現，不

論一開始把黏菌置於綠光區或藍光區，紅光區的菌量在最後都會有所成長，因此我們嘗試

在開始實驗時，將黏菌放在紅光區，得到以下表四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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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最初置於紅光區的黏菌後續分布情形 

觀察天數 紅黃光 綠光 藍光 總格數 

1 2.00 0.00 0 2.00 

2 0.00 1.75 1.50 3.25 

3 0.75 0.25 1.75 2.75 

4 1.00 1.00 1.25 3.25 

5 0.25 1.25 1.50 3.00 

 

 

圖四、最初置於紅光區的黏菌後續分布情形折線圖 

 

    從這次的結果推測，黏菌離開原先的紅光區後，雖然有一部分菌株回到紅光區，但是

生長狀況並不好，最後紅光區的菌量亦未超過另兩區。 

 

    為解釋此現象，我們查找文獻，發現黏菌會產生一定程度的記憶行為，因此我們懷疑

可能是復甦前與復甦時長時間受到同一色光的照射，故產生行為不同，希望未來能進一步

驗證此假說正確性。 

 

    從以上實驗我們得知黏菌的生長方向似乎是隨機決定的，因此我們對黏菌向各色光的

移動方向進行了卡方配適度檢定。根據統計結果，黏菌往長波區移動的比例為 41.7%；往

短波區移動比例為 58.3%，檢定結果為 0.33。經過查表得知，在顯著水準 α 訂為 5%，自

由度 1 的卡方分配表臨界值是 3.84，卡方值 0.33 未達顯著，所以接受虛無假設：「黏菌

會隨機往各光區移動」。 

    在做色光實驗的同時，我們從數據中觀察到另一個現象，就是移動至藍光區的黏菌，

在 1~2 天後有不小的比例會有活性不佳甚至死亡的狀況，具體表象為：形狀由絲狀轉為糊

狀斑點，且顏色明度、彩度皆下降。 

 

圖六 照射藍光的黏菌型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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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為正常黏菌，右邊圈起處為藍光區活性不佳的菌株) 

    觀察原始數據可得知 12 組中有多達 10 組在最後一天的藍光區格數不到 1 格，有 9 組

在倒數第二天的藍光區格數不到 1 格，故推測藍光對於黏菌有生理上的負面影響。 

 

    根據表二至四可發現，最初置於藍光區的組別在最終藍光區黏菌活性不佳的狀況最為

顯著。查閱文獻後，我們發現黏菌會對周圍的環境變化產生記憶，因此我們推測是黏菌對

於最初且較長時間暴露的光產生了類似的記憶行為，造成此差異。 

 

(六)通電實驗 

 

    在多細胞生物的訊息傳輸中，最常提到的就是生物電流，因此我們懷疑黏菌的感知與

記憶現象或許和電流有所關聯。在查閱文獻之後，我們發現黏菌能用「電位震盪」交換訊

息的記載。於是在接下來的實驗中，我們嘗試對培養基進行通電，觀測黏菌對環境中的電

流是否有所反應。 

 

    我們將黏菌置於通電培養基上，並在其左右兩端各接上正負電極通以 3V 直流電以製

造出一以黏菌為中心的固定電場，希望能藉此研究電流對於黏菌移動方向的影響。然因目

前樣本數尚不足夠，且通電培養基難以維持濕潤及黏菌照顧，故仍未有顯著結果。 

 

(七)討論 

 

1.藍光為甚麼對黏菌有負面影響？懼怕藍光對黏菌的生命意義為何？ 

 

    對於藍光對黏菌產生負面影響的原因我們一原因我們一開始猜測是因為藍光的能

量在可見光區中偏高，可能對黏菌的生理造成破壞(如同紫外線之於人類)，但後來我

們在文獻中得知黏菌具有藍光受器，因此藍光若對黏菌有百害而無一利，黏菌應能感

測並避開藍光，然而黏菌仍然會往藍光區移動，因此藍光應對於黏菌仍可能具有正向

作用。 

    後來我們在論文中讀到藍光誘導黏菌的胞子形成，且如同<黏菌的研究>中所提

及，成熟黏菌需吸收光能以散發孢子繁殖，而藍光是可見光中能量較高者，故藍光可

能對黏菌繁殖有正面幫助。 

 

2.記憶行為對黏菌移動可能有何影響？ 

 

    在研究時我們認為記憶行為可能影響黏菌對於長期暴露的色光區域的趨向性，也

是造成一開始放在藍光區的黏菌在藍光區生長狀況最為不佳的原因之一。由於黏菌對

光電訊號有一定的記憶行為，因此我們希望將照射過藍光，且活性不佳的菌株進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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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復甦，觀察其是否會避開藍光區以避免生長狀況受到抑制，確認記憶行為假說的正

確性與影響。 

 

    如果在之後通電實驗中得出黏菌產生趨向性，那麼便可以確定黏菌的光電記憶行

為具有指向性，使其得以做出有利判斷。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結論 

1.藉由對光照實驗所得的數據進行卡方檢定後，我們得出「黏菌的移動並無對特定色光區

的喜好」。 

2.藍光對於黏菌生長有負面影響，會導致其微縮為點狀而非常見的絲狀構造 

 

(二)生活應用 

    黏菌是種適合在臺灣這種熱帶地區生存的分解者。若其有對色光有指向性，即可利用光

來引導黏菌移動，並誘導其增強活性與分解能力，可用於分解、除去環境中的有害因子，甚

至吞噬有害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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