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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紀錄種竹節蟲－山桂花竹節蟲的調查研究 

 

壹、摘要： 

        此研究是針對台北縣新店市廣明獅頭山所發現的台灣新紀錄種—山桂花竹節蟲 

(Phraortes sp.)，來觀察牠的生活史、食草等，並確定其學名。山桂花竹節蟲為植食性之多

食性竹節蟲，屬長觸角。若蟲體色呈咖啡褐色，成蟲則呈灰褐色，山桂花竹節蟲的翅膀

完全退化，雄性成蟲的體型比雌蟲小很多。屬兩性生殖，卵無黏性，像種子般，具卵蓋，

雄蟲、雌蟲一生會交配好幾次。產卵量很多，約為 150～190 個。 

        山桂花竹節蟲一年只有一世代，卵期約 270 天，生活史約 350 天。比較耐乾旱，對

環境溼度的要求不高。遇到天敵時都會裝死、自割，同時也是偽裝高手：不動如樹枝或

隨風擺動，會模擬毒蠍。 

 

貳、研究動機： 

在國小階段因自然課中談論到有趣的竹節蟲，使我們對牠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始

以竹節蟲為飼養對象，在五、六年級做過飛竹節蟲 (Sipyloidea sipylus) 與雙色皮竹節蟲  

Phraortes bicolor 的食草及生活史之觀察和研究，對竹節蟲的飼養已有初步的認識。在國

一的自然與生活科技課堂上，我們從“地球上的生物”及“動物行為”的課程當中，更是

發現了竹節蟲可愛之處。又見到自然雜誌中報導：科學家研究發現竹節蟲的翅膀之有無，

可反覆演化。更加深我們研究竹節蟲的興趣，決定以竹節蟲做為長期觀察及研究的主題。

反觀國內原生竹節蟲相關資料十分稀少，有關台灣本土竹節蟲生態的研究，除津田氏大

頭竹節蟲 (Megacrania tsudai) 是保育類昆蟲，有專家學者研究外，其他本土性的竹節蟲

都尚未有人做過生態上的詳細研究。 

2003 年 2 月 28 日我們在做野外的竹節蟲生態觀察時，於新店市獅頭山發現褐色若

蟲 (一般若蟲為綠色) 攝食台灣山桂花，直覺是一新品種的竹節蟲，深深吸引我們的焦

點，因此，決定以牠為觀察研究的對象。 

 

叁、研究的目的： 

    一、 研究山桂花竹節蟲的食性與生活史。 

    二、 研究不同的單一食草對山桂花竹節蟲生長上之影響。 

    三、 研究觀察山桂花竹節蟲、飛竹節蟲及雙色皮竹節蟲的繁殖方式與身體結構有什麼不

同。 

    四、 山桂花竹節蟲的身分確認。 

    五、 落實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強化鄉土科學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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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的材料： 

一、 實驗竹節蟲的來源： 

(一) 山桂花竹節蟲，飼養台灣山桂花。為新店獅頭山區採集的野生竹節蟲。 

(二) 飛竹節蟲，飼養樟樹。累代飼養的品種。 

(三) 雙色皮竹節蟲，飼養南美蟛蜞菊。累代飼養的品種。 

二、 實驗的材料： 

飼養箱 40 個                                 大型網箱 6 個。 

養樂多空罐子（裝水，插植物用）50 個          新店獅頭山區的各種植物 

 游標尺                                      尺 

 圓形透明塑膠盒（直徑 10cm）                 長方形透明塑膠盒 

 筆記本                                      紀錄用紙 

單眼相機                                    數位相機 

放大鏡 4 倍、15 倍、22 倍 各一支             電腦 
 
伍、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 食草之研究： 

  (一) 新店市廣明獅頭山植物之調查： 

於 92 年 3 至 4 月進行調查。植被的取樣是針對山桂花竹節蟲若蟲野外食草 

(台灣山桂花、變葉懸鈎子 (圖 1)、杜虹花)，故樣區的地點均設立於此三種野外

食草，以「計數採樣法」，樣區大小採用 15×25M，共設立 3 個樣區。植物種類

的鑑定為對照圖鑑進行鑑定，有疑問則請教台灣大學植物系。 

(二) 山桂花竹節蟲的食草研究： (以雙色皮竹節蟲、飛竹節蟲為對照組) 

1. 單一食草研究：以新店獅頭山分佈的植物為主，每兩天換一種植物，不吃的

就換回台灣山桂花。 

2. 組合食草研究：以單一植物飼養為基礎，將牠肯攝食的植物每三種隨意組合

在一起來飼養 (模擬自然情況)，每 3 天換組，以暸解其真正

喜愛的食草。 

二、 山桂花竹節蟲生活史的研究： (以雙色皮竹節蟲、飛竹節蟲為對照組) 

    (一) 以台灣山桂花為食草研究其生活史： 

1. 於透明塑膠盒底墊上濕的衛生紙，再把每日產下的卵放入盒內，標示年、月、

日，記錄孵化日期，計算卵期。 

2. 個別飼養於飼養箱內，每日記錄體長、體色，觀察蛻皮次數、各齡天數、體

長，若蟲到成蟲天數，成蟲的壽命；雌蟲還要記錄每日產卵量、總產卵量。 

(二) 不同食草對竹節蟲生長發育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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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其最喜歡攝食之番石榴、台灣山桂花、樟樹來實驗，以研究不同食草對

其生長情況之影響。 

三、 山桂花竹節蟲的學名鑑定： 

(一) 用 15 倍放大鏡觀察山桂花竹節蟲、飛竹節蟲及雙色皮竹節蟲身體各部位結構及

其生殖方式、卵的形態有何不同。 

 (二) 對照圖鑑進行鑑定，以確定山桂花竹節蟲和已發表的相似種間之差異。 

        (三) 到野外觀察山桂花竹節蟲棲息環境和生態環境。比較這三種竹節蟲生態環境有何

不同？ 
 
陸、實驗結果： 

一、 食草之研究： 

(一) 新店獅頭山植物之調查： 

            經由選取的樣區植被普查及沿著步道採集，在新店市獅頭山採取有 77 種植

物來作為山桂花竹節蟲的食性研究。(如表一、表二) 

(二) 食性之研究：  

               實驗結果：山桂花竹節蟲是多食性：在我們以新店獅頭山生長的 77 種植物

為基礎來飼養，由單一植物飼養觀察得知，牠肯攝食的植物有 39 種 (表一)，而

不肯攝食的植物則有 38 種 (表二)。從組合食草實驗 (表三) 得知，牠最喜歡吃

的是台灣山桂花、番石榴、青剛櫟、樟樹、……等食草，而杜虹花、火炭母草、

變葉懸鈎子、……等並不是它最喜歡的食草。 
 
表一：以單一植物試驗時，山桂花竹節蟲喜愛攝食植物種類名錄： 

★★★★★ ★★★★ ★★★ ★★ ★ 攝食

狀況 食草名稱 科名 食草名稱 科名 食草名稱 科名 食草名稱 科名 食草名稱 科名 

台灣山桂花 紫金牛科 杜虹花 馬鞭草科 山櫻花 薔薇科 拎壁龍 茜草科 水金京 茜草科 

變葉懸鉤子 薔薇科 番石榴 桃金嬢科 狗骨仔 茜草科 山黃梔 茜草科 九節木 茜草科 

玫瑰 薔薇科 青剛櫟 殼斗科 菊花木 蘇木科 野牡丹 野牡丹科 長梗紫麻 蕁麻科 

  樟樹 樟科 火炭母草 蓼科 紅楠 樟科 山香圓 省沽油科 

  小梗木薑子 樟科 杜鵑花 杜鵑花科 小葉樹杞 紫金牛科 南美蟛蜞菊 菊科 

    樹杞 紫金牛科 楊梅 楊梅科 珍珠蓮 桑科 

    江某 五加科 柃木 山茶科 雙面刺 芸香科 

    大頭茶 山茶科 雀榕 桑科 金銀花 忍冬科 

    莢迷 薔薇科 九芎 千屈菜科 絡石 夾竹桃科

    紅淡比 山茶科 紫葳 千屈菜科   

      山胡椒 樟科   

植 

 
 

物 

 
 

名 

 
 

稱 

      軟毛柿 柿樹科   

備註：★★★★★表示最喜歡吃    ★★★★良好    ★★★尚可    ★★稍差    ★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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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山桂花竹節蟲不肯攝食之植物種類名錄： 

植物名稱 科名 植物名稱 科名 植物名稱 科名 

菝契 菝契科 狗肝菜 爵床科 俄氏鼠刺 虎耳草科 

細葉饅頭果 大戟科 木槿 錦葵科 桑葉 桑科 

玉葉金花 茜草科 朱槿 錦葵科 山黃麻 榆科 

赤車使者 蕁麻科 土密樹 大戟科 無患子 無患子科 

台灣朴 榆科 酸藤 夾竹桃科 桂花 木犀科 

葛藤 蝶形花科 華八仙花 虎耳草科 柚葉藤 天南星科 

杜英 杜英科 山刈葉 芸香科 相思樹 含羞草科 

觀音座蓮 合囊蕨科 日本金粉蕨 鳳尾蕨科 虎皮楠 虎皮楠科 

台灣車前蕨 書帶蕨科 栗蕨 碗蕨科 鐵線蕨 鳳尾蕨科 

芒萁 裡白科 南海鱗毛蕨 鱗毛蕨亞科 東方狗脊蕨 烏毛蕨科 

假蹄蓋蕨 蹄蓋蕨科 台灣山蘇花 鐵角蕨科 筆筒樹 桫欏科 

崖薑蕨 水龍骨科 伏石蕨 水龍骨科 台灣桫欏 桫欏科 

台灣金狗毛蕨 蚌殼蕨科 圓葉鱗始蕨 鱗始蕨科   

 

 

 

 

台灣山桂花 變葉懸鈎子 

圖 1：山桂花竹節蟲若蟲在野外的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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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山桂花竹節蟲喜好攝食的食草 

組合食草名稱 組合食草的攝食情況 

1 2 3 1 2 3 

台灣山桂花 番石榴 狗骨仔 ★★★★ ★★★ ╳ 

台灣山桂花 狗骨仔 杜虹花 ★★★★ ★★ ╳ 

台灣山桂花 紅楠 山櫻花 ★★★★ ★★ ★★ 

台灣山桂花 青剛櫟 樟樹 ★★★ ★★★★ ★★★★ 

台灣山桂花 青剛櫟 番石榴 ★★ ★★★★ ★★★ 

台灣山桂花 樟樹 番石榴 ★ ★★ ★★★★ 

台灣山桂花 樟樹 菊花心木 ★★★ ★ ★★ 

台灣山桂花 大頭茶 番石榴 ★★★ ★★★ ★★★ 

狗骨仔 山櫻花 杜虹花 ★★★★ ★★ ╳ 

紅楠 山櫻花 杜虹花 ★★★ ★★★ ╳ 

變葉懸鉤子 山櫻花 火炭母草 ★★★ ★★ ╳ 

樟樹 山櫻花 火炭母草 ★★ ★★★ ★ 

青剛櫟 山櫻花 火炭母草 ★★★★ ★★ ╳ 

青剛櫟 樟樹 菊花心木 ★★★★ ★ ★ 

青剛櫟 樟樹 變葉懸鉤子 ★★★★ ★★★ ★ 

     備註： ★表示其攝食情況，★越多表示其攝食量越多。╳：表示不吃。 

      

 
二、山桂花竹節蟲生活史：(以雙色皮竹節蟲、飛竹節蟲為對照組) 

表四：山桂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節蟲、飛竹節蟲的各齡體長之比較 (單位：mm) 

山桂花竹節蟲 雙色皮竹節蟲 飛竹節蟲 

台灣山桂花 番石榴 樟樹 南美蟛蜞菊 樟樹 

    種類 

 

蟲齡 雄蟲 雌蟲 雄蟲 雌蟲 雄蟲 雌蟲 雄蟲 雌蟲 對照組 

第一齡蟲 16.0～22.0 16.0～22.0 16.0～22.0 16.0～22.0 16.0～22.0 16.0～22.0 12.0 12.0 18.0 

第二齡蟲 28.0～30.0 28.0～30.0 28.0～30.0 28.0～30.0 28.0～30.0 28.0～30.0 22.0 22.5 26.0 

第三齡蟲 38.0 40.0 41.0 42.0 34.0 38.0 30.0 30.0 36.0 

第四齡蟲 43.0 54.0 53.0 54.0 41.0 50.0 42.0 41.0 46.0 

第五齡蟲 56.0 57.0 70.0 71.0 52.0 65.0 52.0 51.0 58.0 

第六齡蟲 70.0 73.0 83.0 90.0 67.0 78.0 65.0 65.0 73.0 

第七齡蟲 80.0 85.0 — 105.0 74.5 91.0 72.0 85.0 87.0 

第八齡蟲 — 100.0 — — — 99.5 81.0 97.5 ─ 

備註：(飼 養 時 間 2003 年 2 月 28 日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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圗 2：山桂花竹節蟲飼養不同食草之雄蟲體長比較 

 

 

 

 

 

 

 

 

 
圗 3：山桂花竹節蟲飼養不同食草之雌蟲體長比較 

 

 

表五：山桂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節蟲、飛竹節蟲的各齡成長天數之比較 (單位：天) 

山桂花竹節蟲 雙色皮竹節蟲 飛竹節蟲 

台灣山桂花 番石榴 樟樹 南美蟛蜞菊 樟樹 

種類 

 

蟲齡 雄蟲 雌蟲 雄蟲 雌蟲 雄蟲 雌蟲 雄蟲 雌蟲 對照組 

卵期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256 256 63 

第一齡蟲 14 14 14 14 20 20 13 13 14 

第二齡蟲 14 14 8 11 12 12 11 11 13 

第三齡蟲 10 10 11 9 7 11 7 7 10 

第四齡蟲 9 12 10 15 7 13 8 6.5 7 

第五齡蟲 10 11 8 12 10 10 10 7.5 9 

第六齡蟲 9 11 ─ 7 10 9 6 11 8 

若

蟲

期 

第七齡蟲 ─ 10 ─ ─ ─ 11 ─ 13 ─ 

若蟲發育天數 57 82 51 68 66 86 56 69 53 

成蟲壽命 118 100 113 119 92 85 65 66 105 

生活史 327 352 321 338 345 356 321 322 116 

成蟲後第幾天

產卵 
─ 17 ─ 16 ─ 16 ─ 24 18 

產卵量 ─ 190 ─ 190 ─ 185 ─ 150 150 

蛻皮次數 6 7 5 6 6 7 6 7 6 

年世代數 1 1 1 1 1 1 1 1 3～4 

備註﹕1. 若蟲到成蟲天數：表示卵剛孵化到最後一次蛻皮時之天數。 

2. 生活史之天數為卵期加上若蟲到成蟲天數之和。 

      3. 山桂花竹節蟲的測量數值是各組各選 10 隻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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圗 4：山桂花竹節蟲飼養不同食草之雄蟲各 

齡天數比較 

 
 
 
 
 
 
 
 
 
 
圗 5：山桂花竹節蟲飼養不同食草之雌蟲各齡 

天數比較 

 

 
柒、討論： 

一、食草之研究： 

(一) 山桂花竹節蟲為多食性：  

我們以新店市廣明獅頭山為樣區，以當地 77 種的植物採集做食草實驗。從

單一植物飼養實驗中得知：牠可攝食的植物有 39 種，可見山桂花竹節蟲是多食

性的竹節蟲。 

      (二) 山桂花竹節蟲的攝食行為是隨機性： 

在單一植物飼養實驗中，台灣山桂花、變葉懸鈎子、玫瑰、山櫻花、杜虹花、  

番石榴、青剛櫟、樟樹、小梗木薑子等 9 種植物為牠最喜歡攝食的植物。 

             在組合食草試驗中，發現台灣山桂花、青剛櫟、番石榴等 3 種植物則為其最

喜歡攝食的食草，而原先若蟲喜歡攝食的杜虹花則完全不受到青睞，對樟樹、小

梗木薑子、紅楠等 3 種樟科食草的接受度，有時非常喜歡攝食，有時則胃口奇差

無比 (表三)。山桂花竹節蟲的食草隨處可見，若蟲的食物可說不虞匱乏。但在組

合式食草試驗時不肯攝食的杜虹花，在野外卻觀察到一齡若蟲可攝食，因此，山

桂花竹節蟲的攝食行為是隨機性的。 

      (三) 山桂花竹節蟲的食性比較：(表六；以雙色皮竹節蟲、飛竹節蟲為對照組) 

              山桂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節蟲喜歡攝食的食草比飛竹節蟲少，但比津田氏大

頭竹節蟲只吃林投(單一種食草)(顏、楊，2000)(黃，2002) 多很多。雙色皮竹節蟲

喜好攝食南美蟛蜞菊、紫薇、火炭母草、朱槿等植物。而山桂花竹蟲節對南美蟛

蜞菊、紫薇等的接受度不高，而牠喜歡攝食的樟樹、玫瑰、杜鵑等植物，則是雙

色皮竹節蟲所不肯攝食的植物，所以牠們的食性是有所區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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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山桂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節蟲、飛竹節蟲的食草喜好比較表： 

             種類 

食草名稱 

植物名 科名 

山桂花竹節蟲 

(Phraortes sp.) 

雙色皮竹節蟲 
(Phraortes bicolor) 

飛竹節蟲 
(Sipyloidea sipylus) 

南美蟛蜞菊 菊科 ★ ★★★★★ ★★★★★ 

紫薇 千屈菜科 ★★ ★★★★★ ★★★★★ 

紫蘇 唇形科 ╳ ★★★★★ ★★★★★ 

火炭母草 蓼科 ★★★ ★★★★ ★★★★ 

朱槿 錦葵科 ╳ ★★★ ★★★ 

番石榴 桃金孃科 ★★★★ ★★★ ★★★★★ 

黃槐 蘇木科 ─ ★★★ ★★★★★ 

狗肝草 爵床科 ╳ ★★★ ★★★ 

玫瑰 薔薇科 ★★★★★ ╳ ★★★★★ 

樟樹 樟科 ★★★★ ╳ ★★★★★ 

杜鵑 杜鵑花科 ★★★ ╳ ★★★★★ 

菊 菊科 ─ ╳ ★★★★★ 

 備註： ★表示其攝食情況，★越多表示其攝食量越多。╳：表示不吃。 

        

      (四) 不同食草對山桂花竹節蟲生長的影響：  

              有關不同食草對竹節蟲的生長影響，並無查到相關資料可供佐證。此次實驗

以三種不同食草 (台灣山桂花、番石榴、樟樹) 分別單獨來餵飼山桂花竹節蟲。

結果發現：不同食草對其成長是有明顯的影響，其中飼養番石榴的無論昰雌雄蟲

之蛻皮次數都會比其他兩組 (台灣山桂花、樟樹) 減少一次 (表四，圖 2，圖 3)；

而飼養樟樹的總成長天數會比其他兩組多，其中以剛孵化的一齡蟲期更是明顯 

(表五，圖 4，圖 5)，但成蟲的壽命則是三組中最短的，而在食草試驗時也曾發現：

山桂花竹節蟲雖肯攝食樟樹等樟科，但有時非常喜歡攝食，有時則胃口奇差無比 

(表三)。但在產卵量上三組多無明顯差異。 

   二、身體形態的比較：(表七；以雙色皮竹節蟲、飛竹節蟲為對照組) 

           竹節蟲的身體分為頭、胸、腹三大部分。頭部一節，胸部三節，腹部十一節，體

節共 15 節。 

           此三種竹節蟲身體都很細長，觸角也很長。有一對小小的複眼；前胸短小，中後

胸都很細長，腹部也很細長。腳上長有爪及吸墊，方便鈎住葉片，或抓牢枝幹，甚

至飼養箱的盒壁都可以輕鬆的攀附在上面。牠們蛻完皮後，通常會趁著蛻下來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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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濕濕軟軟時，從尾部開始把它吃掉；如果新鮮的蛻皮沒吃，以後就不吃；別隻的

蛻皮也不吃。 

   山桂花竹節蟲雄蟲體型較雌蟲纖細，三齡才可以分辨出雄蟲或雌蟲。 

表七：山桂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節蟲、飛竹節蟲在外觀形態上的比較 

山桂花竹節蟲 雙色皮竹節蟲 飛竹節蟲      種類 

項目 
雌、雄蟲 雌、雄蟲 對照組 

體色 咖啡褐色 草綠色 草綠色 

蛻皮次數 6~7 次 6~7 次 6 次 

若 

 

蟲 
翅膀 無 無 前翅芽(四齡蟲時可看出) 

體色 灰褐色，老蟲不長黑斑點 
雌蟲草綠，雄蟲紅褐色，

老蟲不長黑斑點 
木色，老蟲長黑斑點 

翅膀 無 無 後翅一對(終齡蟲時長出) 

成 

 

蟲 
附肢 

中肢、後肢腿節末端長

棘。 

中肢、後肢腿節末端長

棘。 
不長棘 

 

 

   三、生殖方式的比較：(表八；以雙色皮竹節蟲、飛竹節蟲為對照組) 

            山桂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節蟲成蟲在外觀上可明顯地分辨雌、雄兩性，行有性

生殖；交配時間每次可長達 2 個小時以上，交配次數都在 2 次以上，交配的時候雄

蟲用六肢從背部抓住雌蟲的身體，並用腹部纏住雌蟲的身體 (圖 6，圖 19 )；雄蟲的

精囊是綠色的 (圖 21 )。雄蟲和雌蟲交配後不會立刻死亡。山桂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

節蟲的雄蟲之把握器岔開，交配時用把握器緊緊鉤住雌蟲腹部第八節 (圖 20 )。山桂

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節蟲的雌蟲腹部從第八節岔開，在腹部第八節的還長有一突起

的刺 (圖 20)。 

            飛竹節蟲全部都是母的，是孤雌生殖，目前還未找到公蟲。(腹部第八節的地方

岔開，末端比較尖，腹部第八節沒有突起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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圗 6：交配中的山桂花竹節蟲 

 

 

表八：山桂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節蟲、飛竹節蟲在生殖行為上之比較 

項目       種類 山桂花竹節蟲 雙色皮竹節蟲 飛竹節蟲 

性別 具雌、雄兩性 具雌、雄兩性 全部為雌性 

兩性差異 雄小雌大 雄小雌大 無 

生殖方式 兩性生殖 兩性生殖 孤雌生殖 

 

 

   四、 卵的比較：(表七、表九) 

            山桂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節蟲的卵都很像植物的種子。山桂花竹節蟲卵呈長橢

圓狀，卵具有圓滑稜的木栓狀外壁；而雙色皮竹節蟲卵比較圓，有花紋。兩種竹節

蟲的卵都沒有黏性，是直接產落在盒底 (圖 7，圖 8，圖 26)；野外的竹節蟲都直接產

在泥土裡，所以在野外很難蒐集到山桂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節蟲的卵。 

           飛竹節蟲卵比較細長。卵具有黏性，會產在盒蓋或毛茸茸的葉子上、莖上，甚至

於會黏在養樂多的罐子上或自己腳上，也會產在樟樹葉片上、莖上 (圖 9 )。 

           為了讓卵能順利孵化，我們必須把卵放在盒子裡，鋪一層衛生紙或棉花，並且把

它噴溼。太過於乾燥的卵，在孵化時後肢經常卡在卵殼裡，約在 2~3 天後就會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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圗 7：山桂花竹節蟲的卵 

 

雙色皮竹節蟲和飛竹節蟲的卵： 

   

圖 8：雙色皮竹節蟲的卵之精孔板呈長橢圓狀；卵蓋上有蒂，

像植物的種子。 

圖 9：飛竹節蟲的卵殼有長長的纖毛。 

 

表九：山桂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節蟲、飛竹節蟲的卵之比較 

種類              

項目 

山桂花竹節蟲 

(Phraortes  sp.) 

雙色皮竹節蟲 

(Phraortes  bicolor) 

飛竹節蟲 

(Sipyloidea  sipylus) 

形  狀 長橢圓形 短圓形 細長形 

大  小 4.2 x 2.2 mm 3.2 x 2.8 mm 4.1 x 1.7 mm 
顏  色 咖啡色 褐色 褐色，具斑點 

外  觀 
具圓滑稜的木栓狀外

壁，似種子般有蒂 

具花紋，似種子般有

蒂 

具斑點 

黏附性 無 無 有 

精孔板 長梭形 鞋拔形 淚滴狀 

卵  蓋 圓形，頂部圓頭狀 圓形，頂部圓頭狀 橢圓狀，周圓具纖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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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活史的比較：(一年有幾世代) 
           山桂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節蟲一年只有一世代。若蟲大約在 2 月底至 3 月初開始

孵化，因此 8 月以後在野外幾乎就很難看到這兩種竹節蟲。山桂花竹節蟲依其食草

的不同，牠的成長有蛻皮 6 次、7 次之分，其生活史的總天數並無明顯差異。 
           飛竹節蟲整年都可找到蟲。一年有 3~4 個世代(表六)。夏天氣溫高時，卵期約 55

天；冬天氣溫低時，卵期最長達 102 天；若蟲到成蟲天數約 63 天數 (表五)。生活史

在夏天約 126 天，冬天約 252 天 (表十) 。 

 

 

 

圖 10：正攝食台灣山桂花的一齡蟲 (新店市獅頭山) 

 
圖 11：正蛻皮中的二齡蟲 

 

 

 

 
圖 12：停棲於台灣山桂花上的一齡蟲 (體長：1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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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山桂花竹節蟲的二齡蟲 (體長：28 mm) 

 
 
 

 
圖 14：山桂花竹節蟲的三齡蟲 (體長：38 mm) 

 
 
 
 
 



 
14 

 

 
圖 15：正蛻皮中的七齡雌蟲 

 
 
 
 

 

圖 16：七齡雌蟲所蛻下的蟲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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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山桂花竹節蟲的雄性成蟲 (體長：80 mm) 

 
 
 
 

 
圖 18：山桂花竹節蟲的雌性成蟲 (體長：1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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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山桂花竹節蟲的雌、雄性成蟲正在交配 

 

 
圖 20：山桂花竹節蟲交尾時，雌蟲腹部末端岔開 

 

圖 21：山桂花竹節蟲的精莢呈綠色 

 

表十：山桂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節蟲、飛竹節蟲的年世代數比較 

       種類           
項目 

山桂花竹節蟲 
(Phraortes  sp.) 

雙色皮竹節蟲 
(Phraortes  bicolor) 

飛竹節蟲 
(Sipyloidea  sipylus) 

年世代數 一世代 一世代 3～4 個世代 
卵期 270 天 256 天 55～102 天 

若蟲期 51～86 天 60～70 天 53 天 
蛻皮次數 5～7 次 6～7 次 6 次 

成蟲後第幾天產卵 16 天 24 天 18 天 
產卵量 160～190 顆 140～150 顆 150 顆 

成蟲壽命 100～120 天 70～90 天 105 天 
 生活史 327～356 天 322 天 116～25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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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生活習性及環境的比較： 

           山桂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節蟲、飛竹節蟲都是夜行性昆蟲。山桂花竹節蟲與飛竹

節蟲比較耐乾旱。雙色皮竹節蟲的若蟲喜歡生活在陰暗、濕度高的雜木林底層之赤

車使者草叢中。因此，夏天天氣炎熱時，雙色皮竹節蟲比山桂花竹節蟲、飛竹節蟲

容易死亡。 

            山桂花竹節蟲在野外很難發現其成蟲，推測牠們在四齡蟲以後就爬往喬木或灌

木的樹冠頂層。雙色皮竹節蟲成蟲多發現灌木叢中，有時也會爬到較高的樹幹上。

另，飼養在一樓的辦公室因光線昏暗，所以在白天有時候會看到他們蛻皮、產卵、

吃葉子。 

 

   七、 防禦策略的比較：(表十一) 

           山桂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節蟲的翅膀完全退化，受刺激時不能飛走，也沒有像津

田氏大頭竹節蟲在受到驚擾時會分泌出白色具臭味的液體來卻敵 (顏、楊，2000) 

(黃，2002)，或像飛竹節蟲在受到驚擾時會飛離或發出麝香般的人參臭味來 (林等，

2001)。牠們不會散發出任何臭味，但受到驚擾時會很快的滑落到草叢中，六腳朝天

假死 (圖 22)，或會自割來脫離敵害；有時若蟲會把腹部捲成大圈圈，擬態成毒蠍的

樣子來威嚇敵人 (圖 23)(David，1992)。山桂花竹節蟲的若蟲呈咖啡褐色，成蟲為灰

褐色；而雙色皮竹節蟲的雄性若蟲呈翠綠色，成蟲呈紅褐色；雌性若蟲、成蟲都是

草綠色，皆具良好的隱匿效果。 
            
 

表十一：山桂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節蟲、飛竹節蟲在自衛行為上的比較 

   種類 
項目 

山桂花竹節蟲 
(Phraortes  sp.) 

雙色皮竹節蟲 
(Phraortes  bicolor) 

飛竹節蟲 
(Sipyloidea  sipylus) 

偽裝 

雌、雄性若蟲皆呈咖啡褐

色；成蟲為灰褐色。 

雄的若蟲翠綠色，成蟲紅

褐色；雌的若蟲、成蟲都

是草綠色。 

若蟲綠色，成蟲木色。 

隱

蔽 

模仿 
像細枝條，甚至模仿如被

風吹動的樹枝般擺動。 

像細枝條，甚至模仿如被

風吹動的樹枝般擺動。 

像細枝條，甚至模仿如被

風吹動的樹枝般擺動。 

擬態 
若蟲腹部會捲曲，擬態成

毒蠍的樣子。 

若蟲腹部會捲曲，擬態成

毒蠍的樣子。 
無 

放出臭味 不會 不會 會(像人蔘般的氣味) 

假死 會 會 會 

自割 會 會 會 

飛離 不會 (無翅膀) 不會 (無翅膀)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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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山桂花竹節蟲的防禦策略之一—假死 

 
 

 
 

圖 23：山桂花竹節蟲的防禦策略之

二—擬態蠍子 

 
   

 八、 山桂花竹節蟲的學名鑑定： 

     (一) 依檢索表來檢索：山桂花竹節蟲依其外部形態或卵的性狀來看，都很類似皮竹節

蟲屬 (Phraortes)。在台灣的竹節蟲書中之台灣竹節蟲科屬檢索表，也檢索為皮竹節

蟲屬無誤。書中提到，台灣的皮竹節蟲屬有三種：粗粒皮竹節蟲、雙色皮竹節蟲

和台灣皮竹節蟲。山桂花竹節蟲是非常類似粗粒皮竹節蟲的 (表十三)。 

     (二) 卵的性狀比較：山桂花竹節蟲的卵表面，是呈現圓滑般的木栓狀外壁，卵蓋的頭

頂像理了個小平頭似的 (圗 7；圖 27)；而粗粒皮竹節蟲的卵表面木栓狀外壁較細

狹，卵蓋的頭頂也非常圓凸，精孔板也較山桂花竹節蟲的刻痕淺 (圖 27)。 

              山桂花竹節蟲的產卵數高達 160～190 顆，而粗粒皮竹節蟲的產卵數僅約在 

50～90 顆之間 (黃，2002)，且粗粒皮竹節蟲的卵也較山桂花竹節蟲小很多，兩差

異相當懸殊 (表十二；表五；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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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山桂花竹節蟲的胸部背板兩側不具紅色的帶狀條紋 

 
 
 
 

 
圖 25：粗粒皮竹節蟲，胸部背板兩側具有明顯的紅色帶狀條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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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山桂花竹節蟲卵，不具黏性的拋棄型卵，且色彩多樣 
         

表十二：山桂花竹節蟲與粗粒皮竹節蟲的卵之比較 

  項目      種

類 
山桂花竹節蟲 粗粒皮竹節蟲 

產卵數 160～190 顆 50～90 顆 

卵長 (mm) 3.9～5.0 mm (4.19 mm) 2.9～3.9 mm (3.22 mm) 

卵寬 (mm) 2.0～2.9 mm (2.15 mm) 1.6～2.1 mm (1.80 mm) 

卵幅 (mm) 0.9～2.0 mm (1.30 mm) 1.2～1.8 mm (1.49 mm) 

卵的形狀 長橢圓形 長橢圓形 

卵的表面紋路 粗圓稜的木栓狀外壁 細尖稜的木栓狀外壁 
 

 
 

 

 
 

圖 27：山桂花竹節蟲與粗粒皮竹節蟲的卵之比較 (左：粗粒皮竹節蟲，右：山桂花竹節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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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蟲體形態上的比較：山桂花竹節蟲之雌蟲體表雖有許多小疣狀顆粒，但不是非常

明顯；雌、雄蟲的胸部背板兩側也不具紅色的帶狀條紋 (圖 24)。這些都是與粗粒

皮竹節蟲不同之處(圖 25、表十三) 

     (四) 食性上的比較：粗粒皮竹節蟲在野外是以山櫻花、長梗紫麻、柃木、杜鵑、牛乳

榕、懸鈎子、等為主食；人工飼養時，可以廣泛接受各種薔薇科植物及殼斗科、

蕁麻科和錦葵科、番石榴等 (黃，2002)。但山桂花竹節蟲最喜歡的食草為台灣山

桂花、青剛櫟、番石榴等植物，這和粗粒皮竹節蟲的食草有很多的重疊，可是山

桂花竹節蟲並不肯攝食朱槿、木槿等錦葵科植物，另粗粒皮竹節蟲則未見攝食台

灣山桂花、杜虹花的報告。可見兩者在食性上是有明顯的差異。 

      總而言之，山桂花竹節蟲雖在外觀形態上與卵的外表性狀非常類似粗粒皮竹節蟲，但依

以上論述，兩者仍有顯著的差異，故應是台灣新紀錄的品種，因其若蟲在野外攝食台灣山桂

花時發現的，所以我們暫時將牠命名為山桂花竹節蟲。 
 

表十三：山桂花竹節蟲與台灣已紀錄的三種皮竹節蟲屬 (Phraortes) 竹節蟲之比較 

      種類 
性狀 

山桂花竹節蟲 

(Phraortes  sp.) 

粗粒皮竹節蟲＊1 

(P.  illepidus) 

台灣皮竹節蟲＊1 

(P.  formosanus) 

雙色皮竹節蟲＊1 

(P.  bicolor) 

1.體色 灰褐色 綠色、綠褐色或褐色 體色多變，有綠色、棕

紅色、土黃色或深褐色 
體色多變，有綠色、棕

紅色、土黃色或深褐色 

2.體表 胸部背板具有許

多小顆粒 
全身佈滿許多疣狀

小顆粒，尤其在胸部

背板特別明顯。 

  

3.胸部背 兩側不具條紋 兩側具紅色帶狀條紋 兩側不具條紋 兩側不具條紋 

4.頭部 頭上具有兩根成

三角錐狀的短棘 
頭上大多具有兩根

呈圓錐狀的短刺 
  

雌 
蟲

5.蓋片 蓋片中央突起明

顯 
蓋片中央具一板狀

突起 
蓋片中央突起較明

顯 
蓋片中央突起較不

明顯 
1.體色 黑褐色 綠色或黑色 棕紅色至黃褐色 棕紅色至黃褐色 

2.身體兩 兩側不具條紋 胸部背板黑褐色或

綠色，兩側具紅色帶

狀條紋 

身體兩側具黑色條

紋 
身體兩側具黑色條

紋 

3.下生殖   末端中央內凹，V 字形 末端不內凹，平滑 

雄 
蟲 

4.尾毛  尾毛直 尾毛彎曲 尾毛彎曲 

1.形狀 長橢圓形 長橢圓形 長橢圓形，灰白色 外型較圓，顏色較深 
2.表面紋

路 
表面具有圓滑的

木栓狀刻紋 
表面具有木栓狀的

刻紋 
表面較平滑 不規則刻紋 卵 

3.產卵數 160～190 顆 50-90 顆 600-700 顆 600-700 顆 

備註：＊1 表示資料摘自台灣的竹節蟲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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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 

      一、山桂花竹節蟲為台灣新發現紀錄的竹節蟲種類。 
      二、山桂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節蟲、飛竹節蟲的食性都是屬多食性。 
      三、山桂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節蟲是兩性生殖，飛竹節蟲為孤雌生殖。 
      四 、山桂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節蟲的公蟲交配完後不會馬上死掉，而且交配次數在 2

次以上。 
      五、竹節蟲是不完全變態 (漸進變態) 的昆蟲，生活史：卵→若蟲→成蟲。 
      六、山桂花竹節蟲與雙色皮竹節蟲一年只有一世代，飛竹節蟲一年則有 3~4 個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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