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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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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雄計劃---探討一個星期内不同食物種類對櫻桃蟑螂若蟲生長的影響 

一、摘要 

本研究以櫻桃蟑螂（Periplaneta lateralis）作為探究對象，旨在比較不同食物種類對其生長

發育的影響。實驗結果顯示，攝取高蛋白質類食物的櫻桃蟑螂，其生長速度與體型發育均

顯著優於攝取其他類型食物的個體，顯示蛋白質對其生長具有明顯促進作用。櫻桃蟑螂作

為一種具潛力的飼料昆蟲，近年來在昆蟲養殖及廢物資源再利用領域受到關注。本研究的

發現有助於優化櫻桃蟑螂的飼養方式，提升其作為蛋白質替代來源的應用潛力，亦符合

SDG12: 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對於發展可持續的昆蟲飼料產業具有積極意義，有望為未

來糧食與飼料資源的多元化提供重要參考。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我們的組員在學校食堂用餐時，注意到大量食物殘渣最終被直接丟棄，和普通垃圾一樣掩

埋於垃圾處理場，這讓我們開始關注糧食浪費這個全球性議題。據統計，每年全球約有13

億噸的糧食被浪費，其中大部分的廚餘並未獲得妥善處理，對環境造成了極大負擔。也因

此，我們開始思考：是否能夠透過生物方式，將這些本應丟棄的廚餘加以再利用，轉化為

有用資源？ 

 

我們在查詢資料與觀察後，發現櫻桃蟑螂（Periplaneta lateralis）或許是一種可行

的解決方法。牠們不僅能夠快速生長、飼養簡單，且無毒無害，還具有高營養價值，可作

為飼養爬蟲類、魚類等寵物的理想蛋白質來源，而且食性廣幾乎什麼都吃。 

 

於是，我們開始好奇：不同種類的廚餘，是否會影響櫻桃蟑螂的生長速度？這一疑問成為

我們進行實驗的契機。透過實際餵養並觀察櫻桃蟑螂在不同廚餘條件下的生長變化，我們

希望能找出一條將廚餘資源化、同時促進可持續飼養的創新之路。。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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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一)瞭解櫻桃蟑螂適合分解的厨餘種類 

(二)不同食物種類對櫻桃蟑螂若蟲生長的影響。 

假設 

(一) 櫻桃蟑螂在混合食物組中生長速度最快。 

(二)櫻桃蟑螂對葉綠素食物的分解效率最低。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實驗變數 

操縱性變數:食物的營養種類 

反應性變數:蟑螂體型的變化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固定性變數:每次餵食食物的份量(g) 、每組蟑螂的數量 

 

二、實驗材料 

 
三、實驗步驟 

1. 挑選已蛻皮5-6次的蟑螂若蟲，取80只並平均分為20只一組，共4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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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蟑螂分爲四組并分別標記醣類組，以加水的麥片為食、纖維素組，生菜為食、蛋

白質組，熟雞蛋為食、混合組，前三者以醣類、蛋白質、纖維素，5:3:2的比例餵食 

 
         醣類組                        蛋白質組              纖維素組                     混合組 

3. 將每組櫻桃蟑螂若蟲分別放入對應的飼養容器中 

4. 每隔3-4天定時喂食蟑螂，餵食時測量并記錄每組櫻桃蟑螂若蟲的質量變化 

三、實驗結果 

 
圖(一)、不同喂食組別的質量變化的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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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三）、利用網頁計算機算出數據中的anova表現 

 

          如圖一所示，喂食蛋白質的櫻桃蟑螂組別質量變化高於其他組。故我們認爲蛋白質

類食物對櫻桃蟑螂 

 

         

            經過anova驗證後，數據表示了醣類、蛋白質、纖維素與混合組在不同日期

（28/3、1/4、5/4）下的變化趨勢。根據統計分析，各組數據皆呈現良好的常態分布，且

無明顯異常值。四組平均值皆顯示隨時間有明顯增加趨勢，信賴區間與變異數檢定（F 分

布）顯示這些變化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顯示時間因素對樣本成分具有顯著影響。此結果

支持我們的假設，即成分含量隨時間改變，可能與反應進程、發酵作用或外部環境條件變

化有關。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 

      本次實驗結果顯示，櫻桃蟑螂在攝取不同營養成分（包括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葉綠

素與混合營養）後，其體重皆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代表各種營養成分皆能在一定程度上促

進蟑螂的生長。然而，綜合數據分析可見，攝取蛋白質的實驗組成長幅度最為顯著，顯示

蛋白質對櫻桃蟑螂的體重增加與生長速度具有最強烈的促進效果。此外，雖然混合組的成

長幅度相對較小，但體重變化曲線相當穩定，顯示其具有一定的營養均衡性，可能有助於

長期飼養中維持穩定的生長狀態。 

 

       整體而言，本研究明確指出不同營養成分會對櫻桃蟑螂的生長速度產生顯著影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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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蛋白質對生長的貢獻最為明確，碳水化合物與葉綠素則稍弱，混合營養則雖成長幅度較

低但波動較小。這些結果不僅可用來理解櫻桃蟑螂的營養需求，也為未來以昆蟲為媒介的

資源再利用提供了實證參考。 

 

生活應用： 

       在實際應用層面上，考量現代社會中廚餘問題嚴重，而多數動物飼養標準並不允許也

不適合直接以未處理的廚餘作為飼料來源，因此可考慮透過櫻桃蟑螂作為中介進行轉化。

我們可先將蛋白質含量較高的廚餘挑出，作為櫻桃蟑螂的飼料，藉此提升其營養價值與生

長效率。待蟑螂成長成熟後，再將其作為動物的飼料來源，如魚類、家禽類、爬蟲類等，

這樣不僅能有效處理高蛋白廚餘，還能提供高效可持續的飼料資源，達成廚餘再利用與循

環經濟的雙重目標。此策略不僅有助於解決廚餘處理與環境污染問題，同時也為永續農業

與動物飼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補充： 

       實驗過程中仍存在一些可改進之處。例如，我們未能對每一隻櫻桃蟑螂進行初始體重

與最終體重的個別測量，僅以組別總體重變化作為分析依據。由於各隻蟑螂在實驗開始時

體重可能存在差異，此項缺失導致無法使用共變數分析（ANCOVA）來排除初始體重對結

果的潛在干擾。未來進行類似研究時，我們將更加重視個體數據的收集與控制變項的嚴謹

性，以提升實驗結果的準確度與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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