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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普高組 □技高組  成果報告格式 

題目名稱：不同種陸寄居蟹對殼的偏好與共存機制 

一、摘要 

作為沿海森林生態系統的重要成員，陸寄居蟹廣泛分布於全球的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在全球

已知的十七種陸寄居蟹中，台灣有八種。在本研究中，我們在台灣西南部的河口和沿海地區

進行調查，發現了四種陸寄居蟹，包括短掌寄居蟹（Coenobita brevimanus，1.26%，N=3）、

凹足寄居蟹（Coenobita cavipes，25.52%，N=61）、皺紋陸寄居蟹（Coenobita rugosus，71.55%，

N=61）和藍紫陸寄居蟹（Coenobita violascens，1.67%，N=4）。我們特別比較了凹足陸寄居

蟹和皺紋陸寄居蟹，以研究它們之間的生態互動和資源利用。這些陸寄居蟹雖棲息於相同環

境中，但對可用貝殼資源的選擇卻顯示出不同的偏好。皺紋陸寄居蟹（C. rugosus）偏好使

用蚵岩螺（Thais clavigera）和台灣鳳螺（Babylonia formosae formosae）的貝殼，而凹足寄居

蟹（C. cavipes）則偏好使用非洲大蝸牛（Achatina (Lissachatina) fulica）和蚵岩螺的貝殼。這

種生態差異化可能是這些寄居蟹物種間資源分配的主要驅動力。研究結果顯示，資源分配是

多種陸寄居蟹在同一棲息地共存的重要因素，未來需要進一步研究以探討這些適應對它們

的生態角色和保育策略的影響。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在一次偶然的海邊之旅，我們看到幾隻活潑的螃蟹和一些貝殼。出於好奇，我們撿起一個

貝殼，驚喜地發現裡面藏著一隻寄居蟹，正用大螯威風凜凜地揮舞著。這一幕引發了我們

的興趣，於是決定深入研究和觀察這些寄居蟹，想了解它們為何依賴貝殼生活，以及在這

種生活方式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希望通過本研究探討寄居蟹的品種與殼選擇之間的相互

關係。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1. 架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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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探究方法 

一、 蒐集貝殼：透過網路平台尋找並購買各種形狀和大小的貝殼，以確保樣本的多樣

性，為後續研究提供基礎素材。也到河口及海岸邊進行觀察種類與少量空殼的蒐集。 

二、 測量貝殼長度：使用游標卡尺對每個貝殼進行精確測量，記錄其長度數據。此步

驟確保測量的準確性，並為分析提供可靠的數據來源。 

三、 紀錄測量螺殼數量：對每種貝殼進行數量統計，以了解各類貝殼的分布情況。這

將幫助我們識別最常見的貝殼類型。 

四、 寄居蟹品種辨識與分類查詢：收集樣本後，使用專業識別工具進行寄居蟹品種的

辨識。這包括查閱相關文獻和資料庫，以確保品種的準確分類。 

五、 尋找並了解寄居蟹的棲地環境：在自然棲息地中選定不同地點以進行實地考察，

觀察寄居蟹的生態環境。這些地點選擇將考慮到不同的生態條件，如潮間帶、海岸沙灘

等。 

六、 利用 Excel 中增益集 Bing Map 進行調查地點的地圖標示。 

七、 計算寄居蟹數量：在天然棲地中紀錄不同貝類中寄居蟹的種類與數量，進行樣本

收集和統計，為了解寄居蟹的分佈模式提供重要數據。 

八、 記錄寄居蟹品種、體型與重量：紀錄各種陸寄居蟹的品種、體型和重量，並分析

這些變因與所選擇貝殼類型之間的關聯性。這將有助於了解寄居蟹的生態習性和選擇行

為。 

九、 寄居蟹構造觀察與繪製結構圖：觀察寄居蟹的外部和內部結構，並繪製詳細的結

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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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紀錄螺殼與背景音：使用 Audacity 軟體對背景音與螺殼存在時的聲音進行頻譜分

析。這一步驟有助於了解環境聲音對寄居蟹行為的影響，並為後續分析提供音頻數據。Ex.

利用科學原理，透過觀察或進行實驗來蒐集新的訊息，以驗證假設成立。 

 

(二)、驗證步驟 

一、殼類選擇觀察：觀察皺紋陸寄居蟹（C. rugosus）和凹足陸寄居蟹（C. cavipes）對不

同殼類的偏好，記錄其使用情況。 

二、物種分布分析：在河口和海岸防風林中調查並紀錄四種陸寄居蟹的觀察數量及體型差

異，評估隨機取樣的影響。 

三、體型與殼類選擇關係調查：測量寄居蟹的總重量和第一螯足的長度與寬度，以分析體

型對殼類選擇的影響。 

四、聲音檢測與生成：探討寄居蟹對於不同殼類的聲音頻譜反應，並比較其與水生十足目

和槍蝦的感官接收能力。 

五、共存差異分析：研究皺紋陸寄居蟹與凹足陸寄居蟹在相同環境中的資源分配，分析其

殼類選擇差異及其對共存的影響。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本研究調查了陸寄居蟹對殼類的選擇及其生態適應性，發現皺紋陸寄居蟹（C. rugosus）

偏好使用臺灣鳳螺和蚵岩螺的殼，而凹足陸寄居蟹（C. cavipes）則傾向於非洲大蝸牛的殼。

這種偏好與當地環境及可用資源密切相關，顯示出不同地區間殼類選擇的顯著差異。此外，

研究表明寄居蟹的體型與殼類選擇之間存在關聯，選擇適當的殼類可增強其防禦能力並促

進生長。透過對共存物種的觀察，我們發現不同殼型的選擇反映了競爭排除原則，進一步強

調了資源分配在維持生態平衡中的重要性。這些結果不僅擴展了我們對陸寄居蟹生態行為

的理解，還為其保護策略提供了寶貴的見解。 

 

(二)、生活應用： 

1. 生態保育：了解寄居蟹的資源利用和生態互動有助於制定保護措施，維護棲息地的生物

多樣性。 

2. 環境管理：研究結果可用於改善沿海生態系統的管理，特別是在面對開發和污染時，幫

助維持生態平衡。 

3. 農業與漁業：可利用寄居蟹的生態行為來優化貝類養殖，促進可持續漁業和農業實踐。 

4. 生物技術：研究寄居蟹的適應性可能對生物材料的開發有啟發，尤其是在可持續材料方

面。 

5. 教育與宣導：寄居蟹的生態研究可作為生態教育的教材，提升公眾對環境保護的意識。 

6. 城市規劃：在沿海城市規劃中考慮寄居蟹的棲息需求，有助於設計更友好的城市生態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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