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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  蜜  交  易 

沖繩小灰蝶與螞蟻共生的研究 

摘          要 

這個研究主要在探討沖繩小灰蝶與螞蟻的共生關係。首先我們透過實際飼養，了解沖繩

小灰蝶的生活史，確定幼蟲只有四個齡期，而發育天數的長短與溫度的高低有密切關係。其

次利用顯微鏡觀察，可以發現幼蟲身上有一些特殊器官，在尾部有「蜜腺」，還有一對「觸手

器」，會放射出「水螅狀毛」，可以和螞蟻進行共生。接著我們採集學校和住家附近的螞蟻共

六種，分別辨識，結果發現六種螞蟻都和幼蟲有共生行為，而且幼蟲從二齡一直到蛹期，都

會和螞蟻共生。螞蟻會用觸角不斷地拍打幼蟲，幼蟲則會分泌蜜露供螞蟻取食。根據存活率

的實驗結果發現：有螞蟻共生的幼蟲存活率比較高。另外我們也觀察到螞蟻有攻擊寄生蜂，

保護幼蟲的行為，因此我們認為，沖繩小灰蝶和螞蟻之間是一種互利共生的關係。 

壹．研 究 動 機 

    四年級自然課我們上到「昆蟲家族」的單元，曾經飼養蝴蝶，了解了蝴蝶的生活史，對

翩翩起舞的蝴蝶非常著迷，三人常常在校園及戶外觀察。五年級又學到「動物如何求生存」

的單元，老師曾提到蚜蟲和螞蟻的共生關係，我們覺得非常有趣。 

    在學校和住家附近，常常可以看見遍地的黃花酢醬草，我們觀察到附近常有許多螞蟻在

活動。黃花酢醬草是沖繩小灰蝶的寄主植物，沿著螞蟻行進的路線觀察，發現螞蟻會爬到沖

繩小灰蝶幼蟲的身上來回走動或停留，我們很好奇這是否也是一種共生關係呢?老師鼓勵我們

繼續探討，於是展開了一連串的飼養、觀察與研究。 

貳．研 究 目 的 

一、了解沖繩小灰蝶的生活史 

二、探討沖繩小灰蝶如何與螞蟻建立共生關係 

三、探討與沖繩小灰蝶共生的螞蟻種類及其共生行為  

四、沖繩小灰蝶有、無螞蟻共生之存活率比較 

參．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沖繩小灰蝶的卵、幼蟲、成蝶。 



二、黃花酢醬草、花盆、培養土、觀察箱、培養皿、鏟子。 

三、放大鏡、鑷子、尺、筆記本、筆、毛筆。 

四、螞蟻採集瓶、滑石劑、刷子。 

五、實體解剖顯微鏡 

六、數位相機、數位攝影機 

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沖繩小灰蝶生活史的研究方法 

        為了解沖繩小灰蝶的生活史，我們在不同月份持續於學校或住家附近，有黃花酢醬 

    草的地方，等待沖繩小灰蝶當場產卵，採集數顆卵及黃花酢醬草。將孵化出的卵個別放 

    在培養皿中飼養，以 a、b、c、d、e⋯⋯⋯為樣本代號。 

 （一）沖繩小灰蝶生活史的研究方法： 

     1．觀察沖繩小灰蝶由卵、幼蟲、蛹到成蝶的外觀形態變化，並測量大小，記錄並拍照，

必要時透過顯微鏡觀察。 

     2．觀察幼蟲的進食方式，記錄並拍照。 

     3．隨著幼蟲成長，體形增大，會將舊皮脫掉，進入新的齡期。因此要收集幼蟲的蛻皮     

        與頭殼，以確定發育的齡期。 

 （二）沖繩小灰蝶發育天數與氣溫關係的研究方法： 

        記錄氣溫，並統計每一個樣本從卵到羽化的總發育天數，比較兩者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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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     卵           嫩 葉 上 的 卵          用培養皿孵育           測量幼蟲大小 
、沖繩小灰蝶如何與螞蟻建立共生關係的研究方法 

       在戶外有黃花酢醬草的地方，常觀察到附近有許多螞蟻在活動。沿著螞蟻行進的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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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觀察，發現螞蟻會爬到沖繩小灰蝶幼蟲的身上來回走動或停留，我們很好奇幼蟲和螞 

    蟻之間的共生關係是靠什麼建立的？ 

 （一）實際飼養觀察，螞蟻常會在幼蟲身上的哪些部位停留。 

 （二）利用顯微鏡觀察，沖繩小灰蝶幼蟲身上有什麼特殊的器官，可以和螞蟻建立共生關係。 

 （三）透過實際飼養觀察，在沖繩小灰蝶的生活史中，那些齡期會有螞蟻共生。 

三、與沖繩小灰蝶共生的螞蟻種類及其共生行為之研究方法 

        為了解究竟有哪些螞蟻會與沖繩小灰蝶有共生行為，我們在校園和住家附近分區採 

    樣，將食物包在衛生紙內，分別置於不同螞蟻活動的地方，引誘螞蟻聚集，將螞蟻採集 

    帶回，實際飼養觀察。 

 （一）辨識蟻種的研究方法：將不同種類的螞蟻各數隻，放在顯微鏡下觀察，辨識螞蟻的特

徵，查閱圖鑑，詢問專家，以辨識蟻種。 

 （二）共生蟻種的研究方法：依採樣的蟻種數準備數個花盆和觀察箱，將黃花酢醬草以培養

土種植於盆內，並分別置入數隻一～四齡幼蟲。觀察箱內側上緣塗上滑石劑，再將花

盆個別放入觀察箱內。分別放入不同蟻種約 30～50 隻，並定時補充食物供螞蟻取食。

持續飼養觀察，以確定那些蟻種與幼蟲有共生行為。 

 （三）不同蟻種共生行為的研究方法：透過個別的飼養觀察，記錄不同螞蟻與幼蟲共生行為

的異同，並拍照、錄影做記錄。 

四、沖繩小灰蝶有、無螞蟻共生之存活率比較的研究方法 

        為比較沖繩小灰蝶有、無螞蟻共生之存活率有何差異，我們佈置有螞蟻（A）、沒有 

    螞蟻（B）兩種飼養環境，分為 A1～A6，B1～B6 共 12 個樣本，分別在家飼養觀察。 

  （一）有螞蟻的飼養箱（A1～A6）環境佈置： 

    1．將黃花酢醬草以培養土分別種植於盆內，觀察箱內側上緣塗上滑石劑，將花盆分別

放入觀察箱內，並加蓋。 

      2．A1～A6 每一盆各放入 10 顆卵（卵是由校內科展所培育出的成蝶交配所產下）。 

    3．每一盆各放入約 30 隻已確認有共生的螞蟻。 

      4．每日照顧，仔細點數幼蟲隻數，並做觀察記錄。 

  （二）沒有螞蟻的飼養箱（B1～B6）環境佈置： 

    1．將黃花酢醬草以培養土分別種植於盆內，觀察箱外側上緣塗上滑石劑，將花盆分別 

         放入觀察箱內，並加蓋。 

    2．B1～B6 每一盆各放入 10 顆卵（卵是由校內科展所培育出的成蝶交配所產下）。 

      3．每日照顧，仔細點數幼蟲隻數，並做觀察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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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記錄各樣本最後的羽化隻數，將有螞蟻共生和沒有螞蟻共生的存活率加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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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B2             B3            B4              B5            B6     
伍．研 究 結 果 

沖繩小灰蝶生活史的研究結果與結果分析 

一）沖繩小灰蝶生活史的研究結果與結果分析： 

        從產卵到羽化，我們共飼養了 24 個樣本，生活史飼養記錄表 a～x，詳見 

    附件一，（頁 15 ～ 20）。  

     1．沖繩小灰蝶生活史有卵、幼蟲、蛹、成蝶四個階段，屬於完全變態。 

        透過實際飼養觀察我們發現： 

  （1）卵：常個別產在葉片或葉柄上，顏色為白色。形狀呈扁平的圓盤狀，利用顯微鏡

觀察，上面有細密的網狀刻痕，頂部中央有一深色精孔，直徑約 0.5mm 左右。 

  （2）幼蟲：體型很小，呈扁平的長橢圓形，體表佈滿細纖毛。體色呈綠色或紅褐色，

具有良好的保護色。一齡幼蟲身體的顏色透明，呈米黃色，大小約 1～2mm；二

齡幼蟲略帶淺褐色，大小約 2～4mm；三齡幼蟲體型較結實，綠色型與褐色型的

分別較明顯，大小約 4～8mm；終齡幼蟲很肥大，大小約 8～12mm。前蛹期身體

內縮變小，背部隆起，大小約 8mm，會結絲帶於胸部。 

  （3）蛹：常結於葉背、培養皿上。體型呈後半部較胖的橢圓形筒狀，背面有細纖毛，

為帶蛹，腹面有絲座，附著於化蛹處。有綠色、褐色、斑紋多少的差異，但都有

良好的保護色。羽化前顏色會變深，隱約可見翅形和翅脈，有暗藍色光澤。 

  （4）成蝶：前翅長約 10～13mm，雄蝶背翅有淺藍色光澤，外緣有黑褐色邊，腹翅呈

淺褐色，斑點較淡、較小。雌蝶體型較大，背翅呈黑褐色，腹翅呈褐色，斑點較

深、較大。但冬季低溫時，斑紋顏色會變淡，較不易分辨雄、雌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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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卵                    一 齡 幼 蟲               二 齡 幼 蟲               三 齡 幼 蟲 

       

       四 齡 幼 蟲               前      蛹                    蛹                   快 羽 化 的 蛹 

       

      壁 上 的 蛹 殼            雄      蝶                雌    蝶                展     翅

      2．幼蟲不同齡期的進食方式： 

    （1）剛孵化的一齡幼蟲，有時會回頭啃食卵殼，但不一定吃完。 

    （2）食物不足時，幼蟲會將剛蛻下的皮吃掉，只留下頭殼。 

    （3）一至二齡幼蟲會刮食葉背的下表皮和葉肉，留下上表皮一層薄膜。二齡以上幼蟲

有時也會啃食花苞與嫩芽。 

      （4）三齡、四齡幼蟲食量很大，會由葉緣啃食整個葉片，只留下葉柄。 

  

 

 

 

 

 

    

一齡幼蟲啃食卵殼         吃剩的葉表皮食痕         由葉緣啃食整個葉片         吃 剩 的 葉 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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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沖繩小灰蝶幼蟲有四個齡期： 

         一隻幼蟲可以收集到四個蛻皮，分別為一齡到二齡、二齡到三齡、三齡到四齡（終

齡），及終齡到蛹的蛻皮，因此可以得知沖繩小灰蝶幼蟲的齡期為四齡。 

   

 

 

 

 

 

 （二）氣溫較低，幼蟲的發育天數較長；氣溫較高，幼蟲的發育天數較短 

           我們的研究期間是 94 年 10 月到 95 年 5 月，經過了秋天、冬天、春天到初夏不     

       同的季節。以下是氣溫與發育天數統整表與關係圖： 

     1．「氣溫與發育天數統整表」：  

    

   一 齡 的 蛻 皮            二 齡 的 蛻 皮             三 齡 的 蛻 皮            終 齡 的 蛻 皮    
 

 

 

 

 

 

樣本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產卵

日期 
10/1 10/6 10/7 10/25 11/28 11/28 11/28 11/28 1/16 1/16 1/18 1/20 1/30 1/30

羽化

日期 
10/25 10/27 11/1 11/16 2/14 2/15 2/12 2/13 3/14 3/16 3/19 3/17 3/31 3/31

25.3 24.4 24.1 24.9 17.3 17.4 16.5 16.6 17.8 17.8 17.9 18.1 18.4 18.4發育

期均

溫℃ 
24.7 16.9 17.9 

25 22 26 23 79 80 77 78 58 60 61 57 61 61 發育

天數 24 79 60 
 

 

 

 

 

 

 

樣本 o p q r s t u v w x 
產卵

日期 
2/20 2/20 3/5 3/16 3/18 3/22 3/22 4/3 4/5 4/10 

羽化

日期 
4/5 4/6 4/17 4/22 4/28 5/2 4/29 5/5 5/5 5/7 

19.3 19.4 20.8 21.8 21.9 22.3 22 22.3 22.4 22.6 發育

期均

溫℃ 
19.4 21.8 22.4 

45 46 44 38 42 42 39 33 31 28 
發育

天數 46 4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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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沖繩

 （一）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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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氣溫與沖繩小灰蝶平均發育天數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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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與幼蟲發育天數研究結果分析： 

1）根據「平均氣溫與沖繩小灰蝶平均發育天數關係圖」可以看出，沖繩小灰蝶總發

育天數的長短，與氣溫有明顯的關係。氣溫較低則總發育天數較長；氣溫較高則

總發育天數較短。 

2）根據「氣溫與發育天數統整表」可以發現：e、f、g、h 四個樣本發育期的平均氣

溫最低（約 16.9℃），因此平均總發育天數最長（79 天），其中蛹期平均長達 44

天；而 a、b、c、d 四個樣本發育期的平均氣溫最高（約 24.7℃），因此平均總發

育天數最短（24 天）。 

小灰蝶如何與螞蟻建立共生關係的研究結果與結果分析 

繩小灰蝶如何與螞蟻建立共生關係的研究結果 

螞蟻常會在幼蟲尾部停留。 

 戶外觀察與實際飼養發現，沖繩小灰蝶幼蟲會和螞蟻進行共生行為。螞蟻會在幼蟲

身上來回走動，並常常會在尾部停留，離開後會在附近繞一圈很快又再回來，反覆

來回好幾次。 

幼蟲尾部有一些特殊的「喜蟻器官」 

 透過顯微鏡觀察，發現幼蟲身上有一些特殊的器官，可以用來和螞蟻建立共生關

係。經查閱資料（參考資料七）的結果，這些特殊的器官就是所謂的「喜蟻器官」： 

1）「蜜腺」：在顯微鏡下可以看到，在幼蟲近尾部的中央，有一淺褐色、橫向橢圓     

    形的區塊，光滑沒有纖毛，略為凹陷、濕潤透明，周圍有一圈小點。「蜜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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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分泌蜜露的地方，可供螞蟻取食。 

    （2）「觸手器」：在橢圓形區塊的後一個體節兩側，不時會伸出一對米白色的管狀物，  

           ，從二齡幼蟲開始就可以觀察到。 

      （3）「水螅狀毛」：在管子末端會放射出一圈像海葵一樣的毛狀物，又快速的收縮回去。 

         經由查閱資料得知，觸手器伸出時會散發一些氣味，用來吸引或警告螞蟻。 

    3．透過顯微鏡觀察，螞蟻會不斷地用觸角拍打幼蟲，可能是在按摩、刺激幼蟲分泌蜜

露，好供螞蟻取食。因此螞蟻常常會在尾部停留，用口器在蜜腺上吸食 

 

      4．幼蟲從二齡開始，一直到蛹期，都會和螞蟻進行共生。 

         實際飼養發現： 

   （1）二齡幼蟲就開始有螞蟻在身上活動。隨著幼蟲成長，三齡以上幼蟲身上聚集的螞

蟻數量會越來越多，曾經觀察到有 5 隻螞蟻同時在一隻終齡幼蟲身上活動。 

   （2）前蛹和蛹期，都仍有螞蟻在上面活動。 
  

 

 

 

 

 

    

   二  齡  共 生             三  齡  共  生            四  齡  共  生            蛹  期  共  生 
 

 

 

 

 

 

    

 蜜      腺              管 狀 觸 手 器           放射出水螅狀毛           蛻皮上的觸手器       
 

 

 

 

 

 

    

          拍    打 、 按    摩                             吸    食    蜜    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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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沖繩小灰蝶共生的螞蟻種類及其共生行為之研究結果與結果分析 

 （一）共採集並辨識六種螞蟻： 

    1．根據調查採樣的結果，目前為止在校園和住家附近共採集到六種螞蟻。 

    2．經過一一辨識的結果，採集到的六種螞蟻，名稱分別是：黑頭慌蟻、熱帶大頭家蟻 

         小黑蟻、舉尾蟻、小黃家蟻、中華單家蟻。 

 

 

 

 

  

  

 

 

（二

   

   

 （

   

   

   

   

   

   

   

   

   

   

   

 

      
  黑頭慌蟻      熱帶大頭家蟻      小 黑 蟻         舉 尾 蟻         小黃家蟻       中華單家蟻 
）六種螞蟻都與沖繩小灰蝶幼蟲有共生行為    

    1．飼養觀察結果，六種螞蟻都會與沖繩小灰蝶幼蟲進行共生行為，而且都共生良好。 

    2．這表示沖繩小灰蝶幼蟲並不是只與特定螞蟻進行共生。 

三）不同蟻種與幼蟲的共生行為大同小異，參見錄影記錄（現場呈現）。 

    1．不同蟻種與幼蟲的共生行為相似處： 

    （1）螞蟻會主動爬到幼蟲身上活動，不斷地用觸角拍打幼蟲，並持續跟著幼蟲前進。 

    （2）螞蟻常會停留在幼蟲的尾部蜜腺的位置，用口器吸食蜜露。 

    （3）當幼蟲伸出觸手器時，會顯得很慌張，並急忙跑過去拍打，然後繞幾圈又回來。 

    2．不同蟻種與幼蟲特殊的共生行為： 

       不同蟻種因為本身的特性差異，與幼蟲共生會有一些特殊的共生行為。以下是我   

       們實際飼養所觀察到的有趣行為，並有拍照、錄影紀錄（現場呈現）。 

   （1）黑頭慌蟻： 

        體形較小，動作很快，常兩、三隻甚至四、五隻一起，以繞圈圈方式在幼蟲身上

快速來回走動，輪流拍打吸蜜，也會幾隻同時在鄰近兩隻幼蟲身上活動。當幼蟲

伸出觸手器，會非常緊張慌亂地趕緊把它拍下去，在尾部繞一圈再回來。 

   （2）熱帶大頭家蟻： 

        會在幼蟲身上不斷地遊走，並以觸角拍打幼蟲或吸蜜。只要幼蟲伸出觸手器，螞

蟻就會立刻跳開，慌張地沿著葉柄繞一圈又回來。而同一隻螞蟻會在鄰近兩隻幼

蟲之間來來去去。如果兩隻螞蟻一起在幼蟲身上活動，一隻在吸蜜時，另一隻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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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負責拍打。比較常在終齡幼蟲、前蛹及蛹上活動。 

      （3）小黑蟻： 

           會固定在同一隻幼蟲身上活動，無論幼蟲走到那裡就跟到那裡。常不停地連續拍

打、吸蜜 20 分鐘以上，甚至一小時，非常專注。吸完蜜後，可以看到螞蟻腹部

鼓起，變得白色透明。離開幼蟲時走路會一跛一跛的很有趣，可能是因為吸太多

蜜或太累的關係。觸角很長，拍打速度快，經常可以看到清理觸角的動作。比較

常在二、三齡幼蟲身上活動。 

   （4）舉尾蟻： 

           會一直跟在幼蟲身邊，在幼蟲身上不太常走動或離開，且固定在一個地方拍打很

久後才換地方，無論幼蟲走到那裡就跟到那裡，並會長時間停留在幼蟲的蜜腺

上。比較兇猛，大顎一咬到東西就不放。 

      （5）小黃家蟻： 

           經過兩星期才和幼蟲有共生行為，遇到幼蟲時也不會馬上爬上去，動作比較斯

文，慢慢、輕輕地在幼蟲身體四週拍打。在幼蟲身上停留的時間較短，不像其他

螞蟻那麼專注。  

      （6）中華單家蟻：飼養過程中，最晚和幼蟲有共生行為。體型很小，動作較慢，拍打

動作較小。在幼蟲身上不太來回走動，常在一個地方停留很久後才換地方拍打。 

 

 

 

 

 

 

 

 

      

      
黑頭慌蟻共生     熱帶大頭家蟻共生    小黑蟻共生         舉尾蟻共生       小黃家蟻共生     中華單家蟻共生 

四、沖繩小灰蝶有、無螞蟻共生之存活率比較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沖繩小灰蝶有、無螞蟻共生之存活率比較的研究結果： 

      1．存活率飼養記錄表 A1～A6、B1～B6，詳見 附件二. （頁 21～27） 

      2．有、無螞蟻共生之存活率比較統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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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小灰蝶有無螞蟻共生之存活率統整表： 

 

 

 

 

 

 

 

 

 

樣本 原飼

隻

A1 1

A2 1

A3 1

A4 1

A5 1

A6 1

合  計 6

存活率 

（二）沖繩

    1．有

    沒

       因

      2．但

      3．存

需

        

  
    尾

 

 

 

 

 

一、關於沖

 （一）外觀

些微

 

有螞蟻（A） 沒有螞蟻（B） 

養 

數 

扣除人為疏

失死亡隻數 

羽化隻數 樣本 原飼養 

隻數 

扣除人為疏

失死亡隻數 

羽化隻數 

0 9 8 B1 10 8 5 

0 9 9 B2 10 9 6 

0 10 10 B3 10 10 8 

0 10 9 B4 10 9 7 

0 9 9 B5 10 9 6 

0 10 9 B6 10 10 7 

0 57 54 合  計 60 55 39 

95 ％ 存活率 71 ％ 
小灰蝶有、無螞蟻共生之存活率比較的結果分析： 

螞蟻共生的沖繩小灰蝶幼蟲存活率為 95％。 

有螞蟻共生的沖繩小灰蝶幼蟲存活率為 71％。 

此有螞蟻共生的沖繩小灰蝶幼蟲存活率比較高。 

是沖繩小灰蝶幼蟲沒有螞蟻共生也可以存活。 

活率實驗結果發現，在三、四齡期死亡的幼蟲，大都從身體尾部開始發黑，原因

要再進一步探討。 

      
部發黑的幼蟲         漸漸發黑的幼蟲        整隻發黑的幼蟲        整個發黑的蛹 

陸．討          論 

繩小灰蝶生活史的討論： 

形態：幼蟲的身長，會因幼蟲身體伸展或收縮而改變，因此大小的測量結果會有

的誤差。 

13



 14

 （二）蛻皮與齡期：根據實際飼養觀察的結果，並確實收集每一齡期的蛻皮，可以確定沖繩

小灰蝶幼蟲的齡期只有四齡，結果與參考資料一所敘述相同；而與參考資料八所敘

述：沖繩小灰蝶幼蟲的齡期為五齡不同。。 

 （三）總發育天數與氣溫的關係：因為三人每天所觀測的時間不一樣，記錄的氣溫也有所差 

       異，因此最後以「中央氣象局台北觀測站逐月逐日氣象資料」為依據。而生活史統整 

       表上的「發育期均溫」，是將沖繩小灰蝶從卵到羽化期間的每日均溫總和，除以總發 

       育天數所計算出來的。 

 （四）我們仍繼續在飼養觀察，希望能做一整年的記錄，以完整比較氣溫與發育天數的關係。 

二、關於探討沖繩小灰蝶如何與螞蟻建立共生關係的討論： 

 （一）「蜜腺」：二齡幼蟲開始就有螞蟻共生，是否二齡幼蟲的蜜腺已經發育完成；而前蛹及

整個蛹期也都還有螞蟻，是否表示前蛹和蛹期還會分泌蜜露，可以繼續探討。 

 （二）「觸手器」：我們覺得幼蟲身上的「觸手器」一伸一縮的很有趣，仔細觀察發現，幼蟲

在下列幾種情況會伸出觸手器。經查閱資料（參考資料七）後，我們推測觸手器可能

有以下的功能，應還可以進一步觀察和探討。 

      1．當螞蟻在幼蟲附近活動時：告訴螞蟻自己有蜜露，可以供螞蟻取食。 

      2．當螞蟻在幼蟲蜜腺處停留太久時：警告螞蟻不要食用過多的蜜露。 

      3．當螞蟻不在幼蟲身邊時：提醒螞蟻要陪在幼蟲身邊保護幼蟲，避免被天敵侵害。 

     4．當幼蟲剛蛻完皮或前蛹時：因為這時幼蟲最脆弱，很需要螞蟻保護。 

三、關於與沖繩小灰蝶共生的螞蟻種類及其共生行為的討論： 

 （一）共生螞蟻種類的研究，只限於學校和住家附近，屬於有限範圍內的分區隨機採樣。 

 （二）入侵紅火蟻的危害很大，並具有危險性，因此我們都事先充實相關知識。採樣時也小

心辨識，注意安全。 

 （三）沖繩小灰蝶幼蟲並不是只與特定的螞蟻種類進行共生，這與參考資料七所介紹的其他

小灰蝶只與特定的螞蟻種類進行共生並不相同，值得繼續比較研究。 

 （四）不同蟻種的共生行為，非常生動、精彩，我們會繼續做觀察。 

四、沖繩小灰蝶有、無螞蟻共生之存活率比較的討論： 

 （一）黃花酢醬草有睡眠運動，在傍晚或陰天時葉片會下垂閉合，因此在放學後點數幼蟲數

量及測量大小時，需仔細翻看每一片葉子作觀察記錄，常花費很多時間，有時長達四

小時以上。 

 （二）存活率實驗共生蟻種的選擇，只就近在作者住家附近採樣，A1～A2 為黑頭慌蟻，A3-A6

為熱帶大頭家蟻。 



 

   

 

 

 

 
   

   寄生蜂的繭            寄生蜂成蟲          群蟻攻擊寄生蜂             攻擊寄生蜂/與幼蟲共生 
  

 

 

 

 

 

 

 

 

 

 

 

 

 

 

 

 

 

（三）實驗過程中，因為一、二齡幼蟲非常小，很容易因為人為的疏忽而死亡，如：點數幼

蟲時翻動葉片，使幼蟲掉落；澆太多水，土太濕；幼蟲躲在枯葉裡，不小心被清理掉

了等等。因此在計算幼蟲有、無螞蟻共生之存活率時，先將因人為疏失死亡的隻數扣

除，以避免影響存活率的結果。在後續研究時，須特別注意。 

（四）寄生蜂的討論： 

      1．校內科展時，從戶外採集回來的沖繩小灰蝶幼蟲，在飼養過程中，曾多次看到寄生

         蜂的幼蟲從沖繩小灰蝶的幼蟲身上鑽出，並很快地在旁邊結繭，之後幼蟲就不再進

         食，不久就死了，可見寄生蜂會造成幼蟲的死亡。 

      2．為了了解幼蟲、螞蟻和寄生蜂之間的關係，我們特別將在戶外找到的四個寄生蜂的

         繭另外做實驗。依照存活率實驗「有螞蟻」的環境佈置，在觀察箱裡放入不同齡期

         的幼蟲數隻，和約 20 隻的螞蟻（熱帶大頭家蟻），再補充一些麵包屑，供螞蟻 

         取食，觀察螞蟻是否有保護幼蟲的行為。 

      3．結果發現，寄生蜂多半停留在蓋子上方，每當牠想下來時，螞蟻就會很快地靠近驅

         趕，不讓寄生蜂靠近葉片或幼蟲，於是寄生蜂又會退回蓋頂。這樣反覆幾次，寄生

         蜂就被螞蟻的大顎夾住，其他的螞蟻很快會聚集過來幫忙，慢慢將寄生蜂肢解。觀

         察結果，在九個小時之內，四隻寄生蜂一一被螞蟻攻擊死亡。即使我們放了麵包屑，

         但螞蟻仍會不斷攻擊寄生蜂，這表示螞蟻並不是因為飢餓才攻擊寄生蜂的，而應該

         是一種保護幼蟲的行為。（見錄影記錄） 
 

 

（五）

一、沖繩

只有

好的

 

這次的實驗，我們還在黃花酢醬草上發現葉蟎、蚜蟲、薊馬等其他昆蟲，但牠們都屬於

植食性昆蟲，只會影響黃花酢醬草葉片的生長，並沒有直接危害到幼蟲。 
柒．結          論 

小灰蝶的生活史可以分為：卵、幼蟲、蛹、成蟲四個階段，屬於「完全變態」。幼蟲

四個齡期，體型很小，終齡幼蟲最長約 12mm，顏色有綠色型和褐色型兩種，有良

保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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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沖繩小灰蝶總發育天數的長短，與氣溫有明顯的關係。氣溫較高，則總發育天數較短； 

    氣溫較低，則總發育天數較長。如本研究平均氣溫最低時（約 16.9℃），平均總發育天數 

    最長（79 天）；而平均氣溫最高時（約 24.7℃），平均總發育天數最短（24 天）。 

三、沖繩小灰蝶幼蟲身體有一些特殊器官，可以和螞蟻建立共生關係。在幼蟲的尾部有「蜜

腺」，會分泌蜜露供螞蟻取食；還會伸出一對管狀的「觸手器」，放射出「水螅狀毛」，用

來吸引或警告螞蟻。 

四、沖繩小灰蝶幼蟲從二齡開始，一直到蛹期，都有螞蟻共生。隨著幼蟲成長，三齡以上幼

蟲身上聚集的螞蟻數量會越來越多。 

五、根據一定範圍分區、隨機採樣的結果，發現有六種螞蟻都與沖繩小灰蝶有共生的行為。

分別是黑頭慌蟻、熱帶大頭家蟻、小黑蟻、舉尾蟻、小黃家蟻、中華單家蟻。因此沖繩

小灰蝶並不是只與特定的螞蟻種類進行共生。 

六、不同螞蟻和沖繩小灰蝶的共生行為大同小異，螞蟻會在沖繩小灰蝶幼蟲身上來回走動，

並不斷以觸角按摩、拍打幼蟲，刺激幼蟲分泌蜜露。但不同螞蟻也有一些特殊的共生行

為。 

七、依據實驗結果，沖繩小灰蝶幼蟲有螞蟻共生的存活率，比沒有螞蟻共生的存活率要高。

但沖繩小灰蝶幼蟲沒有螞蟻共生也可以存活。 

八、研究發現，幼蟲會分泌蜜露，供螞蟻取食；而螞蟻會攻擊寄生蜂，保護幼蟲。因此我們

認為：沖繩小灰蝶與螞蟻的共生，是一種互利共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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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81547  蜜蜜交易---沖繩小灰蝶與螞蟻共生的研究 

1.觀察仔細，認識深入，表達適切，會思考解釋。 

2.共生的定義，觀察的現象，可再深入說明。 

3.天敵(寄生蜂)的研究，可再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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