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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探究爬牆虎的生長習性，研究中選擇了學校附近中學的爬牆虎做為我們的

研究對象，而整個研究分為觀察和實驗兩大部分。 

    觀察發現依據生長環境、外型特徵、生長歷程⋯等方面做有系統的歸納整理。根據初步

的觀察結果，我們發現地錦（爬牆虎）會為了固定自己，而在莖節（變態莖）上生出吸盤形

式的不定根。我們也發現了地錦會為了行光合作用，而讓莖的末端往外生長，讓自己增加照

光的機會。葉序是互生，而葉子和吸盤的生長方式是對生；剛長出的葉子有心形葉和三出複

葉，但我們也有發現有分裂的心形葉；葉脈是網狀脈。其中較為有趣的發現便是吸盤的顏色

與型態變化多樣，且有一定的生長與變化規律性，而每株吸盤的數量亦會隨季節變化而改變。 

    在實驗部分的研究結果發現：吸附材質是影響地錦載重力的最大因素，其中以吸附在表

面粗糙有縫隙的石粒牆上載重力最佳，而吸盤很難在表面光滑的玻璃附著穩固。吸盤顏色對

地錦載重力也具有明顯的影響，乾枯的咖啡色吸盤比仍具有水分的紅綠色吸盤的載重力大。

而吸盤總數則是影響的第三大因素，吸盤總數越多，承受重量就愈重。另外，地錦吸盤可能

是以分泌具有糖分的黏液來吸附牆壁，並進一步萃取黏液製成天然黏膠，但還需進一步解決

萃取技術，才能讓黏膠的效果持久且方便使用。 

貳、 研究動機 

每次上下學的時候，都會經過學校附近的中學，在他們學校的牆壁上，有許多綠色的攀

藤植物。平常經過時，只是看了它一眼，根本不知道它是什麼植物，更從未想過為什麼它可

以爬在牆壁上？只覺得整棟建築物被植物布滿了，感到毛骨悚然，像是童話故事裡的陰森建

築。然而，這些發現和感受一直到我們在上「植物世界面面觀」這個單元時，習作中提到牽

牛花因為有捲鬚莖可以攀爬各種支架、欄杆或鐵網等，因此我們以為之前注意到的植物也是

用同樣的構造攀爬在牆上，但是經過老師建議去做更仔細的觀察後，才發現他跟牽牛花的捲

鬚莖是不一樣的。於是，我們有機會認識了這種植物。之後，老師告訴我們這種植物叫做爬

牆虎，我們便回家上網查資料，發現爬牆虎的學名叫做「地錦」，更發現網站上看到的照片，

跟中學牆壁上的植物一模一樣，它是用特殊的構造「吸盤」來吸附在牆壁上。而吸盤可愛的

模樣也讓我們之前的印象徹底改觀，想要更深入的觀察與了解這些牆壁上的植物，所以我們

便開始以地錦作為我們仔細研究的主題。 

作品與教材單元相關性： 
探討內容配合 自然科 康軒版本 第五冊 第二單元 植物世界面面觀 
                    牛頓版本 第五冊 第二單元 形形色色的生物 
科學研究方法參考 自然科 康軒版本 第五冊 第四單元 力與運動 

參、 研究目的 

一、觀察地錦的構造特徵與生長習性 

二、研究地錦吸盤的吸附能力 

三、研發地錦吸盤中黏液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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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一、在「Yahoo 奇摩知識+」的網站中提到「
盤，以吸附樹幹或建行生長，就像爬牆虎

牆壁或樹幹上。」另外在自然課本中提到

段話讓我們知道原來吸盤是根的變態，但

長出的不定根〈吸盤〉以爬在牆上。也就

但其目的是一樣的。那如果在它上面掛重

樣，牢牢抓住牆面，不易脫落。這值得我

能讓葉子可以容易行光合作用，於是就發

上攀上，行光合作用。 

二、在「Yahoo 奇摩知識+」的網站中也提到
和樹幹上」，這讓我們知道，爬牆虎並不

該特別留意爬牆虎吸附的材質類型，以及

三、在「Yahoo 奇摩知識+」的網站中提到「
待明年春天到來。」這句話使我們想到決

生長習性的觀察會因季節有所不同，而在

片爬牆虎就會掉下來」，因為冬天時，就

是一旦到春、夏的時候，新黏上去的吸盤

四、在「爬牆虎」的網頁中看到「爬牆虎它的

蒸發，並析出結晶以做為砂糖的代用品。

為我每次在吃路邊賣的棉花糖時，都因為

莖本身具有糖份加上植物原本就有水分，

具有吸附力的黏液。 
 

伍、 研究

在我們決定以爬牆虎〈地錦〉當作研究對

察。觀察一段時間之後，發現地錦有許多值得

在同一節對稱的位置、葉子和吸盤都是互生、

決定根據在自然課學習到的植物觀察分類標準

性⋯等方面進行觀察與研究。但是，由於可研

興趣選擇最感好奇的吸盤構造作為主要觀察重

因此我們將觀察報告分成下列三個部分作

〈一〉地錦的生長型態與習性、〈二〉地

另外，我們對吸盤的載重力和吸盤裡的黏液有

驗。而這兩個實驗，也盡可能遵守實驗假設驗

變因控制、實驗步驟、實驗紀錄、實驗結果和
 

文獻探討 

爬走莖是為莖上生長出的不定根，根尖膨大為吸

一樣，末端變成吸盤狀，因此而能攀爬在石頭、

，「植物的根可以抓住土壤、固定植物。」也這

是爬牆虎並不是利用根來固定自己，反而是用生

是說，雖然他和一般植物的固定方法大不相同，

物，那它會怎樣呢？是不是能像一般植物的根一

們進一步做觀察。另外，我們也推測地錦是為了

展出吸盤這個功能，讓吸盤帶著莖上的葉子往牆

「吸盤除了能吸在牆壁上之外，也可以吸在石頭

是只能吸在牆上，所以在進行觀察時，我們也應

吸附能力的差異。 

冬天來臨，紅葉會掉落一地，老藤緊抓著牆，等

定做研究的時機似乎並不恰當，因為葉片外型與

文獻中也提到「等吸盤不再附有強大吸力後，整

只有老的吸盤居多，剛黏上去的吸盤就較少，可

多了，我們也有更多的觀察數據做比較。 

莖汁有甜味，可直接榨汁飲用；也可將莖汁水分

」讓我們對莖之間的甜味產生了興趣與猜測，因

沾到水而弄得黏黏的，所以，爬牆虎可能是因為

所以糖加水會黏黏的，便有可能是吸盤所分泌出

過程與方法 

象時，便利用課餘時間開始對爬牆虎作深入的觀

我們作系統觀察的特徵，像是吸盤和葉子都是長

葉子的形狀以及顏色的變化多樣⋯等，因此我們

作說明，也就是從生長環境、外型特徵、生活習

究的內容實在很多，所以我們根據自己的能力與

點。 

詳細介紹，分別是： 

錦吸盤的吸附情形、〈三〉地錦吸盤的成長過程。

興趣，因此我們便以這兩個有興趣的主題來做實

證的規範，所以兩項實驗報告皆包含：實驗假設、

實驗討論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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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一 地錦的生長型態與習性 
（一） 生長位置： 
            我們選定在學校旁邊的某個中學圍牆作為觀察地點，因為在他們學校的牆上有

很茂密的地錦爬在上面，而且又離我們學校很近，是目前最方便觀察的地點了。而

學校的外牆，是面向北方，根據台北的緯度〈約 25 度〉判斷，那邊應該很難照到太

陽，大概只有在夏天的中午才有可能照到陽光。 

 

二月十三號的上午八點十分觀察：我們發現上午和下午的陽光都照不到那一面牆。不過

夏季的中午有可能從頂上照下陽光，這樣垂直的牆壁就有機會照到了!  

 

我們先用指北針來確認方位。首先我們先把指針上的北字對齊方位盤上的北字，再等指

針停止晃動時，旋轉方位盤，讓指針箭頭對準指針上的北字，在觀察牆面對的方向，牆

是面對指針上的北方，因此我們確認我們的觀察地點是面向北方的。 

 
六月十一日中午 12:00 的觀察：從牆角邊緣的陰影範圍判斷，陽光雖然沒有直接照射到
牆壁，但莖上向外翹的葉片表面卻都能照到陽光，所以整個牆上的葉子幾乎都呈現深綠

色或青綠色，而且可以看的到反光。 



 
 
 
 

葉

序

葉

緣

葉

脈

（二） 

1
    

 

生長型態 
. 地錦葉子的外型特徵 
     爬牆虎的葉子較老的葉子分成 3 列。秋天時，長在比較下面葉子因為比較不

容易行光合作用，所以會比較快變成紅色的，葉子變紅沒有規律，但時常看到葉

子變紅是由內而外變化的。每一片葉子為了行光合作用都會稍微往外斜。地錦的

葉子的葉序是互生的。以下便作整理介紹： 
葉 子 觀 察 記 錄 

  
 

葉序是互生的。但是同一節的位置，吸盤和葉子的情況則是對生，但極少的機率

也會出現吸盤和葉子長在同一節的同一邊。 

        

 

不管是哪種葉形，葉緣都是鋸齒狀，而且外突部分都有一個小刺。 

       
   

 

新葉和老葉都是網狀脈，而老葉的前面比新葉的前面清楚，背面差不多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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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長出來的新葉大多是青綠色，但有部分葉子因日照不足而呈現紅色的。當葉子逐

漸變老後，會變成深綠色。而更老的葉子會變成乾枯的紫綠色，我們推測是因為葉

子可能已經喪失行光合作用的能力，所以葉綠素減少。 

    葉

色 94.11.16（冬季）往牆上一眼望去，大多
都是紅綠色和深綠色的葉子交錯，地上會

看到許多咖啡色的落葉。 

95.6.8（夏季）整面牆上都被青綠色且茂

密的葉子覆蓋，除了在石粒牆上剛長出的

新葉之外，其他部位都不容易看到紅色。

同一莖節上的葉子會有兩種形狀：大部分是心型的單葉，只有少部分是三出複葉。

在觀察中發現，這兩種形狀的葉子皆有新葉和老葉，我們推測葉子的形狀與生長階

段沒有關係。                   心型葉： 

    
三出複葉： 

    

葉

形 

大多數的三出複葉都是從一生長就已經是三出複葉了，但我們也發現有些心形葉產

生分裂的現象，但這種狀況並不多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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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莖的特徵及生長型態 

 

 

        

 垂掛式 橫長式 

莖
的
分
布
位
置
及
生
長
方
向 

垂掛式的莖大多分布在牆壁的上半部，

都是由上往下生長的。 
橫長式的莖大多分布在牆壁的下半

部，都是從左往右生長的。 

 
 

吸
盤
的
生
長
狀
況 

垂掛式的莖如果上面有長吸盤，能吸附

到牆壁的機率較少，莖上比較上面的部

分都看不見吸盤，末端才有吸盤長出，

但如果沒有吸在牆壁上，吸盤會逐漸萎

縮。地錦會為了向陽而讓莖往外翹，才

能夠照到陽光。 

橫長式的莖大多數是長在石粒牆

上，莖上長出的吸盤能吸到牆壁的機

率則非常大。在整條莖基端和尾端都

有吸盤，基端的吸盤大多是咖啡色

的，尾端的吸盤是青綠色和紅綠色

的，而且大部分都已經吸在牆壁上，

非常牢固。 

文獻中提到地錦需要吸收適量的陽光和水，而我們發現在比較陰暗的地方雖然

有許多枯掉的莖，但卻沒有長葉子，這點就說明了我們觀察到的和文獻中的資料相

符合，地錦可能真的很需要陽光。另外，我們觀察到地錦的莖部在生長趨勢上大致

有「垂掛式」以及「橫長式」兩種方向。以下我們以表格的方式呈現生長方向的各

種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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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二 地錦吸盤的吸附情形 
我們發現牆壁的材質非常粗糙，表面舖滿許多小石子，另外還鑲鉗有 108塊正方形的玻

璃磚，每塊玻璃磚之間相隔約 1.5公分的洋灰〈填縫劑〉，因此牆上可以算是有三種不同的材

質。而吸盤吸附在不同的材質上，吸附狀況有差距，我們將它做成表格如下： 

 

3

2

1 

材 質 及 地 錦 吸 附 情 形 表 
編

號 
名
稱 材質照片 材質介紹 地錦吸附狀況 地錦吸附情形說明

1 
玻
璃
磚 

 

1. 表面很光滑。 

2. 半透明。 

3. 每塊大小是長
18.5 公分， 寬

18.5 公分。 

1. 上面很少有吸盤吸
附，而且一碰就掉

下來了。 

2. 在玻璃上的吸盤幾
乎都是綠色的，表

示這些吸盤都剛

吸附不久。 

2 洋
灰 

 

1. 表面平整但是很
粗糙。 

2. 白色。 

 

1.洋灰上的吸盤有的
是綠色的，有的是

咖啡色的，但還是

咖啡色的吸盤占

多數。 

3 
石
粒
牆 

 

1. 上面有許多的小
石子，所以表面

凹凸不平、非常

粗糙。 

2. 灰色。 

3. 石頭跟石頭之間
有縫隙。 

1. 大多數的吸盤都吸

附在上面。 

2. 吸盤吸的相當牢

固。 

3. 有的吸盤是吸在石
粒與石粒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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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三 地錦吸盤的型態特徵與成長過程 

    我們對吸盤的生長過程非常感興趣，想要了解吸盤生長是否具有一定的步驟、規律或歷

程。於是我們便分頭去尋找吸盤，仔細觀察並記在筆記本中。最後我們將觀察紀錄結果分成

生長位置、平均生長個數、吸盤型態大小色澤、生長變化歷程 4種方向做說明： 

（一） 生長位置 

觀察結果說明 

1. 吸盤的生長位置是和葉子對生。 

 

2. 相臨的兩株吸盤是互生。

 

3. 垂掛式的莖上，吸盤大多長在末端，
因為如果吸盤一直沒有機會吸附在牆

面上，它便會變成咖啡色的，最後並

萎縮、脫落。 

   

 

4. 橫長式的莖上，吸盤能吸附到牆的機
會較大，所以莖的基端多半可以找到

已經牢固吸附在牆上的吸盤，而末端

的吸盤也相當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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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吸盤生長個數 

我們最初是在冬季時出去調查吸盤數量的，我們的調查結果發現：每一個莖節上長

出的吸盤數量大多都是七個，八個或九個吸盤的情形也有，但數量都只有七個的一

半左右。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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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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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5

記

錄

次

數

(

次

)

5 6 7 8 9 10 11 12

吸盤個數(個)

94年12月吸盤個數調查紀錄長條圖

 

但是在做完吸盤載重實驗後，我們注意到吸盤的數量似乎會依據生長需求而有所變

化，冬天植物的生長狀況比較沒有活力，吸盤不是老的就是萎縮掉；到了春、夏天，

生長情況可能會較旺盛，因此我們便推測，每一株吸盤的數量或許會更多，因此便

在三月和六月時，再做一次調查記錄，分別得到以下結果：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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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

次

數

＾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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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盤個數〈個〉

95年3月吸盤個數調查記錄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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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這三次記錄，我們發現：12月時很少找到的 12個吸盤，在 3月份增加了不少，

甚至還能找到 14個吸盤的情況。而且在 3月份時，7個吸盤的情形並不再是多數，

7-9 個吸盤的情形都相當普遍，10 個以上的吸盤情形也不少。到了六月，吸盤數更

是普遍增加到 9-11個。 
綜合以上的比較，我們猜想吸盤個數會和生長季節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夏季植物生

長茂盛，所以吸盤生長情形也會旺盛，而且吸盤承載力量也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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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吸盤型態 

1. 吸盤色澤：吸盤的色澤會隨著四季而改變，在冬天時，到了春天，新長出的以及成          
熟的吸盤幾乎是綠的，但當吸附不到牆壁上的時候，會變成紅棕色，便

會轉為咖啡色的，接著就會萎縮、掉落。若有吸附到牆壁的吸盤，會變

的咖啡色且乾扁。 

綠色 綠紅色 紅棕色 深咖啡色 

  

2. 吸盤形狀：吸盤的形狀會隨著他的吸附狀況而改變，剛長出的吸盤是飽滿而成球狀， 
剛吸附不久的吸盤則會變成半扁狀，而已吸附較久的吸盤便會成乾扁，

吸附的也非常牢固。但是沒有吸附在牆上的吸盤會逐漸萎縮，成為乾癟

狀，接著便會脫落掉下。 

飽滿成球狀 半圓，一側扁平接近盤狀 乾癟 

  

3.吸盤的伸展：吸盤的伸展姿態是往兩側伸展，在一株吸盤中的展開方式是互生，而  沒
有發揮作用的吸盤則會蜷縮成一團，最後就會脫落。 

向兩側伸展 蜷縮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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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吸盤的酸鹼度 

我們用廣用試紙來測試吸盤的酸鹼度。我們先用小刀壓碎吸盤，把擠壓出的汁液塗到

廣用試紙上，發現是酸性的，PH值是介於 3.0~4.0之間。這個結果表示爬牆虎吸附在
牆壁上，有可能會對牆壁造成破壞，因為酸具有腐蝕性。 

測試結果如下： 

 

 

5.吸盤和莖的甜度 

之前我們有查到一個有關地錦甜度的資料，是說『地錦裡有一些糖分，可以代替糖來

做適合的食品。』從這份報告的說明，讓我們想做測量吸盤和莖之間的甜度。於是便

查詢如何測試糖分的方法，相關資料介紹可以用「本氏液」做檢驗。本氏液是一種檢

驗溶液中有無含糖的試劑，原本是藍色的水溶液，若檢驗的溶液有含糖則會變成黃綠

色，若含糖量極高，會變成粉紅色。於是我們便將地錦吸盤加一點水搗碎來萃取黏液，

再將本氏液滴入，觀察地錦黏液的變色情形。結果發現地錦黏液滴入本氏液後，顏色

變為黃綠色，所以證明地錦的黏液中含有少量的糖。另外，我們也親自品嘗了地錦吸

盤的味道，發現的確有一點點的甜味，但是整個吃起來，酸酸澀澀的味道比較明顯。 

地錦黏液（咖啡色） ┼     本氏液（藍色）   →   混合溶液（黃綠色） 

   

 

 12



（四） 生長變化歷程 

      雖然每次觀察時都可以看到吸盤各種各樣的姿態，但是究竟吸盤是如何成長和變化，
我們也只能大概推測，因此，我們決定要鎖定幾個快要長出吸盤的位置做長期的觀察，

看看每一個吸盤的成長過程經歷哪些階段。 

1. 觀察步驟： 
（1） 先找好要觀察的 8株即將長出吸盤的莖節。 
（2） 將已有代號的膠帶黏在離吸盤差不多 10片葉子的地方做標記。 
（3） 再用準備好的標籤紙 A、B、C……貼在膠帶上面。 
（4） 每天觀察記錄吸盤的生長變化情形，並用數位相機照下照片做比對。 

2. 觀察標記分布情形： 

 

H 

G 

E 

F 

C 

B 

A 

D 

3. 觀察結果： 
吸盤的成長歷程最初都是相同，但是後來會依據是否吸附在牆上，而有兩種截然不

同的變化，以下分別說明： 
吸盤生長歷程 

吸盤剛長出來其實是一樣的，它們都

長的很像一朵小花。在對稱的地方，

就是吸盤要長出來的位置。而顏色是

紅綠色的。 

 

慢慢的，對稱的位置便開始長出了一

粒粒飽滿的吸盤，但還不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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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吸盤便慢慢的展開，但還沒有

全部長出，而且是以螺旋式的方式往

兩邊展開。 

 

吸盤已經快要全部長出來了，而且是

以互生的方式生長，就和葉序一樣。

 

 
 
 
然後，整株吸盤便全部展開。並以互

生的方式生長，一邊有四個吸盤，另

一邊有三個吸盤，合起來有七個吸

盤。 

 

會吸附在牆上的吸盤 不會吸附在牆上的吸盤 

吸盤會慢慢

的吸附在牆

面上，這時

青綠色吸盤

頂端會變紅

變扁。 

無法吸附到

牆 壁 的 吸

盤，它就會

捲起來。 

原本紅綠色

的吸盤會逐

漸變成咖啡

色，形狀也

會變成扁圓

盤，有一點

乾乾的。 
 

吸盤一旦捲

起來，便會

開始轉為咖

啡色的。 



吸盤吸附久

了就會完全

變 成 咖 啡

色，而且吸

附的更牢固

了。 

吸盤便咖 
啡色以後 
莖會和節 
上的吸盤 
愈來愈鬆 
，然後就 
會掉下來。

 

         4. 

 

                                                                         討論： 
（1） 在觀察地錦的時候，用紅緞帶作為記號，後來覺得萬一顏色太明顯被人看到，

可能會惡作劇，把它拉掉，所以我們改用膠帶來做記號。決定用膠帶做記號之

後，我們又發現樣子很不明顯，不容易找到，所以我們改用標籤，A、B、C……
貼在膠帶的表面，這樣一來如果標籤被別人撕掉，也有我們之前所做的代號，

就可以繼續觀察它們的成長情形。 

（2） 每次觀察時，都要照 3張照片。以 A為例，第一張要先拍整株植物，包括標籤

A。接著要拍末端吸盤與葉子的對稱處。最後要拍我們要觀察的吸盤，拍照時，

我們在觀察的吸盤下墊了一張白紙，目的是為了讓地錦的吸盤顯的更清楚。第

一次拍照時，因為材料準備的不齊全，所以我們用手指來代替探針棒，來指、

押地錦，如果一不小心押的太用力，會破壞植物本身。所以我們下次一定要帶

探針棒。 

（3） 在拍照時，我們發現如果直接照的話，會很不明顯，所以我們臨時想到，可以

用筆記本的封底，當成一張白紙墊在下面，這樣可以照得比較清楚。照完之後，

老師說：「今天沒有帶可以墊在下面的白紙，明天出去觀察時，記得要帶一張可

以墊在下面的紙，但要小張一點，才可以照的較清楚、較明顯。」 

（4） 我們尋找 8個樣本來觀察吸盤的生長歷程，但很不幸的，吸盤被破壞的很嚴重，

剛好又是在寒冷且常下雨的冬季進行觀察，所以我們改變了我們的策略。我們

觀察的地點剛好是在室外，平常很少有機會可以出外觀察，所以我們打算將觀

察紀錄改成觀察吸盤的成長歷程，我們觀察的地點全都集中在那一面牆上，所

以可以直接尋找各種不同的吸盤(例如；顏色⋯⋯等)來做觀察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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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簧秤 
砝碼（可用彈珠、螺絲帽代替）每

100克裝一袋 
鐵絲做成 S型彎鉤 
鉤在大袋子上 

  

 

實驗一 探討爬牆虎吸盤的載重能力 

一、 我的發現與疑惑： 

有一次在做爬牆虎的觀察時，我們看見有一位小弟弟一不小心被石頭絆倒了，反射

動作，就是伸手抓身邊的爬牆虎，我們原本以為，那株被抓著的爬牆虎會因為承受不了

那個小弟弟的重量而斷掉，沒想到，爬牆虎竟然沒有斷掉，反而還緊緊的吸附在牆壁上，

因此那位小弟弟才沒有跌倒受傷。 
看到這件事以後，讓我們想起植物園的網站資料中，曾經提到「爬牆虎可以吸附在

牆壁、石頭和樹幹上，是因為它有一種特別的構造─吸盤，吸盤可以分泌黏液讓植物能

夠不停的向陽光爬行。」因此，我們便對吸盤的吸附能力產生了興趣，想要知道吸盤的

吸附能力究竟和什麼構造特徵有關。於是我們便打算測量爬牆虎承受重量的能力 

二、 實驗假設： 

我們認為莖的長度、莖的顏色、吸盤的數量、吸盤的顏色以及吸附的材質和爬牆虎

吸附能力皆有關係。 

三、 實驗器具： 

四、 實驗步驟：  
1. 設計觀察實驗記錄表。〈分成：實驗次數、日期、座標、材質、左右邊的吸盤數量、

莖的長度和顏色、吸盤顏色、承受重量等十個項目〉 
2. 大量蒐集砝碼和可以代替砝碼的各種小重物，並用彈簧秤重，每一百公克裝一袋，

作為實驗準備。 
3. 選出要實驗的樣本，最好是每一種吸盤顏色、座標、吸附材質、吸盤數量、莖的長

度和顏色都有機會被選做樣本。 
4. 選定樣本後，依據觀察實驗記錄表的項目，仔細觀察並紀錄在觀察實驗紀錄表上。

5. 用鐵絲做成 S型彎鉤，勾住大的透明夾鏈袋，掛在選定樣本的莖上。 
6. 接著再觀察逐次放入一袋一百公克的砝碼，一直到樣本的兩邊吸盤全部脫落，並記

錄夾鏈袋中的砝碼重量。 
7. 把秤重結果記錄在觀察實驗紀錄表上。 
8. 重複以上步驟，做五十四組實驗。〈做愈多次實驗愈好〉 

實際測量過程請參閱下頁照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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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準備步驟 

1. 用彈簧秤測量袋中砝碼

重量，並逐漸加入砝碼 
2. 直到彈簧秤的指標指到

100g的刻度為止 
3. 共準備52袋的100g砝碼

 

實際測量步驟 

1.選定樣本 2.記錄測量座標與吸附材質 3. 測量莖的長度與特徵 

 
座標是：〈13，-0.2〉 
材質：石粒牆 莖長約 2公分 

4.計算吸盤數量並觀察顏色 
5.用 S彎鉤在兩吸盤中間掛

上袋子，並放入一袋砝碼

6逐漸增加砝碼，直到所有
吸盤皆脫落，計算總袋數

左 7 咖啡色 

右 5咖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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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六、 
 實驗紀錄： 
實驗 
次數 

日期 
時間 座標 材質 右邊吸

盤數量

左邊吸

盤數量

吸盤 
總數 

吸盤 
顏色 

莖的 
長度 

莖的 
顏色 

承受 
重量 

1 95.2.15 14.5,-0.5 石粒牆 4 4 8 咖啡 13.5㎝ 咖啡 3800g 

2 95.2.15 9,2.5 洋灰 8 4 12 咖啡 45㎝ 咖啡 1200g 

3 95.2.15 11,4.5 洋灰 2 5 7 紅 2.5㎝ 綠 150g 

4 95.2.15 10,-0.5 左玻璃 1 4 5 咖啡 19㎝ 咖啡 175g 
5 95.2.15 9,4 洋灰 5 1 6 咖啡 6.5㎝ 咖啡 50g 
6 95.2.15 2,-2 洋灰 4 5 9 綠 2.5㎝ 咖啡 675g 
7 95.2.16 16,-1 石粒牆 3 3 6 咖啡 17.5㎝ 咖啡 1200g 
8 95.2.16 18，-0.5 石粒牆 8 8 16 咖啡 3.3cm 咖啡 1500g 
9 95.2.16 2，-0.5 石粒牆 3 2 5 咖啡 8.5cm 咖啡 800g 

10 95.2.16 18，-1 石粒牆 7 5 12 咖啡 2.5cm 咖啡 1100g 
11 95.2.20 15，-4 石粒牆 4 3 7 咖啡 15cm 咖啡 1900g 
12 95.2.20 0，1.5 石粒牆 2 3 5 綠 3cm 綠 100g 
13 95.2.20 17，0.5 石粒牆 4 4 8 咖啡 2.5cm 咖啡 800g 
14 95.2.20 6，-3 石粒牆 4 4 8 咖啡 2.5cm 咖啡 1900g 
15 95.2.23 16，-1 石粒牆 3 3 6 咖啡 7cm 咖啡 900g 
16 95.2.23 14，1 玻璃 1 2 3 咖啡 2 咖啡 100g 
17 95.2.23 4，-0.5 洋灰 6 1 7 咖啡 2.9 咖啡 200g 
18 95.2.25 15，-0.5 石粒牆 2 3 5 紅綠 1.5cm 紅 100g 
19 95.2.25 14，-0.5 玻璃 7 6 13 咖啡 3cm 咖啡 200g 
20 95.2.25 3，7.5 洋灰 3 6 9 咖啡 6 咖啡 800g 
21 95.2.25 3，-0.5 洋灰 4 4 8 咖啡 3 咖啡 1000g 
22 95.2.25 4，4.5 洋灰 8 5 13 咖啡 5cm 咖啡 1100g 
23 95.2.25 16，-0.5 洋灰 5 4 9 咖啡 1cm 咖啡 700g 
24 95.2.25 15，-4 石粒牆 4 3 7 咖啡 15cm 咖啡 1900g 
25 95.2.25 0，，-1.5 石粒牆 2 3 5 綠 3cm 綠 100g 
26 95.2.25 17，-0.5 石粒牆 4 4 8 咖啡 2.5cm 咖啡 800g 
27 95.2.25 6，-3 石粒牆 4 2 6 咖啡 4cm 咖啡 1900g 
28 95.2.25 0，1 石粒牆 3 3 6 咖啡 6cm 咖啡 700g 
29 95.2.25 16，-3 石粒牆 4 5 9 紅綠 4.5cm 綠 1200g 
30 95.2.25 8，-0.5 洋灰 6 5 11 咖啡 2cm 咖啡 1000g 
31 95.2.25 7，-2 石粒牆 2 4 6 咖啡 15.5cm 咖啡 100g 
32 95.2.25 3，-0.1 洋灰 2 2 4 咖啡 13.5cm 咖啡 400g 
33 95.2.25 6，-0.5 洋灰 4 2 6 咖啡 3.2cm 咖啡 100g 
34 95.2.25 17，-1 石粒牆 4 5 9 咖啡 4cm 咖啡 1000g 
35 95.2.25 15，-1 洋灰 2 3 5 咖啡 3cm 咖啡 200g 
36 95.2.25 15,-3 石粒牆 4 3 7 咖啡 4.2cm 咖啡 1300g 
37 95.2.25 18,-1 石粒牆 3 2 5 咖啡 1cm 咖啡 1200g 
38 95.2.25 19,3 石粒牆 2 3 5 咖啡 0.5cm 咖啡 400g 
39 95.2.25 16,-1 石粒牆 4 4 8 咖啡 3.5cm 咖啡 100g 
40 95.2.25 3,4.5 洋灰 5 3 8 咖啡 4cm 咖啡 200g 
41 95.2.25 13,-4 石粒牆 4 3 7 咖啡 7.5cm 咖啡 200g 
42 95.2.25 17,-1 石粒牆 3 4 7 咖啡 1.5cm 咖啡 200g 
43 95.2.25 12,1 洋灰 6 1 7 咖啡 2.5cm 咖啡 200g 
44 95.2.25 7,-1.5 石粒牆 2 3 5 咖啡 5.5cm 咖啡 1300g 
45 95.2.25 0,1.5 石粒牆 6 3 9 咖啡 3cm 咖啡 500g 
46 95.2.25 6,4.5 洋灰 2 2 4 綠 3cm 綠 400g 
47 95.2.25 20,-2.5 石粒牆 14 18 32 綠 6.1cm 綠 500g 
48 95.3.5 4，5 洋灰 3 4 7 咖啡 3cm 咖啡 300g 
49 95.3.5 10，5 洋灰 1 2 3 紅 6cm 綠 100g 
50 95.3.5 18，4 洋灰 4 6 10 綠 9cm 綠 100g 
51 95.3.5 2，-0.5 洋灰 3 8 11 咖啡 1.5cm 咖啡 400g 
52 95.3.5 14，-0.1 洋灰 4 9 13 咖啡 5cm 咖啡 400g 
53 95.3.5 16，-0.2 洋灰 5 5 10 咖啡 3cm 紅 600g 
54 95.3.5 15，-0.1 洋灰 1 2 3 咖啡 2cm 咖啡 1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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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實驗結果 

（一） 承受重量和吸盤總數的關係： 

吸盤總數和重量的XY散佈關係圖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0 5 10 15 20

吸盤個數(個)

承

受

重

量

(

克

)

   

吸盤總數和平均承受重量的關係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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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吸盤總數和承受重量 XY散佈圖的意義： 
（1） 從 XY散佈圖觀察，雖然散佈的點範圍廣泛，但兩端吸盤總數多數集中在

5~9個吸盤之間，而其他吸盤數量的分布就較少。若是將數量平均，表示各

邊吸盤的吸附數量平均大約是 3~4個。但是根據之前的實地調查統計，每一
個節點上通常長 7個吸盤，這表示在吸盤生長與吸附的過程中，並不是所有

的吸盤皆會吸附成功，所以有的吸盤便因為無法發揮吸附作用而萎縮。 

（2） 相同吸盤數的承受重量範圍落差很大，表示應該有其他因素可能影響載重

量。 

（3） 從趨勢線發現，吸盤數量愈多，能夠承受的重量就愈重。 

2. 吸盤總數和平均承受重量關係折線圖的意義： 
（1） 吸盤數量愈多，能夠承受的重量就愈重。但是 10個吸盤的平均測量結果卻

不符合這個關係趨勢，比 9個吸盤或 11個吸盤能夠承受的重量小很多。 

3. 兩種數據統計結果的差異： 
（1） 從趨勢線發現，吸盤數量愈多，承受重量就愈重，但是這和平均重量關係折

線圖有少許差異。因此特別檢查 10個吸盤的數據資料，發現有兩筆，而且

都是在洋灰材質上所測得的數據，因此推測吸盤吸附材質是影響承受重量的

重要因素。於是便將三種材質所測得的數據分開處理，再次比較吸盤數量與

承受重量的關係。比較結果如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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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不同材質上，承受重量和吸盤總數的關係： 
石粒牆 

石粒牆上吸盤數量和承受重量的XY散佈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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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粒牆吸盤總數和平均承受重量的關係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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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灰 

洋灰上吸盤數量和承受重量的XY散佈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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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灰吸盤總數和平均承受重量的關係折線圖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0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吸盤個數(個)

平

均

承

受

重

量

(

克

)

 

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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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上吸盤數量和承受重量的XY散佈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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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吸盤總數和平均承受重量的關係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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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材質綜合比較：吸盤總數和承受重量有直接的關係，但材質才是影響的重大因素。 

各材質吸盤數和承受重量的XY散佈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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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材質吸盤數和平均承受重量的關係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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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三） 

1. 

 

各材質吸盤總數和承受重量 XY散佈圖的比較意義： 
（1） 石粒牆的吸盤總數集中在 8~9個之間，也有 16個的，這表示石粒牆是最容易

吸附的。而洋灰的平均吸附在牆上的平均吸盤數也是集中在 8個，所以洋灰
的吸附力和石粒牆差不多，但石粒牆更勝一籌。玻璃的數據是最少的，只有

三組，而且不易找到，因此可以說他的承重力是三種吸附材質裡最差的。 

（2） 石粒牆的承受重量集中在是 1000~1500克，也有少數在 1500克以上，1500
克以上又以 1500~2000克的位置數據較多。洋灰的平均是 200~800克之間，
也有少數在 800克以上，800克以上以 1000 ~1200克最多。玻璃只有三組，
承重力平均在 200克，最少是 175克。因此我們認為材質和重量有非常大的

關係。 

（3） 石粒牆的趨勢線在較上方，這也就是說石粒牆的吸附力可以說是三個裡最高

的，承重力也最好。而洋灰的趨勢線最陡，這表示洋灰的吸附力與吸盤數有

密切關係，每多增加一個吸盤，吸附力增加許多。而玻璃的趨勢線平平的，

所以玻璃的吸附力非常不好，與吸盤數沒有太大關係。 

各材質吸盤總數和平均承受重量關係折線圖的比較意義： 
（1） 從折線圖上升的角度發現，石粒牆是最陡的，而洋灰次之，玻璃則非常平緩。

而且石粒牆每增加 1個吸盤，承受重量便增加約 400克，增加非常多，表示
吸盤數與吸附力影響很大。而洋灰的折線圖有穩穩上升的趨勢，每增加 1個
吸盤，承受重量便增加約 150克，這與散佈圖中的趨勢線非常相似。而玻璃
的數據較少，三個點所承受的重量也差異不大，所以亦可再次說明玻璃的吸

附力非常不好，與吸盤數沒有太大關係。 

承受重量和材質的關係 

吸附材質和承受重量的XY散佈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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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材質和承受重量 XY散佈圖的比較意義： 
石粒牆能夠承受的重量集中在 1000g左右，是比較密集的地方；洋灰的吸附能力較

石粒牆差一些，能夠承受的重量集中在 500g左右；玻璃能夠承受的重量集中在 200g
左右，而且數據最少，再次表示吸附能力最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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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莖的長度和重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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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吸盤顏色和承受重量 XY散佈圖的比較意義： 
（1） 3~5公分的長度分布最多，表示爬牆虎的莖節間隔大約都是 5公分左右。 

（2） 能夠承受的重量都在 2000g以下，又以 500g以下分布最密集。 

（3） 從趨勢線判斷，莖的長度和重量有關係，莖越長，能夠承受的重量越大，但是

趨勢線的傾斜幅度並不大。另外，從整體樣本的分布來看，同一種長度的莖，

能夠承受的重量分布很廣，因此也可以說是沒有關係。 

（四） 承受重量和吸盤顏色的關係（另含 6月份新進行的十組實驗數據） 

     

1. 各吸盤顏色和承受重量 XY散佈圖的比較意義： 
（1） 已吸附在牆上的吸盤顏色主要分為紅綠色和咖啡色兩大類，從趨勢線可以看出

咖啡色的吸盤能夠承受的重量較紅綠色吸盤大。 

（2） 我們推測這個現象是因為紅綠色的吸盤剛吸附在牆壁，冨含水分與黏液，而咖

啡色的吸盤已經吸附在牆上很久，黏液已經乾掉，因此吸附較牢固。 

（五） 承受重量和莖長的關係 

吸盤顏色和重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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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1. 莖
（

（

六、 實驗

1. 

2. 

3. 

4. 

5. 
承受重量和莖的顏色的關係 

莖的顏色和重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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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顏色和承受重量 XY散佈圖的比較意義： 
1） 咖啡色的莖數量最多，從整體樣本的分布來看，同一種顏色的莖，能夠承受的

重量分布很廣，因此可以說是沒有關係。 

2） 從趨勢線判斷，莖的顏色和重量有關係，咖啡色的莖，能夠承受的重量較大，

但是從趨勢線的傾斜幅度並不大。 

討論： 

這次的出外掛重物的實驗，有許多的困難和問題出現。一開始原本我們以為掛的重

物，就只有砝碼和螺絲帽而已。但是在做實驗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在我們的身邊的

砝碼和螺絲帽數量都有限，又有想法想要分成兩組進行，才能較快完成實驗。於是

我們就利用實驗室中現有的彈珠及小鋼珠等物品，裝在袋中湊成 100公克的砝碼。

我們在做實驗時，必須放在較高的地方，因為如果離地面太近，那就會因為有地板

支撐重量，也就是說，如果發生上述這種情形，會導致實驗無效。 

做實驗時，有時候會因為重量太重，而使得鐵絲掉下來，因此我們便決定使用粗鐵

絲來試試看，可是我們發現用粗鐵絲會破壞對象本身，所以我們還是決定使用細鐵

絲，雖然承重力不佳，但不會破壞植物本身，所以我們認為細鐵絲是最好的用具。

我們去做載重實驗那天我們做了 47組實驗，可是沒想到有三處地方的地錦都因為承
受不了重量而掉下來，情況相當嚴重，所以下次我們要做載重實驗時，最好找不是

聚在一起的，而是分散開來的地錦，才不會使的全部的地錦都掉了下來。 

剛開始作實驗，根本沒想到要用座標來找已經做好的載重實驗，後來才想到用座標，

就可以方便輕鬆的找出實驗的位置，而且還可以幫助我們知道哪邊已經做過實驗

了，這樣一來，就不會做到重複的實驗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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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 探討爬牆虎吸盤的黏性 

一、 我的發現與疑惑： 
我們看過 26屆全國第二名的科展資料，發現地錦裡的構造會分泌黏液，才可以緊

緊的吸附在牆上。另外，我們在實地的觀察當中，看到吸盤的根掉落時，吸盤卻依舊

緊緊的吸附在牆壁上，也看到吸盤掉落是戴著一小片的石粒牆一起掉落，加上我們在

做載重實驗時，發現少少幾個吸盤就可以承受上千克的重量，這些我們所親眼看到的

景象讓我們感到驚訝，也聯想到這些發現跟吸盤的黏液可能有關係，於是我們便想試

著把吸盤搗碎，看可不可以萃取出吸盤裡的黏液，並和口紅膠或膠水這些常見的黏劑

來做比較，以便於用更環保的方式來做黏膠。 

二、 實驗假設： 
地錦吸盤的黏液比口紅膠和膠水的黏性還強。 

三、 控制變因： 
1. 操縱變因：不同的黏劑 

實驗組：紙上塗地錦吸盤內的黏液。 
對照組：紙上塗膠水和白膠。 

2. 保持不變的變因：（1）黏液的量要一樣。 
（2）黏附的材質、乾淨度要一樣。 
（3）黏液塗抹的面積和形狀要一樣。 
（4）黏貼紙張的材質、形狀、大小、重量和要一樣。 
（5）開始黏貼的時間和環境要一樣。 

3. 應變變因：紙張黏附時間長短。 

四、 實驗器具： 
吸附材質：塑膠表面、不鏽鋼器具表面、玻璃、牆壁。 
黏    劑：膠水、口紅膠、吸盤黏液。 
紙張材質：影印紙、圖畫紙、銅板廣告紙、厚紙板。 
實驗工具：碼表、微量天秤、實驗記錄表、美工刀。 

五、 實驗步驟： 
1. 先到附近中學摘取地錦，將莖插入水中保持新鮮度。 

2. 準備相同重量的口紅膠、膠水和吸盤。 

3. 將吸盤切成兩半，在紙上壓扁並塗抹均勻，然後黏貼在選定的材質上。 

4. 將膠水和白膠同樣黏貼在相同材質上。 

5. 紀錄三組紙張掉落的時間，並算出紙張黏貼的時間。 

6. 在不同的吸附材質上重複上述步驟，進行觀察比較。 



  
六、 實驗紀錄： 

黏貼材質 不銹剛 
 黏劑種類 

吸附時間 
地錦黏液 口紅膠 膠水 

影印紙 

 1分 

尚未掉落（10天以上） 

圖畫紙 

3小時 22分 5日 2時 15分

厚紙板 

1分 

尚未掉落（三個月以上）

 

 2日 55分 

銅板廣告紙 

1小時 22分 4日 3時 14分

尚未掉落（三個月以上）

比較說明 黏性強弱：  口紅膠  =  膠水  >  地錦黏液 

 
黏貼材質 塑膠表面 
 黏劑種類 

吸附時間 
地錦黏液 口紅膠 膠水 

影印紙 

23小時 46分

圖畫紙 

1日 32分 

厚紙板 

1日 5時 1分

銅板廣告紙 

1日 2時 49分

尚未掉落（三個月以上） 
 

 

比較說明 黏性強弱：  口紅膠  =  膠水  >  地錦黏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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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貼材質 牆壁 
 黏劑種類 

吸附時間 
地錦黏液 口紅膠 膠水 

影印紙 

1日 2時 55分
圖畫紙 尚未掉落（三個月以上）

厚紙板 

0分 

尚未掉落（三個月以上） 

 

銅板廣告紙 

14分 

尚未掉落（三個月以上）

2分 

比較說明 黏性強弱：  口紅膠  =  膠水  >  地錦黏液 

 
黏貼材質 玻璃 
 黏劑種類 

吸附時間 
地錦黏液 口紅膠 膠水 

影印紙 

圖畫紙 

厚紙板 

尚未掉落（三個月以上） 

銅板廣告紙 

2日 5時 44分

尚未掉落（三個月以上） 

 

比較說明 黏性強弱：  口紅膠  =  膠水  =  地錦黏液 

七、 實驗結果 

我們的實驗假設並沒有獲得支持，地錦黏液的黏性並沒有比口紅膠和膠水強，只能使

重量較輕的紙張黏在各種表面較光滑的材質上。其中，影印紙和圖畫紙都可以黏附很

久，可是銅板廣告紙和厚紙板就沒有辦法承受很久，大約 1至 2天就會脫落。 

另外，塗地錦黏液的紙張雖然都比塗其他黏劑的紙張先掉落。但是同樣是塗地錦黏液

的紙張，黏附在不同材質表面的時間長短卻有很大的差別，其中以玻璃的黏附時間最

久，這和我們在實驗一的調查結果有些矛盾，值得再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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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實驗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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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原本的實驗假設沒有獲得支持，我們認為這可能是因為我們萃取黏液的方法並不

純熟。我們在搗黏液時，連纖維都搗進去，並不是很純的黏液，因此效果被減弱。但

是我們認為靠著簡單的方法將吸盤加莖加水壓擠，就會產生天然的「膠水」，雖然只能

貼幾天的時間，但是已經算是不錯的天然膠水了。 

我們最初開始研究地錦黏液時，發現吸盤數量比較少，所以搗出的黏液也比較少，而

且很快就乾掉了。於是便試著將水塗上去，結果比較容易黏上牆壁時。想一想或許滴

一點水在吸盤搗出的黏液中，就可以做出我們一開始想要做天然環保黏膠了。後來，

我們又利用莖中間的汁液來搗成糊狀，發現莖汁其實也黏黏的，因此後來在做實驗時，

我們會同時從莖和吸盤中來擠壓出黏液。 

在實驗當中，我們發現用玻棒搗吸盤，比較不容易萃取出我們所要的吸盤黏液，所以

我們決定用手壓著吸盤，塗抹在紙上。這樣的改進，讓我們便得方便，對後來的實驗，

也有了新的萃取黏液的方法。 

關於實驗時測試黏貼效果的紙張材質，原先只有用便條紙。但後來發現，便條紙的重

量很輕，過了很久的時間都比不出差異，所以就改變了紙張的材質，決定用具有不同

重量的材質；厚紙板、廣告銅版紙〈課本封面〉、圖畫紙和影印紙等，都剪成相同大小，

便可用重量來測量各種黏液的黏力。 

在做實驗中，我們發現在實驗的紙條上，寫上黏附在材質上的時間，不過，我們還是

需要改進，因為我們的能力有限，不可能 24小時都盯著實驗的紙條，所以，紙條可能
會在不知不覺中掉落，實驗的時間就會記錄不到。 

做完黏液的實驗後，我們再度做了一個小小的實驗，這個實驗是模仿便利貼的功能。

我們把剛黏上去的黏液，過十分鐘後拿下來，在塗地錦黏液的位置抹上一層水，再貼

回牆上。這個實驗，我們發現地錦的黏液和便利貼有類似的功能，掉的時候只要再塗

一點水在塗黏液的位置，就可以重複利用。 
 

陸、討論 

28

吸盤載重實驗中，我們在六月份（此時的爬牆虎較冬季時生長茂盛，牆上很容易找到

吸附的紅綠色吸盤）又多做了 10組觀察記錄，主要是要比較吸盤顏色和載重力的關係。

果發現吸盤顏色和載重力有極大的關係。我們根據這個結果推論：吸盤是綠色時，吸

尚未具有黏性（黏液還沒有製造或釋放出來）。但等它即將吸附到牆上時，頂端會慢慢

成紅色（吸盤已成熟到可以釋放黏液），再變成紅棕色，最後變成深咖啡色（黏液已經

透到牆壁隙縫中，水分也已經蒸發而變得乾枯）。 

述的顏色變化過程，我們以平常常見的水果來推論，當蘋果顏色由綠轉紅，代表它的

份快要釋放出來了。基於這個理由，我們便認定吸盤的顏色變化，是要告訴大家它已

要釋放出黏性了，而且這種黏性很可能含有糖份（糖碰到水也會有黏性）。 



 29

柒、結論 

我們耗費了許多的心血，來完成這個科學研究，除了了解到只要有努力，就會有收穫，

我們也認識了一種我們以前從沒有注意過的攀藤植物，叫做「地錦」，俗稱「爬牆虎」，並對

它的生長習性和吸盤構造有所了解。所以現在我們可以說是爬牆虎的小小專家呢！以下就是

我們這段期間對爬牆虎的發現和認識： 
（一） 生長習性：     

1. 雖然爬牆虎跟一般植物的生長方式不同，但其目的是一樣的，爬牆虎會在莖（變

態莖）上生長出不定根，根尖長出吸盤，以吸附牆壁或石頭來固定自己。垂掛式

的莖會為了行光合作用，而讓莖的前端向外側生長；橫長式的莖是隨著牆壁攀爬，

只要有照的到陽光、有空間可生長，莖都會向那兒攀爬過去，所以它的面積較廣

大。葉子有心形和三出複葉兩種，但也發現有的心形葉會分裂。葉子及吸盤的關

係是對生，極少情況會發生葉子及吸盤長在同一節的同一邊，我們觀察到會有這

樣的狀況是莖要生長出分支。 
2. 地錦吸盤能夠吸附在表面非常粗糙的石粒牆，能吸附在表面平整但有一點粗糙的

洋灰，但是不易吸附在表面非常的光滑的玻璃磚。 
3. 吸盤剛長出來時，很像一朵小花。在葉子對稱的地方，就是吸盤要長出來的位置。

幾天後，吸盤便會展開，而且是以螺旋式的方式往兩邊展開，吸盤展開的順序是

互生。吸盤的顏色及形狀變化規律是： 
綠色（圓球）→ 頂端轉為紅色（頂端變扁成半圓球）→ 整個變紅棕色（變成圓
盤狀）→ 深咖啡色（變成乾扁的圓盤狀）。 
沒有吸附在牆上的吸盤，顏色與形狀變化大致同上，但是整株吸盤會捲起來，最

後則萎縮、掉落。 
（二） 吸盤的載重力： 

1.『吸附材質』是影響吸盤載重力最大的關鍵因素，以石粒牆的吸附力最佳，因為

它的材質最粗糙；洋灰的吸附力比石粒牆稍微差一點，原因是它沒有像石粒牆

一樣有一粒一粒的小石頭一樣，所以吸附力較差；而玻璃磚的吸附力最差，因

材質最光滑。 

2.「吸盤顏色」也是影響載重力的重要關鍵因素，乾枯的咖啡色吸盤明顯比仍具有水分

的紅綠色吸盤的載重力大。 

3.『吸盤總數』則是第三重要的影響關鍵因素，吸盤數量愈多，承受重量愈重。  

4.『莖的長度』和『莖的顏色』這兩個因素則對吸盤載重力的影響並不明顯。 

（三）  吸盤黏液的應用： 
1.地錦黏液的黏性並沒有比口紅膠和膠水強，只能使重量較輕的紙張黏在各種表面

較光滑的材質上，其中以在玻璃上的黏附時間最久。 

最後，我們希望把研究成果能和大家分享，讓大家能從更多種面向來認識這種與眾不同

且充滿變化的植物，也希望以後自然老師再上『植物世界面面觀』這個單元時，能用我們的

科學研究報告當作教學的補充資料，讓學弟妹們對植物產生更多讚嘆與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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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81559  攀簷走壁祕技大發現-爬牆虎生活習性之研

究 

1.主題明確，觀察記錄詳細。 

2.觀察範圍可再擴大，增加調查的樣本數。 

3.資料收集要完整，需抱有存疑的態度。(如花芽→吸

盤，而非不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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