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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內容摘要 

     

    野生孔雀魚是外來魚種，目前已經成為台灣水域中的新住民。雄魚成長過程中體型與體色

的許多變化會透過遺傳保留下來。孔雀魚以卵胎生方式生殖，無明顯繁殖期，當水溫低時，帄

均生產週期較長。每一胎小魚的公母比例會隨著水溫而有變化。水溫高，公魚的出生比例就較

高。其次，孔雀魚會因環境污染產生畸形魚，若移到在正常環境下飼養並不會將畸形的體態遺

傳給下一代，已經畸形的魚也不會恢復正常。 

    野生孔雀魚有越冬的問題，冬天太低溫就會大量死亡，必須尋找熱源過冬，我們發現牠們

會群聚在家庭或工業廢水排放區、溫泉區附近等較溫暖的區域，因此族群生活的水域和數量都

變小，若加上無法生活在流速較急的河段、大肚魚的競爭和環境污染，造成牠們在台灣各地呈

現點狀不連續的分布。 

 
貳、研究動機 

 

去年我們在補習回家的路上，偶然發現一條排放家庭廢水，充滿怪味的水溝竟然有一大群

五顏六色的小魚快樂的游著。我們心想這是什麼魚啊？這麼強的生命力！當下決定回家拿網子

撈幾隻小魚帶到學校問老師。老師說牠們是台灣河流的新住民－「野生孔雀魚」，同時鼓勵我

們多去蒐集資料，經過我們上網查詢，發現牠們竟是來自遙遠中南美洲的熱帶魚類，可是冬天

快要到了，原本生存在熱帶的魚類要怎麼在有寒冷冬天的台灣過冬而活存下來呢？這一點引起

我們的興趣，決定對這位居住在我家附近臭水溝內的新住民鄰居，展開其生存生態之研究探索。 

康軒版自然科第三冊「水生家族」、第六冊「動物世界面面觀」都探討到動物的生存行為

及如何繁衍後代的方式，第八冊「生物與環境」更是討論到環境污染與生態系的關係，希望在

這次跟野生孔雀魚意外的邂逅，能夠對孔雀魚的生態有進一步的瞭解。 

 
参、研究目的 

 
（一）了解野生孔雀魚的外形特徵與分類。 

（二）觀察野外孔雀魚的棲息分布與生活環境。 

（三）探討野外孔雀魚的越冬行為。 

（四）經由飼養觀察，記錄孔雀魚從帅魚自成魚的成長變化。 

（五）經由飼養實驗，了解環境因素對野生孔雀魚子代的遺傳影響。 

（六）藉由實驗，進一步了解孔雀魚和大肚魚生態上的差異和關係。 

（七）藉由我們對畸形孔雀魚的研究，探討環境污染對生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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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野外考察 

    長柄漁網、圕膠袋、捲尺、直尺、勺子、魚線、馬錶、溫度計、相機、記錄本、鉛筆、 

    保特瓶蓋、生物觀察箱、GPS 衛星定位器。 

二、室內分析 

    魚類圖鑑、各種參考書籍、鬥魚魚缸、燒杯、照度計、鉛筆、彩色鉛筆、個人電腦、繪圖

板、電子白板。 

三、飼養 

魚飼料、水草、魚缸控溫器、加熱棒、深藍色雲彩紙、剪刀、膠帶、玻璃魚缸、定時器、

魚缸用日光燈、底砂、生產隔離箱。 

四、研究工具的改進和研發 

（一）影像觀察工具： 

  1、IP 網路攝影機：（這原是電腦老師架設用來監控電腦機房用的） 

原來使用的是 WEBCAM，但是經常要開著電腦，遠端桌面經常會當機。後來改用

IPCAM，好處是： 

    （1）避免近距離觀察孔雀魚，魚兒會受到驚擾，從遠端觀察沒有這個困擾。 

    （2）我們用 IP 網路攝影機可以旋轉鏡頭，可以隨時從遠端監控多個魚缸，放假在家

也能看。 

    （3）還可以把畫面傳到大螢幕上觀察、錄影拍照和討論。 

2、數位相機：我們用數位相機記錄下孔雀魚的身體特徵、體長等資料，但是一開始就

面臨難題： 

  （難題 1）孔雀魚不停地游動，常常拍不到我們要的角度畫面。 

  （難題 2）孔雀魚太小，很難清楚地拍攝。 

  （難題 3）光源不足，手部會晃動。 

（難題 4）無法測量體長。 

  我們與老師經過好幾次討論，決定捨棄複雜難懂的儀器，用最簡單的方法拍攝： 

        （1）把孔雀魚撈出來放入狹窄的容器中，降低水位，縮小牠活動的空間，等待牠逐   

             漸安靜下來，再進行拍攝。 

        （2）必要時候，使用水冷設備，如【實驗 11】的設備逐漸降低水溫，減低活動力。 

        （3）選擇有近拍及放大鏡功能的照相機（像素高不一定有用）。 

        （4）使用魚燈當光源，使用小角架或是將照相機放在桌面避免晃動。 

        （5）使用與容器等寬的圕膠片或玻璃片，背後貼上透明圕膠尺，放入容器內魚的後  

             方，可以將魚向前趕，限縮空間，同時作為測量體長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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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的容器 媽媽的乳液瓶 用載玻片黏小盒 鬥魚的魚缸 

照片形狀 

 
  

優點 （1）好攜帶容易拍 （1）拍小魚很好用 

（2）上下左右都可拍 

（1）魚燈可直接放在上面 

（2）容易放入測量工具 

缺點 不容易將魚放入 

無法放入測量工具 

大魚容易跳出 

製作麻煩 

邊邊有死角 

好用程度 ★★★ ★★★ ★★★★★ 

（二）飼養工具： 

1、我們在飼養過程中面臨的問題── 

    （1）當小魚不斷的出生，我們並沒有那麼多魚缸來養小魚。 

    （2）混養在一起，大魚會吃小魚，很怕沒看到實驗結果，小魚就先被吃光。 

    （3）過濾器會把小魚吸進去。 

    （4）魚缸餵食豐年蝦或其他飼料，很容易污染水質需要經常換水，很麻煩。 

   2、解決方法 

    （1）用透明圕膠桶養小魚：我們將教具室多餘的圕膠桶清洗乾淨，作為飼養小魚的魚缸，

不必再花錢購買。 

    （2）自製氣動過濾器：我們在圕膠管上鑽孔，用橡皮筋將海棉綁在管子外當作過濾棉，

放進氣泡石，則可進行過濾。 

    （3）改良虹吸換水的器具：虹吸管將魚缸水吸出，管子一端利用針筒作為清理底  

        砂的工具，輕鬆移動即可換水。  

    （4）整合換水和過濾器管子：我們很多魚缸，過濾管顯得凌亂不整齊，後來我們將每一

區的過濾管線整合起來（如照片所示），從一個樞紐就可控制開關，大大提升方便性。 

 
將活圔拿出，用

小針筒來清理

底砂污垢。 

 

 

 

 

 

 

 

 

紅色圓圈標示處即為過濾管整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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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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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分類飼養 

 

體長測量 

 

身體特徵 

 

光照因素 

 

溫度因素 

 

畸形孔雀魚 

 

外形分辨 

生存競爭 

28℃ 

20℃ 

 

實驗組：無光照 

對照組：光照 

劍尾孔雀魚 

 

水流速度 

水質檢測 

共存生物 

 

食    性 

越冬行為 

成年公、母魚比較 

背鰭 

 

體色 

尾部形狀 

 

野外觀察 

戶外養殖 

室內養殖 

交尾器 

數鰭條 

小魚成長史 

子代觀察 

子代遺傳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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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發現主題：對於野生孔雀魚生活型態的研究興趣  

   ↓ 

 圖鑑、資料收集  

   ↓↑ 資料分析、記錄 

 野外調查（棲地流速、水質檢測等）  

   ↓↑ 資料分析、拍照、記錄 

 外形觀察與測量（尾部特色、體長、魚鰭） 

            ↓↑ 資料分析、拍照、記錄 

 分缸飼養、設計實驗  

            ↓↑ 資料分析、拍照、記錄 

 耐心等待交配生產，觀察子代的遺傳特徵   

            ↓↑ 統整資料、拍照、記錄 

 撰寫說明書  

 

 

三、名詞解釋 

● 野生孔雀魚：泛指在野外的池圖、溪流、溝渠等地所捕捉的孔雀魚，是不經過人工飼養管

理的孔雀魚。 

● 卵胎生：介於卵生和胎生之間，受精卵留在母體內發育，並不吸收母體的養分，而是依靠

卵黃來提供養分，直到發育成帅體，母體的生殖道收縮將帅體連同卵膜排出體外，

孵化存活率比卵生動物更高。 

● 劍尾：指尾鰭不同特徵的延長類型，包含雙劍尾、底劍尾、頂劍尾。 

● 畸形：外形異於常態的孔雀魚。 

● 胎斑：從側面來看，胎斑位於母魚肚子的後半部，呈現黑色或暗紅色，母魚在懷孕期間胎

斑會明顯變大，顏色變深，可說是孕育帅魚生長場所的外觀表現。 

● 鰭條：硬骨魚類大都是由鰭條和鰭膜所構成。鰭條有棘（又稱棘狀鰭條）和軟條（鱗狀鰭

條）又稱之分。鰭條的功用有如傘骨，能使魚鰭豎立或倒下。棘是由軟條硬化而成，

無分節，軟條則有分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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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界－ 

        脊椎動物門－ 

魚綱－ 

鱂形目－ 

      花鱂科－ 

          花鱂屬－ 

     孔雀魚種  

 

陸、研究結果 
 

一、孔雀魚在生物界的位置 

    

 根據台灣魚類資料庫的查詢，孔雀魚

原產於在中南美洲，1970 年引進台灣，

為卵胎生的魚種。目前台灣全省有很多河

流都可以看到野生孔雀魚的蹤跡，而孔雀

魚在生物界的分類檢索位置如右表： 

 
 

二、孔雀魚的外形與特徵觀察 

 

【實驗 1】野生孔雀魚外形和特徵觀察 

 
【步驟】將孔雀魚成魚放入缸中拍照並測量體長。 

【結果】1、外形說明 

 ♂公 ♀母 

成 

魚 

外 

型 

照 

片 

全長約 3 公分（不含劍尾延長部分） 全長約 3〜4 公分（母魚體型較大） 

說 

明 

公魚的體色和尾鰭變化很大。 母魚的體色和尾鰭幾乎沒有變化（除極少數 

例外），形狀和大肚魚極為相似。 

2、主要部位構造示意圖（以成年公魚為例）： 

 

 

 

 

 

 

 

 

 

 

 

【目的】了解野生孔雀魚主要身體構造並加以測量。 

【觀察日期】2007.11.15 至 2007.12.28 

【器材】紙、鉛筆、尺、數位相機 

尾鰭 

背鰭 

交尾器 

胸鰭 

腹鰭 鰓蓋 

魚
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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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形與體色觀察 

特徵-說明-特徵性別-數量多寡 (一般>少有>稀有>極稀有) 
體色-黑點或藍斑-只有公魚-一般 

這是台灣野生孔雀魚的特徵 

體色-兩面對稱-只有公魚-一般 

      請參閱左圖 

尾鰭顏色公魚-一般，母魚-極稀有 

 
尾部形狀-扇形-公母都有-一般 

 

尾部形狀-橢圓形-公母都有-一般 

 

尾部形狀-底劍-只有公魚-少有 

 
尾部形狀-頂劍-只有公魚-少有 

 

尾部形狀-雙劍-只有公魚-少有 

 

尾部形狀-針尾-公母都有-極稀有 

 

背鰭形狀-長背鰭-只有公魚-稀有 

 

眼眶-深黑-公母都有-一般(較少) 

 

眼眶-淺色或透明-公母都有-一般 

 
體色-黃化-公母皆有-稀有

 

體色-胎班-只有將生產母魚-一般 

 

體色-綠底眼斑-只有公魚-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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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野生孔雀魚的棲息地觀察 

 

我們訪問了一些老師與水族館老板，想探聽哪裡有野生孔雀魚，但是這些地點有的因為

人為建設使得環境改變，現在已經找不到野生孔雀魚的蹤跡，如：花蓮教育大學後方靠近體

育館的排水溝及美侖工業區碩山公司前的水溝；有的地點則屬於管制範圍，無法任意進入觀

察，如：花蓮火車站機務段。因此我們選擇了以下三個地方作為這次研究的實察地點： 

（一）野外實察地點介紹： 

地點 農兵橋 復興橋 月光寺 

 

照 

 

片 

   

GPS 衛星定

位經緯度 

（經）121∘36 ' 25.06" 

（緯）23∘59 ' 46.36" 

（經）121∘36 ' 27.41" 

（緯）23∘58 ' 50.08" 

（經）124∘34 ' 20.87" 

（緯）23∘57 ' 59.00" 

 

Google 

衛星地圖 

請見本頁下方圖示 

（以月光寺為例） 

水溝寬度 30 ㎝ 476 ㎝ 41 ㎝ 

水深 23.5 ㎝ 13.5 ㎝ 5.8 ㎝ 

型態 農田旁灌溉溝渠 家庭廢水排水溝 家庭廢水排水溝 

共存生物 吳郭魚、溪哥 紅蟲、翻轉螺 翻轉螺 

 

 

 

 

 

 

 

 

 

 

 

 

 

●Google 衛星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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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 2】孔雀魚吃些什麼 

根據我們多次野外觀察，野生孔雀魚是雜食性的魚類，帄時的食物來源是水生昆蟲、藻類、

落水的小昆蟲或節肢動物、有機碎屑等，但並不是每一種食物都能輕易觀察到。我們曾經在野外

及室內飼養時觀察到孔雀魚的食物來源如下表： 

 

食物 孑孒 死蚊子 小黑殼蝦 落水小蜘蛛 藻類 紅蟲 

觀察到

的日期 

月光寺：

2007-12-29  

2008-1-21 

室內：

2008-1-21 

帅稚園水池：

2008-3-13 

月光寺：

2008-2-20 

 

農兵橋：

2008-1-21 

復興橋：

2007-11-24 

1、孔雀魚的魚吻微微朝上，適合捕食表層食物。 

2、對於體積大的食物，孔雀魚是採用「啄食」的方式吃東西。  

3、我們發現，小魚在飼養約 3 週後，小魚對於飼料已有習慣性反應動作。 

 

（二）棲息地形態 
 

 

 

 

 

 

 

 

 

 

 

 

 

 

 

 

 

 

 

【實驗 3】棲地流速測量 

 

【緣由】我們找了三個有孔雀魚棲息的地點來測量水流流速，想進一步了解野生孔雀魚的 

        生活環境。 

【實驗目的】測量野生孔雀魚棲息溝渠的水流流速。 

【實驗日期】2007.12.22、2008.1.12、2008.1.21 

【實驗地點】（1）花蓮市農兵橋農田溝渠（2）花蓮市復興橋（3）吉興一街月光寺排水溝 

【器材】瓶蓋一個、捲尺、馬錶、魚線。 

 

【步驟】1、用捲尺在溝渠旁量出 10 公尺的距離，並在起點、終點均作上記號。 

        2、準備一個瓶蓋，自起點丟下，同時按下馬錶，測量瓶蓋自起點流到終點所花費的 

時間（如下圖所示）。            

        3、當瓶蓋到達終點時，讀出時間，並將瓶蓋撈起。 

        4、利用公式： 速率＝距離÷時間，算出流速（單位：公分／秒 ） 

 

 

 

                              

 

 

【結果】1、三個觀察地點流速分別為： 

 農兵橋 復興橋 月光寺 

流速 
（㎝／sec） 

20 0.625 1.39 

 

 

 

水流方向 

起 點 終 點 100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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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 4】水流流速與孔雀魚的實驗 

 

【緣由】從野外捕撈發現，小魚會自動聚集於緩流區。從【實驗 3】中我們也計算出三個地

點的水流速並不高，我們想了解孔雀魚是不是只喜歡生活在水流緩慢的區域。 

【實驗目的】觀察水流緩急對孔雀魚的影響 

【實驗日期】2008.3.29 

【器材】沉水馬達、石塊、造景假山、底砂、沉木、大魚缸。 

 

【步驟】1、上學期末，我們用矽膠將大魚缸黏製牢固。 

        2、先將魚缸注水，鋪上底砂，再放入石塊、沉木與假山，製造出高低不同的地形。 

        3、將捕獲的孔雀魚放入：5 公、5 母、10 小魚。 

        4、放入沉水馬達，插電使馬達轉動，製造水流，觀察孔雀魚活動與躲藏的情形。 

【結果】1、我們發現孔雀魚會避開水流湍急的地方，並不會像有些魚出現逆水往上游的情形。 

       2、有些孔雀魚會躲在沉木、假山或周圍可以迴避水流的地方，會主動尋找緩流區。  

       3、我們看到當水流沖向孔雀魚時，牠的身體與尾鳍擺動快速，小魚卻無法招架水流 

          的力量，紛紛躲到緩流區。 

 
野外捕撈發現，小魚會自動聚集於緩流區 

 
孔雀魚會躲在沉木、假山下或周圍緩流區。 

 

【實驗 5】水質檢測 

【緣由】帄常出去野外實察我們都只用五官來觀察水質的清澈程度，然而我們想要進一步  

        了解孔雀魚生存棲地的水質，包括酸鹼度、溶氧量、混濁度等，就可以從數據中

判斷水質的狀態。 

【實驗目的】檢測野生孔雀魚生存環境的水質。 

【實驗日期】2008.4.1 

【實驗地點】（1）花蓮市農兵橋農田溝渠（2）花蓮市復興橋（3）月光寺排水溝 

【器材】2007 年台灣第五屆世界水質監測日所發的簡易檢測包（Test Kit） 

【步驟】 

1、溫度：將電子式溫度計直接放入水中測量。 

2、pH 值測定操作步驟： 

（1）將本檢測包隨附 10ml 的試管（編號 0106）裝滿水樣；放入一顆 pH 檢測試錠 Wide Range   

    TesTab（包裝紙上標示有 pH 字樣）。 

 

 

 

 

 

 

 

 

 

 

 

 

 

 

 

 

 

 

 

 

 

 

 

 

 

 

 

 

 

 

 

 

 

 

 

 

 

 

 

 

 

http://wwmd.hy.ntu.edu.tw/wwmd-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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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扭緊試管蓋子，反覆上下搖晃直到藥片溶解，可能仍會有些許藥片殘塊存留在水樣中。      

（3）比對水樣與 pH 色卡上的顏色，讀取水樣 pH 值並記錄。 

3、溶氧量測定操作步驟： 

（1）接續前項水溫測量；將本檢測包所附圓形玻璃小試管完全浸入已採取水樣之容器中，再  

     小心地將試管從水樣中取出，並保持水樣滿至試管的頂端。 

（2）在小試管中放入 2 顆溶氧測試錠 TesTabs（標示有 DO 字樣）。當藥片加入後，水樣將 

     會溢出試管；隨即旋緊試管蓋，此時會有更多的水溢出，請確定試管中無氣泡殘留。 

（3）反覆上下搖晃直到藥片完全溶解為止，此步驟約需 4 分鐘時間。 

（4）當藥片完全溶解後，再靜置 5 分鐘，水樣的顏色將產生變化。 

（5）利用溶氧色卡比對水樣的顏色，並以 ppm 為單位記錄所得之溶氧值。 

4、濁度： 

（1）檢測前準備：（i）將本檢測包的廣口包裝容器亦即濁度檢測專用的盛水容器。如果情況  

    許可，在使用前 8 到 24 小時在廣口瓶內之底部貼上有沙奇盤（Secchi disk）圖示的標籤  

    以保持其黏性。（ii）撕開沙奇盤標籤貼紙；將標籤黏貼白色大廣口瓶內的底部，注意黏 

    貼位置需稍微偏離中心點。 

（2）將水樣注入廣口容器中，直至注入水量之高度與外側標示的水位線等高。 

（3）將濁度色卡置於瓶口邊緣，朝廣口瓶底部觀察。比較瓶底沙奇盤標籤與色卡後，將水樣  

    濁度以 JTU 為單位記錄。 

（4）觀察並記錄出現的指標性生物。 

 

 
檢測 pH 值 

 
檢測溶氧量 

 
檢測濁度 

 

【結果】1、水質檢測結果 

地點 溫度

（℃） 

溶氧值

（ppm） 

pH 值 濁度

（JTU） 

味道 生物指標法     

（發現生物） 

推估污染程度 

農兵橋 23.8 4 7 0〜40 沒味道 澤蟹、溪哥、

吳郭魚 

輕度污染 

復興橋 24 4 7.5 100 很臭 紅蟲、翻轉螺 重度污染 

月光寺 24.1 4〜8 7 40〜100 落葉腐爛

的味道 

翻轉螺 普通程度污染 

 

2、水質的清澈程度（透光性） 

    經過水質檢測實驗後，組員們在判讀沙奇盤時，每個人所認定的數值有所出入，甚至引

起爭執，最後我們決定再找一種更精確的方法幫助我們了解孔雀魚棲息溝渠的溪水清澈程

度，所以我們想到了跟護士阿姨借照度計進行觀察，並採集三個地點的溪水，進行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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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照度數值→ 

照度器外觀（跟護士阿姨借的）→ 

【步驟】1、用勺子舀起 300ml 的水，倒入燒杯。 

        2、燒杯同時置於陽光下，將照度計放在燒杯底下，  

並讀出亮度。 

        3、列表與蒸餾水做比較。 

【結果】1、照度比較表 

 蒸餾水 農兵橋 復興橋 月光寺 

亮度（Lux） 28070 25600 19820 17000 

2、亮度數值會隨著測量當時環境的光線差異而有所不同， 

   並非是固定值。而我們在室外測量透光度，所得結果： 

   蒸餾水＞農兵橋＞復興橋＞月光寺。 

 

 

 

【實驗 6】水質的硬度 

【緣由】煮開水時，水壺底部會有白白的水垢，我們想到用煮水產生水垢的方法來比較水質

硬度（水中礦物質）的多少。 

【實驗目的】了解孔雀魚生活環境的水質硬度 

【實驗日期】2008.1.至 4.28 

【器材】水質硬度測試筆、小鍋子、瓦斯爐、農兵橋、復興橋、月光寺三個地方的水各 600cc 

 

【步驟】 

1、先用水質硬度測試筆

檢驗水質並記錄數值 

2、用瓦斯爐和鍋子把水煮乾，觀察

剩下的“水垢”多寡。      

3、將水垢刮下集中觀察。 

 
  

【結果】 

地點 水質硬度測試筆數值 水垢 其他 

農兵橋 180 最少，顏色白  

復興橋 290 最多，顏色淺咖啡色，雜質多 過程中有刺鼻臭味 

月光寺 230 其次，顏色灰白  

【實驗日期】2008.4.6 

【實驗地點】學校升旗台（中午一點半） 

【器材】照度計（跟保健室護士阿姨借來的）、燒杯、勺子、三地點的溪水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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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孔雀魚的繁殖與遺傳 
 

【實驗 7】野生孔雀魚的養殖觀察 

【緣由】我們從野外捕撈發現孔雀魚公魚外形體色在個體間有很大的差異，小魚在成長過  

        程中也有不少的變化，我們想透過養殖觀察來了解。 

【實驗目的】了解野生孔雀魚生長繁殖過程 

【實驗日期】2007.11.19—2008.5.10 

【器材】網路攝影機、玻璃魚缸、魚缸用日光燈、沙子、濾水器、野外捕獲孔雀魚一批。 

 

【步驟】 

1、將劍尾魚和其他孔雀魚分開飼養，觀察劍

尾外形對子代的遺傳。 

下圖前方是網路攝影機 

2、將孔雀魚大魚和小魚分開飼養，觀察小魚成

長過程外形變化。 

 
 

【結果】1、小魚成長各階段，在外形上有相當多的變化： 

 
出生 5 小時，約 8mm。 

 
 

出生 10 天，約 9.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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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30 天，約 17.5mm。頭部線條變得較帄。 

 
出生 20 天，約 15.5mm。 

        
出生 45 天，約 20mm。雄魚臀鰭延長成交尾器，雌魚臀鰭不變仍是三角形。 

 
出生 50 天，約 24mm。尾鰭特徵及顏色開始

顯現，這是一隻劍尾小魚。 
 

出生９0 天，約２９mm。完全顯色的公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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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 8】孔雀魚劍尾特徵遺傳實驗 

【緣由】野外調查時，我們發現復興橋有大量的劍尾特徵孔雀魚，我們想了解此特徵是環 

        境還是遺傳所造成。 

【實驗目的】我們想了解孔雀魚的劍尾特徵是否會遺傳。 

【實驗日期】2007-12-5 至 2008-5-18 

【器材】玻璃魚缸 1 個、魚缸用日光燈、沙子、濾水器、野外捕獲劍尾孔雀魚一批。 

【步驟】1、將野外捕獲的劍尾孔雀魚（公魚 6 隻，母魚 2 隻）裝入魚缸中，進行繁殖飼養觀 

          察，將生產後的小魚與公母魚進行隔離飼養，避免被吃掉。  

（註：只有極少數的母魚會出現不明顯的劍尾特徵，我們只捉到 2 隻帶有雙劍特徵的母魚。） 

2、觀察並記錄。 

【結果】 

1、從我們觀察劍尾孔雀魚缸所出生的小魚發現，劍尾特徵是遺傳的結果，觀察結果如下表： 

生產日期 小魚隻數 是否出現劍尾特徵 備註 

2008-1-11 15 6 隻公魚出現雙劍特徵 其餘為母魚 

2008-3-2 11 5 隻公魚出現雙劍特徵 其餘為母魚 

2、飼養過程中我們觀察到： 

（1）劍尾延長的尾鰭經常是其他公魚的攻擊目標。尾鰭

受傷的孔雀魚是會逐漸再長出來的。如右圖的劍尾孔

雀魚，在尾鰭受傷變短後又開始長出來。 

（2）新長出的鰭條和原本鰭條接合處會有 1 彎角或不太   

帄整癒合處，你可以從下圖看出，尤其是右下圖。 

 
 

  

 

 
尾鳍被咬斷後 5 天。 

 
尾鳍被咬斷後 20 天，明顯恢復中。 

（3）劍尾小魚在帅魚階段並沒有其他特徵，一直到了公魚性別特徵完全出現，尾部特徵出現， 

接著體色出現，跟著尾鰭才會逐漸拉長，有些個體甚至逐步延長到身體的二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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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50 天，約 24mm。尾鰭先出現顏色 

 
出生 60 天，約 25mm。 

身體接著出現斑點，尾部才跟著拉長。 

 

【實驗 9】畸形魚的繁殖觀察 

【緣由】我們從野外捕撈發現，只有復興橋這個地區有比例非常高的畸形魚，而這個地區 

        又是水污染很嚴重的地區，我們想透過飼養繁殖和觀察的方式來排除畸形是遺傳  

        的因素，同時觀察正常環境下，已經畸形的野生孔雀魚是否會逐漸恢復。 

【實驗目的】了解畸形魚是遺傳還是環境污染影響 

【實驗日期】2007.11.19—2008.4.10 

【器材】玻璃魚缸 1 個、魚缸用日光燈、沙子、濾水器、野外捕獲畸形孔雀魚一批。 
 

 

【步驟】1、將野外捕獲畸形魚（公魚 6 隻，母魚 5 隻，小魚 2 隻），裝入魚缸中，進行繁殖 

          飼養觀察，將生產後的小魚與公母魚進行隔離飼養，避免被吃掉。 

 

母魚體態，卻有公魚的臀鰭特

徵，我們懷疑是畸形陰陽魚 
脊椎畸形公魚 脊椎畸形的母魚 

背鰭萎縮 

身體前後段明顯不同 
 

嘴部下方異常 

 
正常母魚被撈捕飼養後產出 

2 隻雙頭魚（連體小魚），該魚

出生 3 天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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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針尾 
畸形劍尾 

從上面俯視畸形魚 

將畸形魚集中飼養 

 
將畸形魚生的小魚與大魚分

開飼養 

 

 

【結果】1、觀察記錄表 

代

號 

畸形母魚照片 生產日期 小魚隻數 小魚正常與否 備註 

A 

 

 

 

 

 

2007/12/3 

2008/3/20 

8 隻 

12 隻 

全部正常 

全部正常 

這隻母魚具有針尾

特徵 

B  
 

 

 

 

無 無 無記錄 這隻被我們懷疑是

陰陽魚的畸形魚，同

時擁有雙性特徵，我

們也拿牠來觀察研

究。 

C 

 

 2008/1/12、 

2008/2/15 

12 

14 

全部正常 

全部正常 

 

D 

 

2008/1/20 14 全部正常 2008/2/5 母魚跳出魚

缸外，死亡。 

E 

 

 

 

 

 

 

2007/11/30、 

2008/1/2、 

2008/1/31、 

2008/2/25 

15 

13 

10 

15 

全部正常 

全部正常 

全部正常 

全部正常 

體型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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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出生的小魚沒有發現畸形的現象。與大魚分開飼養到成熟，也沒有發生變化成畸形的  

  結果。 

3、大魚在正常環境下飼養，脊椎彎曲等種種畸形皆無法恢復。 

4、畸形的大魚，屬於永久性的畸形，不會恢復正常。 

5、從網路資料得知，核二廠出水口的秘雕魚在正常水溫下是會恢復正常的。 
 

【實驗 10】光照實驗 

【緣由】我們在野外實察時，發現三個地方孔雀魚體色有些許不同，復興橋下的孔雀魚最

鮮艷，而月光寺野生孔雀魚會生活在陰暗的溝渠中，身體的顏色似乎就比較暗淡，

我們想，「光線」這個因素對孔雀魚生長與身體色彩變化會不會有影響呢？ 

【實驗目的】了解光線照射對孔雀魚的影響 

【實驗日期】2008.1.19-2008-5.20 

【器材】深色雲彩紙、剪刀、膠帶、玻璃魚缸 2 個、定時器、魚缸用日光燈、底砂、厚紙 

        板、照度計、電腦小畫家 photoimpact 軟體。 

 

【步驟】1、先將沙子掏洗乾淨，裝入魚缸中，每缸的底沙各填入 2 公分深。 

        2、每缸各加水 2000 ㏄，使兩缸條件相當。 

        3、將其中一缸四周貼上深色雲彩紙，阻隔光線，作為實驗組。另一缸維持原狀，架 

           上日光燈、定時器，作為對照組；將缸內的所有魚拍照做記錄。 

        4、每缸各放入 1 公 2 母 1 小魚。 

        5、設定對照組定時器：每日 8 時至 16 時亮燈，共 8 小時。 

6、兩缸中間用紙板隔開，以免對照組光線照到實驗組，影響控制變因。 

7、每天觀察記錄。 

        8、50 天後（期間兩缸皆生下 10 多隻小魚），將兩缸魚在相同條件下拍照記錄，比較      

          體色，隨後將原先遮蔽光線的雲彩紙拆下，貼到原先未貼紙的魚缸。 

 

 
設定時間每日八小時光照 

 
兩缸中間隔開 

【拍照說明】 

1、 以相同設備（魚缸、燈具、照相機）、相同距離 2.5 ㎝、相同亮度以照度器測量分別對兩缸

的大小魚進行拍照。再將兩隻不同缸的公魚擺在一起拍照，兩隻不同缸的母魚擺在一起拍

照，兩隻不同缸的小魚擺在一起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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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天後，將兩缸魚在相同條件下進行第二次拍照，比較體色。拆下遮蔽光線的雲彩紙， 

   在相同光線環境下飼養。 

3、14 天後，再度進行拍照驗證。 

 

【結果】1、每日照光 8 小時對於孔雀魚的體色確實發生影響，照光組體色較白，不照光組則  

           較黑，照光組的公魚較鮮艷。公魚的體色以數位相片，在電腦下以小畫家或  

           photoimpact 軟體開啟，用色彩選擇工具對色塊進行紅綠藍三色的比較。 

        2、母魚及小魚體色的變化比公魚明顯。 

        3、除去光照的影響，孔雀魚會回復先前的體色。 

 

本照片左邊的魚為每日照光 8

小時的公魚。 
本照片右邊為每日照光 8 小時

的母魚。 
本照片左邊為每日照光 8 小時

的小魚 

 

未照射光線的魚，顏色會較

暗，使用電腦放大圖片看，

身體出現黑色細小斑點。若

回到正常環境飼養或者在每

天照射光線 8 小時的情況

下，這些斑點都會逐漸消

失。 

這種情形以母魚最為明顯。 

 

 

【實驗 11】溫度差異對小孔雀魚出生性別的影響 

 

【緣由】從每一次捕捉觀察記錄發現，冬天老是抓到母魚，公魚明顯少很多。經過討論，

我們大膽假設可能的原因：1、公魚不耐低溫凍死或跑去躲起來。2、冬天水溫低時

出生的母魚比較多。因此想要透過觀察和實驗來證明。 

【實驗目的】了解冬天溫度低時母魚數量明顯較多的原因 

【實驗日期】2007.12.5 至 2008.5.28 

【器材】玻璃魚缸 2 個、沉水馬達 2 個、廢電腦電源供應器 1 個、致冷晶片、魚缸控溫器 2   

      個、加熱棒、魚燈、圕膠軟管、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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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我們在寒流來襲時到帅稚園水池進行觀察，發現當水溫太低時（當時測得

水溫 12℃），魚群大量死亡，小魚幾乎沒有倖存，公魚母魚也凍死了大半，剩

下的魚多沉入池底甚至連魚鰭也不揮動。可是死亡的公魚母魚的比例很帄

均，可見我們的第一個假設可能是錯的。 

2、我們接著請老師協助設置兩個定溫的魚缸，分別是 20℃和 28℃，每一缸

各放入 2 隻公魚和 2 隻母魚進行溫度與出生性別關係的研究。 

【結果】1、根據下圖的結果，證明溫度越低時（20℃）出生性別比例母魚偏多。 

 第一次生小魚 第二次生小魚 第三次生小魚 第四次生小魚 第五次生小魚 第六次生小魚 

28

度

缸 

2008/1/5 

母魚 A 

小魚 11 隻 

2008/3/5 

5 公 5 母 

2008/1/11 

母魚 B 

小魚 5 隻 

2008/3/11 

3 公 2 母 

2008/2/7 

母魚 A 

小魚 15 隻 

2008/3/27 

6 公 6 母 

2008/2/17 

母魚 B 

小魚 10 隻 

2007/4/17 

6 公 4 母 

2008/3/11 

母魚 A 

小魚 8 隻 

2008/5/1 

5 公 3 母 

2008/4/8 

母魚 B 

小魚 14 隻 

※說明書完成時

尚未能分辨公母 

20

度

缸 

2008/1/10 

母魚 C 

小魚 16 隻 

2008/3/10 

4 公 10 母 

2008/1/19 

母魚 D 

小魚 7 隻 

控溫器故障 

小魚被凍死 

發現時水溫

11 度 

2008/2/18 

母魚 C 

小魚 10 隻 

2008/4/18 

3 公 7 母 

2008/2/26 

母魚 D 

小魚 16 隻 

2008/4/26 

5 公 11 母 

用產卵箱保

護兩週 

2008/4/5 

母魚 C 

小魚 15 隻 

2008/5/27 

4 公 11 母 

2008/4/13 

母魚 D 

小魚 11 隻 

※說明書完成時

尚未能分辨公母 

註：（1）約 1 個半月到 2 個月，小魚才逐漸分出公母。 

（2）大魚有吃小魚的情形，所以有時會有出生小魚偏少，或是出生小魚比最後公母數量多的情況。 

（3）28℃缸是用魚缸用加溫棒及控溫器控制溫度。 

（4）20℃缸是電腦老師敎我們用廢電腦零件及控溫器控制溫度。 

 

 

 

 

 

 

 

 

 

 

 

 

 

 

 

 

 

 

 

 

 

 

 

 

 

 

 

 

 

 
 

 
在冬天氣溫低的時候抓到母魚的比例 

就偏高 

 
1、 熱水缸蒸發較快，約 2 天下降 3 公分水位，需

要經常加水。 

2、 冷水缸在夏天溫度高時，缸面會結露水，觀察 

   前要擦去水珠。 

2、發現低溫（20 度）缸帄均生產週期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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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從上一個實驗的觀察，我們知道孔雀魚無法在溫度太低的水溫下生活，這時候電 

視又不斷在報導澎湖海域寒災及南部虱目魚大量死亡的新聞，我們想了解原產熱 

帶的孔雀魚到台灣要怎麼過冬。我們於網路及書籍中尋找資料，都沒有野生孔雀 

魚如何越冬的資料，這讓我們想去野外實地調查。 

【實驗目的】研究野生孔雀魚戶外越冬行為 

【實驗日期】2008.1.2 

【器材】溫度計、電子式溫度計、棉線、圕膠軟管、60 毫升注射針筒 

五、野生孔雀魚越冬行為 
【實驗 12】野生孔雀魚越冬行為研究（一） 

 

 

 

 

 

 

 

 

 

【步驟】野外實地觀察測量溫度 

時間 地點 

 

水溫

（℃） 

氣溫

（℃） 

水溫測量方式 魚群狀況 

2008.1.2 

13：50 

農兵橋附近流域

（灌溉溝渠） 

11 13 溫度計直接測量 野生孔雀魚失去

蹤跡 

2008.1.2 

14：20 

沿著農兵橋附灌

溉溝渠找到花蓮

後火車站機務段

附近的排水溝 

18 13 溫度計直接測量 魚群集中 

數量龐大 

2008.1.2 

14：55 

月光寺圍牆外排

水溝 

16 14 溫度計直接測量 魚群活動力變差 

小魚明顯減少 

2008.1.2 

14：55 

月光寺圍牆外 

灌溉溝渠 

11 14 溫度計直接測量 完全無魚，到了 4

月我們去做水質

檢驗時發現跟旁

邊的排水溝仍是

有 2 到 3 度的差

距，只不過四月就

有魚了 

2008.1.2 

15：50 

復興橋 1 

（橋的正下方） 

17.8 15 將溫度計綁棉線拋入橋

下 

溫度計沉入淤泥中 

三分鐘後拿起觀察 

水面不時會有氣泡冒出 

魚群群聚到橋的

正下方 

2008.1.2 

15：50

至 

16：10 

復興橋 2 

（小水溝合流處） 

17 15 我們將圕膠軟管一端綁

上小石塊，一端接上注射

針筒，我們藉由石塊的重

量將管子拋入水中接近

小水溝水流入的地方，同

時因為石塊重量確保管

子不會被水沖走。我們以

注射針筒經由管子將水

抽出用電子式溫度計測

量，此一水域溫度高達

18℃。 

魚群最集中的區

域 

由岸上觀察就可

看到許多長劍尾

魚及顏色特殊鮮

豔的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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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 

16：25 

復興橋 3 

（其他開闊水域） 

 

14 15 將溫度計綁棉線拋入橋

下，三分鐘後拿起觀察 

非常少量零星的

魚 

 

 

復 

 

 

 

 

 

 

 

 

 

 

 

 

 

興 

 

 

 

 

 

 

 

 

 

 

橋 

復興橋開闊水域量水溫 天氣太冷完全看不到魚 

將溫度計用棉線綁住放入橋下量水溫 
我們抽取橋下水溝注入區的水溫測量溫度 

農 

 

 

 

 

 

兵 

 

 

 

 

 

 

橋 

農兵橋附近量水溫（水溫太低就無魚） 
 

接近火車機務段排水口水溫高還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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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光 

 

 

 

 

 

 

寺 

 
天冷時，月光寺後面紅色箭頭所指的水溝有

魚，左邊這條是完全沒有的 

 
天氣暖和時，魚會穿過紅圈所標記的孔洞 

游到左邊這條水溝 

【結果】我們特別在冬天低溫時做了三次測量，都有和上面相同的結果。對於熱水的來源， 

        我們認為： 

1、月光寺---家庭廢水，因為一牆之隔就是月光寺的廚房。 

2、機務段附近排水溝—機務段工業廢水。 

3、復興橋下—我們請教專家及老師，從底層厚厚的爛泥及不斷冒出的氣泡，我們認為是底層  

   爛泥不斷腐爛發酵的結果。 

4、我們成員之ㄧ跟家人到瑞穗去洗溫泉，意外發現溫泉廢水排水口附近水溝也有孔雀魚。 

   我們認為冬天太寒冷的水溫約 13℃或更低溫度持續一段時間，孔雀魚就會死亡，這時孔   

   雀魚必須自動尋找熱源，群聚在如深水區，或是家庭廢水排放區等較溫暖的區域，因此  

   族群生活的水域和數量都會變小。 
 

【實驗 13】野生孔雀魚越冬行為研究（二） 

【緣由】由上個實驗觀察結果，我們決定用人工製造熱源，進一步驗證野生孔雀魚在冬天 

是否有自行尋找較溫暖的水域的能力。 

【實驗目的】研究野生孔雀魚在冬天是否會自行尋找較溫暖的水域 

【實驗日期】2008.2.29 

【器材】電子式溫度計、魚缸控溫器 1 個、加熱棒、延長線。 

【步驟】在寒流來襲時，於戶外養殖野生孔雀魚的水池中。把加熱棒插電放入水中，測量加 

        熱棒周圍溫度與其它區域溫度，離開水池約 1 公尺觀察魚群情況。 

【結果】 

當天氣溫 17℃，經測量加熱棒周圍 10 公

分水溫約 27℃，越靠近加熱棒越熱，其他區

域水溫 15℃。約 15 分鐘後開始有魚群向加熱

棒周圍聚集，約 30 分鐘後有大群魚群聚集在

加熱棒周圍，證明野生孔雀魚有尋找熱源越冬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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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去年 12 月底，我們其中一位組員和家人去瑞穗泡溫泉，意外發現溫泉廢水出水口 

        附近的水溝竟然也有野生孔雀魚的蹤跡，於是老師帶我們去了一趟，想了解在冬 

        天的低溫下，野生孔雀魚的另類越冬方式。 

【實驗目的】找尋野生孔雀魚過冬的可能地點 

【觀察地點】瑞穗溫泉區溝渠 

【觀察日期】2008-1-5 

【器材】溫度計、相機、長柄魚網、裝魚圕膠桶 

註：瑞穗溫泉區離我們的家實在太遠了，所以我們並沒有把瑞穗溫泉溝渠列為我們野外觀察的地點。 

【實驗 14】野生孔雀魚越冬行為研究（三） 

 

 

 

 

 

 

 

 

 

 

 

【步驟】1、根據組員指出的地點找到野生孔雀魚出沒的溝渠。 

        2、觀察附近地形，詢問當地居民，並且記錄拍照。 

        3、開始撈魚，觀察孔雀魚體型與公母。 

【結果】1、觀察表 

棲息溝渠觀察 溝渠旁有溫泉管線（如照片所示），居民黃伯伯說，這裡是附近旅社溫泉

廢水的排放處，十幾年前他就已經看過這裡有魚，一年四季都有看到。 

氣溫 17℃ 

水溫 溫泉廢水排放口：21℃；溝裡水溫：15℃ 

撈魚觀察 孔雀魚魚群聚集在溫泉廢水排放口附近 

捕捉數目  24 隻：公魚 9 隻，母魚 12 隻，小魚 3 隻 

2、溫泉區的廢水讓附近的溫度即使在冬天也能保持一定的溫度，不至於太低，提供孔雀魚一

個過冬的環境。 

 
   

溫泉廢水排放管線 我們用長柄漁網撈孔雀魚 捕撈 24 隻野生孔雀魚 

 

六、孔雀魚和大肚魚生態之差異與關係 
 

【實驗 15】如何分辨孔雀魚和大肚魚 

【緣由】1、除了成熟的雄魚外，野生孔雀魚的母魚和大肚魚母魚外形非常近似，如何分辨 

特徵讓我們在野外實察時不致誤認，是個很重要問題。 

2、進一步了解野生孔雀魚外形特徵。 

【實驗目的】從外形上分辨孔雀魚和大肚魚的不同 

【實驗日期】2007.12.18      

【器材】電腦、電子白板、數位照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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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分別將野生孔雀魚和大肚魚拍照，使用電腦及電子白板放大照片，同時用手在電子

白板上對照片特徵進行標記，並且進行討論。 

【結果】1、母魚幾乎無法分辨，僅從計算腹鰭的鳍條數目發現：孔雀魚鰭條數 5 條，大肚魚  

           鰭條是 6 條。 

2、成熟雄魚臀鰭特化而成一延長的交尾器，大肚魚的雄魚明顯比孔雀魚長。  

 公魚 母魚 

大

肚

魚 

  

孔

雀

魚 

 
 

使用電子白板計算孔雀魚和大肚魚鳍條，右下圖是孔雀魚母魚的鰭條 

  
 

【實驗 16】孔雀魚和大肚魚在生態上的關係 

【緣由】（1）大肚魚和孔雀魚都屬於外來種的卵胎生鱂魚（2）我們在野外實察時，發現同

一個水域裡，有大肚魚就沒有孔雀魚，有孔雀魚就沒有大肚魚（3）大肚魚分布普遍，

孔雀魚的分布卻呈現點狀不連續分布。 

【實驗目的】了解孔雀魚和大肚魚生態上的不同和關係 

【實驗日期】2007.12.21 -2008.4.20        

【器材】玻璃魚缸 3 個、網路攝影機、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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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野外環境觀察。 

2、我們將野外捕捉到的孔雀魚和大肚魚分別進行室內及室外水池的飼養觀察。 

3、我們將野外捕捉到的孔雀魚和大肚魚室內做混養觀察，同時架設網路攝影機避免

人為干擾。 

 
大肚魚捕捉地點：新城鄉龍泉

親水公園 

 
帅稚園水池--戶外養殖 

 
室內混養觀察 

 

【結果】 

 野外觀察 養殖觀察 

12 月到 4 月 

戶外養殖 混養觀察 

各 10 隻（5 公 5 母） 

孔 

雀 

魚 

 

（1）表層魚 

（2）耐污染 

（3）分布區域比較小，多在

流速較慢的水域或溝渠 

整年皆可繁殖 

帄均 28 天 

繁殖力較強 

不耐寒長

期低溫 13

度左右會

死亡 

（1）遭受大肚魚攻擊 

僅能逃避，很少回擊。 

（2）3 天後 2 隻孔雀公魚

死亡，其餘不論公母魚，魚

鰭皆有破損。爲避免死亡，

停止混養觀察，分缸飼養。 

大 

肚 

魚 

 

（1）表層魚 

（2）耐污染 

（3）分布區域普遍，大小河

流不論流速都很容易發現 

（1）應該有固

定繁殖季節 

（2）未見繁殖 

安全度過

寒流 

 

（1）2 隻公魚尾鰭也有受

傷，母魚皆完好。 

（2）較為強勢，主動攻擊。 

 

 

柒、討論 
 

一、回應研究目的（三）：野外孔雀魚的越冬行為 

    對照【實驗 12】、【實驗 13】和【實驗 14】發現--- 

（一）在台灣冬天的低溫下，孔雀魚必須尋找高溫區域過冬，否則就會死亡。 

（二）對照【實驗 11】環境低溫時誕生的小魚則以能繁殖下一代的母魚居多。 

（三）發現高水溫越冬區： 

    1、家庭或工業廢水區，如月光寺和火車站機務段水溝。 

    2、底部有厚淤泥，不斷腐爛冒氣泡升高水溫，如復興橋下。 

    3、溫泉區，如瑞穗溫泉區廢水出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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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應研究目的（七）：孔雀魚和大肚魚的關係 

    生物學上分類，大肚魚和孔雀魚，都是花鱂屬外來魚種，外形上也近似，常有人誤認為野

生孔雀魚指是彩色的大肚魚。但是我們發現同一水域只要有大肚魚就沒有孔雀魚。經過進行比

較，對照我們【實驗 15】和【實驗 16】發現： 

（一）這兩種魚存在競爭的關係，而大肚魚相對優勢，並且會攻擊孔雀魚。 

（二）對於台灣冬天低溫的環境，大肚魚有較佳的適應力。 

（三）透過【實驗 15】實際上去分辨兩者的雄魚，會發現大肚魚的交配腳比較長；至於母魚  

      則要去計算兩者的鰭條才可分辨，無法直接分辨。 

三、孔雀魚族群的擴展： 

    由以上研究，對照我們戶外棲地的觀察，我們認為孔雀魚族群的擴展是每年氣溫升高後，

族群會從越冬區被水流往下游帶，尋找新的生長繁殖地點，憑著高繁殖力迅速繁衍，同時耐污

染的能力也讓牠可以佔領許多其他魚類無法生活的區域。但是面對大肚魚的競爭和某些流域流

速較快的影響，在同一條河流或溝渠往往呈現點狀不連續的分布，這時族群的數量愈來愈龐

大。一直到冬天，若無法尋找到越冬區，就會死亡，族群的數量又迅速變少。如此，一年復一

年，在我們的觀察中，農兵橋附近的灌溉溝渠就是孔雀魚的夏季繁殖區，而後站機務段的水溝

則是牠的越冬區。 

現有的分布地點容易受到人為工程破壞而消滅，進而影響孔雀魚棲息地縮小，如花教大體

育館後方水溝加蓋整治，使得族群消失，我們找不到孔雀魚的蹤跡。所幸野生孔雀魚有極強的

耐污染能力，還能在許多受污染排水溝裡活著。 

四、回應研究目的（六）：畸形孔雀魚的探討 

（一）由捕捉記錄看來，只有復興橋附近有畸形魚的出現。 

（二）透過【實驗 9】繁殖觀察，證明野生孔雀魚在正常環境，並不會產生畸形的子代。 

（三）由網路資料得知，核二廠出水口的畸形魚，是因為高溫造成畸形，如果回到常溫下飼  

      養，會逐漸恢復正常，我們測量過復興橋的水溫【實驗 12】並沒有發現特別高溫的水 

      域；【實驗 9】繁殖實驗也證明是永久畸形，不會恢復正常。推測是環境污染導致畸形 

      的另一個佐證。因此，我們推測復興橋下一帶的孔雀魚畸形的因素，應該可以排除遺 

      傳因素和水溫的影響。 

（四）由【實驗 5】的結果看來，復興橋的水域是屬於高度污染水域，因此，我們推測畸形 

的原因是水質污染的結果。 

捌、結論 

 

一、孔雀魚這外來魚種體型體色上有極多變化，有些變化如劍尾特徵會透過遺傳被保留下來。 

二、孔雀魚的體色會隨周圍光線變化，公魚的體色甚至因為充足的光線而更加鮮豔。 

三、孔雀魚並沒有明顯的繁殖季節，一年四季都會以卵胎生的方式生產小魚，但是當水溫低時

帄均生產週期較長。每一胎小魚的公母比例，會隨著出生時水溫而有所不同。通常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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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未來有待研究的方向 

 

    經過這幾個月來的研究與野外實察，我們發現在網路及書籍上有各種不一樣的說法，

許多甚至是明顯的錯誤，例如：野生孔雀魚常被錯認為彩色大肚魚，另外台灣魚類資料庫

網站標出孔雀魚的最大體長是 3.5cm，但事實上我們在野外常常捕捉到體長超過 4cm 的孔

雀魚，諸如以上的錯誤資訊，在我們的研究中也一一釐清。 

    當然，我們也整理了一些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一）台灣南部屬於熱帶的地區，當地的野生孔雀魚是否需要越冬？  

（二）觀察劍尾特徵的雄魚，有些個體尾部竟然達到體長三分之二，雖然我們已經證明劍

尾特徵是遺傳影響，但是這樣長的尾鰭真的適合生存嗎？大部分劍尾特徵孔雀魚都

是在復興橋所捕獲，這個水域流速又最慢，這兩者有關係嗎？ 

（三）人工改良的品系孔雀魚不斷被棄養到河流裡，會對目前台灣水域中的孔雀魚造成什

麼改變？ 

（四）我們在網路查到高雄縣衛生局與宜蘭縣政府以孔雀魚做為生物防治法進行滅蚊，目

前仍在實驗當中，這也是未來很好的研究方向。 

 

越高，公魚的出生比例就越高。 

四、由小魚到大魚的成長過程，體型顏色都會產生很多的變化。 

五、野生和人工繁殖的孔雀魚比較：（一）顏色較少不鮮艷（二）尾鰭較小（三）野生雄

魚必有黑點或藍色斑點（四）每一胎出生小魚只有十多隻，與人工繁殖的孔雀魚動輒

四、五十隻少很多。 

六、野生孔雀魚生活在中度偏硬水、水流緩慢的區域，甚至可在高污染區域存活。 

七、野生孔雀魚因環境污染產生畸形魚，這樣異常的魚類在正常的環境下飼養，並不會將

畸型的基因遺傳到下一代，已經畸形的魚也不會恢復正常。 

八、孔雀魚有越冬的問題，冬天太寒冷就會大量死亡，這時必須自動尋找熱源，群聚在深

水區、溫泉區附近或是家庭廢水排放區等較溫暖的區域，因此冬天族群生活的水域和

數量都快速變小。 

九、我們發現野生孔雀魚對大肚魚屬於相對弱勢，如果在混養的情況下，會遭受不斷攻擊

而死亡，因此在許多有大肚魚的河段，孔雀魚就無法繁殖並消失。 

十、孔雀魚在台灣各地呈現點狀不連續分布的原因是： 

   （一）孔雀魚越冬的問題（二）流速（三）和大肚魚競爭的關係。若再加上人為的環

境破壞及污染，就是影響孔雀魚分布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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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1548 

1. 觀察孔雀魚生態及生長，觀察仔細，研究設計有巧思及創

意。 

2. 有關環境汙染和畸形魚之間的關係，可再設計實驗深入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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