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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本研究透過長達四年的獨角仙飼養過程，對獨角仙的卵、幼蟲、蛹、成蟲此一完全變態

的過程做詳細完整的觀察紀錄，並在熟悉人工飼育之後，先比較野生與人工飼養之獨角仙幼

蟲孵化率的差異,發現野生的獨角仙幼蟲孵化率較人工飼養組高出 22.8%之多；再藉由五個世

代的觀察比較，嘗詴對世代遺傳的性徵做進一步的實驗研究，由於獨角仙有紅棕色與黑色之

體色差異，因此實驗設計以親代紅、黑體色的配對，觀察子代紅、黑體色出現的比率，結果

發現紅棕色體色出現比率為黑色的２倍，因此推測紅棕色可能為顯性基因；另外，由於一直

以人工飼養的方式進行近親交配，最後也發現了近親交配對於幼蟲的孵化率由第三代的 71.4

％到第五代的 35.55％有明顯降低的現象，也因此，更體會到保留更多棲地，以避免世代近親

交配，是延續物種生命的重要課題。 

 

關鍵字：完全變態 顯性基因 近親交配 

 

貳、研究動機 

三年級時，自然課教到“養蠶寶寶”單元；老師告訴我們蠶寶寶是完全變態的昆蟲，我

很好奇的上網查詢完全變態的昆蟲有哪些，發現鐵甲武士獨角仙也是完全變態的昆蟲。 

巧合的是那個週末爮爮帶我們全家到甲仙去玩，那一天晚上正是獨角仙成蟲活動的季

節，我和姊姊好高興，決定抓兩對回家飼養，以便觀察獨角仙的完全變態史。 

沒想到一養就養了三、四年，六年級的自然課談到“生物的繁殖和行為”，其中「代代

相傳」的遺傳法則，更引發了我進一步觀察探討的動機，於是，從ㄧ無所知的我開始，觀察、

查書、上網、問專家；現在我已經成為有問必答的獨角仙達人了。 

 

參、研究目的 

第ㄧ代 ---【實驗一】 

         1.觀察獨角仙的成蟲活動與生活情形。 

2.想了解飼養成蟲應注意的事項。 

3.想知道製作獨角仙標本應注意的事項。 

 

第二代 ---【實驗二】 

         1.觀察獨角仙完整的生長史。 

2.了解飼養幼蟲注意事項。 

3.ㄧ、二、三齡幼蟲飼養存活率比較。 

                            

第三代 ---【實驗三】 

        1.比較野生獨角仙ㄧ對與人工飼育獨角仙ㄧ對；兩組獨角仙產卵數與孵化率、

飼養死亡率等是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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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 ---【實驗四】 

1.獨角仙體色基因硏究觀察：以四組不同體色之獨角仙配對後，觀察其後代體

色之差異。 

             

第五代 ---【實驗五】 

1.研究歷經四代人工飼養的獨角仙《近親交配》是否會影響獨角仙幼蟲之孵化

率。 

 

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ㄧ、基本研究設備 

1.成蟲雄雌各兩隻                2.大飼養箱一個 

3.腐植土數包                    4.果凍一包 

5.樹枝少許                      6.噴水壺 

7.透明飲料杯 15 個               8.篩子 

9.數位相機                      10.記錄紙 
 

二、成蟲的飼養 

※飼養材料： 

1.雌雄成蟲各一隻       2.腐植土 

3.枯樹枝               4.適當大小飼養箱 

5.果凍或水果           6.噴水壺 

        ※飼養箱的擺設： 

1. 加入 5-10 ㎝的腐植土。 

2. 將枯樹枝斜插於腐植土中。 

3. 放入果凍。 

4. 放入獨角仙。  

  

三、幼蟲的飼養 

※飼養材料： 

1.卵數個或幼蟲數隻     2.腐植土 

3.透明飲料杯           4.篩子 

5.臉盆                 6.噴水壺   

         ※飼養設備與注意事項： 

1.在透明飲料杯中加入 15-20 ㎝的腐殖土。 

2.將卵或幼蟲放於杯中加蓋須打洞（只放 1~2 個卵）。 

3.夏天和冬天噴水次數不同。 

4.換土時，把幼蟲抓出來，用篩子青篩腐植土，篩下來的腐植土繼續使用，不

要的的便便可以當花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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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過程與方法 

ㄧ、  研究實驗設計與過程 

從飼養獨角仙著手，並藉由詳細的觀察紀錄，逐步了解獨角仙的完整生活史，

再做進一步的實驗設計，以研究世代之間生物遺傳的關連性。 

每一世代之基本研究流程為：飼養成蟲→交配→產卵→一齡幼蟲→二齡幼蟲

→三齡幼蟲→蛹→成蟲。 

 

   第ㄧ代 --- ( 92 年 6 月 ~  92 年 7 月) 

【實驗一】觀察獨角仙的成蟲活動與生活情形。 

１. 採集兩對野生之獨角仙成蟲作為觀察對象。 

２. 設置人工飼養箱，觀察獨角仙成蟲活動情形，並做紀錄。 

３. 當獨角仙完成傳宗接代的使命後，嘗詴學習將牠們做成標本。 

 

第二代 --- ( 92 年 8 月 ~  93 年 5 月) 

【實驗二】觀察獨角仙完整的生長史。 

１. 學習對獨角仙的卵所孵化出的幼蟲妥善照顧。 

２. 在照顧期間，特別留意幼蟲的照顧方法、生長與死亡的情形、結蛹與羽化的過程 

３. 觀察其完整的生命史，做詳實的紀錄。 

 

第三代 --- ( 93 年 6 月 ~  94 年 6 月) 

【實驗三】比較野生獨角仙ㄧ對與人工飼育獨角仙ㄧ對；兩組獨角仙產卵數與孵化率、飼

養死亡率等是否有差異。 

１. 自野外採集一對野生之獨角仙成蟲帶回。 

２. 裝置兩箱相同之飼養箱，將野生之獨角仙與人工飼育之獨角仙分別放入 

３. 交配後將其產卵數做統計比較。 

４. 細心照料兩箱的幼蟲，並統計其存活率。 

 

第四代 --- ( 94 年 6 月 ~  95 年 6 月) 

【實驗四】獨角仙體色基因硏究觀察：以四組不同體色之獨角仙配對後，觀察其後代體色

之差異。 

１. 準備四箱實驗用之腐植土，控制其體積為 19cm × 12cm × 9cm。  

２. 將紅色與黑色獨角仙配對為四組: (1)黑♂黑♀ (2)黑♂紅♀ (3)紅♂黑♀ (4)紅♂

紅♀，再分別放入四組實驗箱中。 

３. 待雌獨角仙產卵後，各組隨機留下五隻幼蟲作為觀察。 

４. 細心照顧幼蟲成長，待其羽化成蟲後，分別作體色之觀察紀錄。 

 

第五代 --- ( 95 年 6 月 ~  95 年 7 月) 

【實驗五】研究歷經四代人工飼養的獨角仙是否會因《近親交配》影響獨角仙幼蟲之孵化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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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挑選第五代四對成蟲再次進行交配。 

２. 步驟如實驗四之 1，2。 

３. 統計各組產卵數與孵化率。 

          

二、 研究問題解決方法 

  1.上網查詢 2.翻閱書籍 3.實際觀察 4.詢問專家 

 

三、 相關文獻探討 

   (一).獨角仙的結構 

獨角仙是屬於鞘翅目，是所有昆蟲中最大的一目，大約有 40 萬個物種。獨角仙的前

翅已變形為兩塊彎曲的板，稱為翅鞘，飛行時所用的纖薄後翅就藏在底下。獨角仙是完

全變態的昆蟲，幼蟲靠吃腐植土維生，成蟲則吸食櫟樹的汁液作為食物。獨角仙是靠腹

部兩側的氣門呼吸，所以絕對不能讓牠掉入水中，否則會有死亡的危險。 

 

           1.獨角仙的構造圖：                            2.蛹的構造圖： 

 

             

 

 

    

 

 

  

 

 

            （3）幼蟲的構造圖： 

 

 

 

 

 

 

 

 

※獨角仙的消化系統： 

獨角仙成蟲都是將糞便與尿液一起排出體外， 

顏色乳白，呈液狀，朝不固定的方向「發射」，如果 

糞便太多時，要用衛生紙把飼養箱擦乾淨，而幼蟲 

的糞便則是巧克力色，顆粒狀，可拿來當肥料。 

前腸

常 

中腸 

後腸 

馬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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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獨角仙的採集 

獨角仙成蟲大多出現在 6 月到 9 月初之間，有趨光性，喜歡在夜間覓食，櫟樹的汁

液是牠們的主要食物，有時則以登山客扔下的果皮汁液作為食物。 

獨角仙再白天時大都躲在樹根附近的土壤中，到晚上才出來活動。 

 

1.成蟲採集方法 

採集獨角仙有許多方法，包括食餌採集、燈光採集、人工採集、蜜汁採集等，其中

以燈光採集最為有效，但燈光採集往往也會吸引許多有毒蛾類，採集時一定要小心。 

 

食餌採集法                    燈光採集法 

         把切成長條狀的鳳梨和切塊的      在晚上用白布架成一面網，用手電筒 

         蘋果放在網袋中，晚上再去看      照射白布，因為獨角仙有趨光性，所 

          看，應該會有不錯的收穫！       以只要選擇地點，通常就會得到不錯 

      效果！ 

 

人工採集法                     蜜汁採集法 

         白天時在樹根下挖挖看，也會     在樹上塗上蜂蜜，獨角仙也會前來吸 

         有獨角仙但就得靠運氣了；另     食，但要是螞蟻早一步來享用，牠們 

         外，採集後要記得恢復原狀，     就不會來了，而蜂蜜往往會黏住登山 

         也許他們還會躲來這裡。         客的衣褲，一定要注意。 

 

2.幼蟲採集方法 

    獨角仙幼蟲可以在 9 月至隔年 4 月之間採集到，但最好的時間是在幼蟲開始建造

蛹室前的 3 月和 4 月，而到這個時候，因為身體變大了，所以比較容易發現牠們，牠們通常

會躲在堆放香菇用的圓木中，重重堆起來的腐殖土或腐爛到很柔軟的朽木裡。  

                                 

幼蟲採集法： 

要用小鏟子仔細地挖掘腐 

殖土以及傾倒的朽木，而且一 

定要輕輕的以免挖傷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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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獨角仙的標本製作 

標本製作是一門不簡單的學問，想要做出品質好的標本，就必須要有精確的步驟。

標本的製作有很多方法，向自然風乾法、人工乾燥法、酒精浸泡法……….，現在就讓我們來

認識「如何製作標本」。 

   1.自然風乾法： 

 

         昆蟲自然死亡  用殺蟲劑噴一次    放置陰涼透風的    把大頭針釘在右 

                       以防小蟲滋生。    地方大概一至二    前翅部位，再標 

                       或浸泡 95﹪濃度    個月就可以。      明採集時間、地 

                       的酒精 2-3 小時。                     點、採集者。 

2.人工乾燥法： 

 

         用裝有醋酸乙酯的毒    放入烤箱用適當溫度    把大頭釘釘在右前翅 

         瓶把蟲毒死。          烤一小時。            部位，再標明採集時 

                                                     間、地點、採集者。 

3.電燈照射法： 

 

         昆蟲自然死亡   浸泡 95﹪濃度     用大頭針將其固    放在燈光下每天 

                        的酒精 2-3 小時。  定在保麗龍上。    連續照 12 小時，  

                                                           一共照 5、6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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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酒精浸泡法： 

 

           把死亡幼蟲放入裝有酒精的          貼上標示採集的時間、地點 

           罐中。                            和採集者就完成了。 

 

(四)、基因 

       孟德爾在西元1822年出生於奧地利，他時常觀察院中栽種的豌豆，發現空地上的豌

豆，有的開著白花、有的開著黃花；有高莖也有矮莖；有的豆莢飽滿、有的卻是乾扁。孟德

爾長時間的觀察、比對豌豆上下兩代間的相似性和相異性，作有系統的統計，記錄的植物個

體數超過2萬1千株。由於長期觀察和統計分析，孟德爾證明了親代的特徵可以傳給下一代，

而且遵循著一定的法則。 

      基因型都是一對染色體上相對應的基因決定的，一般我們常常會把單對的基因型寫成

以下三種 AA(顯性)Aa(顯性)aa(隱性)，只要在這個基因對中存在一個顯性因子就能表現性狀偏

向它。而隱性基因卻要有兩個隱性因子，才能顯現出隱性性狀。 

 

(五)、近親交配 

近親繁殖會導致同型合子的增加，也就是同樣的等位基因出現在成對染色體中的相同

位置，這是因為比起無血緣者近親擁有更多相同的等位基因，隱性的有害等位基因在異型合

子的配對時不會啟動和形成危害，但在同型合子時會造成嚴重的成長缺陷。這一類的後代會

有更高的機率在到達繁殖年齡前就死亡，導致生物學家所稱的近親繁殖衰退現象（在攜帶有

害隱性基因的群體內，因近親繁殖造成的適應能力下降）。 

隱性基因可能包含各種遺傳問題，有同樣基因的人結合的後代會有更高的可能性發

病。雖然男性無隱性血友病基因，但如果一個有血友病的男孩與他可能帶原血友病的姐妹有

親密關係，他們的小孩會有更加高的機率得血友病。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F%91%E8%A6%AA%E6%80%A7%E4%BA%A4) 

 

 

陸、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第ㄧ代 --- ( 92 年 6 月 ~  92 年 7 月) 

【實驗一】觀察獨角仙的成蟲活動與生活情形 (簡要紀錄，詳如觀察日誌)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8C%E5%9E%8B%E5%90%88%E5%AD%90&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D%89%E4%BD%8D%E5%9F%BA%E5%9B%A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F%93%E8%89%B2%E9%AB%9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5%B0%E5%9E%8B%E5%90%88%E5%AD%90&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5%B0%E5%9E%8B%E5%90%88%E5%AD%90&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5%B0%E5%9E%8B%E5%90%88%E5%AD%90&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9F%E7%89%A9%E5%AD%A6%E5%AE%B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F%91%E8%A6%AA%E7%B9%81%E6%AE%96%E8%A1%B0%E9%80%80&action=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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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觀 察 記 錄 

92/6/21     抓到兩隻雄的獨角仙和兩隻雌的獨角仙，我們把牠們放在鋪入約有 3 ㎝

腐植土的飼養箱中照顧，並餵牠們吃果凍。 

92/6/22     可能是果凍太少的關係，今天居然有一隻雄獨角仙

和一隻雌獨角仙大打出手，我們連忙又放一個果凍進

去，才平息了「戰爭」，牠們相安無事的吃果凍，誰也不

理誰。我看見牠們用口器吃東西。 

92/7/10     發現上次打架的獨角仙正在交配！雄蟲爬到雌蟲的背上，一邊振動，一

邊把生殖器深入雌蟲下腹，還不時發出有節奏的「啾－啾」聲，真有趣！ 

92/7/11     今天另外兩隻獨角仙也交配了。 

92/7/14     今天我們在飼養箱內放了約 25 ㎝高的腐植土，先

交配的那隻雌獨角仙立刻鑽入土中產卵，第二隻則先

在地上休息了一會兒，接著也鑽入土中，一直都沒有

出來。 

92/7/17     1.下午看到兩隻雌獨角仙都已經爬出地面，其中 1 隻在爬出來不久就死

了，另一隻隔天也死了。 

    2.我們有把「遺體」留下來並將牠們做成標本，可是其中一隻卻被小弟玩

壞了。 

 

【發現與討論】 

(ㄧ)、觀察獨角仙的成蟲活動與生活情形                    

1.白天通常躲在腐植土或樹枝下；晚上才出來活動飛行。   

2.獨角仙會為了搶食物而互相打鬥。 

  3.獨角仙交配時會發出響亮的聲音。 

 

(二)、飼養成蟲注意事項 

1.食物要足夠，免得獨角仙打鬥受傷。 

2.獨角仙喜歡吃水果和果凍，為了不招來果蠅以及經濟的考量，可選擇用

ㄧ般食用果凍飼養。 

3.如果飼養箱的土越多，獨角仙可能會產更多的卵。 

 

(三)、製作獨角仙標本注意事項 

獨角仙標本的頭部接胸部的關節最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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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代 --- ( 92 年 8 月 ~  93 年 5 月) 

【實驗二】觀察獨角仙完整的生長史 (詳見觀察日誌) 

   卵     一齡幼蟲     二齡幼蟲      三齡幼蟲       蛹         成蟲 

       
    

6~7 月                                     8~10 月 

                             
     雄蟲和雌蟲進行交配，                         卵孵化成一齡幼蟲後，雄 

    雌蟲產完卵後會很快死亡。                            蟲也將壽終正寢。 

         11 月~隔年 2 月                                     3~4 月 

                           
        幼蟲脫皮成二齡幼蟲                        二齡幼蟲脫皮成三齡幼蟲 

4~5 月                                         5~6 月 

           

 蛹                   蛹室                   獨角仙羽化成成蟲 

 

【發現與討論】 

(一)、觀察紀錄獨角仙完整之生長史 

1.獨角仙經由卵→一齡幼蟲→二齡幼蟲→三齡幼蟲→蛹→成蟲，完成其完全

變態的一生，牠們的幼蟲型態持續約 10 個月，但成蟲約 1~2 個月就會死亡。 

2. 幼蟲孵化後會把牠的卵殼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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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了解飼養幼蟲注意事項 

 1.產完卵後約二星期再尋找幼蟲，卵非常脆弱翻土時要很小心。 

2.剛產下的卵是橢圓形米色，以後會慢慢變圓較白也較透明。 

3.最好將獨角仙幼蟲，一隻一隻分開養以免造成互咬或集體生病死亡。 

4.如果發現獨角仙幼蟲的糞便以堆滿腐植土上方時，就該換土了。 

5.腐植土和水的比例為 10：1，養幼蟲的杯子最好加蓋只留小洞就可不用常噴

水。 

6.有時可添加營養劑：蕃薯粉和奶粉以 1：2 方式加水調和。 

7.腐植土如果太潮濕容易長線蟲或其他小菇類但對幼蟲健康沒有影響。 

8.獨角仙幼蟲要變蛹時身體顏色會慢慢變黃。 

 

(三)、1~3 齡幼蟲飼養存活率比較和記錄 

表一  1、2、3 齡幼蟲飼養存活率比較 

 一齡幼蟲 二齡幼蟲 三齡幼蟲 

原有幼蟲數 15 11 9 

幼蟲死亡數 4 2 0 

幼蟲存活總數 11 9 9 

幼蟲存活率 73.37﹪ 81.82﹪ 100％ 

 

表二  九隻 3 齡幼蟲身長比較（93.2.2） 

編號 1 號 2 號 3 號 4 號 5 號 6 號 7 號 8 號 9 號 

cm 10 8.5 8.5 9 8.5 10.5 9.5 8.5 8 

 

表三  九隻 3 齡幼蟲體重比較（93.3.28） 

編號 1 號 2 號 3 號 4 號 5 號 6 號 7 號 8 號 9 號 

g 30 20 20 22 13 35 20 25 20 

1.從表一可得知三齡幼蟲的存活率比ㄧ齡幼蟲、二齡幼蟲還要高。 

2.從表三可得知，5 號最輕才 13 克，6 號最重有 35 克；體重 20 幾克的占大多數。 

3.從表二表三可得知三齡幼蟲若身長越長則一個月後體重也越重，但也有意外發

生；像 7 號雖然有 9.5 公分長，但一個月後體重卻只有 20 克；而 5 號似乎長得

特別差只有 13 克重。 

 

        (四)、觀察結蛹、羽化失敗的原因與蛹室的重要性 

           1.獨角仙幼蟲快要變蛹時，身體顏色會慢慢變黃，此時就不要再去動飼養箱，免

得結蛹失敗。 

           2. 要觀察蛹只要除去上面的一層土就可以了，千萬別倒出來。因為羽化的過程

需要排掉一些水分，所以人工蛹室一定要找排水吸水較佳的材料，如插花用的

吸水海綿、或在人工蛹室中舖上一層廚房紙巾；人工蛹室也要保持一定的溼度。 

           3.完整的羽化過程將近 12 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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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發現  

1.剛羽化不久的獨角仙一定要和其他同伴隔離一段時間，否則會受到夥伴攻擊。 

2.受傷的獨角仙死了！雖然腹部不見了，但是他還是活了兩天。 

3.不同顏色的獨角仙似乎有些差異:紅咖啡色的獨角仙較活潑吃得比較多；黑色

的獨角仙比較文靜吃得比較少。 

三、第三代 --- ( 93 年 6 月 ~  94 年 6 月) 

    【實驗三】比較人工飼育獨角仙ㄧ對與野生獨角仙ㄧ對；兩組獨角仙產卵數與孵化率、

飼養死亡率等是否有差異。 

 

      表四 兩組獨角仙產卵數與孵化率、飼養死亡率比較（93.06.13） 

 產卵數（個） 幼蟲數（隻） 孵化率％ 幼蟲飼養死亡率％ 

人工飼育組 30 18 60 0 

野生組 35 29 82.8 0 

圖一  野生組與人工飼養組之幼蟲孵化率

0 20 40 60 80 100

孵化率

%

人工飼育組

野生組

 

【發現與討論】  

1.從表四得知野生組的孵化率高於人工飼育組 22.8％。  

2.有了前一年的經驗，這一代的獨角仙飼養似乎是完全沒有困難，除非無法孵化

成幼蟲，否則幼蟲飼養的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四、第四代 --- ( 94 年 6 月 ~  95 年 6 月) 

【實驗四】獨角仙體色基因硏究觀察：以四組不同體色之獨角仙配對後，觀察其後代體色

之差異。 

                表五 第四代獨角仙羽化後，四組獨角仙後代的顏色差異比較 

子代 \ 親代 黑♂黑♀ 黑♂紅♀ 紅♂黑♀ 紅♂紅♀ 總計 備註 

黑色獨角仙數

量（隻） 

♂ 2*    2 
6 

＊有一

隻 幼 蟲

羽 化 失

敗。 

♀ 2 1 1  4 

紅棕色獨角仙

數量（隻） 

♂  2 3 2 7 
13 

♀  2 1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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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與討論】 

由表五可得知子代中紅棕色獨角仙與黑色獨角仙之比例為 13：6，由此結果推論

紅色可能為顯性基因。 

 

五、第五代 --- ( 95 年 6 月 ~  7 月) 

【實驗五】研究歷經四代人工飼養的獨角仙《近親交配》是否會影響獨角仙幼蟲之孵化率。 

    

表六 四組獨角仙產卵數與孵化率之比較（95 年） 

親代體色   日期 新增產卵數 新增幼蟲數 孵化率 平均孵化率 

黑♂ 

黑♀ 

6/18 0 0 
交配後一直沒產卵 

35.55 ％ 

合計 0 0 

紅♂ 

 

黑♀ 

 

6/17 11 0 

54.55 ％ 

6/18 1 0 

6/26 0 5 

6/28 4 1 

7/6 6 3 

7/29 0 3 

合計 22 12 

紅♂ 

 

紅♀ 

6/17 8 0 

58.33 ％ 

6/28 16 0 

7/6 0 7 

7/29 0 7 

合計 24 14 

黑♂ 

 

紅♀ 

7/6 7 0 

29.4 ％ 
7/20 10 0 

7/29 0 5 

合計 17 5 

 

【發現與討論】  

1.由表四和表七可得知到了第五代(95 年)獨角仙幼蟲卵的平均孵化率明顯降低且

只有 35.55﹪，而第三代(93 年)的平均孵化率還有 71.4﹪。 

2.從實驗中發現不同顏色配對所得到的孵化率也有明顯的差異，其中紅♂紅♀的

孵化率最高 58.33﹪，紅♂黑♀54.55﹪其次；而黑♂紅♀則降至 29.4%，到最後

的黑♂黑♀，有交配竟然沒有卵，這是否意味著黑♂在生育下一代的過程中扮

演著較重要的角色?有機會可以再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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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與建議 

一、獨角仙經由卵→一齡幼蟲→二齡幼蟲→三齡幼蟲→蛹→成蟲，完成其完全變態的

一生，牠們的幼蟲型態持續約 10 個月，但成蟲約 1~2 個月就會死亡。 

二、人工飼育時，最好將獨角仙幼蟲，一隻一隻分開養以免造成互咬或集體生病死亡，

只要細心照料，存活率幾乎可達百分之百。 

三、人工蛹室一定要找排水吸水較佳的材料，如插花用的吸水海綿、或在人工蛹室中

舖上一層廚房紙巾；還有人工蛹室也要保持一定的溼度。完整的羽化過程將近 12 個小時。 

四、獨角仙野生組的幼蟲孵化率(82.8%)高於人工飼育組(60%)有 22.8％之多。 

五、在獨角仙體色配對的研究中發現：子代中紅棕色獨角仙與黑色獨角仙之比例為 13：

6，由此結果推論紅色可能為顯性基因。 

六、不同體色配對所得到的幼蟲孵化率也有明顯的差異，其中紅♂紅♀的孵化率最高

58.33﹪，紅♂黑♀54.55﹪其次；而黑♂紅♀則降至 29.4%，到最後的黑♂黑♀，有交配竟然

沒有卵，這是否意味著黑♂在生育下一代的過程中扮演著較重要的角色?亦或有其他因素影

響？因此次取樣數量有限，無法確認，若有機會應可以再深入探討。 

七、由於長期人工飼養造成近親交配，到了第五代(95 年)獨角仙幼蟲的平均孵化率明

顯降低，只有 35.55﹪，與第三代(93 年)的平均孵化率 71.4﹪有明顯差距，顯示近親交配對幼

蟲孵化率的確有影響！因此，我們更應該好好保護自然棲地，避免因其棲地縮小，而導致近

親交配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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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鐵甲武士－獨角仙(2)一書局出爯 

14. (1)邱承宗(2)昆蟲飼養(3)紅蕃茄出爯 

15. (1)邱承宗(2)昆蟲家族(3)紅蕃茄出爯 

16. (1)在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學會自然中玩耍(2)大樹林出爯 

17. (1)鄭司維 張永仁(2)我的昆蟲野戰隊(3)遠流出爯社 

18. (1)大自然的觀測員(2)鐘文出爯社 

19. (1)獨角仙與鍬形蟲(2)企鵝圖書 

20. (1)不可思議的昆蟲(2)企鵝圖書 

21. (1)陳維壽(2)裝甲部隊(3)華一書局 

  

 

 

 



【評  語】 081541 甲蟲王者 

１. 研究主題很有趣味性，材料是很好的生態教育補充教材。 

２. 樣本數宜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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