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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是在野外觀察舉尾蟻的行為，並以「舉尾蟻的築巢行為」、「不同『生

態區位』下，舉尾蟻的相異築巢模式」、「舉尾蟻覓食路徑的建立，與覓食路徑中

斷後的行為比較」、「舉尾蟻及長腳捷蟻與介殼蟲共生行為的比較」、「舉尾蟻群面

對不同外來傷害的反應比較」等五個面向來進行觀察、比較並討論，其主要結果

如下： 
一、舉尾蟻築巢與人類築屋在結構上有許多相通之處，蟻巢先以交錯的草枝架 

構起蟻巢的形狀，而後再覆上腐質土，就如同鋼筋混凝土結構一般，有著抗

壓的功能，並以最少、最輕的原料作最大空間的運用。 

二、舉尾蟻在樹上築一個典型的「卵形巢」之前，會經歷許多「過渡型蟻巢」 

的時期。並依舉尾蟻群在「生態區位」內競爭優勢的不同，來決定是否能擴

大蟻群規模，並且築成一個典型的「卵形巢」。 

三、舉尾蟻覓食路徑的建立與費落蒙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但是覓食路徑中斷 

後，中斷兩端的舉尾蟻群有著十分不同的行為，原因在於不同的費落蒙分別

指引著「覓食」與「返巢」的行為。 

四、舉尾蟻及長腳捷蟻與介殼蟲共生的行為，目的都是為了取食介殼蟲所分泌 

的「蜜露」。但是在蓄養的方式上，舉尾蟻像「農夫」一般，長腳捷蟻卻像

「礦工」，就人類的進化觀點而言，舉尾蟻較長腳捷蟻的進化程度高。 

五、本研究所觀察的主要兩巢舉尾蟻分別因為「人為」與「非人為」的因素受到 

極大的傷害，但在全巢滅亡前，殘存的少部分舉尾蟻依「社會性昆蟲」分 

工的原則，分別多存活了三個月及一年。一隻舉尾蟻無法存活，一群舉尾蟻，

即使是一小群，在遵行「社會性分工」的原則下，仍然可以活得很好，「社

會性昆蟲」的優勢，由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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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動機 

四年級時我對舉尾蟻做了一些觀察與實驗，包括舉尾蟻的外形、特徵、生

存環境、食物偏好以及共生情形，當我瞭解得愈深入時，疑惑卻愈多！之前

我的觀察偏向它們的習性與特徵；這一次則偏重在整個蟻群的群體性行為，

希望能對這個以「團結力量大」聞名的家族有進一步的瞭解! 

參、 研究目的  

一、  探討舉尾蟻築巢的目的、形式與方法。 

二、  探討舉尾蟻覓食路線的建立與中斷的反應與行為。 

三、  探討舉尾蟻及它種螞蟻與介殼蟲共生行為的比較。 

四、  探討舉尾蟻對外來傷害的反應與行為的比較 

肆、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戶外考察 

D8錄影機、數位相機、放大鏡、皮尺、捲尺、直尺、 

紀錄本、鉛筆、小刀。 

二、 室內分析 

     個人電腦、昆蟲圖鑑、各類參考書籍、紀錄本、鉛筆。 

伍、 研究架構、流程與方法 

一、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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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流程 

 
發現問題:在既有研
究基礎上深入探討

舉尾蟻的活動觀察

圖鑑與書籍資料
參考

舉尾蟻
的實驗設計

撰寫說明書

資料分析與紀錄

資料分析與紀錄

資料分析與紀錄

 

 

 

 

 

 

 

 

 

 

 

 

 

 

 

 

 

 

   三、 研究方法 

     舉尾蟻築巢的目的、形式與方法，本研究是以實地觀察來紀錄它們，

並且與人類的建築工法做比較；關於舉尾蟻在覓食路線的選擇方式，除了

實際觀測，並參考許多圖書資料來研究舉尾蟻的覓食模式；另一方面本研

究也針對舉尾蟻及長腳捷蟻與介殼蟲共生行為作比較；至於它們衰敗的原

因，由於不能摘下解剖，本研究只能排除不可能的因素再猜測可能衰敗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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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舉尾蟻生存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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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過程 

【實驗一】天生卓越的建築師－－舉尾蟻 

時間 92年7月29日至92年9

月12日 

地點 自家旁柚子樹、構樹 

觀察者 沈平 天氣  

 

實驗觀察目的 觀察舉尾蟻巢構築的過程。 

思考過程 

有了之前新蟻巢的發現，讓我好奇舉尾蟻是如何利

用團體的力量築巢?這與人類建築房屋過程有相通

之處嗎？ 

使用器材 
1. 梯子 

2. 相機 

實驗觀察步驟 觀察蟻巢從無到有的興建過程。 

 

觀察紀錄： 

92年8月17日，我發現在構樹樹

枝分岔處，有一些舉尾蟻有啃樹

皮的現象，由相片中可以發現樹

皮表面已被啃除，樹皮表面的毛

也不見了，被啃反白處長約4.5

公分，寬約2.6公分。 

 

92年8月23日發現有架草枝的現

象，可以確認舉尾蟻要在本處築

巢，左圖是92年9月2日拍攝，

築巢仍在進行中，由本圖可以清

楚看到內層草枝結構，舉尾蟻正

在外層塗上腐質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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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9月２日拍攝，蟻巢即將

完工。 

 

92年9月15日拍攝，蟻巢已

大工告成。看起來十分堅固。

蟻巢長約5公分，寬約3.2公

分。注意中間有個出入孔，孔

徑的大小可以排除與舉尾蟻

共生的介殼蟲的天敵—瓢蟲

的入侵。同時也防止了巢內介

殼蟲的逃逸。 

 

 

 

這是另一個興建中的蟻

巢，92年7月29日發現在

構樹樹枝頂端，約離地面2.3

公尺處，舉尾蟻群又有啃樹

皮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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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 8月 12日有架草枝的

動作，注意草枝的排列方式

是交錯的，看起來似乎是雜

亂無章的。 

 

 

 

92年8月16日拍攝，草枝更多了，

部分草枝間有塗佈一些腐質土作

為黏著之用。 

 

 

 

你可以再靠近一點！交錯

更複雜的草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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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感謝趙世傑建築師參與討論） 

1. 舉尾蟻在築巢前為何要啃樹皮？ 

我們由一個蟻巢脫落的構樹樹枝上也發現了啃樹皮的現象，而這個啃除

樹皮的區域也有介殼蟲居聚集。推測是舉尾蟻在築巢前，先將構樹樹皮

啃除，以方便日後介殼蟲取食樹汁，否則樹皮太厚，不利介殼蟲吸食樹

汁。相反的，柚子樹的樹皮較薄，就沒有發現啃樹皮的現象。 

2. 舉尾蟻築巢先架草枝，有何功用？ 

(1)交錯的草枝，如同一團棉花，充滿彈性，在建築上稱為彈性結構，

抗壓性較強。 

(2)一般植物根的分支越多則與土壤的接著面越大，就越不容易被拔

起。舉尾蟻在交錯的草枝上塗上腐質土與唾液的混合物，也會產生

類似的效果。這和先民用稻草、黏土、糯米飯、紅糖混合做磚的作

用相同。 

(3)舉尾蟻先用草枝架出整個蟻巢的形狀，再塗上腐質土。如同做燈籠

般，先用竹子做出骨架後，再敷上紙。能以最少的材料，作出最大

的空間。又如同人類築屋，先以鋼筋作出骨架，再澆灌混凝土。都

得到了相同的效果。  

3. 腐質土的功用為何？ 

(1)將草枝架與樹枝黏結，等於是為整個蟻巢打下了地基。 

(2)腐質土塗佈在整個草枝架的外圍，等於是屋頂與牆壁，可以隔絕風

雨與天敵，又能維持巢內的溫、溼度，好處多多。 

     

 

正在修補脫落蟻

巢舉的尾蟻蟻

群，可以看到原

來介殼蟲聚集處

的樹皮也已啃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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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柚子樹與構樹蟻巢的形式、材料、築巢位置比較 

時間 92年7月23日 地點 柚子樹、構樹 

觀察者 沈平 天氣 晴 

 

實驗觀察目的 觀察兩個舉尾蟻巢的不同之處。 

思考過程 同樣是舉尾蟻巢，但位於不同的環境裡，舉尾蟻巢

的形式、材料會一樣嗎？  

問題假設 由於環境的不同，兩個蟻巢的形式、材料應該會有

些不同的地方。 

使用器材 （1）相機。（2）水。(3) 杯子。 

實驗觀察步驟 （1） 用眼睛觀察蟻巢形式的不同並拍照。 

（2） 撥下兩巢的蟻巢屑屑並放入裝滿水的杯子

中。 

（3） 三天後，觀察兩巢的材料不同。 

 

觀察紀錄： 

 柚子樹蟻巢 構樹蟻巢 

環境 蟻巢位於一棵因為有介殼

蟲危害的柚子樹上，部分

葉子枯黃；樹旁還有很多

種樹木遮陽，乾草較少，

又因位於魚池旁，腐質土

較多。 

構樹旁有許多乾枯的五節

芒，太陽直射，遮陰較少，

泥土乾乾的，腐質土不

多，在隔鄰的樹上離地約7

公尺處有一個圓球狀的舉

尾蟻尾巢。 

蟻巢形式 外表成水滴形，像倒過來

的柚子，看起來比較堅

固，在柚子樹的葉背、枝

條上有舉尾蟻幫介殼蟲築

的保護巢；而在另一棵柚

子樹上，另有一個由本蟻

群所建的蟻巢，類似轉運

站或是工寮。（註一） 

總共有1個主巢，6個舉尾

蟻築的介殼蟲蓋保護巢，

舉尾蟻會利用五節芒的枯

枝與構樹樹幹的交合處築

巢，並在乾枯的五節芒枯

枝中空處築巢。 

蟻巢材料（將剝落蟻巢屑

片溶於水中分離後估計） 

約70﹪的腐質土、25﹪的

草纖維、5﹪的枯葉。 

約 55﹪的腐質土、45﹪的

草纖維。 

築巢原因 在蟻群的「生態區位」內

有充分的資源供應，並且

在異種競爭中取得優勢地

位。 

在蟻群的「生態區位」內

的資源供應尚稱充足，與

異種間的競爭，也能維持

一定的平衡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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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 兩巢的蟻巢的形式不一樣，材料有些相同，但材料組成比例因環境的不

同而有差異。 

2. 舉尾蟻築巢材料會就地取材。 

3. 兩巢形式的不同是因為在蟻群的「生態區位」內資源與競爭優勢的不同

而有所差異。 

4. 新蟻后「婚飛」授精後的落點是新蟻巢的開端，初期當然是以安全為最

重要的考量，所以一些非常規的築巢模式，可能都是在蟻群擴張過程中

的過渡模式。本研究認為，在樹上築成圓球狀的蟻巢，才是蟻群築巢的

最終使命。 

 

柚子樹上的蟻巢較大，也較

堅固，蟻群也較集中。顯然

本區的資源較構樹蟻巢區

要豐富許多。蟻巢表面腐質

土多，纖維較少，看起來較

平滑，長得類似蜂巢的傳統

舉尾蟻巢形式。 

 

                                 

 

其他過渡蟻巢的型態。說明如下： 

 

構樹樹幹與五節芒

枯枝結合而成的蟻

巢，本研究判斷它

是這窩舉尾蟻的主

巢，雖然它看起來

不大，但是將五節

芒枯枝中空的部分

計算進去，規模也

不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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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修補由構樹與五節芒合組

蟻巢的舉尾蟻（因為風吹，構

樹與五節芒分開來了。造成原

來黏結兩者的蟻巢破裂。）蟻

巢看起來草纖維較多，表面十

分粗糙。 

 

 

善用五節芒枯枝中空部

位築巢的舉尾蟻。 

 

 

從五節芒中空部分觀察，可以

清楚看到構成蟻巢的草纖維與

蟻巢的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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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節 芒 枯 枝 的 剖

面，在中空位置可以

看到一些舉尾蟻的

死屍，還有一些卵，

這些卵可能尚未孵

化，或是孵出後遺留

的外殼，也有可能我

找到的是書上所記

載的「螞蟻墳場」。 

 

 

 

舉尾蟻巢的另一種形式

－－乾裂的樹皮間隙。

 

 

 

舉尾蟻巢的另一種形式－

－水泥缝間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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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尾蟻巢的另一種形式－－山黃枝果

實內的舉尾蟻巢，內有蟻群與蟻卵。 

資料蒙李榮文先生同意引用。 

李榮文 taralee@ym.edu.tw, 2003,塔內
植物園昆蟲版： 
http://x4.net.vit.edu.tw/~tbgweb/cgi-bin/ 

topic.cgi?forum=2&topic=1339&show=175

 

 

舉尾蟻巢的另一種形式──築巢於

枯竹內的舉尾蟻。 

 

註一：在觀察的過程中，發現舉

尾蟻有另築新巢作為覓

食基地的行為，以擴展覓

食範圍，並將巢作為食物

儲存場所，以待轉運回主

巢，本研究將此巢命名為

「轉運巢」，詳細研究報

告請見

http://www.efs.hlc.edu.tw/
~s87131/0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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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覓食路線的建立與中斷 

 

時間 92年3月20日至8月20日

觀察者 沈平 
地點 柚子樹 

實驗觀察目的 觀察舉尾蟻覓食路線的建立。 

思考過程 

1. 舉尾蟻早晨開始工作覓食時，有兩種模式，一

是固定路線，如前往轉運巢，需要經過四棵樹，

路徑是由樹葉或樹枝搭接而成的三度空間，距

離約20公尺，舉尾蟻群能毫不思考的在十分鐘

內走完全程。而另一種模式則為到地面覓食或

尋找築巢材料，如同草原奔馬一般，開始總是

一團混亂，但一陣子後卻又很有秩序的搬運起

食物，路線是如何選擇與建立的呢? 

2. 費落蒙當然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但是舉尾蟻

運用費落蒙的模式為何？這是我想了解的。 

使用器材 

1. 梯子 

2. 尺 

3. 照相機 

4. 體積1*1*0.5的魚肉 

實驗觀察步驟 

1. 觀測舉尾蟻實際覓食的路線。 

2. 紀錄舉尾蟻覓食的路線。 

3. 觀察往返主巢（舊巢）與轉運巢（新巢）間的

舉尾蟻群在路徑中斷的情況下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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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紀錄： 

 

主巢（舊巢）與轉運巢（新巢）相關位置圖如下圖所示： 

 

主巢（舊巢）與轉運巢（新巢）相關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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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子樹枝與龍眼樹葉間的

搭接。本人原本認為舉尾

蟻能夠找出路徑，必然是

經過無數次的嘗試錯誤與

超強的記憶力。嘗試錯誤

是正確的，超強的記憶力

卻未必正確，它們的記憶

力強弱，是以路徑所遺留

的費落蒙濃淡來表現。 

 

 

 

藉著龍眼葉片與柚子樹

枝間的搭接，正在通過

覓食路徑的舉尾蟻。 

 

 

樹木間搭接的通路經常

中斷，此時常形成塞車

的現象，眾多的蟻群看

起來就如同月台上等待

火車進站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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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通路的流浪舉尾蟻，

它們從轉運巢要返回主

巢，但是因為搭接路徑的

中斷，所以無法返回。 

 

 

上圖是一次永久性的中斷，所造成的影響條列於下： 

 

1. 由主巢出發前往轉運巢的舉尾蟻群，到達路徑中斷點等待的蟻群數量日漸減
少，等待的舉尾蟻群在通過覓食路徑不成後都返回主巢。到最後再也沒有舉

尾蟻走向往轉運巢的那條路徑。 

2. 由轉運巢返回主巢的舉尾蟻，在中斷點等待約兩天的時間，最後逐漸散去，
不知道往哪裡去，並沒有發現有由轉運巢返回主巢的舉尾蟻再返回轉運巢。

3. 留守轉運巢的舉尾蟻在失去由主巢出發前往轉運巢的舉尾蟻群的接觸後，變
得意興闌珊，不再做外出覓食的工作，整日無所是事，約40天後，便不再發

現蟻蹤。 

 

討論： 

1. 路徑中斷的兩頭，相同的舉尾蟻卻有不同的行為，要如何解釋？ 
 

舉尾蟻的動作，如果拆開來看，可分為： 

A.離巢。B.覓食。C.返巢。 

如同我從花蓮買了一張來回票，用去程票到台北購物，用回程票返回花

蓮。舉尾蟻在外出覓食時，必然在沿途留下了「返巢費落蒙」，就如同回程

票一般。找到食物以後，再沿著「返巢費落蒙」回家，也必然在沿途留下了

「食物費落蒙」，供其他的舉尾蟻按圖索驥找到食物，就如同去程票一般。

這就可以解釋路徑中斷的兩頭，相同的舉尾蟻卻有不同的行為。 

在轉運巢載滿食物的舉尾蟻，接下來的動作就是沿著「返巢費落蒙」返回主巢，

在路徑中斷的情況之下，他們只能等待；當「返巢費落蒙」完全消失，他們就如

同「喪家之犬」，四處流浪。而從主巢出發的舉尾蟻，是沿著「食物費落蒙」前

往轉運巢，並在沿路留下「返巢費落蒙」。路徑中斷，沒有返回主巢的舉尾蟻在

路上留下「食物費落蒙」，等到路徑上的「食物費落蒙」完全消失，舉尾蟻也只

能沿著「返巢費落蒙」返回主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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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覓食的舉尾蟻，覓食的過

程就如同「亂槍打鳥」。十分辛

苦，覓食範圍的遠近與蟻群大

小成正比，因為越多的舉尾蟻

在覓食的過程中留下「返巢費

落蒙」，跑得遠的覓食舉尾蟻才

有機會沿著越多的舉尾蟻留下

的「返巢費落蒙」返巢。並沿

路留下「食物費落蒙」，讓後續

的舉尾蟻循跡找到食物。 

 

 

 

找到食物的舉尾蟻群，舉尾蟻

之所以能短時間內聚集大批

的舉尾蟻，其實只是依靠一些

簡單的規則。這些簡單的規則

說明於下： 

 

 

1. 地面上原本就有大批搜尋食物的舉尾蟻，並且在搜尋的路途上留下「返巢費

落蒙」，第一隻找到食物的舉尾蟻就沿著自己或是別隻舉尾蟻（因為自己留下

的「返巢費落蒙」可能早已散去）留下的「返巢費落蒙」回巢散佈訊息，並

且沿路留下「食物費落蒙」，指引棲地中其他覓食的舉尾蟻前往。如此才能短

時間內聚集大批的舉尾蟻。 

2. 舉尾蟻的路徑最後會形成「集中化」與「路徑最短化」現象。依照眾多資料

解釋的原因為：越多舉尾蟻走過一個路程則遺留之費洛蒙越多，而遺留越多

費洛蒙又會吸引越多舉尾蟻行走該路徑。因此，當舉尾蟻面臨兩條路以上之

抉擇時，舉尾蟻行走某一路線之機率與其遺留費洛蒙量成正比，而越短之路

線則舉尾蟻通過時間越短，一定時間內通過的舉尾蟻數量最多，導致最短路

線上遺留之費洛蒙量更多，進而誘使更多舉尾蟻行經最短路徑，最後所有舉

尾蟻將集中於最短路徑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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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結論： 

 

      雖然人類和舉尾蟻採用了不同的進化模式，但是兩者都利用社會性的力量

促進了種族的興旺，人類似乎成了地球的統治者，但是螞蟻卻依照簡單的規則，

也成一方霸主，細細探究兩者的競爭策略，竟也有相似之處。 

       螞蟻在演化的過程中，發展出了許多類型的費落蒙，作為溝通的橋樑，

例如本研究中所觀察的覓食行為，就不是一種費落蒙所能導引。有的科學家以「蟻

語」來形容各種類型的費落蒙。人類及其他的大型生物出現後，生物體內組織間

的細胞也還是運用費落蒙來傳遞訊息。如果將一個蟻巢內的所有螞蟻個體的集

合，視為一個大型生物，蟻群的分工就像不同的器官或是組織;例如蟻后與雄蟻

就像是生殖器官，工蟻所擔負的工作就如同手腳一般。在接受外來的刺激，舉尾

蟻依不同的分工會做出不同的反應。這些反應，好似由蟻群的「集體意志」所做

出的決策來執行的；人類在相同的情況之下，各個器官會依照腦部的思考做出回

應。兩者的雷同程度如此之高，也難怪螞蟻與人類在地球的演進中，能夠脫穎而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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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四】舉尾蟻及長腳捷蟻與介殼蟲共生行為的比較 

 

時間 92年9月8日至93年2月22

日 

地點 吉安鄉建國路二段111號前血

桐樹 

觀察者 沈平、沈安琪 天氣  

實驗觀察主題 觀察舉尾蟻及長腳捷蟻與介殼蟲共生行為的異同。

目的 
藉由舉尾蟻及長腳捷蟻與介殼蟲共生的相同行

為，來比較兩者群體性的差異。 

使用器材 

1. 梯子 

2. 昆蟲圖鑑 

3. 相機 

4. 放大鏡 

實驗觀察步驟 
每星期至現場觀察、攝影。並與之前舉尾蟻的觀察

紀錄比較。 

 

 

觀察紀錄： 

 舉尾蟻 長腳捷蟻（註二） 

攝食介殼蟲分泌的蜜露 有 有 

啃掉樹皮方便介殼蟲吸食

樹汁 

有 無 

為介殼蟲設立保護巢 有 無 

有專責照顧（看管）介殼

蟲的蟻群。 

有（居住在保護巢內）。 無 

搬運介殼蟲回蟻巢過冬 有 無 

搬運介殼蟲至其他地點吸

食樹汁。 

有 無 

驅逐介殼蟲天敵（如瓢蟲） 有 有 

從事與介殼蟲相關工作的

蟻群佔全體蟻群比例 

高 低 

夜間留守照顧介殼蟲的乙

群佔全體蟻群比例 

高 低 

介殼蟲數量 高 低 

介殼蟲過冬比例 高 低 

營巢位置 樹上，五節芒枯枝，縫隙 地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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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攝影圖片： 

在血桐樹上蓄養介殼蟲的長

腳捷蟻。因為長腳捷蟻並沒有

幫介殼蟲啃掉樹皮，所以介殼

蟲集中在嫩枝處，以方便吸取

樹汁。 

 

 

 

在構樹上，保護巢掉落露出的

介殼蟲與舉尾蟻，可以明顯看

到樹皮被啃掉的痕跡。 

 

柚子樹葉背後的舉尾蟻與介殼

蟲，一樣有保護巢的設置。 

 

 21



柚子樹枝上，舉尾蟻為介殼蟲築的

保護巢。 

 

 

 

一群因大雨而自地下巢傾巢而出的

長腳捷蟻，我並沒有發現長腳捷蟻有

像舉尾蟻一般，遇有危難時，有將卵

或蛹搬離巢穴的行為。 

 

 

實驗四結論： 

觀察兩者的行為，感覺舉尾蟻就像是農夫，會築保護巢保護介

殼蟲（如溫室般保護作物）。會搬運介殼蟲回蟻巢過冬（保留種子

留待來年播種）。會搬運介殼蟲至其他地點吸食樹汁（擴大經營規

模）。相反的，長腳捷蟻就如同礦工一般，如同採礦般的攝食介殼

蟲分泌的蜜露，一旦氣候寒冷，介殼蟲無法過冬，就如同礦源枯竭

般，等待下次的機會了。 

就人類進化的觀點來觀察兩者蓄養介殼蟲的行為觀察，似乎舉

尾蟻比長腳捷蟻的進化程度較高，但是長腳捷蟻獵食與攻擊獵物的

技巧，卻較舉尾蟻為高，這些都還要做更深入的觀察才能比較。 

註二：長腳捷蟻是有著一雙大眼睛和細長的身體，體色帶紅色黃的中型螞蟻，行

動速度較快，略帶神經質，多將蟻巢建築於野外的土層中，原產於非洲，經由貿

易帶往世界各地。目前是台灣的外來種蟻種中，較佔優勢的。有關我對長腳捷蟻

的觀察請連線 http://www.efs.hlc.edu.tw/~s87131/0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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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五】舉尾蟻對人為傷害（構樹蟻巢）與非人為傷害（柚

子樹蟻巢）的反應與行為的比較 

時間 92年9月16日至93年6月

22日 

地點 自家旁柚子樹與構樹 

觀察者 沈平   

  

實驗觀察主題 

觀察舉尾蟻對人為傷害（構樹蟻巢）與非人為傷害

（柚子樹蟻巢）的反應與行為的比較。 
 

目的 

兩個蟻巢有不同的環境與不同的築巢形式，加上造

成蟻群傷害的原因不同，就此不同條件來比較兩者

群體性的差異。 

使用器材 

1. 梯子 

2. 昆蟲圖鑑 

3. 相機 

4. 放大鏡 

實驗觀察步驟 
每星期三、六至現場觀察、攝影。並就觀察紀錄比

較。 

 

觀察紀錄： 

 構樹蟻巢 柚子樹蟻巢 

傷害蟻群原因 人為（附近耕作農夫將樹

砍倒） 

非人為（原因不明） 

築巢形式 無大型主巢，主巢築於樹

幹與五節芒枯枝（分散式

築巢） 

大型主巢+介殼蟲保護巢+

轉運巢（集中式築巢） 

生活環境 較差 較好 

蟻群受傷害前蟻群數量

（兩個蟻群比較） 

較少 較多 

蟻群受傷害後蟻群數量減

少比例（兩個蟻群比較） 

較低 較高（一次大量減少） 

蟻群受傷害後一個月蟻群

數量增減（自身比較） 

減少 減少 

蟻群受傷害後一個月是否

發現初生小型舉尾蟻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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蟻群受傷害後二個月是否

發現初生小型舉尾蟻 

無 無 

蟻群受傷害後二個月，殘

留舉尾蟻體型與受傷害前

的舉尾蟻比較 

較小 較小 

蟻群受傷害後，殘留舉尾

蟻有無築新蟻巢 

有 有 

蟻群受傷害前蓄養介殼蟲

數量比較 

較少 較多 

蟻群受傷害後蓄養介殼蟲

數量比較 

大量減少 大量減少 

殘留蟻群生活方式 主巢已完全破壞，各分散

式蟻巢獨立運作，初期未

見不同分散式蟻巢的蟻群

有交換訊息動作（彼此觸

角接觸）。約3天後，可見

不同分散巢間舉尾蟻接觸

主巢仍完整保存，殘留介

殼蟲保護巢（三個）蟻群

仍與主巢內蟻群維持接

觸，但是次數極少，約 1

至 2小時才發現一隻舉尾

蟻由保護巢返回主巢。 

搬移介殼蟲至他處樹枝覓

食 

有 有 

對人投放食物的反應（將

食物插在樹枝上） 

搬回各自分散巢 搬回主巢 

有無離巢到地面上 有（樹枝本來就散落在地

面上）。 

沒發現 

 

討論： 

 

1. 柚子樹蟻巢蟻群數量大量減少的原因為何？ 
沒有證據可以說明蟻群數量大量減少的原因，只能推測部分原因於下： 

（1）蟻后突然死亡，造成蟻群的解體。 

（2）氣候的劇烈變化，依照中央氣象局資料，92年7月的氣溫創歷年同月

的相對高點，同時雨量也創歷年同月的相對低點。而92年8月共有四

個颱風影響台灣，氣候如此巨烈的變化，或許對蟻群造成影響。 

（3）重大流行病，但是這已超出人類知識的範圍。 

（4）整個蟻群棄巢遷移，但是在附近並未發現新的蟻巢或舉尾蟻蹤跡。 

 

2. 殘留舉尾蟻群的生活方式有何改變？ 

（1） 基本上殘留舉尾蟻群仍然行有組織的分工生活，但是似乎都有部分的

      欠缺，例如，柚子樹巢殘留蟻群不再到地面覓食，不再築新蟻巢，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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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殘留蟻群終日守著小巢中的介殼蟲，舔食蜜露，直到樹枝乾枯，無

法繼續供養介殼蟲，介殼蟲散去，殘留蟻群也不知到何處了。 

（1） 兩者的共同點是，殘留舉尾蟻群都仍然以巢當作生活中心，有主巢的 

      以主巢為中心（柚子樹），主巢被破壞的，以各自分散巢為中心（構

樹）。一點都不混亂。 

3.  為何還有小型的舉尾蟻出現？ 

（1）小型舉尾蟻的數量非常的少，這可以推論兩點： 

a.  蟻后不在了，沒有產新卵，當然就沒有大量新的舉尾蟻。 

b. 原來撫育幼蟲的工蟻並沒有放棄它們的工作，繼續撫育殘存的受精

卵與幼蟲，所以小型舉尾蟻的數量才會少量出現。 

 

結論： 

          一隻舉尾蟻無法存活，一群舉尾蟻，即使是一小群，在遵行社會性分

工的情況下，仍然可以活的很好。在這一次觀察中，兩個蟻巢都承受了不同程度

的傷害，蟻群數量皆明顯的減少，但即使是只有幾十隻舉尾蟻的蟻群，在不知蟻

后是否存在的情況下，只要遵循社會性分工的原則，都能夠存活下來；社會性昆

蟲的優勢在這次觀察比較中表露無疑。               
構樹被砍除的現場，殘存蟻巢

集中在右側倒地樹枝。 

 

 

 

被砍除的構樹樹枝逐漸乾

燥，舉尾蟻將介殼蟲遷移至

構樹樹枝其他地方，我曾試

著用手指剝離該處樹皮，發

現內皮仍是綠色的。接著舉

尾蟻為這批介殼蟲築了一個

保護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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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樹樹枝上殘存的蟻巢與蟻

群，蟻巢仍保持相當濕潤度，

這對蟻群的生存十分重要。左

上樹枝分岔處的蟻巢是構樹

被砍伐後約 35天新築的，舉

尾蟻群也只新築了這個新

巢。最終還是因為樹枝完全乾

枯，舉尾蟻與介殼蟲完全散

去。 

 

 

 

掉在地上的殘巢，仍有一些舉

尾蟻守護，可見舉尾蟻對巢的

重視。 

 

 

 

掉落地面的樹枝，樹枝上有

殘巢、舉尾蟻與介殼蟲，舉

尾蟻堅守崗位約兩星期才逐

漸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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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巢分離的五節芒枯枝，

一般舉尾蟻都利用枯枝中空

位置作為撫育幼蟲場所，負

有這個任務的舉尾蟻也沒有

離開。 

 

 

 

 

年久失修的柚子樹主巢，表面殘破不

堪，裡面除了居住少部分的舉尾蟻外，

還有蟑螂、蜘蛛、一些不知名的小蟲。

 

 

柚子樹上殘留的保護巢

之一，保護巢內的舉尾

蟻與主巢仍有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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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柚子樹巢

舉尾蟻未受傷

害前覓食的盛

況，目前在巢外

活動的舉尾蟻

估計不超過 30

隻。 

 

 

 

 

柚子樹蟻群

受傷害後，將

舉尾蟻最喜

好的蝦肉置

於主巢下，出

巢覓食的舉

尾蟻不到 20

隻，蟻群數量

減少的程度

由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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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觀察自自家院裡柚子樹與構樹上的舉尾蟻巢及其社會性生活型態，其主

要結果如下： 

一、舉尾蟻的路線選擇是依照費洛蒙的多寡來決定，並無明顯的領導者，所

以我用共和國來形容它們。當某一條路線被比較多的舉尾蟻所選擇，則

表示這條路獲得的票數多，也因而就被大家所遵循了。 

二、在我觀察舉尾蟻複雜行為後，我將舉尾蟻的動作歸納成以下簡單規則：

（一）一種費落蒙導引一個動作。 

（二）有費落蒙依費落蒙導引，無費落蒙則自由行動，並沿路留下返巢費

落蒙。 

（三）相同任務下不同濃度費落蒙，依濃度最高者行動。 

（四）不同任務費落蒙，依與本身所負任務相同的費落蒙行動。 

（五）一切行動以「任務完成」為原則。完成任務後再執行別的任務。 

三、舉尾蟻築巢與人類建築在結構上有許多相通之處，就如同鋼筋混凝土結

構一般，有者抗壓的功能，並以最少，最輕的原料作最大空間的運用。

但是這種築巢的技術在新蟻后婚飛離巢，另立新巢後，如何能夠傳承？

這是個大問題。 

四、在二年半的觀察過程，我從未看過舉尾蟻有「兵蟻」階級，連舉尾蟻採

取「防禦行為」時都是由「工蟻」在執行；我認為，舉尾蟻沒有「兵蟻」

階級，而工蟻的工作則多了「保護蟻巢、還擊入侵者」；所以當負責「覓

食」的舉尾蟻外出覓食的工作時，並沒有「與其他蟻類作戰」的行為。

    與其他蟻類的「兵蟻」比較，可歸納為以下兩點： 

    （一）「兵蟻」除了戰鬥外，平時從事的工作與「工蟻」完全相同，也就

是說兵蟻」是由「工蟻」分化出的「次階級」。 

    （二）分化出「兵蟻」的蟻種以小型蟻為主，例如大頭家蟻、小黃家蟻、

中華單家蟻。中、大型蟻如舉尾蟻、長腳捷蟻、黑棘蟻、小黑蟻。

就沒發現有「兵蟻」的分化。 

    以上僅以常見螞蟻加以粗淺比較，不能包含全部。 

五、畜養介殼蟲並不是舉尾蟻的「專利」，但卻是舉尾蟻的「專業」。其他的

蟻種只是將介殼蟲當成「收穫」的對象，只有舉尾蟻將介殼蟲當成「養

殖」的對象。如果比較人類從「狩獵」進化到「畜牧」的歷程，就能明

白舉尾蟻在進化上取得的成就。 

 

在進化的路途上，螞蟻與人類走了完全不同的路，人類越來越聰明，腦越來越大，

可以稱作是「集中式智慧」生物，但是螞蟻卻運用「費落蒙」溝通，加上一些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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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的規則，也沒有在進化的路上被淘汰，甚至人類都要向螞蟻學習，來尋求問題

的最佳解決方法，例如尋求加快網路速度的方法、旅行多個城市尋求最短 



 
途徑的方法。這都與螞蟻找出最短覓食路徑的群體行為十分類似。若將每隻

螞蟻的腦視同一個腦細胞，整個蟻群腦的集合視為一個完整的腦，蟻群間透過「費

的聯繫來產生「集體意志」，如此所產生的模式稱之為「群集智慧」生物。

它的優點簡述如下： 

一、個別舉尾蟻的能力十分簡單，不會因為個別的傷害而影響到整體的運作。

二、沒有領導的中心，不因為失去領導者的指令而無法運作整個系統。 

三、透過費落蒙進行個體間直接的合作，增加溝通的效率。 

 在舉尾蟻築巢與覓食的過程中，我很好奇蟻群數量的快速聚集的情況是否有

模式可循，例如築巢，一開始，第一隻螞蟻將築巢材料成功的放置於定點，並且

「放在這裡」的費落蒙訊號，如果能夠吸引另一隻舉尾蟻進行同樣的工作，

這就是築巢的開端。往後的蟻群數量變化過程是否真有其它的規律性，是我下階

段想要努力的目標。 

上次研究以人類的角度看舉尾蟻，本次研究以舉尾蟻的角度來觀察。

落蒙」

釋放出

在漫長的觀

察過程中，我最大收穫是更瞭解舉尾蟻的複雜行為與簡單規則的關聯，讓我體認

到：唯有放下「人類是萬物之靈」的驕傲，才能真誠的與舉尾蟻進行對話。 
  

 

本研究附錄部分存放網址: http://www.efs.hlc.edu.tw/~s87131/a.doc敬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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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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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容詳實，紀錄完整。 

2. 以文字、語言、圖形以解說昆蟲行為，深具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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