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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本組研究的主題有二：（一）倉鼠的記憶（二）音樂對倉鼠生活行為的影響。 

我們利用兩種性質不同的音樂（弦樂與重金屬樂），在飼養倉鼠的環境中連續 24 小時播

放，觀察音樂對倉鼠生活行為的影響。實驗過後發現，節拍較快的重金屬音樂會帶給倉鼠不

安全感；而柔和的弦樂則會使倉鼠行為懶散、不焦慮。 

另外，利用倉鼠走迷宮所花的時間長短，來尋找出倉鼠短期與長期記憶的時間。在此實

驗中發現，倉鼠的短期記憶約7∼8個小時，而長期記憶約11∼13天。 

二、研究動機 

有一次我們逛街時無意間經過寵物店的櫥窗旁，瞥見了幾隻在木屑中蠕動的小東西，於

是好奇的湊進前一瞧──好可愛喔∼是兩隻倉鼠呢！之前只聽人家說過，倉鼠十分的可愛，

果真百聞不如一見，連我們也不得不臣服在牠們無比的魅力之下！當下便衝動的買了下來；

回家才發現問題頻頻冒了出來：牠為什麼一直跑來跑去呢？牠看起來好聰明喔！會分辨方向

嗎？能不能根據食物的氣味找到食物所在之處呢？於是在經過縝密的討論之後，決定好好來

研究這兩幾木屑中的小精靈。順便欣賞牠們在走迷宮時那搖頭擺尾、惹人憐愛的模樣。 

教材的相關性：生物上冊  第五章  第四節─動物行為 

              健康教育上冊  第二篇  第一章  第三節─記憶與遺忘 

三、研究目的 

（一）飼養倉鼠，觀察並了解倉鼠的日常生活習性。 

（二）了解音樂性質的不同對倉鼠的生活是否有影響。 

（三）經由讓倉鼠走迷宮的實驗，比較多次的數據，判斷倉鼠是否具有足以記憶迷宮路線的

能力。（長期與短期記憶） 

四、研究設備及器材 

名稱 數量 用途 

實驗用倉鼠 十六隻 做各種實驗 

飼養倉鼠必備品（註一） 一套 飼養倉鼠 

製作迷宮用具（註二） 一套 製作所需迷宮 

木板（厚約4mm） 數片 迷宮組成材料 

CD player 兩台 播放音樂 

CD（弦樂與重金屬樂） 各一片 音樂的實驗 

照相機 一台 拍照存證 

濕紙巾 一包 擦拭迷宮避免留下氣味 

表一 研究器材與其用途 

註一：觀察箱、飼料、木屑、飲水器、運動輪 

註二：捲尺、各色原子筆、鋸子、熱融膠、熱融膠槍、砂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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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實驗動物 

1.名稱：洛波洛夫斯基倉鼠 

2.原產地：俄羅斯 

3.頭身體長：大約七公分 

4.尾長：大約一公分 

5.體重：大約26克 

6.簡介：現在當寵物飼養的倉鼠中體型最小的一個品種。有一點膽小，會到處鑽來鑽去。你

越想要抓回來，牠反而會跑的更快。這種倉鼠的毛色只有一種。 

7.注意事項：（1）吃東西和睡覺時不能打擾它。 

（2）不能吃甜食，否則頰囊會發炎。 

（3）公、母倉鼠最好不要放在一起。 

（4）皮膚要保持乾燥，不然就會發炎。 

 

（二）迷宮的製作 

1. 取適量的木板（厚約0.4㎝），利用色筆規劃好迷宮的路線。 

2. 用鋸子切割所需的木片（７公分高的圍牆），將切割下來的木片，用砂紙磨其表面使其光

滑（避免刮傷老鼠）。 

3. 利用熱融膠槍固定木片於木板上，製成所需的迷宮。 

     入口      

                        

                     

                     

                      

                

                     

                   

                        

     出口      

圖一 實驗二、三所使用的迷宮設計圖 

註：□代表安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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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一 音樂對倉鼠的影響 

1. 準備二種性質（弦樂與重金屬音樂）相差許多的音樂。 

2. 將其中十隻倉鼠分為三組：弦樂組4隻、重金屬音樂組4隻、對照組（不聽音樂）2隻，

分別放置在不同的場所，不互相干擾（公、母倉鼠必須隔開）。連續24小時播放音樂，兩

組的音量控制為60分貝上下。 

3. 續觀察倉鼠的活動情形（包括睡眠時間、運動時間、食量的多寡、表現出來的情緒狀態、⋯

等。） 

4. 實驗時間：二個禮拜 

 

（四）實驗二 倉鼠的短期記憶 

1. 將剩下的六隻老鼠編號1∼6，並隔開安置。 

2. 實驗前12小時不餵食實驗用的倉鼠，但仍讓其飲水。 

3. 取之前製作的迷宮，在出口處放置飼料（約1/4餐的份量），並將12小時未進食的倉鼠放

在入口處。 

4. 讓每隻倉鼠各重複走迷宮5次（每次間隔二分鐘），並記錄倉鼠走迷宮時所花費的時間。 

5. 將倉鼠分為三組，分別在間隔三、六、九小時後重複上述動作，各重複2次。 

6. 實驗後可在粗略的時間（例如六到九小時）內以間隔一小時的追加實驗（例如七小時和八

小時後各做一次），縮小迷宮短期記憶時間的範圍。 

7. 注意事項： 

（1）每次實驗後需用濕紙巾擦拭木板，避免留下氣味。 

（2）倉鼠在走迷宮時，要讓牠感覺到危險（用鉛筆輕戳倉鼠的屁股），增加前往出口（安

全之地）的動力。 

（3）當倉鼠走到錯誤的路徑（死路底）時，給予逞罰（用鉛筆輕戳倉鼠的屁股），告訴牠：

這是錯的！ 

 

（五）實驗三 倉鼠的長期記憶 

1. 將編號1∼6的倉鼠分為兩組（編號1、3、5一組；編號2、4、6一組），分別在距『實驗

二 短期記憶』六及八天後開始實驗。 

2. 實驗前12小時不餵食實驗用的倉鼠，但仍讓其飲水。 

3. 取之前製作的迷宮，在出口處放置飼料（約1/4餐的份量），並將12小時未進食的倉鼠放

在入口處。 

4. 讓倉鼠各走過迷宮1次，和之前的數據比較，以找出倉鼠的長期記憶。 

5. 每隔五天做一次實驗，實驗的方法如上。 

6. 注意事項： 

（1）每次實驗後需用濕紙巾擦拭木板，避免留下氣味。 

（2）倉鼠在走迷宮時，要讓牠感覺到危險（用鉛筆輕戳倉鼠的屁股），增加前往出口（安

全之地）的動力。 

（3）當倉鼠走到錯誤的路徑（死路底）時，給予逞罰（用鉛筆輕戳倉鼠的屁股），告訴牠：

這是錯的！ 

（4）每次實驗只走過一次迷宮，以免加深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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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結果 

（一）實驗一 音樂對倉鼠的影響 

1. 紀錄項目： 

（1）睡眠─躲在木屑下睡覺或將眼睛閉上超過 5分鐘即稱為睡眠時間。（單位：小時） 
（2）運動─醒著或不斷的跑來跑去稱為運動時間，包括飲食的時間。（單位：小時） 
（3）食量─每天一隻倉鼠的總食量（單位：份 約5g重） 

（4）生活情形─倉鼠的情緒及生活變化。 

 

2. 紀錄時間的方法： 

採大略計法。由4個人輪流紀錄，每15分鐘抽查一次。若此次查看時倉鼠在睡眠，

下一次查看時也在睡眠，則此段期間就歸類為睡眠時間；若此次查看時倉鼠在睡眠，下一

次查看時在運動，則此段時間也歸類為睡眠時間；而再下一次查看時，不論倉鼠是在睡眠

或是在運動，都歸類為運動。 

 

3. 生活觀察紀錄 

（1）對照組：沒有播放音樂 

觀察日 睡眠 運動 食量 生活觀察 

1 12 12 2 

2 12.5 11.5 2 

3 12 12 2 

4 11.5 12.5 2 

5 13 11 2 

6 12.5 11.5 2 

7 11.5 12.5 2 

8 11 13 2 

9 12.5 11.5 2 

10 12 12 2 

11 11.5 12.5 2 

頭尾的時

數差 
+0.5 -0.5  

每天的作息情況都差不多─早上大部

分都在睡覺，晚間（約7：00pm）開始活動
至清晨。在吃飯前1~2小時都會比較亢奮。

註：開始的幾天活動量會比較高，是因為不

熟悉環境關係的。 

表二 倉鼠在沒有播放音樂的環境下生活的實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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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驗組一：播放弦樂 

觀察日 睡眠 運動 食量 生活觀察 

1 11 13 2.5 
十分急躁不安。在餵食時，會有咬主人的舉

動。（大概是在熟悉環境） 

2 12 12 2.5 依然在箱子四周躍動。 

3 12.5 11.5 2 
不再很亢奮，但仍會奔跑，食量依舊沒有明

顯變化。 

4 14 10 2 
睡眠時間明顯拉長，運動和食量皆有減少，

也不再奔跑。 

5 14 10 2.5 
似乎開始感受到主人有規律性的餵食，變得

溫馴許多。 

6 16 8 2 幾乎都窩在木屑中睡覺。 

7 16 8 1.5 幾乎都窩在木屑中睡覺。 

8 16.5 7.5 1.5 越來越少運動了。 

9 16.5 7.5 1 運動變多、食量變少了。 

10 17 7 0.5 食量幾乎已經減到最初了一半了。 

11 17.5 6.5 0.5 對主人的餵食已不感興趣。 

頭尾的 

時數差 
+6.5 -6.5  

較和緩音樂使得老鼠變得很怠惰，食量和運

動量都下降了，只是不斷的睡眠。 

表三 倉鼠在播放弦樂的環境下生活的實驗數據 

 

（3）實驗組二：播放重金屬音樂 

觀察日 睡眠 運動 食量 生活觀察 

1 12 12 2 
十分急躁不安。在餵食時，會有咬主人的舉

動。（大概是在熟悉環境） 

2 12 12 2 變的比較亢奮。 

3 10 14 2.5 不停地在籠子四周轉圈。 

4 10 14 3 不停地在籠子四周轉圈。 

5 11 13 4 運動時間開始增加。 

6 10 14 6 睡覺時都顯的不安。 

7 8 16 7 食量變大了，幾乎是原來的兩倍。 

8 10 14 5.5 看到主人的手會立刻跳開。 

9 10 14 2 看到主人的手會立刻跳開。 

10 9 15 4 很興奮，對外來物都存有戒心。 

11 9 15 3 有點過度興奮，連睡覺都顯的急躁不安。

頭尾的 

時數差 
-3 +3  

較激烈的音樂使得老鼠變得很急躁不安，食

量和運動量增加，睡眠品質少又不好。 

表四 倉鼠在播放重金屬音樂的環境下生活的實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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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統合比較 

（1）睡眠時間比較 

睡眠時間比較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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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4

16

1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天數

小

時

沒有音樂 弦樂 重金屬樂
 

圖二 在三種不同音樂下生活的睡眠時間變化圖 

分析：很明顯的看出，在重金屬音樂下生活的倉鼠睡眠時間會減少。而在弦樂下生活

的倉鼠睡眠時間會漸增。而在沒有播放音樂的環境下，倉鼠睡眠時間約維持在

十二小時左右。 

 

（2）運動時間比較 

運動時間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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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

小

時

沒有音樂 弦樂 重金屬樂
 

圖三 在三種不同音樂下生活的運動時間變化圖 

分析：很明顯的看出，在重金屬音樂下生活的倉鼠運動時間會漸增。而在弦樂下生活

的倉鼠運動時間會減少。而在沒有播放音樂的環境下，倉鼠運動時間約維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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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小時左右。 

（3）食量比較 

食量比較

0

2

4

6

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天數

份

數

沒有音樂 弦樂 重金屬樂
 

圖四 在三種不同音樂下生活的食量變化圖 

分析：沒有音樂時的食量大約都是兩份。而播放弦樂後，從初期的兩份遞減為半份，

可見弦樂會使倉鼠食量減少（可能是因為大部分時間都在睡覺）。而重金屬音樂

組的食量以7天最大，多達7份。 

 

（4）食量與運動時間之間的關係 

1對照組：沒有播放音樂 

運動時間與食量的關係圖─無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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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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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天數

運動時間〈小時〉 食量〈份〉
 

圖五 沒有播放音樂時，食量與運動時間之間的關係圖 

分析：沒有音樂的時候，倉鼠的食量一直維持在兩份，沒有明顯的變化；也因此，

牠們的運動時間也維持在十二小時上下，沒有很大的起伏。可見沒有音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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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倉鼠的運動量取決於他的食量，食量若沒有明顯的變化，則運動時間

也不會有明顯的改變。 

2實驗組一：播放弦樂 

運動時間與食量的關係圖─弦樂

0

4

8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天數

運動時間〈小時〉 食量〈份〉
 

圖六 播放弦樂時候，食量與運動時間之間的關係圖 

分析：播放弦樂給倉鼠們聽時，食量遞減，而運動時間也遞減；但從圖中可看出，

運動時間所成的線段傾斜的程度比食量所成的線段大，可見從第一天至最後

一天運動時間遞減得較快，可能是因為食量和弦樂同時影響它的緣故。 

3實驗組二：播放重金屬樂 

運動時間與食量的關係圖─重金屬樂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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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天數

運動時間〈小時〉 食量〈份〉
 

圖七 播放重金屬音樂時，食量與運動時間之間的關係圖 

分析：播放重金屬音樂給倉鼠們聽時，在前期（第五天前）食量和運動時間都是採

上升的趨勢，但在第五天之後，運動量仍持續上升，但食量卻呈不規則變化；

可見到了後期，倉鼠的運動時間已不取決於食量，而是受到重金屬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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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二 倉鼠的短期記憶 

1. 每次間隔時間：三小時 

（1）實驗數據 

 第n次走迷宮 

老鼠 

編號 
時間 1 2 3 4 5 

初次 2'44"53 4'05"11 1'50"81 1'36"64 1'08"34 

3hrs後 2'34"87 1'03"60 1'27"92 1'21"61 1'12"87 （1） 

6hrs後 1'19"44 1'22"61 1'51"93 53"92 46"48 

初次 3'33"05 4'46"04 3'07"70 1'52"32 1'18"60 

3hrs後 1'35"17 55"35 56"29 50"43 1'03"25 （2） 

6hrs後 53"67 34"56 1'28"42 54"55 1'23"59 

表五 以三小時為間隔的短期記憶實驗數據 

 

（2）折線圖 

0

100

200

300

1 2 3 4 5
次數

秒

數

(1)-1(1)-2(1)-3(2)-1(2)-2(2)-3
 

圖八 以三小時為間隔的短期記憶時間變化圖 

註：（1）-1代表1號老鼠的第一次實驗，每次間隔三小時。 

 

分析：很明顯的看出，倉鼠經過五次的訓練後，第二遍的實驗時間都減少許多，最後

都維持在一分鐘左右。所以可以推斷，倉鼠的迷宮路線短期記憶能力能維持到

三個小時。第一隻倉鼠的記憶力和第二隻倉鼠的記憶力差不多，但第一隻本來

就跑的比第二隻快約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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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間隔時間：六小時 

（1）實驗數據 

 第n次走迷宮 

老鼠 

編號 
時間 1 2 3 4 5 

初次 17'18"61 10'54"35 9'23"83 7'14"88 5'45"84 

6hrs後 3'43"46 28"92 54"59 1'02"21 54"53 （5） 

12hrs後 1'27"01 1'02"25 1'43"41 1'25"73 1'13"13 

初次 10'39"37 9'26"55 8'22"98 7'31"54 6'24"60 

6hrs後 5'13"10 3'08"29 3'11"59 2'56"42 1'53"71 （6） 

12hrs後 1'23"54 1'34"17 1'21"30 1'10"92 54"42 

表六 以六小時為間隔的短期記憶實驗數據 

 

（2）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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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以六小時為間隔的短期記憶時間變化圖 

註：（5）-1代表5號老鼠的第一次實驗，每次間隔六小時。 

 

分析：很明顯的看出，倉鼠經過五次的訓練後，第二遍的實驗時間都減少許多，最後

都維持在一分鐘左右。所以可以推斷，倉鼠的迷宮路線短期記憶能力能維持六

個小時。第五隻倉鼠的記憶力和第六隻倉鼠的記憶力差不多，但第六隻倉鼠本

來就跑的比第五隻快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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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間隔時間：九小時 

（1）實驗數據 

 第n次走迷宮 

老鼠 

編號 
時間 1 2 3 4 5 

（3） 初次 4'25"59 1'53"92 1'56"35 2'35"83 2'40"24 

（3） 9hrs後 4'31"50 2'02"75 1'22"84 1'22"71 50"48 

（4） 初次 5'15"09 4'42"64 3'49"78 2'36"19 1'56"54 

（4） 9hrs後 6'41"52 3'34"28 4'44"48 小受傷所以停止實驗 

表七  以九小時為間隔的短期記憶實驗數據 

 

（2）折線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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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以九小時為間隔的短期記憶時間變化圖 

註：（3）-1代表3號老鼠的第一次實驗，每次間隔九小時。 

 

分析：將第一次實驗跑最後一遍的時間與第二次實驗跑第一遍的時間做比較，很明顯

的增加了。所以可以推斷，倉鼠的迷宮路線記憶經過九小時候，已經沒有了。

第三隻倉鼠本來就跑的比第四隻倉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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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追加實驗 

根據以上的實驗結果顯示：倉鼠的短期記憶能維持超過六個小時，未滿九小時。為了

縮小其範圍，我們追加了兩個實驗，分別與上面最後一個實驗間隔七小時與八小時，觀察

倉鼠走迷宮的時間變化，找出較準確的範圍。 

 

（1）間隔時間：七小時 

老鼠編號   上一次走迷宮所花的時間 這一次走迷宮所花的時間 

（1） 46"48 1'29"99 

（2） 1'23"59 59"03 

表八 以七小時為間隔的短期記憶追加實驗數據 

（2）間隔時間：八小時 

老鼠編號   上一次走迷宮所花的時間 這一次走迷宮所花的時間 

（5） 1'13"13 5'12'23 

（6） 54"42 6'24'58 

表九 以八小時為間隔的短期記憶追加實驗數據 

 

（3）分析：從時間的變化可以看出，在間隔七小時之後，倉鼠走迷宮的時間並沒有變化太

多。但是在間隔八小時之後，倉鼠走迷宮的時間增加甚多。綜合上列實驗的結

果可知，倉鼠短期記憶迷宮的能力約在七到八小時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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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三 倉鼠的長期記憶  

1. 主要實驗 

       第n天後 

老鼠編號 最後的訓練 6 8 11 13 

（1） 1'29"99 1'39"30  1'32"13 3'05"11 

（3） 1'56"54 1'58"55  1'29"63 4'05"24 

（5） 2'97"35 40"10  1'31"29 5'14"36 

（2） 59"03  1'32"13  3'25"19 

（4） 4'44"48  1'29"63  5'78"61 

（6） 3'06'98  1'31"29  7'16"98 

表十 長期記憶的實驗數據 

 

註：空白格子所代表的意義 
為了避免倉鼠的長期記憶受到單次記憶加強的影響，所以將倉鼠分成兩組，拉長每次

實驗間的距離（五天）。 
 

2.統合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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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長期記憶的時間變化圖 

 

分析：從時間的變化得知，倉鼠經過反覆的練習之後，六天、八天及十一天後仍有迷宮路

線的記憶，而且已經變成長期的記憶。但此種訓練方法並不能讓倉鼠的長期記憶維

持到十三天之久。而且從數據中可發現，每六小時訓練一遍（每遍走五次迷宮）的

倉鼠，長期記憶的能力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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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討論 

（一）在『實驗一 音樂的影響』中，試比較並討論不同狀態下的生活。 

答：從以上的分析圖可以看到，倉鼠在一般環境生活時，睡眠時間和運動時間差不多各占

一半。但到了有音樂的環境之後，倉鼠的生活秩序發生了極大的轉變： 

如果是生活在播放重金屬音樂的環境裡，剛開始倉鼠會很興奮、好動，倉鼠的運

動量會漸漸增加、睡眠相對的減少。到了後期，倉鼠會從興奮轉為些許的焦慮及不安

（應該是興奮過度了），看到主人的手會迅速的躲開，並會有想逃出籠子的念頭。顯示

出重金屬音樂對倉鼠的影響是『增加其活動量，長期播放會讓倉鼠沒有安全感』。 

反之，如果是生活在播放弦樂的環境裡，其效果與播放重金屬音樂的生活截然不

同。因為生活環境中的音樂緩慢而柔和，所以生活的步調也因此慢了許多：睡眠時間

拉長，運動量減少。但到了後期，因為音樂的影響，開始嗜睡、變的懶散、沒有精神。

從這些資料不難看出，播放弦樂對倉鼠的影響是『增加其睡眠量，長期播放會讓倉鼠

感覺處於舒適、安全的環境中』。 

（二）在「音樂對倉鼠的影響」一實驗中，音樂除了在情緒與行為上對倉鼠產生影響外，是

否有改變倉鼠的外觀？或是影響牠們長久保持的習慣？ 

答：實驗結果顯示，無論是快慢節奏的音樂，皆沒有對倉鼠的外觀產生影響、亦沒有改變

牠們的習慣（例如：喜歡將東西藏起來等），只對倉鼠的情緒和行為造成影響。不過也

有可能是因為倉鼠接觸音樂的時間太短所造成的。 

（三）承上題，一公一母的倉鼠都參與實驗的進行，在音樂對牠們各方面的影響中，公的倉

鼠與母的倉鼠是否有不同的反應？ 

答：本實驗所採用的公倉鼠原本就比母倉鼠好動，播放重金屬音樂使牠們更加的興奮，而

使母倉鼠沒有平常那麼慵懶；播放弦樂則造成相反的效果，雖然倉鼠在聽了音樂之後

的活動程度有差別，但那是本來就存在的差異，所以音樂對公與母的倉鼠造成的影響

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如果排除原本的差異） 

（四）在迷宮的實驗中，為什麼倉鼠在交叉處時會停下來，並猶豫很久才選擇呢？ 

答：可能是因為為倉鼠沒有安全感，會猶豫半天。也可能是它在尋找食物的味道，所以東

聞聞、西嗅嗅，停留了很久。 

（五）為什麼倉鼠在走迷宮時會翻牆？  

答：可能是牠想要尋求別的方法來尋找出路，才會選擇翻牆。為了避免因翻牆而影響實驗

結果，當倉鼠有此行為舉動時，會給予懲罰如下。  

（六）為什麼倉鼠會來回走相同的路？ 

答：可能因為倉鼠的氣味並不明顯，會被自己的味道給混淆了。 

（七）要如何給予倉鼠走迷宮的動力？ 

答：1.實驗前12小時不餵食，就有了尋找食物的動力。  

2.懲罰：如果在倉鼠迷宮中停下來，而且非思考時間（如梳毛），一旦超過三秒，就用

鉛筆輕輕戳牠，可產生尋找安全處所的動力。 

（八）如何幫助倉鼠記憶迷宮的路線？ 

答：1.在出口的地方有食物及安全庇護所。 

      2.當倉鼠走到死路底時，用鉛筆輕戳，傳達『這是錯誤的路』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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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如何判斷倉鼠在一定時間後仍然有迷宮的記憶？ 

答：以六小時的5號倉鼠為例。第一次實驗跑最後一遍的時間為5'45"84，而間隔六小時後

跑第一遍的時間為3'43"46，時間沒有增加反而減少，即可知道倉鼠間隔六小時後仍擁

有迷宮的記憶。 

（十）本實驗未來有何後續的發展？ 

答：1.可以將倉鼠的研究範圍擴大，例如研究倉鼠的推理能力、對不同顏色的反應等等。 
2.可藉由倉鼠短、長期的記憶範圍確認，以作為未來研究任何記憶相關問題的參考。 

八、結論 

（一）實驗一 音樂的影響 

1. 播放重金屬音樂會使倉鼠興奮、衝動。久之，會造成倉鼠的不安全感。 

2. 播放弦樂會讓倉鼠的心情鬆懈下來。久之，可建立主人與倉鼠間的良好關係、增加其對環

境的信任與安全感。 

3. 播放重金屬音樂會使倉鼠的睡眠時間減少、運動時間增多；播放弦樂則反之：睡眠時間增

多、運動時間減少。 

4. 播放重金屬音樂會使倉鼠的食量增大，播放弦樂則會使倉鼠的食量減少。 

5. 不同的音樂會影響倉鼠的生活及情緒。 

 

（二）實驗二 倉鼠的短期記憶 

1. 依照本實驗的訓練方式，倉鼠具有短期記憶迷宮路線的能力約7∼8小時。 

2. 因為有短期記憶的關係，其走迷宮的時間會越來越短，但倉鼠在本實驗設計的迷宮中，走

完迷宮的極限大約在1分鐘左右，不會變得更快了。 

 

（三）實驗三 倉屬的長期記憶 

1. 依照本實驗的訓練方式，倉鼠具有長期記憶迷宮路線的能力約11∼13天。 

2. 每六小時訓練一遍（每遍走五次迷宮）的倉鼠，長期記憶的能力較好。 

九、參考資料及其他 

 項目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版次 出版地 頁數 出版年 

1 和倉鼠作朋友 今泉中明 暖流 初版 台灣 全本 2000 

2 大美百科全書01 編輯部 光復 初版 台灣 527 1990 
3 大美百科全書13 編輯部 光復 初版 台灣 347 1990 
4 大美百科全書18 編輯部 光復 初版 台灣 397 1990 
5 大美百科全書19 編輯部 光復 初版 台灣 367 1990 
6 http://www.trustmftmed.com.tw/illdb/illdb2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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