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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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魚類視覺特徵影響其物種辨識--以慈鯛科為例 

一、摘要 

魚類是否能夠辨識同伴，依賴聲音、動作，或是其他更有效的辨識方式，這是一個非常有趣

的研究課題。特別是在觀察魚類的外觀時，我們可以初步發現一些可能作為辨識系統的特

徵。因此，本次研究將通過以下方式進行觀察：1. 分析並比較慈鯛科不同品種的選擇差異，

進行重複試驗，檢驗色塊、線條和大小等因素的影響。此外，使用不同透明容器測試是否影

響單一因素的辨識能力。同時分析不同慈鯛科的喜好，混合第三類魚隻靜置 30 分鐘，觀察

它們的混合或分離情況，並提供一組對照（如飼料、色卡等）作為干擾。最後，進一步探討

在不同光線下的測試，除了完成上述項目外，還將比較光線和色度的差異。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由於家中有多個水族箱，飼養著各種顏色與形狀的魚類，我在一次偶然的觀察中發現，魚

群會自動分群或固守特定領域，這引發了我的好奇心。我想知道魚類是如何判斷彼此是否

為同類。因此，我決定深入研究和觀察這些慈鯛科魚類在固定水體和自然環境中的判斷方

式。本研究旨在探討慈鯛科魚類之間的同類選擇及其相互關係。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1. 研究目的： 

（一）文獻搜尋與調查  

（二）蒐集各種及確認慈鯛科品種  

（三）觀察並記錄慈鯛科不同品種外觀及型態  

（四）觀察並紀錄慈鯛科同群選擇模式  

（五）分析比較慈鯛科不同品種與其選擇差異  

（六）分析並比較不同種類慈鯛科喜好  

（七）探討並透過不同光線進行測試  

（八）綜合討論與結論 

 

2. 架構流程圖：(圖片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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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 蒐集各種及確認慈鯛科品種 → 完成收集三大群的慈鯛科和對照組魚種 

本次所蒐集的慈鯛科魚類可分為三大群： 

(1) 第一群：南美洲食土鯛魚屬，又稱珠母麗魚屬或萎鰓麗魚屬，包含多個物種，如蘇

利南紅鑽番王、和尚、紅頭關刀、紅寶石關刀（又稱赤荔鳳冠關刀）、塔巴赫斯紫

紅頭關刀、紅珍珠關刀和思惟尼紅關刀等。這些魚類因其鮮豔的顏色和獨特的形

態而受到廣泛關注，常見於水族箱中。 

(2) 第二群：南美洲短鯛，包括多個品種，如 B 超紅尾短鯛、紅尾短鯛、B 橘帆紅尾短

鯛和泰菲阿卡西短鯛等。 

(3) 第三群：非洲鯛類，主要分布於三大湖區，包含多個品種，如非洲十間、閃電王子、

雪中紅、非洲王子（淡黑鑷麗魚）、非洲鳳凰、雪鯛、非洲藍斑馬、藍阿里、維納

斯和紫紅六間等。 

(4) 此外，實驗中還設置了對照組，包括斑馬魚和磚魚，以便比較不同物種之間的行為

和特性。 

(5) 又，有以下幾點特色與原則： 

甲、身體線條明顯，且對環境變化不易褪色。 

乙、身體上有特殊斑點。 

丙、採購前確認非為常見的群游物種。 

丁、鱗片脫落情況不明顯，因此排除了群游燈科魚（如三角燈、紅蓮燈、鉛筆燈

等）、獨居的迷鰓魚科及底棲類魚種。為了符合飼養環境的規範，所有進入

試驗的魚隻在採購後均置於無壓迫的空間中。 

(二) 蒐集本實驗之魚類分布圖繪製 → 針對本次蒐集的魚種，與地圖做對照，製作該物

種原生環境的分布對照地圖。另外在蒐集過程中，並確認慈鯛科品種：通過全國網

路平台和水族館進行不同慈鯛科魚類的蒐集，同時記錄魚類的體長和狀態。為了減

少因體型差異過大而引發的領域攻擊並影響實驗數據，進行了基礎調查。調查項目

包括體長和生物形態特徵等。此外，還對原始棲地特徵進行了描述和討論。 

(三) 此外，水族箱的用水及養水準備：由於部分魚隻為原產地進口，為了提高存活率，

缸內的水需使用一般自來水，並在 24 小時全天候曝氣（使用兩孔氣泡石）下養水至

少 20 天，才可將購入的魚隻放入。此外，所有水族缸均在同一空間進行觀察。 

(四) 再來針對慈鯛科不同品種外觀型態進行觀察與歸納。 

調查結果顯示，在 A 類南美洲食土鯛中，只有蘇利南紅鑽番王呈現連續線條，其他

物種則為連續或斷續線條，並夾雜色塊。在 B 類南美洲短鯛中，B 超紅尾短鯛、紅

尾短鯛和 B 超橘帆紅尾短鯛均為連續線條並夾雜色塊，而泰菲阿卡西則展現連續線

條及其他類型。 

(五) 接著進行魚類物種進行同類群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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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結果，小結如下：南美洲食土鯛類能在同一空間中和平相處，而南美洲短

鯛類則偶爾會發生驅趕，但在某些情況下也能共存。非洲鯛類的互動差異較大，例

如雪中紅、雪鯛、非洲藍斑馬及維納斯能夠無驅趕地共處，而非洲王子、非洲鳳

凰、藍阿里及紫紅六間則會互相驅趕，無法共存。儘管在連續 8 週的試驗中未出現

死傷，但多數品種的尾鰭和胸鰭出現了損傷。 

(六) 另外也進行魚類物種進行不同類群測試。 

結果顯示，在不同類型的選擇上（非洲）現象相當分歧。在密度較高的情況下，會

出現直接驅趕的情況。同種內部的行為與前一實驗（觀察並紀錄慈鯛科同群選擇模

式）相似，可能出現同種魚一起游動或不同種魚靜止不動的情形，類似於同類型驅

趕不同類型魚種的現象。 

(七) 然後又分析並比較不同種類慈鯛科喜好。 

在分析和比較不同種類的慈鯛科魚類的喜好時，已確認線條、斑塊和色塊可能是選

擇或互相識別的重要依據之一。 

(八) 並將蒐集之魚類物種進行光照測試。我們利用白光、聚光、紅光或紫外光對於種進

行測試。 

結果顯示，在不同光線測試中（南美洲食土鯛、南美洲短鯛及非洲鯛魚類），無論

是在白光、聚光、紅光或紫外光環境下，均能觀察到魚類之間的互相識別線條。試

驗結果表明，慈鯛科魚類能夠在不同光線下明確判斷線條、斑塊和色塊，並在密度

不高的情況下獲得互相認識的機會。對照組的結果亦顯示相似情況。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本研究顯示，不同品種的慈鯛科魚類在外觀特徵、同群選擇模式、互動行為和喜好上

存在顯著差異。南美洲食土鯛的蘇利南紅鑽番王等品種展現連續的線條，而短鯛類則有相似

的特徵。在同類型的選擇中，大多數品種能和平共處，但特定品種如非洲十間和閃電王子則

偶爾會驅趕其他魚類。這表明不同品種之間的互動可以受到環境密度和特徵影響，尤其是在

光線條件下，魚類能夠辨識顏色並進一步增進彼此的認識。總體而言，這些發現為理解慈鯛

科魚類的行為和選擇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生活應用： 

慈鯛科魚類的行為研究對於水生生物養殖和水族館管理具有重要的生活應用價值。了解這

些魚類在不同光線和環境條件下的互相辨識的機制，可以幫助水族愛好者創建更適合魚類

的棲息環境。例如，選擇合適的燈光設置和水族箱佈局，可以促進魚類之間的社交互動，減

少攻擊行為，從而提高魚類的存活率和健康狀態。此外，這些研究結果也可應用於設計教育

性質的水族館展示，讓觀眾更能理解這些魚類行為和生態，提升大眾對水生生物保護的意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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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報告總頁數以 6 頁為上限。 

2. 除摘要外，其餘各項皆可以用文字、手繪圖形或心智圖呈現。 

3. 未使用本競賽官網提供「成果報告表單」格式投稿，將不予審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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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