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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大專/社會組  科學文章表單 

文章題目： 一閃一閃亮晶晶～ 不一定是小星星！ 

摘要： 

介紹會發光的生物，包括螢火蟲、鮟鱇魚、維多利亞管水母、夜光蟲和發光蕈，以及牠們的

發光機制和生存策略。 

文章內容：（限 500 字~1,500 字） 

    想像一下，你置身於深邃的森林中，夜幕降臨，星星點點的光芒穿透樹葉間的縫隙，

將一片漆黑的世界點綴得如夢如幻。突然間，你感覺到一陣微弱的光芒從地面閃過，你停

下腳步，仔細看，發現一隻小小的生物，發著微弱的光，猶如一顆顆閃爍的寶石。這些奇妙

的生物就是我們今天要探索的對象——會發光的生物。在這片神秘的生物界中，光不僅僅

是一種景觀，更是一種生物語言，一種生存策略。讓我們一起踏入這個光與影交織的世界，

揭開會發光生物的神秘面紗，探尋它們的生存之道與奇妙之處。 

 

為甚麼生物要發光？ 

    無論是閃爍的螢火蟲、深海中的鮟鱇魚、海中的維多利亞管水母、海洋中的夜光蟲，

還是森林中的發光蕈，牠們的發光行為都不是簡單的裝飾，而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生存策略。 

    首先，螢火蟲發光主要是為了吸引異性求偶和聯繫群體。雄性螢火蟲通過發出特定的

光信號吸引雌性，完成繁殖過程。這種發光行為也是一種自然選擇的結果，它確保了種群

的延續並幫助螢火蟲在繁殖季節成功繁衍後代。 

    而鮟鱇魚則利用自身的發光能力來吸引獵物或迷惑捕食者。牠們具有餌球，通過發出

特定的光信號吸引小型無脊椎動物，然後利用迅速捕食的方式獲取食物。這種發光行為對

於生存於深淵中的安康魚來說至關重要，因為在黑暗的環境中，能夠迅速捕食是生存的關

鍵。 

    另一方面，維多利亞管水母的發光行為被認為是一種防禦機制。牠們的發光能力可以

將潛在的捕食者嚇跑，或者吸引更大的掠食者來捕食正在捕食牠們的動物，從而達到保護

自己的目的。 

    夜光蟲在海洋中散布著藍色的微光，發光目的目前還不太確定，有研究認為在黑暗中

發光是對外敵產生威嚇作用，或吸引更大型的生物攻擊他們的攝食者。此外，夜光藻的發

光也可能與生理活動有關，例如調節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等。 

  最後，發光蕈在森林中點綴著微弱的光芒，這種發光行為可能與吸引昆蟲傳播孢子有

關。有假說提出，發光蕈的光可以吸引昆蟲啃食，促使牠們飛到蕈類上，幫忙傳播孢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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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繁殖過程。 

 

這些生物是怎麼發光的？ 

  螢火蟲的發光是由螢光素產生的。螢光素存在於螢火蟲的腹部器官中，這些器官稱為

光器官。當需要發光時，與外界連結的氣孔會以擴散的方式將氧氣經由微小的氣管運送到

發光器內的發光細胞中，利用螢光酵素將螢光素與氧氣結合，將螢光素養化而發出螢光，

產生閃爍的光芒。 

 

 

 

 

 

紅圈處為邊褐端黑螢發光器 圖片取自網路 

 

    而鮟鱇魚的母魚在深海的黑暗環境中透過餌球，餌球通常是一個發光器，裡面有很多

小型的杯狀細胞，細胞基部具有反射層。在成長的過程，深海的母鮟鱇會讓發光菌住進餌

球的杯狀細胞內，並且供給養分，讓細菌發光。藉由控制這些細菌發光的方向，就可以有

效控制發光。 

 

 

 

 

 

紅圈處為鮟鱇魚餌球 圖片取自網路 

 

    維多利亞管水母以其發光現象而聞名。牠有兩種特殊的蛋白，一種是水母素（藍色螢

光蛋白），另一種是綠色螢光蛋白。牠們的發光方式為藉由水母素與海水中的鈣離子結合，

再與空氣中的氧氣反應而發出藍光，藍光經由綠色螢光蛋白吸收後，釋出綠色螢光。  

 

 

 

 

 

 

維多利亞管水母的發光組織在傘狀邊緣 圖片取自網路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dc00487e-9015-4e56-9ffb-db00c271901b
https://pansci.asia/archives/154445
https://ejournal.stpi.narl.org.tw/sd/download?source=9808/9808-09.pdf&vlId=7CBE1F89-60B7-403D-B237-D6778A02EF2E&nd=0&d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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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光藻是海洋中另一種會發光的生物，發光的原因涉及到三個部分。首先為發光素氧

化酶（一種氧化酵素），接著需要發光素接合蛋白去抓住發光素（可被氧化放出能量之物

質），發光素養化酶會氧化發光素而放出藍色的生物光。 

 

 

 

 

 

 

夜光藻的特寫照片 圖片取自網路 

 

    最後，來看看發光蕈。牠們的發光方式和螢火蟲相同，是利用螢光酵素將螢光素與氧

氣結合，將螢光素養化而發出螢光。（雖然相同，但螢光素梅和螢光素只是統稱，實際上酶

的蛋白質序列不同，參與的螢光素也不同。） 

 

 

 

 

 

Mycena 屬的發光覃 左圖為白天時 右圖為晚上時 圖片取自網路 

 

  透過這段探索發光生物的旅程，我們得以一窺這神秘的世界。在海洋的深處以及深邃

的森林中，發光生物以其獨特的光芒點綴了這片幽靜的自然環境。牠們的發光行為不僅僅

是裝飾，更是一種生存策略，牠們利用發光吸引伴侶、迷惑捕食者或警示潛在的威脅。通

過生物發光的機制，我們也更加瞭解了這些神奇生物的生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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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https://pansci.asia/archives/49731
https://pansci.asia/archives/161203
https://www.nstc.gov.tw/nstc/attachments/dc00487e-9015-4e56-9ffb-db00c271901b
https://e-info.org.tw/node/112143
https://ejournal.stpi.narl.org.tw/sd/download?source=9808/9808-09.pdf&vlId=7CBE1F89-60B7-403D-B237-D6778A02EF2E&nd=0&ds=0
https://www.natgeomedia.com/environment/article/content-4757.html
https://pansci.asia/archives/161203


4 
 

1. 未使用本競賽官網提供「科學文章表單」格式投稿，將不予審查。 

2. 字數沒按照本競賽官網規定之限 500 字~1,500 字，將不予審查。  

PS.摘要、參考資料與圖表說明文字不計入。 

3. 建議格式如下： 

⚫ 中文字型：微軟正黑體；英文、阿拉伯數字字型：Times New Roman 

⚫ 字體：12pt 為原則，若有需要，圖、表及附錄內的文字、數字得略小於 12pt，不得

低於 10pt 

⚫ 字體行距，以固定行高 20 點為原則 

⚫ 表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表上方置中、對齊該表。圖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圖下方置中、

對齊該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