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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變天王百變天王百變天王百變天王----------------白頷樹蛙的傳奇白頷樹蛙的傳奇白頷樹蛙的傳奇白頷樹蛙的傳奇    
摘要 

「樹上的卵泡、水族箱裡的蝌蚪」野外自然的奇景，讓我們見識到生物的多樣性，也引

起我們濃厚興趣探討台灣最性感的蛙類----穿著網紋絲襪的白頷樹蛙。 

歷經近一年的觀察與實驗，發現蝌蚪生長階段會受到環境中的溫度、水質、食物等因素

影響。另外白頷樹蛙也會受到氣候、天敵、人為破壞等因素的干擾，造成牠們生存的危機。

牠們可以說是環境的指標生物，對於環境的變化非常敏感。也為有大家共同努力做好生態保

育，避免環境危害，才能讓牠們繼續生存下去。 

蛙類的飼養觀察過程，讓我們對於台灣蛙類生活史，及與人類社會的關係有深一層的認

識，同時也對生命有更深入的體驗與尊重。 

 

壹、研究動機 

家鄉的中正公園是我們假日登山健行

的地方，在那天的行程中，發現河堤旁的菜

園有一個廢棄的大型水族箱，箱內數百多隻

的蝌蚪，心中不解會有人把蝌蚪養在這裡

嗎？在旁邊角落也發現有些白色泡巢、樹上

葉子也有泡巢，到底為什麼這麼做？百思不

得其解，引起我探究蛙類生態的濃厚興趣。

而在南一版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第六冊中的

「動物生活」單元，提到動物的習性、覓

食、避敵、繁衍的方式及動物的分類等內

容。為了解決心中的困惑，於是將這些蝌蚪

作為我研究的主要對象。依照所學詳細觀察

蛙類的一生，以及不同族群間的異同、生態習性、繁殖方式，讓我發現許多有趣的現象，更

讓我們體驗到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貳、研究目的 

一、 白頷樹蛙棲地環境調查。 

二、 了解白頷樹蛙卵的孵化及蝌蚪的變態過程。  

三、 探討白頷樹蛙成蛙的身體特徵及構造。 

四、 探討白頷樹蛙蝌蚪的成長速度及尾巴再生能力。  

五、 探討白頷樹蛙的保護色。 

六、 由蛙類的生存，探討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3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採集箱二個、飼養箱六組、數位相機一台、蛙類圖鑑二本、蛙類觀測記綠本六本。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文獻記載及白頷樹蛙簡介:(資料來源台灣野生動物多媒體資料庫) 

代 號：a0006 保育等級：無 

英文名：White Lipped Treefrog 學 名：Rhacophorus megacephalus 

科 名：樹蛙科 (Rhacophoridae) 目 名：無尾目 (Anura) 

體長（公分）：5.0-7.0 最大體長（公分）：7.0 

指尖：具吸盤 上顎齒：有 

棲地類型：林地、溼地 微棲地類型：低海拔闊葉林、森林內溼地 

族群狀況：廣泛分布，無危險種 生殖季節(月)：001,111,111,000 

卵塊性質：黃色泡沬狀 產卵數：400-500 

(*註) 生殖季節的 12 個數字代表 1-12 月,數字 1 代表該月有生殖記錄,數字 0 代表該

月無生殖紀錄  

 

二、研究方法: 

(一)蛙類棲地調查:實地勘查蝌蚪發現地，以及觀測校園水生池和飼養箱的蛙類。 

(二)卵與蝌蚪:比較不同蛙類的卵和蝌蚪與白頷樹蛙卵和蝌蚪的型態。 

(三)幼蛙與成蛙:比較不同蛙類與白頷樹蛙的構造分類。 

(四)蛙類飼養 :依目前學校所飼養的蛙類觀察實驗。 

1、白頷樹蛙蝌蚪的飼養，研究食物對生長速度的影響。 

2、白頷樹蛙蝌蚪的飼養，研究溫度對生長速度的影響。 

3、白頷樹蛙蝌蚪的飼養，研究水質酸鹼性對生長速度的影響。 

4、白頷樹蛙蝌蚪的飼養，研究尾巴再生能力。 

       
飼養箱一:古氏赤蛙       飼養箱二:拉都希氏赤蛙     飼養箱三:黑眶蟾蜍 

 

       
         飼養箱四:澤蛙          飼養箱五:蝌蚪             飼養箱六:白頷樹蛙 

(五)身體的保護色: 

1.白頷樹蛙體色與周遭環境顏色的變化。 

2.白頷樹蛙體色與周遭溫度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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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蛙類的生存保育: 

1.觀察白頷樹蛙遭受的環境危機。 

2.探討蛙類的生存及生態保育、體驗生命的價值 

 

伍、研究結果 

研究一:白頷樹蛙的棲地環境調查結果: 

(一)實驗觀察紀錄圖表:(重要發現) 

時間 地點 天氣 現場照片拍攝 我的觀察 文獻資料 

95.10

月 

 

中正公

園菜園

旁的水

族箱，

海拔約

300 公

尺河道

旁。 

下過

雨的

午後 

 

長 152×寬 61 公分×77

公分水族箱發現一個白

色卵塊約直約 6 公分，

黏 在 水 族 箱 上 頭 的 角

落 ， 沒 有 直 接 接 觸 水

中，內部有白色卵粒約

250 顆，其中有些孵化

成小蝌蚪。蝌蚪顏色為

黑色。 

莫氏樹蛙一

次 產 卵 約

300-400 顆

左右，卵粒

包在白色泡

沫卵塊中，

直徑約 8 公

分。 

95.10

月 

中正公

園菜園

旁的水

族箱 

 

 

水族箱發現很多蝌蚪，

總數約 350 隻，體型大

小不一。蝌蚪吻端有白

色斑點約 200 隻，體型

長度 11mm 跟 18mm，

褐色。吻端沒有白點的

約 150 隻長度 13mm 跟

24mm，體色為黑色。 

一、莫氏樹

蛙 : 黑 色 大

型，身體橢

圓形，尾長

為 體 長 兩

倍。 

二、白頷樹

蛙 : 大 型 、

褐色，吻端

上方有一顆

白色斑點，

尾 鰭 高 而

薄，尾端透

明。 

95.10 

月 

中正公

園 

天氣

晴朗 

 

發現一個黃色卵塊掛在

樹葉上，垂吊在水池上

頭 ， 沒 有 直 接 接 觸 水

中，卵塊的大小直約 9

公分，白色卵粒約 400

左右。 

白頷樹蛙產

黃色泡沫型

卵塊，常常

好幾個聚集

在樹上，每

個 卵 塊 約

400-500 顆

白色卵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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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0

月 

中正公

園水溝 

 發現一個夾雜在樹葉的

白頷樹蛙黃色卵泡，卵

粒約 350 顆左右。大小

約 8 公分×7 公分。 

 

 

95.11

月 

中正公

園廢棄

蓄水箱 

 

 

在 長 200 公 分 、 寬

120、高 64 公分水槽中

發現數隻蝌蚪透明，嘴

部上翹浮在水面濾食的

蝌蚪約 10 隻，長度約

15mm。另外有莫氏蝌

蚪約 50 隻和白頷蝌蚪

約 80 隻。 

黑蒙西氏小

雨蛙卵粒小

型，成片漂

浮在水面，

蝌蚪透明，

嘴部成往上

的漏杓狀，

浮在水面濾

食。 

95.11

月 

中正公

園廢棄

蓄水箱 

晴朗 1、 發現共 4 隻莫氏樹

蛙聚集在大型水槽

上 緣 ， 體 色 為 綠

色，體型約 4 公分

左右，後肢有很多

黑色斑點散佈，腳

掌紅色，有吸盤、

蹼。 

2、 遇到危險紛紛跳入

水中裝死不動。 

 

95.11

月 

中正公

園大型

儲 水

槽，位

置在菜

園旁，

上有絲

瓜。 

天氣

晴朗 

正方形邊長五米蓄水槽

中有很多的浮萍，發現

4 隻皮膚粗糙、全有佈

滿疣粒且頭部有黑色棱

脊，體型約 6 公分至 8

公分的黑眶蟾蜍。有 5

隻身體扁平，身體粗糙

有小顆粒，皮膚有黑色

橫紋，體型約 5 公分的

拉都希氏赤蛙。 

一、拉都希

氏赤蛙快速

鑑定清單：

1、中型 

2、背側褶

粗大明顯

3、皮膚粗

糙。 

 

 

96.3 校園水

池 

下雨

過後

的早

上，

晴天 

有 2 隻黑眶蟾蜍，體型

約 6 公分至 9 公分的蟾

蜍，其中一隻在上，一

隻在下，卵成線狀排列

在睡蓮葉梗上纏繞約數

公尺。卵粒黑色，約有

數千顆以上。 

黑眶蟾蜍快

速鑑定清

單：1、中

大型 。2、

耳後腺膨大

突出。3、

頭部眼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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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有黑色骨

質棱脊。

4、指端為

黑色 

5、卵成雙

行排列於長

形膠質中，

可達 8 公尺

以上。 

96.3

月 

校園水

生池 

晴朗 約 1000 隻黑眶蟾蜍蝌

蚪一片聚集在水池裡石

頭上，身體菱形黑色。 

黑眶蟾蜍:

有毒、身體

菱形棕黑

色，尾鰭色

淺散有細

紋。常聚集

在水邊淺處

活動。 

96.3

月 

自然教

室 

晴朗 

 

兩隻雄雌澤蛙水中抱接

在一起。 

 

96.4

月 

中正公

園菜園

旁的水

族箱 

下雨

過後

的上

午，

天氣

涼爽 
 

白頷樹蛙黃色泡巢，直

徑 8 公分，卵白色約

300 粒，目前尚未有卵

粒孵化。 

 

96.4

月 

中正公

園儲水

槽 

下雨

過後

的上

午，

天氣

涼爽 

 
 

1、成群黑蒙西氏小雨

蛙蝌蚪約 1000 隻，

浮在水面覓食，嘴

巴杓狀。 

2、附近有白頷樹蛙的

鳴 聲 「 答 、 答 、

答」 

 

96.4

月 

中正公

園廢棄

蓄水箱 

下雨

過後

的上

午，

天氣

涼爽 
 

1. 白頷樹蛙的泡巢卵

約 200 粒，尚未有

蝌蚪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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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隻雌白頷蛙棲息在

香蕉葉基部。 

96 年

5 月 

中正公

園儲水

槽 

高溫

的午

後 

二隻白頷樹蛙在絲瓜葉

上休息 

 

96 年

6 月 

中正公

園儲水

槽 

下雨

的夜

晚 

 

夜晚上的絲瓜藤和芋葉

上不同位置有十一隻的

雄白頷樹蛙在鳴叫。 

 

96 年

6 月 

中正公

園儲水

槽 

下雨

的晚

上 

 

 

 

1.發現雌雄的黑蒙西氏

小雨蛙在交配，體型

達 3.2 公分比文獻記

錄大。 

2.卵團狀、卵黑白相間

約 100 粒左右。 

3.白頷的卵是黑蒙西氏

小雨蛙的三倍大。 

文獻記載:

片狀，體型

最大 2.5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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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

6 月 

中正公

園蓄水

箱 

下雨

過後

的晚

上 

木板下發現白頷樹蛙 

的卵泡，卵約 300 

粒，可惜周遭沒有水 

域環境，下錯地方。 

 

96 年

6 月 

中正公

園廢棄

水族箱 

下午 1.白頷的卵泡遭受寄生

蠅寄生。 

2.總共發現 11 隻蛆。 

3.卵粒約 200 粒 

文獻記載:

卵泡常常會

遭受「寄生

生蠅」的寄

生，造成卵

無法孵化。 

96 年

6 月 

中正公

園廢棄

水族箱 

夜間 

 

夜間在水族箱周圍的蛙

類有，日本樹蛙、面天

樹蛙一隻、白頷樹蛙、

黑蒙西氏小雨蛙。牠們

共同的特徵就是都有吸

盤，所以可爬上高的地

方。 

 

96 年

6 月 

學校飼

養箱 

夜間 

 

三隻雄蛙搶著與一隻雌

蛙假交配產卵將近五十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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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歸納分析: 

1.發現白頷樹蛙、莫氏樹蛙、黑蒙西氏小雨蛙在同一靜水域水槽產卵。 

2.發現白頷和莫氏樹蛙的卵都是泡沫型卵巢，而且卵都不產在水裡，本身的卵泡

都有保濕作用。不同的是兩者卵泡的顏色不同。 

3.產卵的地點在靜水域，白頷樹蛙喜歡在水面上的樹葉產卵，莫氏樹蛙喜歡在靠

水的地方產卵。 

4.白頷和莫氏的蝌蚪都是屬於大型的，白頷的蝌蚪顏色淺、吻端有白點；莫氏的

蝌蚪顏色深。 

5.夜間蛙類多，產卵期間蛙類會待在水域環境比較久的時間。 

 

研究二:白頷樹蛙的卵、蝌蚪、幼蛙與其他蛙類比較: 

(一)實驗觀察紀錄 

時間 成長觀測紀錄 

我的 

觀察 

 1. 取單一黃色卵塊。卵大約長 8 公分、寬 6 公分，裡面卵粒大

約 308 粒左右，顏色為白色。 

 2. 卵的卵黃半球朝下，顏色深的朝上光的方向孵化，剛孵化

的蝌蝌不會有大量的活動。 

第一

天 

照片 

拍攝 
       

       

第 

一 

週 

我的 

觀察 

 1. 游動的小蝌蚪大約一公分左右，同一卵塊卻不同時間孵

化，而且沒有所有卵粒都孵化。 

 2. 不可影響卵泡中的卵粒，否則卵落入水中，將無法孵化。 

 3. 經過將近一週時間，蝌蚪吻端的白點才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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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拍攝 
 

           

我的 

觀察 

 1. 一個禮拜之後，卵的孵化:蝌蚪 234 隻，未孵化的卵 61 顆，

未發展健全的蝌蚪 13 隻。成功率 76%，失敗率 24%。 

 2. 白頷樹蛙蝌蚪的尾部透明，尾端成細絲狀。 

 3. 蝌蚪用鰓呼吸，離開水面太久會死掉。 第 

二 

週 

照片 

拍攝 

           

我的 

觀察 

餵食食物包含(爛葉子、藻類、魚飼料)都會進食，死掉的蝌蚪會

成為同伴的食物。 

第 

三 

週 照片 

拍攝 

          

一個 

月後 

我的 

觀察 

1.長後腳的時間不相同，變態時間不完全相同，有些快有些慢。

發現快則一個月半，慢則到四個月。 

2.四肢完全長出後離開水面，尾巴 2-3 天萎縮且未進食。 

3.長後腳體長最長達 4.5 公分。 

4.離開水面改用肺呼吸，但是肺部構造簡單。因此，必須在潮溼

環境利用皮膚協助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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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拍攝 
           

           

我的 

觀察 

1.最喜歡躲藏在合果芋莖的基部位置。 

2.遇到危險時會跳入水中，四肢靜止不動眼睛微閉，而且會排

尿。 

3.口腔底部不停的上下跳動，進行呼吸。 
二個

月後 

照片 

拍攝 

            
 

(二)歸納分析:  

      1.其他蛙類實際觀察照片拍攝: 

   

莫氏樹蛙的卵 莫氏樹蛙蝌蚪長後腳 莫氏樹蛙的蝌蚪 

   
黑蒙西氏小雨蛙的卵 黑蒙西氏小雨蛙蝌蚪 黑蒙西氏小雨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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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眶蟾蜍的卵 黑眶蟾蜍的蝌蚪 黑眶蟾蜍的幼蛙 

 

白頷和黑蒙西氏的卵 澤蛙的蝌蚪 澤蛙的幼蛙 

 

2.分析圖表: 

表(1)卵的比較: 

種類 

卵、 

蝌蚪 

幼蛙 

白頷樹蛙 莫氏樹蛙 黑眶蟾蜍 
黑蒙西氏小

雨蛙 
澤蛙 

卵塊

形狀 
黃色泡沫型 白色泡沫型 長條線狀 團狀 片狀 

顏色 白色 白色 黑色 黑白相間 褐色 卵 

卵粒 約 300 約 250 約 2000 約 150 約 700 

體型 大 大、橢圓形 菱形 小 中 

體色 褐色 黑色 棕黑色 透明 綠色 蝌蚪 

特徵 吻端有白點 
尾長為體長二

倍 
有毒 嘴部上翹 唇有蹤斑 

變態 

時間(天) 
約 40  約 90 約 30 約 40 天 約 35 

      

表(2)蝌蚪的食物:(實驗結果) 

種類 

蝌蚪 
魚飼料 爛葉子 藻類 麵包蟲屍體 同伴屍體 

白頷樹蛙 會進食 會進食 會進食 會進食 會進食 

其他蛙類 會進食 會進食 會進食 會進食 會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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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論:藻類及腐爛物質是主要食物。  

     

表(3)幼蛙的食物:(飼養結果) 

種類 

蝌蚪 
蚊子 金龜子 蒼蠅 麵包蟲 

抖動死蚱

蜢 
昆蟲屍體 

白頷樹蛙 會進食 不會 會進食 會進食 會進食 不會進食 

其他蛙類 會進食 不會 會進食 會進食 會進食 不會進食 

       推論:只要會動、活體的就會捕捉，但是體型比自己大的不會進食。 

 

研究三:白頷樹蛙成蛙與其他蛙類比較: 

(一)實驗觀察紀錄表 

拍攝照片 觀察發現 

    

1.體側白色有黑白相間花紋。 

2.雌蛙比雄蛙大，假交配受精。 

3.吻端尖、是屬於褐色樹蛙。 

    

體長大約 6 公分，吻端尖、上唇白

色，背部有四條深褐色縱帶，有一

些斑點。 

    

1.後肢指間有蹼，趾間有蹼，有吸

盤，有黑色橫帶。 

2.吸盤很大，眼鼻下方有一條黑

線。股部有黑白相間花紋。 

3.後肢比前肢長，且後腿很有力，

可跳很遠很高。 

    

1.腹部有白色顆粒。 

2.單一外鳴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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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辨特徵—白頷樹蛙 

 

 

 
 

 

 

 

  

 

 

 

 

 

(三)相似種比較---褐樹蛙 

 

 

 

 

 

 

 

 

 

 

 

 

 

 

 

 

 

 

 

 

 

 

 

 

背部有深褐色的條紋或斑點 

前肢四指（趾）端有

吸盤比鼓膜小  

大腿內側

及體側有

黑色網紋 

吻端經眼鼻線及顳褶下方有一條黑線 

後肢五趾，有蹼吸盤 

兩眼間有深色三角斑 

上唇黑白相間橫紋 

背部褐色為主 

吸盤大與鼓膜相當 
眼大且突，虹彩銀白、褐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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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歸納分析: 

利用南一版第十冊第三單元「動物生活」所學的動物二分法，依照蛙類特徵

來分類學校內及校外觀察到的不同的蛙類:分類圖表 

 
  

白頷樹蛙、黑眶蟾蜍、澤蛙、莫氏樹蛙、古氏赤蛙、拉都希氏赤蛙、

日本樹蛙、黑蒙西氏小雨蛙、梭德氏赤蛙 

上頷無齒 上頷有

齒 

黑蒙西氏小雨

蛙、黑眶蟾斜 

拉都希氏赤蛙、古氏赤蛙、澤蛙、白頷樹

蛙、莫氏樹蛙、梭德氏赤蛙、日本樹蛙 

有耳後

腺 

指端腹面

有橫溝 

無耳後

腺 

指溝腹面沒

有橫溝 

黑

眶

蟾

蜍 

黑

蒙

西

氏

小

雨

蛙 

白頷樹蛙、

莫氏樹蛙、

日本樹蛙 

澤蛙、古氏赤蛙、

拉都希氏、梭德氏

赤蛙 

是綠色

樹蛙 

非綠色

樹蛙 

莫氏樹

蛙 

日本樹

蛙、白頷

樹蛙 

有明顯

背側褶 

沒有明顯

背側褶 

梭德氏、拉

都希氏赤 

澤蛙、古氏

赤蛙 

指間無

蹼 

指間有

蹼 

鼓膜明

顯 

鼓膜不

明顯 

背部有

八字斑 

背部沒

有八字

斑 

日本樹

蛙 

白頷樹

蛙 

梭德氏

赤蛙 

拉都希

氏赤蛙 

澤蛙 古氏赤

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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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四:食物、溫度、水質對蝌蚪生長速度的影響: 

      (一)實驗觀察紀錄表 

研究一: 選用不同種類食物，觀察一段時間蝌蚪生長情形。 

操縱變因: 不同的食物。 

控制變因:相同條件下，每箱飼養十隻白頷蝌蝌 

食物 時間 

二週後 

照片 扣除最長和最短

的平均體長(原長

度 1.2 公分) 

觀 察 箱 一:新 鮮

葉子 

 

平均體長 

1.5 公分 

觀 察 箱 二:腐 爛

葉子 

   

平均體長 

2 公分 

觀察箱三:藻類 

 

平均體長 

1.9 公分 

觀 察 箱 四:魚 飼

料 ( 蛋 白 質

45% 、 脂 肪

4% 、 灰 粉

15% 、 纖 維

5%、水份 12%) 

二週後 

 

   
 

平均體長 

3.3 公分 

推論:魚飼料對蝌蚪的成長速度較快。 

 

(二) 實驗觀察紀錄表 

研究二: 選用不同溫度的水，觀察一段時間蝌蚪生長情形。 

操縱變因:不同溫度的水。 

控制變因:相同條件下，每箱飼養十隻蝌蚪。 

溫度 觀測 

時間 

 

照片 扣除最長和最短的 

平均長度(原長度 1.2 公分) 

水溫約 15 度 二週後 

 

平均體長 1.8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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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溫約 20 度 

 

平均體長 2.4 公分 

水溫約 26 度 

 

平均體長 2.6 公分 

推論:溫度對蝌蝌的成長造成影響，溫度低的成長速度較慢。 

 

(三)實驗觀察紀錄表 

研究三:選用不同酸鹼性的水，觀察一段時間蝌蚪生長情形。 

操縱變因:選用不同酸鹼質的水溶液。 

控制變因:相同條件下，每箱五隻白頷蝌蚪觀察其生長情形。 

水質 紅、藍石蕊

試紙檢測 

PH

值 

觀 察

時間 

照片 扣除最長和最短

的平均體長生長

長度(原長度 1.2

公分) 

中性水質 不變色 PH7.0 

 

平均體長 2.5 公

分 

 

酸性水質 

藍石蕊試紙

變紅色。 

 

PH5.0 

 

一星期後蝌蚪全

數活動力不佳。 

平均體長 1.2 公

分 

 

鹼性水質 

紅石蕊試紙

變藍色。 

 

PH9.0 

二星

期 

 

二隻活動力不

佳，三隻存活。

平均體長 1.7 公

分 

 

推論: 

1.中性水質對白頷蝌蚪的成長較好，酸性水質造成白頷蝌蚪成長速度變慢及甚致

造成死亡之慮；鹼性水質對蝌蚪的生長一樣造成影響，生長速度慢且有死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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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 

2.文獻記載:(楊育昌著) 

蝌蚪的取食及成長亦因酸性的亞致死效應(subleathal effect)而受抑制。

蝌蚪變態前的體長及發育階段亦明顯地受酸性環境的影響, pH 4.0 理下蝌蚪之

平均體長均較 pH 5.0、6.0 及 7.5 為低。 

 

       (四)飼養觀察記錄表:蝌蚪的尾巴的再生能力。 

研究四:選用尾巴意外受傷的蝌蚪，觀察一段時間蝌蚪尾巴生長情形。 

操縱變因:選用三隻尾巴受損的蝌蚪。 

控制變因:相同條件下，觀察其生長情形。 

溫度 
水

質 
斷尾二分之一 復原後的尾巴照片 

復

原

時

間 

約 26 度

c 

中

性

水

溶

液 

  

7

天 

        推論:蝌蚪尾巴受損一定程度，經過一段時間仍可再生回來。 

 

研究五:不同的環境顏色、溫度、光亮，對白頷樹蛙的保護色變化情形: 

(一)實驗觀察紀錄表:不同的環境顏色，對白頷樹蛙的保護色變化情形。 

 

 
白色觀察箱 綠色觀察箱 黑色觀察箱 

  

褐色觀察箱 橘色觀察箱 透明觀察箱 

白

頷

樹

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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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觀察箱 藍色觀察箱 紅色觀察箱 

 

    推論: 

1.顏色深白頷身體的黑色部位會較多。 

2.顏色淺白頷身體的顏色會變淺，但不會變成白色。 

3.白頷樹蛙的體色會隨環境顏色的深淺變化。 

4.除了白色、藍色、透明色觀察箱外，白頷體色幾乎與觀察箱的顏色接近。 

 

(二)實驗觀察記錄:不同溫度的環境，觀察白頷樹蛙的保護色變化情形: 

 

 

白頷樹蛙原本顏色 六小時候顏色變化 

常溫 22 度 

  

低溫 16 度 

  

高溫 30 度 

  
推論:溫度高體色淺、溫度低體色深。 

     (三)文獻記載:(楊懿如著 蛙類圖鑑) 

蛙類的體色及花紋，由皮膚真皮層的色素細胞排列方式及有無色表細胞

決定。蛙類的色素細胞有三層，表層是黃色素細胞、中間一層是虹彩細胞，底層

是黑色素細胞。黃色素細胞會產生黃色、褐色、紅色。虹彩細胞不含色素會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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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光，當光透過這三層色素反色出來，並過濾藍色之後，形成綠色。 

研究六:白頷樹蛙的生存危機及保育方針。 

      (一)生存環境: 

 

 

1.下雨幫助蝌蚪流入水中，但過量的雨水使未孵化的卵泡在水中造成死亡。 

2.白頷樹蛙雄性多，雌性少。 

自 

然 

因 

素 

 
在溫度過高乾旱的環境，卵泡、蝌蚪、

成體會乾死，必須保持環境潮溼。 

 
持續的下雨，誤判產卵水域環境。 

 
蛇類(白梅花蛇)行的獵食     鳥類(黑冠麻鷺)的獵食         蝸牛的啃食 

 
白頷的卵泡遭受寄生蠅，卵泡的卵幾乎無法孵化，卵泡最後變成褐色液狀，寄生

蠅化蛹而出。 

天 

敵 

因 

素 

  
螞蟻的咬食卵及蝌蚪 

人 

為 

因 

素 

1. 蛙類容易受到驚嚇，蛙類受驚時會向四周撞擊，造成吻端受傷。 

2. 白頷樹蛙在果園、菜園的儲水槽上產卵，可惜發現農夫會因為澆水、施肥、噴

藥，造成這些蝌蚪死亡或受傷。 

3. 校園蛙類在飼養觀察過程中，發現都沒有冬眠的現象。 

4. 在環境破壞下，越來越多的生物必須擠在狹小空間生活，造成體型小的生物，

天敵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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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保育方針: 

1.生態工法，少用水泥。 

2.保護森林、濕地、河川等。 

3.推廣生態教育、張貼標語。 

4.不濫捕、不食用和販賣。 

5.減少使用農藥和殺蟲劑。 

陸、討論 

    一、產量減少:野外發現的白頷樹蛙卵為什麼比文獻記載的少很多? 

(一)大家討論的結果認為，原因可能是因為環境、氣候改變造成產量減少。 

(二)在野外環境不易發現雌蛙，這個現象也解釋了為什麼會有較多的雄蛙，與一隻雌

蛙行假交配，造成這個族群數量一直減少的原因。 

    二、拍攝記錄片:多次的觀察，我們非常感動這樣的生態景觀，我們決定將牠攝影起來 

做為往後的生態保育、鄉土教學及生命教育的教學影帶。 

 

 
    三、生態保育:在幾次的棲地觀察中，發現被踩爛的卵泡及登山客任意玩弄卵泡，心中

無限感傷，為了保護這自然的奇景，我們決定在步道旁的水族箱，貼

上「愛護自然、保護生命」等標語。 

    四、自然法則:白頷樹蛙吃寄生蠅，而寄生蠅的蛆吃白頷的卵，這是牠們互利共生的法

則。對牠們而言，人類不管傷害了誰，也許都是不公平的。 

 五、未來研究方針: 

(一) 寄生蠅與白頷樹蛙的生存關係? 

在許多的文獻中提到白頷樹蛙的卵產在樹中，容易遭受寄生蠅的卵寄生。在幾次

野外觀察中，確實發現卵泡中有寄生蟲，而且發現到產卵的附近，昆蟲種類非常

繁多。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再一次探討，白頷樹蛙的族群是不是會越來越少。 

(二) 白頷樹蛙的產卵:一隻雌蛙到底一年生幾次卵?文獻記載冬季不產卵，可是在棲地

卻仍有卵泡，難道全球氣候暖化嚴重，青蛙都已不再冬眠了。 

 

柒、結論 

    一、環境觀察結果: 

(一)蛙類是環境的指標生物，能立即反應環境的變化，蛙類的生存必須在流動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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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無汙染的水域。 

(二)蛙類需要潮溼的環境，全球的暖化、氣候異常對蛙類是一大威脅。 

    二、習性觀察結果: 

(一)白頷樹蛙喜歡在靜水域的上方或葉子上產卵。 

(二)白頷樹蛙是夜行性動物，叫聲響亮「答、答、答」。 

(三)常常多隻雄蛙搶一隻雌蛙抱接行體外受精，是卵生。 

三、主要特徵: 

(一)白頷樹蛙的蝌蚪吻端都有一白點，尾鰭簿尾端成細絲狀。 

(二)白頷樹蛙前後腳都有大吸盤。 

(三)背部有四-六條深色的褐色條紋。 

(四)股部內側具有黑白網狀花紋。 

    四、成長過程: 

      (一)白頷樹蛙卵的孵化、蝌蚪的成長及變態的過程受到環境、自然、人為等因素影

響。 

      (二)白頷樹蛙的卵→蝌蚪→長後腳→長前腳→尾巴萎縮→幼蛙→成蛙→雌雄抱接產卵 

    五、實驗結果: 

(一)白頷樹蛙的蝌蚪尾巴有再生能力。 

(二)白頷樹蛙蝌蚪的生長受到環境溫度的影響，溫度適中對蝌蚪的成長較好，變態過

程較快。 

(三)白頷樹蛙蝌蚪的生長受到水質的酸鹼性影響，酸性水和鹼性水不利蝌蚪生長。 

(四)白頷樹蛙蝌蚪的生長受到環境食物量的影響，食物量多生長速度較快。 

(五)白頷樹蛙身體具有非常好的保護色，會隨環境、光線、溫度而產生顏色深淺變

化，但是白頷樹蛙不是綠色樹蛙，而是褐色的樹蛙。環境顏色較深，體色較深；

反之，環境顏色較淺，顏色較淺；溫度高光線強體色淡，光線弱溫度低體色深。 

    五、心得與感想: 

(一)野外棲地有自然的光線、寬廣的環境、乾淨的水質及豐富的食物。愛牠就是不要

傷害牠，讓牠回歸自然成長。因此，我們決定將這群白頷樹蛙放回原棲地，讓牠

繼續生存下去。 

(二)這次研究意外發現了黑蒙西氏小雨蛙的卵和白頷樹蛙的生產過程，對於文獻記載

相當少的情況下，提供些許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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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台灣大學動物學系(民 87)。台灣野生動物多媒體資料。

http://wagner.zo.ntu.edu.tw/multi-database/amph/。 

楊懿如(民 88)。青蛙學堂。http://:www.froghome.idv.tw。 



【評  語】 081552 百變天王-白頷樹蛙的傳奇 

野外觀察白頷樹蛙生態用心，記錄詳實，但研究結果呈現可再聚焦，

並說明清楚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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