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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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種魚類對臺灣原生魚類的生物學影響：以吳郭魚與臺灣石鮒為例 

一、摘要 

本研究透過吳郭魚和臺灣石鮒的生長與行為實驗，得知吳郭魚對於臺灣石鮒的優勢原因。生

長實驗結果得知，吳郭魚和臺灣石鮒短期內並不會有明顯的生長變化；在行為實驗發現吳郭魚發

動的攻擊行為遠大於臺灣石鮒，且在攻擊的選擇上，明顯較傾向攻擊臺灣石鮒而非其他吳郭魚；

本研究也藉由實驗結果推論吳郭魚的攻擊行為是本能而非饑餓所導致，且無論兩魚是否為饑餓狀

態吳郭魚的攻擊模式皆相同。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吳郭魚原產於非洲，於民國三十五年由吳振輝先生與郭啟彰先生引入臺灣，民國四十年台灣

省農林廳開始推廣吳郭魚稻田養殖。吳郭魚為雜食性，不論水中的小魚、小蝦、貝等皆會食用。 

吳氏與郭氏所引進的品種為莫三鼻克吳郭魚(Tilapia mossambica )，生性不耐寒。民國五十五

年，尼羅吳郭魚(T. nilotica)引入臺灣，後又於民國六十三年引入歐利亞吳郭魚(T. aurea)，並進行

多次雜交實驗。因引進吳郭魚多年，種的純度令人懷疑，外部形態也很難分辨。(胡興華,1997) 

引入巴西的尼羅吳郭魚被發現其攻擊行為跨越體型限制，對當地魚種珠母麗魚攻擊(Sanches 

et al.,2012)；引入美洲的尼羅吳郭魚則有被發現侵佔當地翻車魚的棲息地，不過其共同天敵大口

黑鱸會偏好捕食吳郭魚，使翻車魚存活率較高(Martin et al.,2010)。 

臺灣石鮒(Tanakia himanntegus)為鯉科，分佈全全島河川中下游流域，喜愛於緩和溪流、池

塘、水池、水庫、湖泊中棲息。(林春吉,2007)雜食性，以藻類和水生昆蟲為食。而吳郭魚則分布

於全島各地低海拔的河川及池沼中，表示兩者的棲地重疊，因此選定吳郭魚和臺灣石鮒作為本研

究使用的物種。(陳義雄、方力行,1999) 

對於同樣是臺灣的外來種魚類，有研究指出琵琶鼠魚被發現其對於臺灣鯉魚的生長產生負面

影響(吳雅琪,2006)。然而國內對於吳郭魚的研究較注重在其經濟效益及化學研究，對其他本土魚

種的影響之相關研究甚少，因此本實驗著重於探究吳郭魚對臺灣石鮒的生物學影響。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目的：探討吳郭魚對臺灣石鮒的生長優勢與互動關係 

假設： 

一、吳郭魚和臺灣石鮒在相同環境生存時，因吳郭魚具有生存優勢，故吳郭魚生長較快。 

二、吳郭魚會比臺灣石鮒發動較多攻擊行為。 

三、吳郭魚在攻擊上較偏好攻擊臺灣石鮒。 

四、吳郭魚在饑餓狀態下發動的攻擊行為較多，且追擊次數會減少。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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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1. 試驗樣本來源 

本研究選定苗栗縣頭份市雷公埤排水作為研究樣區。排水路因年久失修維護不足，每逢豪雨

即因排水斷面不足，常導致洪水溢流而出釀成水患，造成人民生命財產之威脅。（經濟部水利署, 

2010）為了解決這個問題，2015 年，由經濟部水利署補助苗縣政府展開了龍鳳排水治理工程，將

雷公埤右支流的洪水分洪至土牛溪，以減少洪水對下游地區的影響。在該排水溝內先後捕捉到兩

種魚類，經由海洋大學陳義雄教授鑑定確認為尼羅河口夫非鯽或吉利慈鯛的幼魚及臺灣石鮒幼

魚。由於尼羅河口夫非鯽及吉利慈鯛較難分辨，加諸臺灣人將兩種魚類皆通稱為吳郭魚，因此後

文皆稱其為吳郭魚。 

2. 生長實驗 

本實驗探討吳郭魚和臺灣石鮒共同生長的速度。從大缸中將兩隻體型相似的吳郭魚和臺灣石

鮒各一隻置入 10x20x10 立方公分的隔離槽中，並在中間放入一隔板使兩隻魚的生存空間為

10x10x10 立方公分。 

適應七日後打開隔板使兩隻魚於同一空間(10x20x10 隔離槽)生存，每日利用電子秤測量其體

重，測量的方法為將一燒杯裝水後置於天秤上歸零，再將魚放入燒杯，使其免於跳動產生額外的

力。本實驗餵食 0.005 公克/日的飼料，若該日無法測量則使用內插法計算。 

3. 互動行為實驗 

本實驗探討吳郭魚及臺灣石鮒的互動方向、吳郭魚是否較偏好攻擊臺灣石鮒，以及在有無餵

食的狀態下吳郭魚的攻擊行為變化。 

「攻擊行為」分為三種：(1) 0.5 秒內的碰撞，且魚被攻擊魚有閃躲：攻擊 (2) 超過 0.5 秒的

追逐，且被追魚有逃離：追擊 (3) 頭對頭的碰撞：互鬥 

除這三類，還發現一種互動行為，即一魚靠在另一魚身上，但另一魚沒有閃躲：碰觸。 

當一魚向水箱內另外一隻魚發起衝撞之攻擊性行為，每次攻擊時距須超過一秒，若發生間隔

少於一秒之連續攻擊，且發起攻擊之魚視線未離開被攻擊者，則將該攻擊與上一攻擊視為同一個

攻擊行為。 

(1) 吳郭魚與臺灣石鮒的互動方向 

將一臺灣石鮒與另一體型相近的吳郭魚從大缸中放入隔離槽適應七日並不餵食飼料，適應期結

束後打開隔板，並待二魚剛好在同一側後，關上隔板使二魚同處於 10x10x10 立方公分的小隔

離區。為了避免人類干擾，於是將手機放在一玻璃板上使鏡頭可拍攝到二魚的活動範圍，紀錄

1 小時。前 15 分鐘視為適應期，後 45 分鐘分成三組 15 分鐘數據，分別紀錄二魚的互動行

為。其中，攻擊行為中的互鬥為兩方各加一次。數據使用 Excel 對二魚的發動的平均攻擊次數

進行 t 檢定，確認吳郭魚是否在行為上具生存優勢。 

(2) 吳郭魚是否較偏好攻擊臺灣石鮒 

以實驗(1)為對照組，並將實驗(1)中的石鮒改成另一隻吳郭魚，並紀錄兩隻吳郭魚的互動。本

實驗的總攻擊次數與對照組的總攻擊次數進行 t 檢定，探討吳郭魚是否較偏好攻擊臺灣石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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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驗的數據在進行 t 檢定時，因觀測時無法區別兩魚，因此把紀錄到的攻擊與追擊次數÷2，

而互鬥次數則維持，表示每隻魚的平均攻擊次數。 

(3) 有無餵食的狀態下吳郭魚的攻擊行為變化 

以實驗(1)為對照組，並將實驗(1)改成在兩隻魚解除隔離的前 24 小時內餵食，探討吳郭魚的攻

擊行為是否會因為饑餓程度受到影響。使用 Excel 對實驗數據與對照組數據的不同行為模式進

行 t 檢定。 

 

（二）研究結果與討論 

1. 生長速度差異 

每日測量吳郭魚與臺灣石鮒體重結果如圖一所示。 

 

 

 

 

 

 

 

 

 

 

 

 

圖一 吳郭魚與臺灣石鮒體重變化圖 

在本實驗中發現兩魚的體重除剛開始的吳郭魚體重有明顯的變化外，其他時間並沒有明顯變

化。推測牠們沒有明顯變化的主因有兩個：一是觀察時間太短，使兩者無法觀察到完整的成長數

據。二是兩魚體重本身就偏輕，即使有變化也難以觀察。 

對於第一個問題的解法為拉長觀察時間蒐集更多數據，就可以觀察到較為明顯的變化。對於

第二個問題，由於吳郭魚為幼魚，若改為成魚的重量較容易看出變化，只不過無法利用此與臺灣

石鮒做比對，而是以其他較大型的淡水魚類作比對較適合。在本實驗的測量方法中，在魚放入裝

水的燒杯之前，魚的身上無法避免有水殘留，這個對於大型魚隻的影響較小，然而測量小型魚隻

就比較有可能造成影響，如一開始吳郭魚的偏高的數據即推測為是測量不夠精準導致的結果。 

綜觀本實驗，並無法推論出哪類魚在生態中較有優勢，然而較可以確定的是兩類魚在短期內

的生長並不會受到對方干擾。 

2. 吳郭魚與臺灣石鮒的互動方向 

攻擊次數的長條圖如圖二所示，t 檢定結果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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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吳郭魚和臺灣石鮒平均發動的攻擊行為次數 t 檢定 

  平均數 變異數 自由度 t 統計 P(T<=t) 雙尾 臨界值：雙尾 

吳郭魚攻擊臺灣石鮒 54.25 1301.11 22 5.19 3.30E-05*** 2.07 

臺灣石鮒攻擊吳郭魚 0.17 0.15         

 

 

 

 

 

 

 

 

 

 

圖二 吳郭魚和臺灣石鮒平均發動的攻擊行為次數 

由 P-值<0.001 可得知，吳郭魚發動攻擊行為的次數對臺灣石鮒發動攻擊的次數已達極顯著，

亦即吳郭魚發動的攻擊行為次數遠大於臺灣石鮒發動的攻擊行為次數。這表明吳郭魚比臺灣石鮒

還要好鬥許多，也表示吳郭魚在競爭上有極大的優勢。 

3. 吳郭魚是否較偏好攻擊臺灣石鮒 

吳郭魚對另一吳郭魚或對臺灣石鮒的平均攻擊行為次數如圖三所示。t 檢定的結果如表二所示 

 

表二 吳郭魚對另一吳郭魚或臺灣石鮒平均發動的攻擊行為次數 t 檢定 

 
平均數 變異數 自由度 t 統計 P(T<=t) 雙尾 臨界值：雙尾 

吳郭魚對吳郭魚平均攻擊行為次數 19.21 49.52 22 -3.28 0.0034** 2.07 

吳郭魚對臺灣石鮒攻擊行為次數 54.17 1310.70 
    

 

 

 

 

 

 

 

 

 

圖三 吳郭魚對另一吳郭魚或對臺灣石鮒的平均攻擊行為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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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P-值<0.01 可得知，吳郭魚對吳郭魚的平均攻擊行為次數對吳郭魚對臺灣石鮒的平均攻擊行

為次數已達高顯著，表示吳郭魚較為偏好攻擊臺灣石鮒。因此可以推論，吳郭魚在攻擊上選擇臺

灣石鮒為目標的可能較高，導致臺灣石鮒在競爭上會處於較弱勢地位。 

另外在吳郭魚和吳郭魚的互動實驗中發現兩者有除攻擊行為外少數的「觸碰」，亦可推知吳

郭魚對吳郭魚較不好鬥。 

4. 有無餵食的狀態下吳郭魚的攻擊行為變化 

有無餵食的攻擊與追擊次數如圖四所示，有無餵食對追擊與攻擊的次數、比值 t 檢定結果如表三~

表六所示。 

表三 吳郭魚在有餵食與沒餵食的攻擊次數 t 檢定 

 平均數 變異數 自由度 t 統計 P(T<=t) 雙尾 臨界值：雙尾 

有餵食 68.17 1695.97 22 1.72 0.099 2.07 

沒餵食 43.08 852.08     

表四 吳郭魚在有餵食與沒餵食的攻擊次數 t 檢定 

 平均數 變異數 自由度 t 統計 P(T<=t) 雙尾 臨界值：雙尾 

有餵食 20.83 254.52 22 1.88 0.072 2.07 

沒餵食 11.08 65.54     

表五 吳郭魚有餵食與沒有餵食的狀態下追擊與攻擊的比值 t 檢定 

 平均數 變異數 自由度 t 統計 P(T<=t) 雙尾 臨界值：雙尾 

有餵食 0.27 0.035 22 0.12 0.91 2.07 

沒餵食 0.26 0.021     

表六 吳郭魚在有餵食與沒餵食的攻擊行為次數 t 檢定 

 平均數 變異數 自由度 t 統計 P(T<=t) 雙尾 臨界值：雙尾 

有餵食 89 2864.36 22 1.87 0.075 2.07 

沒餵食 54.17 1310.70     

 

 

 

 

 

 

 

 

 

 

圖四 吳郭魚在有餵食與無餵食的攻擊與追擊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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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依平均數有餵食的攻擊與追擊次數較多，然而經 t 檢定其雙尾 P-值未達顯著標準，因此

推論兩魚的饑餓狀態對吳郭魚的攻擊行為的影響較少，吳郭魚的攻擊行為應屬本能行為而非饑餓

所導致。 

本實驗原本假設吳郭魚在饑餓時的攻擊行為較多，因為饑餓可能刺激吳郭魚發動攻擊；然而

研究結果顯示有餵食者會發動較多次攻擊行為，這有可能是因為兩者未達顯著的誤差範圍。但若

此現象為真，推論可能是因為吳郭魚的攻擊屬本能行為，因有攝食使其活動力較旺盛所導致。 

另發現無論有無餵食，兩者攻擊與追擊的次數比值接近，所以推論得出有無餵食對於吳郭魚

發動的攻擊模式影響極小。此亦違背原有假設，因為原本假設兩魚在有餵食狀態下因活動力較旺

盛，因此長時間的追擊會變多，然而此假設為非。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透過實驗可得以下結論： 

（一）吳郭魚和臺灣石鮒在一個月並不會有明顯的成長差異 

（二）吳郭魚發動的攻擊行為次數遠大於臺灣石鮒發動的攻擊行為 

（三）吳郭魚偏好攻擊臺灣石鮒大於攻擊其他吳郭魚 

（四）吳郭魚與臺灣石鮒無論是否處於饑餓狀態，其攻擊的模式和次數並不會有明顯的差異，因

此可推斷吳郭魚的攻擊行為是出自於本能而非饑餓 

二、生活應用： 

（一）藉由本研究結果可確認吳郭魚在臺灣的潛在攻擊行為與影響機制，進而做出更為有效的生

物防制措施。 

（二）SDGS 第 15 項「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土地劣化」和本研究

相關，對於內陸淡水生態系統的保育和外來種入侵的影響有更多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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