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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從蟑螂的食性與生理變化尋找有效的滅蟑方法 

一、摘要    

　　此實驗旨在尋找對環境負擔較小的滅蟑方法。首先，透過觀察酒精對蟑螂食性的影響，結

果發現蟑螂對米酒的偏好並不大；接著，測量蟑螂攝取咖啡後的呼吸速率，結果顯示其呼吸

速率隨著咖啡的攝取而減少；最後，比較不同濃度的醋對於滅蟑效果的影響，結果顯示高濃

度的醋具有較強的殺蟑效果。 
　　實驗結論指出，利用高濃度的醋能夠增加滅蟑的效率，且咖啡因可能夠過抑制神經系統分

泌酵素導致其呼吸速率下降。結合以上結果，希望本研究能為開發更環保的害蟲消除方法提

供幫助。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日常生活中，蟑螂時常出現於我們周遭，為了避免蟑螂在家中繁殖，人們通常會使用各種

方法來滅除蟑螂，如使用混合藥物的食物吸引蟑螂食用，然而，市面上許多藥物對環境容易

產生負擔，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設計實驗，找出對環境友善且有效的滅蟑方式。 
　　根據文獻，黑啤酒能有效引誘蟑螂（楊祥瑜、甘而棣，2023），因此我們想研究發酵物是否

對蟑螂更具吸引力。 
　　此外，研究指出酒精會降低蟑螂呼吸率及心跳速率（劉茲妤，2018），因此可推論蟑螂的部

分生理反應與人類是不同的。而咖啡因則會刺激人類的神經系統，促使心跳加快（林宛宜、黃

亮綜，2015）。基於這些研究，我們決定觀察咖啡因對蟑螂呼吸速率的影響，並與人類的反應

進行比較。 
　　文獻顯示當針筒內沒有氫氧化鈉時，可根據分度吸量管內墨水的移動速率推測蟑螂的耗

氧速率扣掉產二氧化碳速率的數值。加入氫氧化鈉以後，因其可吸收二氧化碳與水氣，我們

可以計算裝置內的氣體減少的速率來得到耗氧速率（劉茲妤，2018）。因此，我們分別測量有

無加入氫氧化鈉的數據，並計算其呼吸過程中的耗氧速率和產生二氧化碳的速率。 
　　文獻中提到醋加水會使蟑螂死亡（楊祥瑜、甘而棣，2023），而民間常見對調配醋加水的比

例有1:1及1:2兩種。因此我們決定噴灑不同濃度的醋來觀察蟑螂的死亡率。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此研究目的為探討蟑螂對飲食方面的生理機能反應以及觀測醋的濃度對於滅除蟑螂的效

果，以此列出以下幾點研究目的與假設： 
（一）研究目的 
目的一、觀察蟑螂對酒精的喜好程度 
目的二、探討蟑螂攝取咖啡因後的呼吸速率 
目的三、分析醋的濃度對殺蟑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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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設 
假設一、蟑螂對酒精有較高的偏好 
假設二、蟑螂攝取咖啡因後呼吸速率上升 
假設三、醋的濃度越高，對蟑螂的殺傷力越強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研究設備與器材 
1、實驗體：櫻桃蟑螂 
2、設備：塑膠盒、滴管、鑷子、針筒、分度吸量管、橡皮管、紗布、氫氧化鈉、藍色墨  　　　　  
水、蘋果、醋、咖啡、米酒 
 
（二）研究架構 

 
（三）研究方法 
實驗一： 
1、組別 
（1）實驗組：浸泡過米酒的蘋果 
（2）對照組：蘋果 
 
2、方法 
材料準備： 
（1）每一組取二十隻蟑螂。 
（2）將蘋果切至3g，並將實驗組的蘋果浸泡在米酒中五分鐘，而對照組則不需浸泡　     在酒

精中。 
實驗步驟：    
步驟1：把兩組的蘋果分別放置在塑膠盒的兩角，如圖（一）。 
步驟2：觀察四天，再將盒內的食物清除乾淨。 
步驟3：利用電子天平測量剩餘食物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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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計算消耗率（消耗量(g)／原本食物量(g)＊100%），重複步驟1到4，共進行3次。 
步驟5：計算每一組實驗的消耗率的平均值，將兩組對照組及實驗組的數據繪製成長條圖。 

 

圖（一）、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放置位子 

實驗二： 
1、組別 
對照組：未攝取咖啡因的蟑螂 
實驗組：分兩組，分別為攝取咖啡因十分鐘的蟑螂、攝取咖啡因二十分鐘的蟑螂 
 
2、方法 
實驗步驟： 
步驟1：實驗前一天不餵食實驗蟑螂。 
步驟2：將咖啡倒入量杯底部。 
步驟3：放置十五隻實驗組蟑螂至量杯內，分別浸泡不同時間（十分鐘、二十分鐘）。 
步驟4：將實驗蟑螂放入針筒底部並以橡膠管連接至分度吸量管。 
步驟5：觀察墨水移動距離(mm)十分鐘，測量未放置氫氧化鈉的數據，計算蟑螂的耗氧速 
　　　  率。 
步驟6：置入含氫氧化鈉的紗布，觀察墨水移動變化十分鐘，如圖（二），再次測量吸量管 　　  
　內墨水的移動速率。 
步驟7：比較對照組和實驗組的耗氧速率，使用google試算表製作成圖表。 

 

圖（二）、步驟6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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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 
1、組別 

表（一）、各組的醋與水的比例 

組別 醋加水的濃度（醋：水） 

第一組 1:1 

第二組 1:2 

第三組 1:3 

2、方法 
步驟1：把實驗蟑螂裝進三個塑膠盒內（每盒13隻）。 
步驟2：將醋和水依比例配置(6ml:6ml、4ml:8ml、3ml:9ml)，接著裝進噴瓶。 
步驟3：對蟑螂均勻噴灑，確保液體覆蓋範圍相同，直到溶液噴灑完畢。 
步驟4：25及50分鐘觀察一次死亡數量及死亡率（死亡數量／13）。 
步驟5：將結果整理成表格進行比較。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1、探討酒精對蟑螂對喜好程度影響 

 

圖（三）、蘋果泡酒有無對蟑螂食物偏好的影響（n=20） 
 
結果：根據圖（三）顯示，實驗組的食物消耗率為25.83%，對照組則為31.88%，兩者相差6.05%
，由此顯示蟑螂對於未浸泡酒精的蘋果可能有較高的喜好程度。 
討論：根據文獻，黑啤酒能有效引誘美洲蟑螂（楊祥瑜、甘而棣，2023），因此，我們原先假設

蟑螂偏好含酒精的食物，然而本研究數據卻顯示無酒精的蘋果消耗率較大，我們推測其原因

如下： 
● 蟑螂品種不同：文獻研究對象為美洲蟑螂，而本研究使用的是櫻桃紅蟑螂，兩者在食

物偏好上可能產生異同。 
● 酒的種類不同：文獻中使用黑啤酒，而本研究使用米酒。黑啤酒中由烘焙過的大麥與

啤酒花發酵製成，而米酒則由米類加上酒麴。我們推測啤酒花和烘焙過的大麥發酵所

產生的香氣比起米類加上酒麴更能吸引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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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討咖啡因對蟑螂呼吸率的影響　 

  

圖四（左）圖五（右）、探討咖啡因對櫻桃蟑螂呼吸率的影響（n=15） 

結果：根據圖四與圖五，對照組與實驗組的耗氧速率分別為0.30、0.07、0.02（V/min），而二氧

化碳產生速率為0.47、0.29、0.07（V/min），結合兩者的數據可發現： 
● 對照組的耗氧速率及二氧化碳產率均高於兩組實驗組。 
● 實驗組中浸泡咖啡越久的蟑螂，其呼吸速率（耗氧速率與二氧化碳產率）皆呈現降趨勢 

　　由此可知，蟑螂攝取咖啡後的呼吸速率會減少，且隨攝取咖啡時間增加而降低。 
討論：文獻指出酒精會降低蟑螂的呼吸速率（劉茲妤，2018），而咖啡因會提升人的呼吸速率

（林宛宜、黃亮綜，2015），我們原先假設蟑螂攝取咖啡後呼吸速率會增加，然而實驗數據顯示

其呼吸率隨咖啡的攝取而下降。此外，文獻中提到咖啡因會導致草食性昆蟲的神經系統停止

產生必需的酵素，進而導致其死亡(John  Bozarjian,2020)，我們推測： 
● 咖啡因對蟑螂的影響與人類不同，可能會抑制其生理反應 
● 咖啡因對於蟑螂可能具有毒性，會影響代謝 
● 咖啡因可能具有殺蟑效果，可做為製作蟑螂藥的成分之一。 

 
3、探討不同濃度的醋對於殺蟑螂的效果 

  

圖六（左）圖七（右）、探討醋的濃度對滅除蟑螂的效果 

結果：根據圖六跟圖七，25分鐘後的死亡率為38.46%、15.38%、0%，而50分鐘後的死亡率為

46.15%、30.77%、15.38%。死亡率依序為1:1>1:2>1:3，顯示醋濃度越高，殺蟑效果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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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獻指出醋加水會使蟑螂死亡（楊祥瑜、甘而棣，2023），本研究以常見比例設計實驗，

並假設高濃度的醋殺蟑效果會更好。數據顯示高濃度的醋有較高的死亡率，且部分接到溶液

的蟑螂經過50分鐘後也一定會死亡，驗證了假設。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透過觀察蟑螂的食性可知強烈的味道（例如：米酒）會使蟑螂產生排斥，若使用酒精作為抓

捕蟑螂的陷阱，米酒可能不適用。而文獻指出可使用軟性飲料糖漿、紅糖或香蕉、甜橙的精油

來引誘蟑螂(Anil Chandra Neupane, 2022)。 
　　再來，藉由實驗得知蟑螂喝咖啡後的呼吸率會下降，因此與人類產生的生理反應不相同，

可做為研究昆蟲生理的一個項目，由此結果來研發出以咖啡因為主的環保殺蟲劑。 
　　根據實驗數據可確定醋的濃度會影響蟑螂的死亡率及死亡速度，所以如果想快速使蟑螂

死亡，可將稀釋醋的水減量或者不稀釋去做噴灑。 
　　結合以上三個實驗結果，可提供民眾在滅除蟑螂的方面上能夠更有效率，同時也藉由咖啡

因對蟑螂產生的反應來更加了解昆蟲的生理機能，以幫助日後研發出更環保的殺蟲劑來阻止

害蟲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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