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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螺」生門～翻轉螺的生態與生活習性探討 
摘要 

螺，生長在水中，是平常生活裡十分常見的生物。以淡水螺類來說，水田、溝渠、池坑、

埤塘、溪流…等水域，都能見到牠們的蹤影。只是，一般螺類體型不大、不太起眼，因此除

了影響農作物的負面消息報導之外，很少受到關心和注意。 
近來，水資源的珍惜與水域環境、水質維護逐漸受到重視，我們也開始注意校園水域的

生態與水質污染問題。在這個過程中，老師曾提到有一種被稱為「翻轉螺」的生物，對水質

的污染具有察覺性，可作為水域環境變化的指標性生物。因此，我們想研究這種螺，觀察牠

與溪流裡其它螺類的差異性在哪？身體構造及生殖方式有什麼不同。同時，研究牠在校園中、

水塘、溪流的生活型態、覓食行為。另一方面，探討翻轉螺對光線、溫度、顏色的反應。此

外，我們以所學到的水溶液酸鹼性單元來檢測牠對於酸鹼、鹽等溶液的耐受範圍以及對環境

變化的反應，期望在這些觀察研究中能發現牠的生態特徵，以及能提供的環境資訊。經過老

師的熱心指導，同學們間的努力不懈，在這一系列的實驗中發現許多有趣的現象及寶貴的知

識喔！ 
 

圖 1.不同階段、不同型體大小的翻轉螺 

壹. 研究動機 

平時課餘時間我們都會對鄉內的溪流做水質監測活動，幫鄉內的溪流把關、充當河溪的

醫生，過程中發現許多底棲無脊椎生物，尤其在礫石、鵝卵石表面及細縫中曾發現有許多不

同種類的螺，其中觀察到有曾經在校園生態池內出現過的螺--翻轉螺，牠是水質中度汙染的

生物指標。此時讓我們突然想起曾經在校園生態池內出現的翻轉螺為何經過一個暑假就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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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令我們不禁懷疑是否因為生態池的水質受到外來的汙染，如酸雨。於是引發我們的好

奇心，很想利用這學期所教授的課程-水溶液的酸鹼性單元來檢測翻轉螺酸鹼、鹽、糖等溶液

的耐受範圍、牠的生態及能提供哪些環境資訊？牠與溪流裡其它螺類的差異性在哪？這些都

是我們想了解的課題，因此我們要來觀察研究牠們。 
 
貳.     研究目的 

一、    觀察研究翻轉螺及其它淡水螺在校園中、水塘、溪流的生活型態 
（一）翻轉螺及其它螺類的取得 

二、    觀察翻轉螺的特徵及與各種淡水螺的差異 
（一）翻轉螺的身體構造 
（二）翻轉螺的運動方式及棲息位置 
（三）翻轉螺的性別 
（四）翻轉螺一顆卵可孵化的幼螺數 

  （五）比較所發現的各種淡水螺與翻轉螺在特徵上的差異 
三、   探討翻轉螺的覓食行為與水生植物的依存關係 
（一）翻轉螺最喜歡的食物類型 
（二）翻轉螺與水生植物的依存關係 
四、   翻轉螺對日照、光線、溫度、顏色的反應 
（一）翻轉螺對日照的反應 
（二）翻轉螺對光線明暗的反應 
（三）翻轉螺對水體溫度的反應 
（四）翻轉螺的卵對水體溫度的反應 
（五）翻轉螺對顏色的反應 
（六）鹽水濃度的高低對翻轉螺的卵之研究 
五、   翻轉螺生存棲境的探討 

   （一）珊瑚礁石對翻轉螺生長的研究 
 （二）鹽水濃度的高低對翻轉螺生長的研究 
 （三）翻轉螺酸鹼耐受程度的研究 
 （四）翻轉螺對混濁水的反應 

  
參. 研究設備及器材 

    塑膠水族箱(長 28cm×寬 18.6cm×高 12.9cm)、溫度計、量杯（300cc）、白紙、放大鏡、篩

網、顯微鏡、量尺、打氣 pump、粉狀魚飼料、蔬菜、量秤、珊瑚礁石、水生植物(水芙蓉、

蓮葉、空心菜、布袋蓮、金魚藻、水蘊草)、相機、桌燈、黑色垃圾袋、玻璃紙(黃、淺藍、藍、

深藍、紅、黑、紫)、糖、鹽、小蘇打粉、肥皂、石灰、食用醋、硼酸、檸檬酸、石蕊試紙、

廣用試紙、沙奇盤等。 

 

肆、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觀察翻轉螺在校園生態池的生活型態 

（一）翻轉螺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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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驗問題：翻轉螺喜歡在校園生態池裡的哪些地方生活呢？ 
2、實驗方式與步驟： 
（1）經過我們的觀察，翻轉螺大多出現在校園內生態池的蓮葉下，其餘的水生植

物鮮少發現其蹤跡。 
（2）其他螺類取得來源： 

a. 蘋果螺：由水族館所提供 
b. 石田螺：鄉內水田 
c. 瘤蜷、網蜷、扁蜷：鄉內溪流 

圖 2.生態池蓮葉下的翻轉螺 圖 3.生態池蓮葉下翻轉螺的卵 

 
二、  觀察翻轉螺的特徵與各種淡水螺的差異 

（一）翻轉螺的身體構造 
1、實驗問題：翻轉螺牠們有什麼特徵？ 
2、實驗方式與步驟：利用顯微鏡來觀察翻轉螺的殼紋，並且用紙和鉛筆把牠畫出

來，並對照圖鑑。 

圖 4.以顯微鏡觀察翻轉螺的身體構造 
 

（二）翻轉螺的運動方式及棲息位置 
1、實驗問題：我們如何進一步了解翻轉螺的生活特性呢? 
2、實驗方式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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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過我們的討論和請教老師，決定先觀察翻轉螺在水族箱的移動模式及可在

水體的哪些位置。 
(2)把 6 種螺(蘋果螺、石田螺、瘤蜷、網蜷、扁蜷、翻轉螺)各 5 隻放在水族箱，

觀察其螺的棲息位置。 

 
圖 5. 觀察翻轉螺在水族箱中的生活型態 

 
（三）翻轉螺的性別 

1、實驗問題：翻轉螺有分公和母的嗎? 
2、實驗方式與步驟：我們把孵化不久的幼螺取一隻放入量杯單獨飼養，直到幼螺長

大變成成螺，觀察是否會產卵。 
     

（四）翻轉螺一顆卵塊可孵化的幼螺數 
1、實驗問題：翻轉螺一顆卵塊可孵化幾隻小螺呢? 
2、實驗方式與步驟：把一顆卵塊含蓮葉取下後放入量杯裡，在室溫下觀察培育。 
 

（五）比較所發現的各種淡水螺與翻轉螺在特徵上的差異 
 1、實驗問題：到底淡水螺與翻轉螺在特徵上有哪些差異呢? 
2、實驗方式與步驟：利用放大鏡來觀察各種淡水螺身體的各部位名稱及位置。  

 
三、探討翻轉螺的覓食行為 

（一）翻轉螺最喜歡的食物類型 
 1、實驗問題：翻轉螺最喜歡哪些食物呢? 
2、實驗方式與步驟：準備高麗菜、黑木耳、豌豆、波菜、茼蒿、甜菜葉、白蘿蔔、

紅蘿蔔、芹菜、大陸妹、甜菜、龍葵，分別將每一種蔬菜放入一個水族箱，並放

入 5 隻翻轉螺，每天觀察三次，如有因氧化而腐敗或枯萎的會隨時更換，持續二

週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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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妹 芹菜 白蘿蔔 黑木耳 

  
甜菜葉 茼蒿 波菜 豌豆&高麗菜 

圖 6. 以各種不同的蔬菜進行翻轉螺覓食行為實驗 

 
 1、實驗問題：翻轉螺最喜歡哪些水生植物呢? 
2、實驗方式與步驟： 

(1)拿六個水族箱，分別放入水芙蓉、蓮葉、空心菜、布袋蓮、金魚藻、水蘊草及

加入 4000ml 的地下水。 
(2)各放入經過量測、平均長度接近的翻轉螺各十隻。 
(3)每隔一週量測一次，算出其平均值以比較其成長量。 

 
四、翻轉螺對日照、光線、溫度、顏色的反應 

（一）翻轉螺對日照的反應 
1、實驗問題：翻轉螺在全日照、半日照、無光等三種環境下哪一種長得最快呢? 
2、實驗方式與步驟： 

(1)取三個水族箱分別放入十隻翻轉螺、金魚藻長度 50cm、地下水量 4000ml。 
(2)首先量測及平均三盒翻轉螺的螺長。 
(3)每隔 1 日餵食薄片魚飼料。 
(4)全日照的實驗，晚上時利用臺燈當做光源，早上一來學校就把燈源關掉。 
(5)無光照實驗是把整個水族箱用黑色不透光垃圾袋全部封住，在其上源穿幾個

小洞，放置在不透光的桌底下。 
(6)每隔一個月去量測各個實驗組的螺長成長差異量。 

（二）翻轉螺對光線明暗的反應 
1、實驗問題：翻轉螺是正趨光還是負趨光呢? 
2、實驗方式與步驟： 

(1)取一個水族箱放入十隻翻轉螺，加入地下水 4000ml，金魚藻 50cm。 
(2)把水族箱的一半用黑色不透光垃圾袋圍住，使這個區域不受光。 
(3)於每一節下課觀察紀錄螺在哪一邊的個體數較多，同時測量、紀錄當時的水

溫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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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翻轉螺對光線明暗的反應 圖 7-2 翻轉螺對光線明暗的反應 

 
（二）翻轉螺對水體溫度的反應及生長速率的差異 

1、實驗問題：(1)翻轉螺會因為水體的溫度不同而造成成長的速率的不同嗎? 
             (2)在不同溫度下，翻轉螺在水中的分佈情形(在底層、中層、表層或

水面上) 
2、實驗方式與步驟： 

(1)取五個水族箱分別放入十隻翻轉螺，加入地下水 4000ml，金魚藻 100cm。 
(2)其中一個水族箱放入冰箱底層，溫度約 4℃；其餘四個水族箱的溫度分別控制

在 15℃、20℃、25℃、30℃，利用加冰塊的方式及加溫器的方式來控制溫度。 
(3)紀錄並觀察翻轉螺的活動狀態及生成情形。 

 
（四）翻轉螺的卵對水體溫度的反應 

1、實驗問題：翻轉螺的卵會因為水體溫度的不同而造成孵化的速率不同嗎? 
2、實驗方式與步驟： 

(1)取三個量杯，分別放入同時期剛產出的螺卵各兩粒，加水 500cc。 
(2)三個量杯：一個放入冰箱底層，溫度約 4℃；另一個保持常溫約 20~24℃；

最後一個放入加溫器，使其水溫保持在 30℃。 
(3)紀錄並觀察卵的變化及孵化時間。 

（五）翻轉螺對顏色的反應 
1、實驗問題：翻轉螺喜歡哪一種顏色呢? 
2、實驗方式與步驟： 

(1)取七個小杯子，分別用不同顏色的玻璃紙(黃、淡藍、藍、紅、黑、紫、重藍

色)包裝好後，同時放入一個水族箱裡。 
(2)將水族箱內區分成淺色系區(黃、淡藍、藍、紅)及深色系區(黑、紫、重藍色)

等兩部分放置杯子 
(3)放 20 隻翻轉螺於水族箱中，水量高度高於實驗杯子，讓螺可在杯子間自由

爬行移動。 
(4)每日定時餵食魚飼料。 
(5)於每日上午九點二十分、中午十二點四十分、下午三點四十分分別觀察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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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各杯子內的螺數量。 

圖 8-1 翻轉螺對顏色的反應(1) 圖 8-2 翻轉螺對顏色的反應(2) 

 
（六）鹽水濃度的高低對翻轉螺的卵孵化影響之研究 

 1、實驗問題：翻轉螺的卵在哪一種鹽水濃度下會較快孵化? 
2、實驗方式與步驟： 

(1)取四個水族箱，分別加入 5g 的鹽，及 2000ml、3000ml、4000ml 的地下水及

對照組(純地下水)，調配鹽水濃度分別為 0.25%、0.169%、0.125%。 
(2)把卵連帶蓮葉，分別放入水族箱內觀察卵的變化。 

 
五、 翻轉螺生存棲境的探討 

（一）珊瑚礁石對翻轉螺生長的研究 
1、實驗問題：水裡珊瑚礁石的有無會不會影響螺的生長情況呢? 
2、實驗方式與步驟： 

(1)取二個水族箱，分別加入 4000ml 的地下水及 50cm 的水蘊草。 
(2)其中一組加入 500g 的珊瑚礁石，另一組不加，且各放入 10 隻翻轉螺。 
(3)每日定時餵食魚飼。 
(4)首先量測及平均兩組翻轉螺的螺長。 
(5)於一個月後量測翻轉螺體長。 

圖 9-1 珊瑚礁石對翻轉螺生長的研究 圖 9-2 珊瑚礁石對翻轉螺生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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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鹽水濃度的高低對翻轉螺生長的研究 

1、實驗問題：不同濃度的鹽水會造成成長的速率的不同嗎? 
2、實驗方式與步驟： 

(1)取三個水族箱，分別加入 5g 的鹽，及 2000ml、3000ml、4000ml 的地下水、

及 10 隻翻轉螺、個別放入水草 50cm。 
(2)觀察其活動力。 
(3)觀察其在水裡的位置。 
(4)每日定時餵食魚飼。 
(5)首先量測及平均三組翻轉螺的螺長。 
(6)於一個月後量測其螺長。 

圖 10-1 量測鹽的克數 圖 10-2 調製不同濃度的鹽水溶液 

 
(三)翻轉螺酸鹼耐受程度的研究 

1、實驗問題：翻轉螺到底可以生存在酸鹼何種程度的範圍? 
2、實驗方式與步驟： 
一、以常見的食用物質、化學實驗藥劑調成酸鹼溶液： 
(1)調製檸檬酸水溶液、硼酸水溶液、小蘇打水溶液、石灰水溶液、肥皂水等溶液。 
(2)溶質均取 40g，水均取 4000ml 的地下水來調配及溶質均取 10g，水均取 4000ml
的地下水來調配。 
(3)利用廣用試紙來測定所調配的各溶液之 PH 值為多少。 
(4)每個水族箱各放入 5 隻翻轉螺。 
(5)觀察並紀錄活動力強、能繼續實驗的翻轉螺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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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酸水溶液 硼酸水溶液 

  
小蘇打水溶液 肥皂水等溶液 

 
石灰水溶液 

圖 11. 翻轉螺酸鹼耐受程度的實驗 

 
二、以常見之食用物質調成酸鹼水溶液： 

            (1)利用檸檬及水的稀釋，分別調配出 4、5、6 之 PH 值。 
            (2)利用小蘇打粉末及水的稀釋，分別調配出 8、9 之 PH 值。 
            (3)每個小族箱各放入 5 隻翻轉螺。 

  (4)觀察並紀錄動力強、能繼續實驗的翻轉螺數量，瀕臨死亡的螺則快速取出。 
 

（四）翻轉螺對混濁水的反應 
1、實驗問題：水質過於混濁導致光線不透光，是否會降低水生植物行光合作用而

使水中溶養量降低，使得翻轉螺成長速率降低? 
2、實驗方式與步驟： 
(1)取二個水族箱，分別放入 160g 校園生態池淤泥、2000ml 地下水、300cm 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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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放 5 隻翻轉螺。 
(3)每日定時餵食魚飼料。 
(4)於每節下課都會用攪拌棒擾動水族箱的底泥，使水質變混濁。 
(5)實驗前先量測二組翻轉螺的螺長，計算、紀錄平均值。 
(6)於兩週後量測翻轉螺體長，計算其成長量。 

  

  
圖 12-1 量測 160g 的生態池淤泥-甲盒 圖 12-2 量測 160g 的生態池淤泥-乙盒 

（五）在實驗的過程中，我們會專注觀察螺的活動力和生命跡象，若活力很差、瀕臨死

亡，我們就將它取出，停止參與實驗，在實驗結果分析上則偏重活動力強的螺數及生長情形。 
 

五、研究結果 
一、觀察翻轉螺在校園生態池的生活型態 

(一) 翻轉螺及其它螺類的取得 
1.經過我們的觀察，翻轉螺大多出現在校園內生態池的蓮葉下，其餘的水生植

物鮮少發現其蹤跡。 
2.其他螺類取得來源： 

(1) 蘋果螺：由水族館所提供 
(2) 石田螺：鄉內水田 
(3) 瘤蜷、網蜷、扁蜷：鄉內溪流 

 
圖 13 手繪翻轉螺的外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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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察翻轉螺的特徵與各種淡水螺的差異 

(一) 翻轉螺與其它淡水螺的身體構造及行為(以下都以成螺來比較) 
 翻轉螺 蘋果螺 石田螺 瘤蜷 網蜷 扁蜷 

殼  長 12mm 15mm 30mm 25mm 30mm 15mm 
殼  口 左旋螺 無法辨識 右旋螺 右旋螺 右旋螺 無法辨識 
口  蓋 無 無 有 有 有 無 

顆粒瘤狀物 無 無 無 有 有 無 
觸  角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顏  色 
深灰近黑有

褐色斑點 
紅橘色 綠褐色 深褐色 褐色 淡褐色 

離開水面 有 未曾 有 未曾 未曾 未曾 
 

（一）翻轉螺的運動方式及棲息位置 
1. 我們發現翻轉螺會倒著滑行，具有在水面上漂浮游動的能力。 
2. 常常看到翻轉螺倒著在水面上，不停的張口閉口的呼吸。 
3. 所有的淡水螺都爬過水族箱的任何角落，表示螺在水中沒有特別喜歡在哪個位

置。                                   
4. 翻轉螺、石田螺有時會離開水面上，甚至測量到爬離水面上 3cm 的位置。 
 

（二）翻轉螺的性別 
1. 經過我們的觀察，從 96 年 9 月 25 日到 10 月 26 日止竟然發現每盒有數量約二

十多隻的小螺出現，而且沒有出現過螺卵，令我們不禁懷疑翻轉螺跟竹節蟲一

樣，行孤雌生殖，且為自體受精。 
2. 如果混養在一起，可行異體受精，會產出卵，為卵生。 

 
(四) 翻轉螺一顆卵塊可孵化的幼螺數 
     1.常溫下(約 26℃)從 96 年 10 月 24 日到 11 月 6 日孵化，共計 14 日，幼螺數為 18

隻。 
       

三、探討翻轉螺的覓食行為 
(一) 翻轉螺最喜歡的食物類型 

1. 實驗日期:從 97 年 2 月 22 到 97 年 3 月 10 日 
2. 喜好的程度如下表 

食物 高麗

菜 
黑木

耳 
琬豆 波菜 茼蒿 甜菜

葉 
白蘿

蔔 
紅蘿

蔔 
芹菜 大陸

妹 
甜菜 龍葵

食用

情形 
Δ × × Δ Ο Ο × × × Ο × Ο 

備註 ˇ表示食用全部   Ο表示食用很多    Δ表示食用少許     ×表示幾乎沒有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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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翻轉螺與水生植物的依存關係 
實驗日期:96 年 10 月 2 日到 96 年 11 月 21 日 共計 50 日，每十日測量一次，共測量 5
次 
1.實驗開始時的螺長平均(10 月 2 日) 

一、水芙蓉

mm 
二、蓮葉 mm 三、空心菜

mm 
四、布袋蓮

mm 
五、金魚藻

mm 
六、水蘊草

mm 
平均 3.6 平均 3.3 平均 3.9 平均 3.3 平均 3.7 平均 2.4 

 
2.第一次量測(10 月 12 日) 

一、水芙蓉

mm 
二、蓮葉 mm 三、空心菜

mm 
四、布袋蓮

mm 
五、金魚藻

mm 
六、水蘊草 mm

平均 4.3 平均 5.7 平均 4.2 平均 3.8 平均 4.0 平均 2.7 

 
3.第二次量測(10 月 22 日) 

一、水芙蓉

mm 
二、蓮葉 mm 三、空心菜

mm 
四、布袋蓮 mm 五、金魚藻 mm 六、水蘊草

mm 
平均 5.2 平均 6.7 平均 4.4 平均 4.2 平均 4.3 平均 2.8 

 
4.第三次量測(11 月 1 日) 

一、水芙蓉

mm 
二、蓮葉 mm 三、空心菜

mm 
四、布袋蓮 mm 五、金魚藻 mm 六、水蘊草

mm 
平均 5.6 平均 7.15 平均 4.54 平均 4.44 平均 4.55 平均 3.0 

 
5.第四次量測(11 月 11 日) 

一、水芙蓉

mm 
二、蓮葉 mm 三、空心菜

mm 
四、布袋蓮 mm 五、金魚藻 mm 六、水蘊草

mm 
平均 5..95 平均 7.65 平均 4.61 平均 4.66 平均 4.66 平均 3.05 

 
6.第五次量測(11 月 21 日) 

一、水芙蓉

mm 
二、蓮葉 mm 三、空心菜

mm 
四、布袋蓮 mm 五、金魚藻 mm 六、水蘊草 mm

平均 6.3 平均 8.5 平均 4.95 平均 5.0 平均 5.05 平均 3.11 

 
7.每次量測後的成長量 

一、水芙蓉

mm 
二、蓮葉 mm 三、空心菜

mm 
四、布袋蓮

mm 
五、金魚藻

mm 
六、水蘊草

mm 
0.7 2.4 0.3 0.5 0.3 0.3 

0.9 1.0 0.2 0.4 0.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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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45 0.14 0.24 0.25 0.2 

0.35 0.5 0.07 0.22 0.11 0.05 

0.35 0.85 0.3 0.34 0.39 0.06 

※六種水生植物中，以翻轉螺與蓮葉的組合成長的最多，且有卵的出現。 
 
 
 
 
 
 
 
 
 
 
四、翻轉螺對日照、光線、溫度、顏色的反應 

（一）翻轉螺對日照的反應 
1. 實驗開始時的螺長平均                          日期:96 年 10 月 4 日 

全日照的螺長(mm) 半日照的螺長(mm) 全黑(無任何光照)螺長(mm) 
平均 5.6 平均 5.6 平均 5.45 

 
2. 第一次量測                                    日期:96 年 11 月 4 日 

全日照的螺長(mm) 半日照的螺長(mm) 全黑(無任何光照)螺長(mm) 
平均 6.45 平均 6.05 平均 5.45 
金魚藻長得很茂密且有很多

綠藻繁生 
金魚藻長得很茂密 金魚藻變得很稀疏 

 
2. 第二次量測                                    日期:96 年 12 月 4 日 

全日照的螺長(mm) 半日照的螺長(mm) 全黑(無任何光照)螺長(mm) 
平均 7.35 平均 6.75 平均 5.64 
金魚藻長得非常茂密且有很

多綠藻繁生 
金魚藻長得很茂盛 金魚藻變得非常稀疏 

 
2. 第三次量測                                    日期:96 年 1 月 4 日 

全日照的螺長(mm) 半日照的螺長(mm) 全黑(無任何光照)螺長(mm) 
平均 8.6 平均 7.25 平均 5.33 
金魚藻長得非常茂密且有很

多綠藻繁生 
金魚藻長得很茂盛 金魚藻全死光 

 
3. 每次量測後的成長量 

0

0.5

1

1.5

2

2.5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水芙蓉

蓮葉

空心菜

布袋蓮

水蘊草

金魚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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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差異量的次數 全日照的螺長(mm) 半日照的螺長(mm) 全黑(無任何光照)螺
長(mm) 

第一次量測差異量 0.85 0.45 0 

第二次量測差異量 0.9 0.7 0.19 
第三次量測差異量 1.25 0.5 -0.31 
 

1. 全日照組的翻轉螺成長量較其它組別的輻度大 
2. 無光照的翻轉螺成長輻度最小，甚至最後一次的差值是負成長 
3. 在全日照組的盒內，綠藻繁生，無光照組的金魚藻呈現枯萎狀態 
 

（二）翻轉螺對光線明暗的反應               實驗日期從 97 年 1 月 4 日至   3 月 16 日 
1.下表為統計後平均的結果 
觀測紀錄時間 水體平均溫度 黑色不透光區  螺的個體數 日光照射區    螺的個體數 

7:00~7:30 19 1 9 
8:00~8:30 19.5 1 9 
9:00~9:30 20 2 8 

10:00~10:30 22 3 7 
11:00~11:30 24.5 4 6 
12:00~12:30 28 5 5 
13:00~13:30 29.5 9 1 
14:00~14:30 32 8 2 
15:00~15:30 28 4 6 
16:00~16:30 25 2 8 
17:00~17:30 23 1 9 

1. 實驗結果顯示翻轉螺喜好陽光，唯中午時陽光太強烈，翻轉螺會躲到陰影

處。 
2. 中午，溫度太高時(如超過 30℃)，翻轉螺會爬離水面。 

（三）翻轉螺對水體溫度的反應           實驗日期從 96 年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8 日 
下表為一個月以來的平均的數量 
 
水中或表

面數量 

4。C 
 

15。C 20。C 25。C 30。C 

平均 
數量 
 
 
活動力 

a:_ 8__  
b:__2__ 
c:_____ 
d:_____ 
靜止不動 

a :_5__  
b:_2__ 
c:__3__ 
d:_____ 
活動力弱、緩

慢 

a :__4__  
b:__3__ 
c:__3__ 
d:_____ 
活動力不錯 

a :__3__  
b:__5___ 
c:__2___ 
d:_____ 
活動力很好 

a :_____  
b:__2_  
c:__2__ 
d:__6__ 
活動力強 
支持最後的螺

數為 2 隻 



 15

 a 代表水面底層 2cm 的數量   b 代表水面中層 2cm 的數量  c 代表水面上層 2cm 的數量 
                         d 代表爬至在水面上數量 

1. 結果顯示 4。C 下的翻轉螺，幾乎靜止不同，也不進食，像在冬眠。 
2. 30。C 下的翻轉螺，爬出水面的數量較多，顯示 30。C 水體溫度對其太

過於高溫，受不了紛紛爬出水面。實驗終了，剩 2 隻，其餘皆在過程中

因瀕臨死亡而取出。 
3. 翻轉螺最適溫度在 20。C~25。C 之間。 

 
（四）翻轉螺的卵對水體溫度的反應            實驗日期從 96 年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26 日 
水體溫度 室溫 20~24℃ 30℃ 4℃ 
卵的外觀變化及結果 孵出 18 隻小螺 變大但未孵化 變大且有白斑點，最後孵化

1. 在實驗過程當中室溫的最快孵化，在 11 月 6 日即孵出 18 隻小螺，共 14 天 
2. 三組實驗中，卵塊都有變大的趨勢 
3. 4℃的卵塊至 11 月 22 日(已經過 31 天)才孵化。 
4. 30℃的卵塊變大但未孵化。 
（五）翻轉螺對顏色的反應                   實驗日期從 97 年 2 月 18 日至 4 月 2 日   
下表為統計後平均的結果 

翻轉螺對不同種顏色的喜好    
      共 20 隻螺 

玻璃紙的顏色 
上午九點二十分觀察

之數量 
中午十二點四十分

觀察之數量 
下午三點四十分

觀察之數量 
總計 

黃 4 4 5 13 
淡藍 7 4 5 16 
淺紅 3 3 2 8 
藍 1 

淺色系合

計數量 
15 

3 

淺色系合

計數量 
14 

1 

淺色系

合計數

量 
13 5 

淺

色

系 

重藍 2 2 2 6 
紫 2 2 2 6 

黑 1 2 3 6 
  

深色系合

計數量 
5 

 

深色系合

計數量 
6 

 

深色系

合計數

量 
7  

深

色

系 

※結果顯示翻轉螺喜歡淺色系的顏色大於深色系的顏色，推論因為淺色系透

光比深色系佳，所以淺色系周圍有較多的螺數量。 
 

（六）鹽水濃度的高低對翻轉螺的卵之研究     實驗日期從 97 年 1 月 2 日至 1 月 30 日  
不同的鹽水濃度 濃度 0.125% 濃度 0.169% 濃度 0.25% 對照組 
卵外觀的變化 變大且有白斑點，但未

孵化 
變大且有白斑點，但未

孵化 
變大且有白斑點，但未

孵化 
孵出 21 隻小螺 

1. 在實驗過程當中只有對照組的有孵化，在 1 月 17 日即孵出 21 隻，共 15 天 
2. 其餘的鹽水濃度皆未孵化，但濃度 0.125%的那一組在 1 月 7 日(經過 5 天)，卵即

出現白斑點，是所有實驗組中最快有變化的，其餘的約 1 月 11 日(經過 9 天)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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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斑點的變化。 
 
五、 翻轉螺生存棲境的探討 

（一）珊瑚礁石對翻轉螺生長的研究        實驗日期從 97 年 1 月 2 日至 2 月 29 日 
1. 實驗開始時的螺長平均                             實驗日期:97 年 1 月 2 日 

不加珊瑚礁石組               單位:mm 加珊瑚礁石組                 單位:mm 
平均 3.85 平均 4.05 

 
2. 第一次量測                                   實驗日期:97 年 1 月 17 日 

不加珊瑚礁石組                單位:mm 加珊瑚礁石組                 單位:mm 
平均 3.9 平均 4.25 

3. 第二次量測                                   實驗日期:97 年 1 月 31 日 
不加珊瑚礁石組                單位:mm 加珊瑚礁石組                 單位:mm 
平均 4.25 平均 4.75 

 
4. 第三次量測                                   實驗日期:97 年 2 月 14 日 

不加珊瑚礁石組                單位:mm 加珊瑚礁石組                 單位:mm 
平均 4.35 平均 5.55 

 
5. 第四次量測                                   實驗日期:97 年 2 月 29 日 

不加珊瑚礁石組                單位:mm 加珊瑚礁石組                 單位:mm 
平均 4.5 平均 6.05 

 
6. 每次量測後的成長量 

成長差異量的次數 不加珊瑚礁石組       單位:mm 加珊瑚礁石組         單位:mm  
第一次量測差異量 0.05 0.2 
第二次量測差異量 0.35 0.5 
第三次量測差異量 0.1 0.8 
第四次量測差異量 0.15 0.5 

總成長量 0.65 2 
       1.實驗結果發現加珊瑚礁石組比不加瑚礁石組翻轉螺的成長量增加約三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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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鹽水濃度的高低對翻轉螺生長的研究 
 1.第一次實驗:甲乙丙的地下水量皆為 1000ml，各放入 5 隻，鹽的克數分別為 10g、20g、30g       
鹽水濃度 甲 (1%) 乙(2%) 丙(3%) 
剩下數量 全部瀕臨死亡而取出 全部瀕臨死亡而取出 全部瀕臨死亡而取出

＊ 由於濃度太高，導致翻轉螺全部瀕臨死亡而取出，於是我們試著把濃度降低 
2.第二次實驗:甲、乙、丙的地下水量分別為 2000ml、3000ml、4000ml，鹽的克數皆為 5g 
下表為統計後平均的結果 
鹽水濃度 甲 (0.25%) 乙(0.16%) 丙(0.125%) 
存活數量 10 隻 10 隻 10 隻 

水面上      1 隻 水面上       1 隻 水面上     1 隻 
水上層      5 隻 水上層       3 隻 水上層     1 隻 
水中層      2 隻 水中層       3 隻 水中層     1 隻 

分佈情形數量 

水下層      2 隻 水下層       3 隻 水下層     7 隻 

活動力(如緩慢、停

止、快速移動) 
停止 緩慢 快速移動 

 
1. 實驗開始時的螺長平均                           日期:96 年 12 月 3 日 

甲 (0.25%) 乙(0.16%) 丙(0.125%) 
平均 4.35 平均 4.4 平均 4.55 

 
2.第一次量測                                 日期:96 年 12 月 17 日 

甲 (0.25%) 乙(0.16%) 丙(0.125%) 
平均 4.45 平均 4.55 平均 4.9 

  
3. 第二次量測                                 日期:96 年 12 月 31 日 

甲 (0.25%) 乙(0.16%) 丙(0.125%) 
平均 4.56 平均 4.7 平均 5.15 

 
4. 第三次量測                                 日期:96 年 1 月 14 日 

甲 (0.25%) 乙(0.16%) 丙(0.125%) 
平均 4.64 平均 4.85 平均 5.5 

 
5. 第四次量測                                 日期:96 年 1 月 28 日 

甲 (0.25%) 乙(0.16%) 丙(0.125%) 
平均 4.66 平均 5 平均 5.8 

 
3. 每次量測後的成長量 

成長差異量的次數 甲 (0.25%) 乙(0.16%) 丙(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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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量測差異量 0.1 0.15 0.35 
第二次量測差異量 0.11 0.15 0.25 
第三次量測差異量 0.08 0.15 0.35 
第四次量測差異量 0.2 0.15 0.3 
總成長量 0.49 0.6 1.25 
 
 
 
 
 
 
 
 
 
 
 
1. 實驗結果發現，丙(0.125%)的成長量較大，甲(0.25%)成長量較小，且瀕臨死亡而取出最多

(三隻) 
2. 丙(0.125%)的螺常棲息於水面下層、甲(0.25%)的螺常棲息於水面上層，而乙(0.16%)的螺

則平均分佈於各處。 
(三)翻轉螺酸鹼耐受程度的研究 

第一次實驗:溶質均取 40g，水均取 4000ml 的地下水         實驗日期:97 年 3 月 18 日 
水溶液之 PH 值 檸檬水(4.0) 硼酸(6.0) 肥皂水(9.0) 小蘇打水(9.0) 石灰水(11.0) 
存活數量 0 0 0 5 0 

     ※我們懷疑濃度是否太高導致翻轉螺皆在實驗過程中瀕臨死亡被取出，所以我們改採以

下數據的實驗                                            
第二次實驗:溶質均取 10g，水均取 4000ml 的地下水         實驗日期:97 年 3 月 20 日 

水溶液之 PH 值 檸檬水(4.0) 硼酸(6.0) 肥皂水(8.0) 小蘇打水(9.0) 石灰水(10.0) 
存活數量 0 0 0 5 2 

 
實驗日期:97 年 3 月 21 日 

水溶液之 PH 值 檸檬水(4.0) 硼酸(6.0) 肥皂水(8.0) 小蘇打水(9.0) 石灰水(10.0) 
存活數量 0 0 0 5 0 

 
二、利用檸檬及水的稀釋，分別調配出 4、5、6 之 PH 值及小蘇打粉末及水的稀釋，分

別調配出 8、9 之 PH 值                    實驗日期:97 年 3 月 24 日至 3 月 31 日 
水溶液之 PH 值 檸檬水(4.0) 檸檬水(5.0) 檸檬水(6.0) 小蘇打水(8.0) 小蘇打水(9.0) 
存活數量 0 5 5 5 5 

※從實驗結果顯示，翻轉螺酸鹼耐受程度為 5＝＜PH＜＝9, 至於肥皂水(8.0)為何會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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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螺全部瀕臨死亡而取出，可能肥皂水溶液成分內之介面活性劑所致。 
（三）翻轉螺對混濁水的反應    
1. 實驗開始時的螺長平均(單位:mm)                    實驗日期:96 年 10 月 19 日 

甲盒(有打氣) 乙盒(無打氣) 
平均 4.6 平均 4.4  

 
2.第一次量測                                         實驗日期:96 年 11 月 2 日    

甲盒(有打氣) 乙盒(無打氣) 
平均 6.625 平均 5.6 

   
3.第二次量測                                         實驗日期:96 年 11 月 16 日 

甲盒(有打氣) 乙盒(無打氣) 
平均 8.2 平均 6.5 

 
成長差異量的次數 甲盒(有打氣) 乙盒(無打氣) 
第一次量測差異量 2.025 1.2 
第二次量測差異量 1.575 0.9 
總成長量 3.6 2.1 

※實驗結果顯示乙盒(無打氣)因為水質混濁，使得陽光透光率低，使水草無法行使光合

作用，導致水中含氧量過低，且低於甲盒(有打氣)的，所以甲盒翻轉螺的成長量大於乙

盒的成長量。 
 
陸、討論： 
一、觀察研究翻轉螺及其它淡水螺在校園中、水塘、溪流的生活型態 

我們在生態池中，曾經不僅發現翻轉螺，也發現扁蜷，但在蓮葉背面有聚集很多翻轉螺，

且把蓮葉吃得一個洞一個洞，在蓮葉上也發現翻轉螺的卵，至於其它的淡水螺，我們曾

經試著研究其餘 5 種淡水螺跟研究翻轉螺相同的實驗，但發現工程浩大，難以同步實驗，

所以專心地只研究翻轉螺各項實驗，其餘的螺類也有作些許的實驗，也得到一些差異性

的知識，如石田螺、扁蜷、瘤蜷、網蜷、是卵胎生，蘋果螺是卵生。而棲地方面: 石田

螺、扁蜷、翻轉螺較喜歡在水流緩慢甚至靜止的區域，而瘤蜷、網蜷則較喜歡在流動的

環境。我們發現環境中的生物多樣性，可以形成完整的生態網絡。 
 

二、觀察翻轉螺的特徵及與各種淡水螺的差異 
(一) 我們發現淡水螺主要的特徵為具有腹足，有殼，內臟團一般呈螺旋形，藏在螺旋形

的貝殼內。有些有口蓋，可封閉殼口，用來保持水分。有觸角、眼等感覺器官。口

腔內有齒足，可用以刮食有機碎屑及藻類微生物，用鰓或肺呼吸。至於翻轉螺的特

徵為雌雄同體，一般通過異體受精進行繁殖。但若單個飼養，牠亦能進行自體受精。

卵產出後被包在膠質透明物質之中，粘附在水草上，約二週後孵化，一顆卵泡約可

孵出 20 隻左右的小螺。自孵化成小螺開始算起，大約二個月後就可以達到性成熟，



 20

開始產卵。以呼吸方式來說，它屬於肺螺的一種，較喜歡生活於水中，不過常需要

仰浮於水面上，或爬離水面上呼吸空氣。 
 
三、探討翻轉螺的覓食行為與水生植物的依存關係 

(一) 從實驗的十二種蔬菜中，翻轉螺最喜歡的食物共同特徵是質地柔軟的葉菜類，吃食

最多的是大陸妹及龍葵，最不喜歡的共同特徵是堅硬的塊根、莖類。 
(二) 六種水生植物中，只有蓮葉被吃食，這與上個實驗發現：翻轉螺最喜歡質地柔軟的

葉菜類食物特性相符合。另外，只有蓮葉的背面有發現卵，可見翻轉螺把卵產在蓮葉

上，讓小螺一出現就可以進食，充分顯現動物的本能與特性。這同時也與我們在校園

水域觀察翻轉螺的蹤跡，結果只有出現在蓮葉附近的現象相符合。從實驗結果顯示，

蓮葉組、水芙蓉組的翻轉螺成長量分占一、二名，可顯示翻轉螺較喜歡與浮水性植物

共存。尤其蓮花葉一直保持在水表面，能作為隱避；蓮葉背面又能隨水位上下調整位

置，隨時保持濕潤；蓮體根、莖深入水下污泥中，不隨水流移動，這些因素都能讓翻

轉螺安心地把卵產在蓮葉上。 
 

四、翻轉螺對日照、光線、溫度、顏色的反應 
(一)在做日照組實驗過程中，我們發現由於無光照組有用黑色塑膠袋密封，而半日照

組、全日照組為開放空間，果然我們在後兩組發現有孑孓，且只要孑孓數量一增加，

螺瀕臨死亡而取出的數量也增加，所以我們推論孑孓跟螢火蟲的幼蟲一樣都會吃螺

或蜷類，這是我們做實驗的另外收穫。 
(二)所有的實驗，如需測量其成長量的數據，為了避免造成測量的誤差，以致影響到結

果，所以採用平均螺長的方式來減少誤差，以增加實驗結果的可靠性。 
(三)在做溫度對翻轉螺的實驗時，我們發現 25℃以下的組別，翻轉螺皆不會爬出水面，

而在水溫 30℃的環境中就會爬離水面，推測 30℃為翻轉螺的上限溫度、無法忍受的

溫度，另一個離開的可能因素是水體溶氧量隨水溫的升高而降低，因為水溫低時，

水中的溶氧量足以供應翻轉螺呼吸，所以都沒有離開水面，但溫度一升高，水中的

溶氧量便降低到翻轉螺無法行呼吸作用，以致於離開水面，這是第二個爬離水面的

原因。 
(四)在做翻轉螺對顏色反應的實驗時，雖然結果顯示翻轉螺出現黃色及淡藍色的機率比

較大(出現在淡色系區域的機率比較大)，但我們查詢相關資料的結果顯示，翻轉螺

的視覺功能沒辦法區別顏色，它只能分辨明暗，由於淡色系的玻璃紙其透光率比深

色系的玻璃紙好，因此我們推論翻轉螺是比較喜歡光亮的區域，也就是正趨光的屬

性。 
(五)承上，我們接著設計翻轉螺對光線明暗的反應實驗，其統計結果白天時段果真出

現在光照區的數量大於用黑色塑膠袋(黑暗不透光區)出現的數量。 
 
五、 翻轉螺生存棲境的探討 

     （一）珊瑚礁石因富含翻轉螺螺殼的主要成分-碳酸鈣，所以當翻轉螺生活在有碳酸 鈣 
的環境，會使其成長較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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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做鹽水濃度的高低對翻轉螺生長的實驗時，第一次實驗全部的翻轉螺皆因瀕臨

死亡而取出，我們推測可能鹽水濃度太高的因素，導致滲透壓過大。第二次實驗

時把加入的食鹽克數減少、濃度調低，發現實驗結果三種濃度 0.25%、0.16%、

0.125%都有翻轉螺支持到整個實驗做完，令我們不禁懷疑，在河川最後流入大

海所形成的河口環境，可能會有翻轉螺的蹤跡。 
   

       （三）做翻轉螺酸鹼耐受程度的研究的實驗時，第一次實驗裡，只有小蘇打水溶液的翻轉

螺活著，其餘的四種水溶液全部都因瀕臨死亡而被取出。我們推測可能濃渡太高所致。

第二次實驗時，我們把溶質由 40 克調低到 10 克重新做實驗，結果還是一樣。後來我們

只取檸檬及小蘇打來調配酸與鹼，檸檬水的 ph 範圍調為 4 到 6，小蘇打水溶液的 ph 範

圍調為 8 到 9，結果顯示翻轉螺可以適應 ph5 到 9 的階段，活動力都屬正常、存活率百

分之百。但我們懷疑為什麼調配後的硼酸 ph 值為 6 而翻轉螺不能適應於此溶液呢?我

們推測應該是硼酸為有毒溶液導致翻轉螺在實驗過程中瀕臨死亡，同樣的肥皂水

的 ph 值為 8，翻轉螺也不能適應於此溶液，我們推測由於肥皂水內含有介面活性

劑是翻轉螺瀕臨死亡最主要的因素。 
 

       （四）由於我們平日做水質監測活動時，水中濁度是一項水汙染的重要指標，所以我們

以濁度是否會影響水生植物行光合作用來設計實驗，實驗結果與我們設定的目標

相符，亦水質混濁，使得陽光透光率低，使水草無法行使光合作用，導致水中含

氧量過低，因而翻轉螺成長的幅度相對較少。 

 
     （五）在翻轉螺對混濁水的反應及對酸鹼耐受程度的研究二項實驗結果發現：翻轉螺對

混濁及酸鹼水質環境的適應力強，長期處於充滿污泥的水中，依然能夠生存；酸

鹼水質則適應範圍更廣，只要是可食用性物質（如檸檬汁、小蘇打粉）所形成的

水溶液，忍受能力很強，PH 值適應範圍在 5~~9 之間。可見翻轉螺對水汙染的適

應力大。水質監測實用上以翻轉螺為中度污染指標性生物，事實證明相當正確。 
 
柒 、 結 論  

(一) 翻轉螺、石田螺大多出現在校園內生態池、沼澤、池塘等靜水流域；瘤蜷、

網蜷、扁蜷則常出現在溪流、溝渠、河川等流動的環境；蘋果螺則只在水族

館有，野外環境都搜尋不到。 
(二) 淡水螺共同的特徵為都具有腹足、有殼、有些有口蓋，可封閉殼口，用來保

持水分，有觸角、眼等感覺器官。口腔內具有齒舌，可以用來刮食有機碎屑

物及藻類等微生物。有些雌雄同體，有些雌雄異體，有些用鰓來呼吸，有些

用肺來呼吸。 
(三) 翻轉螺是雌雄同體，可行自體受精、也可行異體受精，自體受精時，幼螺直

接從母體生殖孔出來; 異體受精會產透明的白點卵泡，在常溫下，約二週(14
天)至二週半(17 天)孵化幼螺。 

(四) 翻轉螺是肺螺，需仰浮水面或爬離水面來呼吸、無口蓋，一顆卵塊可孵化的

幼螺數約為二十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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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翻轉螺的食性偏向質地較柔軟的葉菜類如大陸妹、茼蒿，在與水生植物的依

存關係的實驗中，發現與蓮葉生活的實驗組成長量最大且唯一有產卵在水生

植物的物種也是蓮葉。 
(六) 翻轉螺屬正趨光的動物，且在全日照的環境下成長量最大。 
(七) 翻轉螺最適溫度在 20。C~25。C 之間，在 4。C 環境下乎靜止不動且不進食，

猶如在冬眠；30。C 為其最高耐受溫度，會爬離水面。 
(八) 翻轉螺的卵在最適溫度(20。C~25。C) 孵化需 14~17 天， 4℃的卵塊約 30 天

才孵化，30℃的卵塊只變大但未孵化，孵化後卵的白點不見了，但透明膠狀

物仍存在。 
顯示水溫過高或過低都會影響轉螺卵的孵化速度和孵化率，水溫超過 30℃還

會使得轉螺卵質變，而無法孵化。 
(九) 翻轉螺在鹽度 0.25%以下皆可存活，但生長力會變低。另一方面，隨著鹽水濃

度的不同，翻轉螺在水中的分佈情況、螺體成長狀況也不同：濃度愈高，水

面底部螺數愈少，生長幅度也愈小。 
(十) 生活環境中若有珊瑚礁石，翻轉螺成長較快。 
(十一) 翻轉螺對水環境酸鹼的耐受程度為 5＝＜PH＜＝9，超出此範圍的酸鹼度會

瀕臨死亡。 
(十二) 水質過於混濁，如用水質監測活動裡測量濁度的模組---沙奇盤，測出的範圍

在每公升 50~100 毫公克的話，翻轉螺的生長力會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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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蘇木樹（1999）。台灣貝類圖鑑 : 長榮中學館藏貝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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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監測---濁度分類表 
 

利用沙奇盤來測量濁度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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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利用顯微鏡來觀察翻轉螺的身體構造 
 

 

 利用廣用試紙來測量水溶液的酸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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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翻轉螺放至於各種不同的水溶液裡 
 

 
 不同鹽濃度對翻轉螺的影響 

 



 

【評語】081557 

研究內容具鄉土性，項目也很廣泛，可惜較不夠深入。且實

驗設計的嚴謹性可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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