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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壹壹壹壹、、、、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貳貳貳貳、、、、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一一一一、、、、    泰鬥泰鬥泰鬥泰鬥與與與與蓋鬥蓋鬥蓋鬥蓋鬥型態上的差異型態上的差異型態上的差異型態上的差異    

    

    

    

二二二二、、、、生態生態生態生態棲位之探討棲位之探討棲位之探討棲位之探討    

    

    

    

    

三三三三、、、、繁殖習性之探討繁殖習性之探討繁殖習性之探討繁殖習性之探討    

    

    

    

    

    

    

    

參參參參、、、、    研 究 設 備 及 器 材研 究 設 備 及 器 材研 究 設 備 及 器 材研 究 設 備 及 器 材     

塑膠大水箱(150cm×100cm×80cm)、塑膠水族箱 30 個(28cm×18.6cm×12.9cm)、塑膠透明容器

20 個(10cm×10cm×10cm)、蓋鬥公、母各 30 隻(老師苗栗的朋友贈送的)、泰鬥公、母各 50

此研究想了解是本土種蓋斑鬥魚或泰國鬥魚（本文簡稱蓋鬥及泰鬥）對孑孓防治較有

效，在探討鬥魚的生態棲位時，發現其有趣的繁殖習性與打鬥行為，藉此對蓋鬥與泰鬥做

深入的比較與探討。 

研究發現，兩種鬥魚的型態與習性大為不同：泰鬥好打鬥，蓋鬥食性廣、吃孑孓能力

較強且能跳躍捕食捕食六公分高的蚊子；繁殖期公鬥魚喜歡在隱密環境下吐泡巢；母泰鬥

會吃卵、母蓋鬥則會幫忙啣卵；鬥魚呈 U 型交配後，會痙攣並暫時昏迷。根據實驗結果的

比較，本土蓋鬥除了捕食蚊蟲與孑孓的能力較強，其生態棲位相對於泰鬥而言，也較適合

台灣的環境。 

去年暑假返校清掃校園時，我們發現校內蓮花盆裡有許多的孑孓，且圍繞著許多蚊子。 

由於正值登革熱爆發的時期，我們擔心學校會因此成為病媒蚊的孳生地，因此討論著能顧及

蓮花的生命同時又能把孑孓消滅的環保方法。 

我們想起四年級時，從自然科第七冊「生物的繁殖」單元中，得知蓋鬥是孑孓的殺手，

五年級下學期也學到「外來種對環境的影響」，而且自然科教室裡正飼養蓋鬥及泰鬥，於是

我們想了解究竟是本土種蓋鬥或外來種泰鬥對孑孓的防治較有效，由此引發出研究鬥魚的生

活史及繁殖行為的相關實驗。 

(一) 認識鬥魚的魚種 

(二) 瞭解泰鬥及蓋鬥的身體構造 

(三) 觀察公鬥魚與母鬥魚型態上的差異 

(一) 探討鬥魚與同種或不同種魚類的共存情形 

(二) 探討鬥魚僅依靠鰓呼吸的存活情形 

(三) 探討鬥魚的領域範圍 

(四) 探討鬥魚（成魚及幼魚）的食性 

(一) 探討泰鬥與蓋鬥交配、產卵習性之差異 

(二) 探討光線明暗度對公鬥魚築泡巢之影響 

(三) 探討不同水生植物對公鬥魚築泡巢之影響 

(四) 探討公鬥魚是否沿用其他公鬥魚所吐的泡巢 

(五) 探討母鬥魚的費洛蒙對公鬥魚吐泡巢之影響 

(六) 探討撫育期間的公鬥魚是否會照顧非親生子魚 

(七) 探討不同的落葉對公鬥魚吐泡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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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水族館購買)、溫度計、放大鏡、篩網、顯微鏡、量尺、打氣 pump、粉狀及粒狀魚飼料、

冷凍赤紅蟲、豐年蝦卵、絲蚯蚓、量秤、水生植物(水芙蓉、睡蓮、浮萍、布袋蓮、金魚

藻、水蘊草)、數位相機、桌燈、黑色垃圾袋、定溫加溫器四組。 

肆肆肆肆、、、、    研 究 過 程 與 方 法研 究 過 程 與 方 法研 究 過 程 與 方 法研 究 過 程 與 方 法     

一一一一 、、、、 泰鬥泰鬥泰鬥泰鬥與與與與蓋鬥蓋鬥蓋鬥蓋鬥型態上的差異型態上的差異型態上的差異型態上的差異    

 (一 )認識鬥魚科的魚種 

�我們上圖書館、書局並利用網路尋找資料，了解鬥魚的種類。 

 (二 )瞭解泰鬥及蓋鬥的身體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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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觀察公鬥魚與母鬥魚型態上的差異 

1. 利用肉眼檢視泰鬥及蓋鬥公、母魚外觀 

2. 利用放大鏡正面觀察泰鬥及蓋鬥公、母魚的嘴型、側面、尾鰭。 

二二二二 、、、、 生存棲位之探討生存棲位之探討生存棲位之探討生存棲位之探討    

(一 )探討鬥魚與同種或不同種魚類的共存情形 

 

 

 

1. 利用肉眼觀察泰鬥及蓋鬥外觀。 

2. 利用放大鏡正面觀察泰鬥及蓋鬥的嘴型、側面、各鰭。 

3. 利用顯微鏡觀察鬥魚的輔助呼吸器官-「迷器」。 

1.公公公公泰鬥泰鬥泰鬥泰鬥分別放入公公公公泰鬥泰鬥泰鬥泰鬥、、、、母母母母泰鬥泰鬥泰鬥泰鬥、、、、公公公公蓋鬥蓋鬥蓋鬥蓋鬥、、、、母母母母蓋鬥蓋鬥蓋鬥蓋鬥、、、、孔雀魚孔雀魚孔雀魚孔雀魚、、、、朱文錦及吳郭魚朱文錦及吳郭魚朱文錦及吳郭魚朱文錦及吳郭魚等魚缸。 

2.中間以透明及不透明墊板分隔，待公泰鬥適應新環境，一天後將透明及不透明隔板抽走。

重複步驟 10 次。 

3.把公公公公蓋鬥蓋鬥蓋鬥蓋鬥分別放入母母母母泰鬥泰鬥泰鬥泰鬥、、、、公公公公蓋鬥蓋鬥蓋鬥蓋鬥、、、、母母母母蓋鬥蓋鬥蓋鬥蓋鬥、、、、孔雀魚孔雀魚孔雀魚孔雀魚、、、、朱文錦及吳郭魚朱文錦及吳郭魚朱文錦及吳郭魚朱文錦及吳郭魚等魚缸。 

4.中間以透明及不透明墊板分隔，待公蓋鬥適應新環境，一天後將透明及不透明隔板抽走。

重複步驟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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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泰鬥 v.s.吳郭魚 公泰鬥 v.s.朱文錦 公泰鬥 v.s.公蓋鬥 

 

公泰鬥 v.s.孔雀魚 公泰鬥 v.s.母泰鬥 公泰鬥 v.s.母蓋鬥 

   

公蓋鬥 v.s.吳郭魚 公蓋鬥 v.s.朱文錦 公蓋鬥 v.s.公蓋鬥 

   

公蓋鬥 v.s.孔雀魚 公蓋鬥 v.s.母泰鬥 公蓋鬥 v.s.母蓋鬥 

(二 )探討鬥魚僅依靠鰓呼吸，而不使用迷器呼吸的存活情形 

1.把公、母泰鬥及公、母蓋鬥各三隻，分別放入 750cc 周邊挖洞的透明飲料杯。 

2.將透明飲料杯分別放入塑膠水族箱，加入總水量 4 公升。 

3.每日餵食粒狀魚飼料及冷凍赤蟲，並用滴管吸取魚糞便，持續觀察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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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探討泰鬥和蓋鬥的領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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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蓋鬥領域範圍的實驗： 

在 4 呎缸的透明水族箱內飼養 5 對成魚蓋鬥，觀察蓋鬥互動情形。 

  

四呎缸養蓋鬥 蓋鬥群養，觀察領域範圍 

(四)探討鬥魚（成魚及幼魚）的食性 

1.用絲蚯蚓、赤紅蟲、孑孓、龍蝨、水蠆、蛆、浮在水面的蚊子及蒼蠅、魚飼料、切成末

狀的高麗菜、水黽、蘋果螺、福壽螺的卵、黑殼蝦、蝌蚪餵食成魚，觀察其進食的狀況。 

2.以水蚤、孵豐年蝦及幼魚飼料，分別餵食幼魚並觀察進食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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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準備一個黑色的盒子(淺盤)2.準備一個透光小盒

子(功用:讓卵殼集中，以防漂散)，中間挖洞 3.加入

千分之十的自製鹽水(水高度為小盒子邊緣以下但

在洞口之上)4.在小盒子內加入豐年蝦卵，常溫下約

2 天即孵化 5.利用書本蓋住淺盤，使其不透光 6.在

洞口方向那一端，利用燈光誘集來收蝦 7.再用濾網

撈出豐年蝦，並甩乾鹽水餵食幼魚 

到水田裡撈水蚤到水田裡撈水蚤到水田裡撈水蚤到水田裡撈水蚤、、、、蝌蚪蝌蚪蝌蚪蝌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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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鬥領域範圍的實驗： 

把一隻公泰鬥放入 10cm×10cm×10cm 的透明塑膠盒裡，再將此透明塑膠盒放在長 100cm

×70cm×60cm 白色大水箱的一角，使其浮在水面上。在對角處放入另一隻泰鬥，觀察其

行為。之後將此透明塑膠盒再放入 150cm×100cm×75cm 更大水箱的一角，使其浮在水

面上，並以不同的魚隻，重複實驗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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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繁殖習性之探討繁殖習性之探討繁殖習性之探討繁殖習性之探討    

(一)探討泰鬥與蓋鬥交配、產卵習性之差異 

1.將一隻母泰鬥放在透明塑膠盒子後，放入公泰鬥的水族箱，觀察互動情形並紀錄之。 

2.將一對成熟的蓋鬥放置在同一水族箱裡，觀察互動情形，並重複上述實驗。 

  
公、母泰鬥對魚中 一對成熟的蓋鬥放置在同一水族箱裡 

 (二)探討光線明暗度對公鬥魚築泡巢之影響－ 

 

 

 

 

 

  

一半水族箱用黑色不透光垃圾袋蓋住 實驗結果在暗區內吐泡巢 

(三)探討不同水生植物對公鬥魚築泡巢之影響 

 

 

  
分布在水箱四角落的布袋蓮、水芙蓉、睡蓮、浮萍 只有在睡蓮下築泡巢 

1.公鬥會選擇在光亮還是陰暗的環境築泡巢呢？ 

2.取十個水族箱各放入一隻公泰鬥，並加入大葉欖仁葉一片以刺激公魚吐泡巢，

(Pi sces ,  2006)、曝氣三日的自來水 4000ml。 

3.一半的水族箱用黑色不透光垃圾袋蓋住，使此區域不受光。 

4.將實驗對象換成蓋鬥，重複上述實驗。 

1.鬥魚喜歡在何種水生植物下築泡巢呢? 

2.在 100cm×70cm×60cm 的塑膠箱四角放置布袋蓮、水芙蓉、睡蓮及浮萍。 

3.放入一隻公泰鬥，觀察並記錄其在何種水生植物下築泡巢，依序實驗十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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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討公鬥魚是否沿用其他公鬥魚所吐的泡巢？ 

 

 

 

(五)探討母鬥魚的費洛蒙對公鬥魚吐泡巢之影響 
 

 

 

 

 

  

發情的泰國母鬥魚魚身出現縱線條-婚姻斑 發情的泰國母鬥魚魚身出現縱線條-婚姻斑 

(六)探討撫育期間的公鬥魚是否會照顧非親生子魚 

1.將孵出約二天的仔魚(泰鬥及蓋鬥的仔魚)、及孔雀魚仔魚(剛產出及產出一週齡的)分別 

放入正在撫育仔魚的公泰鬥及公蓋鬥各三組。 

2.實驗方式如下： 

(七)探討不同的落葉對公鬥魚吐泡巢的影響 

 

組別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仔魚 泰鬥仔魚 蓋鬥仔魚 孔雀魚仔魚 

撫育期

之成魚 

公泰國 

鬥魚 

公蓋斑 

鬥魚 

公泰國 

鬥魚 

公蓋斑 

鬥魚 

公泰國 

鬥魚 

公蓋斑 

鬥魚 

方式 觀察放入的仔魚，是否會受成魚照顧 

1.掉落水中的枯葉所釋放的物質會影響公鬥魚吐泡巢嗎? 

2.收集校園中的落葉，分別有黃椰子、榕樹、大葉欖仁、小葉欖仁、香蕉、 合歡、蒲

葵、印度橡膠等 8 種，每盒落葉量秤為 15 克。分別加入 4000ml 曝氣三日的自來水。 

3.每盒放入公泰國鬥魚一隻，每日定時餵食餌料。 

4.每次實驗時間為一星期，並記錄哪一種落葉的水體會刺激公鬥魚吐泡巢。 

5.實驗結束後，將原 8 隻公泰國鬥魚各放入不同的落葉水體，進行下一次的實驗。 

 

1.取五盒水族箱各放入大葉欖仁葉 5 克，加入 4000ml 已曝氣三日的自來水。 

2.各放入一隻公泰鬥，待其吐泡巢後，在水族箱邊緣做上記號，再將鬥魚撈出，放入非

原本的水族箱裡(如 1 放入 2，2 放入 3)。觀察鬥魚再次吐泡巢的位置。 

3.將實驗對象換成蓋鬥，重複上述實驗。 

1.養過發情母泰鬥的水會刺激公泰鬥吐泡巢嗎？ 

2.取十隻尚未受刺激而曾經築過泡巢的公泰鬥及母鬥魚(即成熟的公、母鬥魚)。 

3.一個月後將母魚撈出，把公泰鬥放在原母魚所待的容器裡，觀察並記錄公鬥魚會否受 

刺激而吐泡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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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中的落葉 大葉欖仁葉組所築的泡巢最高 

 

伍伍伍伍、、、、    研 究 結 果研 究 結 果研 究 結 果研 究 結 果     

一一一一 、、、、 泰鬥泰鬥泰鬥泰鬥與與與與蓋鬥蓋鬥蓋鬥蓋鬥型態上的差異型態上的差異型態上的差異型態上的差異    

(一 )認識鬥魚科的魚種 (97.9.1) 

 

  

 

(二 )瞭解泰鬥及蓋鬥身體構造的差異 (97.9.8) 

 

公
泰
鬥
♂ 

 

公
蓋
鬥
♂ 

 

 

 

 

 

 

 

鬥魚是動物界、脊索動物門、輻鰭魚綱、鱸形目、攀鱸亞目、攀鱸科、鬥魚屬，

並非所有種類的鬥魚都會打鬥。鬥魚種類有:麗麗魚、接吻魚、銀馬甲、佛思琦

鬥魚、熊貓鬥魚、戰狗鬥魚、匹克特鬥魚、三斑鬥魚(蓋鬥)、泰鬥…等五十餘種

(Pi sces ,  2006 )。 

1.相同點:體被櫛鱗、無側線、身體略長呈卵型而稍側扁、具長腹鰭、口斜裂、下頷

突出、有「迷器」。「迷器」位於鰓的上方，形狀像是迷宮，由很多皺摺的

微血管所組成，可以直接呼吸空氣中的氧氣，是輔助的呼吸器官，因而比

其他的淡水魚類更無懼於高溫或優氧化等問題，可生存於低溶氧量的水域

中。 

2.相異點:泰鬥尾鰭、腹鰭、背鰭較大片，體色多采多姿，有紅、藍、綠、黑、紫、

白…等;蓋鬥各鰭均較細長且體高較高，鰓蓋上有一暗綠色圓斑，體側有十

條藍綠色橫帶，橫帶間為鮮豔的淺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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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察公鬥魚與母鬥魚型態上的差異 (97.9.10) 

 

 

 

 

母
泰
鬥 

♀ 

母
蓋
鬥 

♀ 

二二二二 、、、、 生存棲位之探討生存棲位之探討生存棲位之探討生存棲位之探討    

(一 )探討鬥魚與同種或不同種魚類的共存情形 (98.2.16~2.19) 

 

 

 

 

 

 

               ※以下為鬥魚與同種或不同種魚類的共存情形統計之實驗結果表: 

縱項 vs.橫項 ♂泰鬥魚 ♀泰鬥魚 ♂蓋斑 ♀蓋斑 孔雀魚 朱文錦魚 吳郭魚 

♂泰鬥魚 O O O O O O X 

♀泰鬥魚 △ O X X O X X 

♂蓋斑 △ △ △ △ △ △ X 

♀蓋斑 X X X X X X X 

△：發情時有展鰭、有攻擊樣態，無發情則沒反應 

X：沒有反應       O：有展鰭、有攻擊樣態 

 (二 )探討鬥魚僅依靠鰓呼吸的存活情形 (97.9.18) 

1.在實驗過程中，泰鬥、蓋鬥個體狀態皆良好。 

2.實驗初期，鬥魚逃離且衝撞杯子，鰓蓋鼓動得特別快。2 天後，鬥魚不再衝撞杯子，安

然地在杯內活動。 

 

 

 

1. 蓋鬥:公魚體型較大(成魚約 6~8 公分)、母魚較小(成魚約 4~6 公分)，公魚顏色較為 

鮮豔，條狀斑紋較為明顯、色彩較艷麗；母魚的色澤則較淡。此外，公魚擁有較長的

鰭且呈燕尾狀(交叉似剪刀)，母魚的尾鰭短，燕尾狀不明顯，呈凹型。 

2. 泰鬥:公魚體型較大(成魚約 5~7 公分)、母魚較小(成魚約 3~4 公分)，公魚顏色較為 

鮮豔，母魚較為樸素，公魚尾鰭寬大且長，母魚的尾鰭短且窄。 

 

1.公泰鬥一見到其它魚類，不論同不同種，遇到體型稍大的公泰鬥或蓋鬥皆會迎敵對

戰，但若遇到體型比自己大上很多倍的魚類，如吳郭魚，則呈備戰狀態。 

2.母泰鬥只會跟同種或體型比自身小的魚種打鬥但激烈程度遠低於公泰鬥，遇到體型比

自身大的會和平共處。 

3.蓋鬥不管公、母皆可與其它種魚共存，只要對方不具敵意都不會主動攻擊，除非發情

的公蓋鬥由於具強烈領域性，會互啄、追咬至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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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鬥魚的領域範圍 (97.9.25)   

 

 

 

 

 

(四)探討鬥魚（成魚及幼魚）的食性     

1.成魚進食情形如下  

食餌 
絲蚯

蚓 

赤紅

蟲 
孑孓 龍蝨 水蠆 

高麗

菜 
蚊子 蒼蠅 

魚飼

料 
水黽 

蘋果

螺 

黑殼

蝦 
蝌蚪 

泰鬥 O O O O O X O △ O △ X X X 

蓋鬥 O O O O O X O O O O O O O 

O:進食   △:咬啄，但不進食   X:不理會，不進食 

2.幼魚進食情形如下: （泰鬥及蓋鬥的幼魚實驗結果相同） 

食物 水蚤 豐年蝦 坊間幼魚專用飼料 

剛孵化的仔魚 X X X 

孵化一週的仔魚 O O X 

孵化一個月的仔魚 O O O 

O:進食   △:咬啄，但不進食   X:不理會，不進食 

  

自製綠水，充滿浮游性藻類，可飼養剛孵化的仔魚 到水田撈起的水蚤，成蚤約 2mm，幼蚤不到 1mm 

※剛孵化的仔魚可飼養在綠水裡。綠水是各種藻水的簡稱，大都是浮游性藻類。綠水必須有光、水、

磷肥等三個條件，收集魚糞便加上強光，一段時間水就會變綠，形成綠水。 

三三三三、、、、繁殖習性之探討繁殖習性之探討繁殖習性之探討繁殖習性之探討 
(一)泰鬥與蓋鬥交配、產卵習性有差異嗎? 

(所有魚隻的交配過程，我們用數位相機錄影起來，之後重複分析、紀錄) 

 

 

 

1.鬥魚會展開所有的魚鰭示威，來回繞整個水箱約 10 圈。 

2.將實驗對象改放到 150cm×100cm×75cm 更大的容器內，結果也一樣。 

3.在大魚缸內的蓋鬥偶爾會追逐互咬，但未有明顯的領域範圍，但當一有繁殖行為發生時，

公蓋鬥變得非常兇猛，當公母魚交配後，公蓋鬥開始撫育卵至孵化成幼魚期間，只要有

其它魚靠近泡巢周圍約 20cm，公蓋鬥便發動攻擊，包含母親魚在內。 

4.當幼魚孵化後約三、四天且仔魚平游至各處，但公親魚仍會撫育仔魚。 

1.要讓泰鬥交配，需先「對魚」，對看半天至三天再放魚，否則母魚被公魚追咬。對魚時，健康

發情的公鬥會築泡巢，當發現公魚靠近母魚展現魚鰭，以尾鰭拍打容器，而母魚游上游下起

舞時，正是放魚的時刻了，且母魚身上的婚姻斑會出現。通常對魚約半天至三天，如果三天

過後，公魚遲遲不築泡巢，必需分開隔三天再對魚公魚吐泡巢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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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卵的母魚，肛門有一黃色小點 「對魚」可刺激公鬥魚吐泡巢 

 

 

 

 

 

 

 

 

 

 

 

 

 

 

 

 

 

 

 

  

交配方式皆是公魚呈「倒 U」字型，母的生殖孔朝上橫躺 每一回合交配完，公母魚皆會暫時昏迷，但公魚會比較早醒來去撿卵 

【圈圈為卵】                以下為蓋斑鬥魚交配圖� 

2.對魚後，通常母魚會被公魚追咬，當公魚不再追逐母魚時，母魚會主動來到公魚所築

的泡巢下來進行交配。 

3.蓋鬥沒有對魚的問題，因為蓋鬥鬥性沒有這麼強烈，所以只要選擇成熟的一對公母魚

即可繁殖。 

4.不管泰鬥還是蓋鬥，牠們的交配方式皆是公魚呈「倒 U」字型，母的生殖孔朝上橫躺，

公魚會很溫和地擺動胸鰭至肛門與母魚的生殖孔快接近時，瞬間公魚頭尾一壓體外射

精，且將母魚腹部的魚卵給壓出來，在精卵排出的那一瞬間就結合成為受精卵，但剛

開始的 3~4 次交尾並沒有卵被擠壓出來及完全結束後的前 3~4 次交尾也都沒有卵被擠

壓出來。 

5.每一回合交配完，公母魚皆會痙攣、暫時昏迷，但泰國母魚的昏迷時間比泰國公魚還 

長，平均約 35 秒，公魚約 12 秒，公魚比母魚更快清醒(清醒定義為開始擺動胸鰭及尾鰭

游動)，為的是去把卵黏附在泡巢上，以免被母魚吃掉(少部分的母魚會幫忙撿蛋)，但

公蓋鬥與母蓋鬥其昏迷時間則是公比母還長，公魚平均約 20 秒，母魚平均約 13 秒，

且母鬥魚不但不會吃掉卵，更會幫忙撿卵送至泡巢下。 

6.交配結束時公泰鬥會很激烈地追咬母泰鬥，只剩公魚在顧卵。然而蓋鬥交配結束之後，

公魚雖也會驅趕母魚，但並不像公泰鬥要致母魚於死地那般兇猛。 

7.泰鬥的卵是往下沈的，而蓋鬥的卵則在水中載浮載沈，最後則是慢慢往上浮的，不管

往下沈，還是往上浮，交配完昏迷時的公魚一看到卵便馬上去啣卵黏附在泡巢下。 

8.交配過程平均交配歷時約 2 小時 30 分。以下為泰鬥交配圖(影片) 



 11 

交配前互相環繞 

 【影片】 

交配方式皆是公魚呈「倒 U」字

型，母的生殖孔朝上橫躺 

公母魚皆暫時昏迷，但母魚比公魚較早清

醒，此圖公魚還在昏迷，母魚已清醒 

 

(二)探討光線明暗度對公鬥魚築泡巢之影響              (98.2.23~3.9)   溫度:20℃~21℃ 
泰鬥在黑暗區出現泡巢 泰鬥在光亮區出現泡巢 蓋斑在黑暗區出現泡巢 蓋斑在光亮區出現泡巢 

9 隻 1 隻(此為光亮與黑暗區有) 10 隻 0 隻 

1.實驗結果顯示鬥魚會選擇陰暗、隱密區來築泡巢。 

(三)探討不同水生植物對公鬥魚築泡巢之影響                           (97.9.8~97.10.9) 

10 隻公泰鬥所吐的泡巢位置 10 隻公蓋鬥所吐的泡巢位置 

布袋蓮 水芙蓉 睡蓮 浮萍 布袋蓮 水芙蓉 睡蓮 浮萍 

1 2 6 1 1 3 5 1 

1.以上四種浮水植物鬥魚皆會選擇來築泡巢。 

2.以睡蓮較受鬥魚青睞、其次是水芙蓉、布袋蓮及浮萍居後。 

(四)探討公鬥魚是否延用其他公鬥魚所吐的泡巢  以下為各組實驗期間的總次數(98.2.17~3.3) 

泰鬥在原處吐泡巢 泰鬥在不同處吐泡巢 蓋鬥在原處吐泡巢 蓋鬥在不同處吐泡巢 

12 次 13 次 11 次 14 次 

1.公鬥魚不會利用或避開別隻魚所築的泡巢，推論公鬥魚不會認泡巢。 

2.如果水面上沒有漂浮物或陰暗處，公鬥魚會隨機吐泡巢。 

 (五)探討母鬥魚的費洛蒙對公鬥魚吐泡巢之影響                      (97.9.26~97.10.27)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泡巢程度 ○ X △ X △ X △ X △ X 

          ○:有吐大於 50 元硬幣面積大的泡巢   X:沒有吐   △:少許、零星 

 

1.母泰鬥的費洛蒙對刺激公鬥魚吐泡巢沒有顯著效果。 

(六)探討撫育期間的公鬥魚是否會照顧非親生子魚(98.3.9~3.13) 

 

 

 

 

1.親魚皆不會吃食非親生子魚。 

2.放入仔魚時，正在撫育仔魚的公鬥魚會將下沈的仔魚含在嘴裡，送至泡巢處。 

3.但如放入體型較大的仔魚，即使是同種的也一樣慘遭吞食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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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探討不同的落葉對公鬥魚吐泡巢的影響( 97.10.1~12.2)下表為泡巢規模五次平均的結果: 

落葉 黃椰子 榕樹 大葉欖仁 小葉欖仁 香蕉 合歡 蒲葵 印度橡膠 

泡巢規模 1 3 5 2 4 1 1 4 

我們將泡巢規模分為 5 個等級，等級愈高其泡巢的規模愈大; 

1:少許零星； 2:容器的四周皆有零星泡巢；3.約五十元硬幣大的泡巢； 

4:約半張鈔票大的泡巢；5:約半張鈔票大的泡巢且達 3 公分高 

 

陸陸陸陸、、、、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一一一一、、、、    泰鬥泰鬥泰鬥泰鬥與與與與蓋鬥蓋鬥蓋鬥蓋鬥型態上的差異型態上的差異型態上的差異型態上的差異    

    

    

    

二二二二、、、、    生存棲位之探討生存棲位之探討生存棲位之探討生存棲位之探討    

（一）探討鬥魚與同種或不同種魚類的共存情形 

 

 

 

 

 

 

 

 

 

 

 

 

 

 

 

 

 

 

 

(二 )  探討鬥魚僅依靠鰓呼吸的存活情形 

 

 

 

（一）鬥魚演化出長腹鰭、長尾鰭以及可對抗低溶氧量水域的輔助呼吸器官-「迷器」，且常

浮出水面呼吸，因此演化出嘴巴往上翹。 

（二）泰鬥與蓋鬥的公魚體長皆比母魚大、色澤較豔麗、嘴巴較長寬，以利於吐泡巢。 

（三）泰鬥色澤豐富，蓋鬥色澤較單一，身體呈灰綠色，體側有 10 條藍綠色橫帶，橫帶間為

淺紅色，鰓蓋上有一暗綠色斑點。 

1.我們發現公泰鬥鬥性比公蓋鬥強，不容許同缸內有其它魚存在，否則會不時追咬。 

2.公泰鬥在對發情的公蓋鬥示威時，兩隻各鰭條皆張開至最大，但公蓋鬥體色會變黑，

在各鰭條的邊縁及魚體接近各鰭的部位均泛黑，體色變得較分明、鮮豔，待其分離打鬥

狀態時，公蓋鬥體色慢慢變淡，此特徵讓我們發現蓋鬥會改變其體色，於是引發出我們

另一個實驗:是否蓋鬥有擬態的能力呢? 

(1) 實驗問題: 是否蓋斑鬥魚有擬態的能力呢? 

(2) 實驗步驟:                             

A. 把蓋斑鬥魚放入深藍色的水桶裡。 

B. 拍照並觀察其顏色變化。 

C. 再將其放入白色的水桶裡。 

D. 拍照並觀察其顏色變化。E.再將其放入深藍色的水桶裡。F.拍照並觀察其顏色變

化。G.選 6 隻(公、母各三隻)蓋斑鬥魚，重複此實驗。 

(3) 實驗結果:我們發現蓋斑鬥魚體色會隨環境顏色的深淺而改變，而且變化非常地迅

速，不到 5 秒的時間便開始改變顏色明暗，在深藍色水桶裡時，其體色較暗，在白色

的水桶裡時，其體色較白，並停留在水桶底端，觀察四周環境，所以我們認為蓋斑鬥

魚有擬態的能力以避免天敵的攻擊。 

3.我們發現母蓋斑鬥魚的體色也會隨著發情而變化，在公蓋斑鬥魚吐泡巢時期會不時地

輕啄母魚的背部，刺激母魚使其變為暗黑色;而母泰國鬥魚發情時，暗色系母魚身上也

有縱狀橫條，俗稱婚姻斑，兩者皆是性成熟的象徵。 

 

鬥魚能僅靠鰓來呼吸而不需用到「迷器」，除非是極低溶氧的水體，我們推測只要水中 

的溶氧量不至於過低，鬥魚並不需要用到「迷器」也可存活，但如果水溫過高或優氧 

化嚴重，鬥魚無法用迷器呼吸時，極有可能會溺死。 

1.統計結果，發現每隻泰鬥在不同種落葉水體裡皆有吐泡巢。 

2.但以大葉欖仁葉對鬥魚吐泡巢的效果最好(約一天就有吐泡巢且規模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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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滿浮萍的水面毫無空隙—俯視圖 鬥魚只利用鰓來呼氣而不能使用迷器—側面圖 

(三) 探討鬥魚的領域範圍 

 

 

 

 

(四) 探討鬥魚（成魚及幼魚）的食性 

 

 

 

 

 

 

 

 

 

 

 

  

剛孵出的仔魚垂掛在泡巢下 約 2~3 天開始平游 

 

 

 

 

1.泰鬥的領域範圍明顯依其視力而定，只要其視力所及，便會前去攻擊。 

2.蓋鬥的領域範圍較不明顯，飼養在同一個容器的蓋鬥偶爾間有展鰭互相示威或追咬，

但當公蓋鬥發情或撫育子代時，領域範圍變得很明顯，可以說以泡巢為圓心，半徑約

20cm 的範圍皆是領域禁區，一旦有他魚入侵(包含母親魚)，公親魚便攻擊追咬。 

1.蓋斑鬥魚是屬於雜食性魚類，不挑食，幾乎所有的水生昆蟲皆進食，甚至比自己口徑

還要大的食物也進食，例如水黽。在實驗期間曾餵食蓋斑鬥魚吃蟑螂、蜘蛛，結果兩三

下就把蟑螂給吞下肚了。然而比起蓋斑鬥魚，泰國鬥魚比較挑食，比口徑較大的食餌只

啄幾下，便不予理會，如死去浮在水面上的蒼蠅。實驗中，我們還嘗試餵鬥魚吃福壽螺

的卵，想利用生物防治來克制外來種福壽螺，結果一開始鬥魚以為是飼料會進食，且會

把卵殼吐出，但餵食三至四次便不再吃食，推測福壽螺的卵可能有鬥魚不喜歡的味道或

物質，而不進食。 

2.仔魚的食物一般以水中的微生物為主，即水中的浮游微生物。剛孵化的仔魚其體長為

1mm，初期垂掛在泡巢下，吸取泡巢的養分及本身的卵黃，約 3 天才會開始平游，此時

可餵食幼水蚤(約 0.2mm)或豐年蝦(約 0.1mm)，但坊間所販賣的幼魚飼料無法讓剛孵化的

仔魚進食，甚至導致水質惡化，加速魚隻死亡之慘狀。 

 

3.在餵食期間，我們發現蓋鬥會鎖定目標、跳離水面來捕食，於是我們進而設計一個實驗

來證明蓋鬥是否能捕食在水面上飛行的蚊子。實驗結果： 

A.泰鬥由於尾鰭太大，導致無法完全跳離水面，所以幾乎家蚊都存活。而蓋鬥尾鰭較

修長且擺動較有勁，因此可跳離水面捕食家蚊，公魚跳躍能力大於母魚跳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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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蚊子培育箱，蓋子用紗網包覆以防蚊子飛出 孑孓飼養在一公升的容器裡面 

 

 

 

 

 

 

 

 

 

 

  

400 隻孑孓 泰鬥與 400 隻孑孓共處一「室」 

 

 

4.文獻指出一隻公蓋鬥平均每日可吞食孑孓 374.6 隻(王正雄，1998)，因此我們來設計泰

鬥一日到底可以吞食幾隻孑孓呢? 

(1) 實驗問題: 泰鬥一日到底可以吞食幾隻孑孓呢? 

(2) 實驗步驟: 

A.取四個塑膠水族箱，加入 4000ml 曝氣三日的自來水。 

B.分別放入一隻公泰鬥，於每日早上 8 點放入 400 隻孑孓。 

C.次日早上 8 點，將泰鬥撈出，計算剩下的孑孓數量，重複上述實驗。 

 

所以對蚊子防治效果以公蓋鬥所以對蚊子防治效果以公蓋鬥所以對蚊子防治效果以公蓋鬥所以對蚊子防治效果以公蓋鬥＞＞＞＞母蓋鬥母蓋鬥母蓋鬥母蓋鬥＞＞＞＞泰鬥泰鬥泰鬥泰鬥。。。。 

B.我們控制水面高度與盒蓋紗網之間的距離量測出公蓋鬥可捕食到離水面 6 公分之

高的蚊子，母蓋鬥為 5 公分，泰鬥不到 1 公分。 

C.我們甚至捕捉活的蒼蠅放入培育箱，蓋鬥也能鎖定目標，跳起來吃掉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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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如下表 �                                 實驗日期:98 年 2 月 16 日~2 月 20 日 

種類 四齡孑孓 

組別 第一日 第二日 第三日 平均 

A 247 251 236 244.7 

B 255 261 241 252.3 

C 255 251 234 246.7 

D 261 254 246 253.7 

 (3)實驗結果:蓋斑吃食孑孓的能力大於泰鬥，而且能跳躍捕食平均 6 公分高的蚊子、蒼 

蠅，所以對蚊蟲之防治潛力是蓋鬥大於泰鬥。 

 

三三三三、、、、繁殖習性之探討繁殖習性之探討繁殖習性之探討繁殖習性之探討    

(一)探討泰鬥與蓋鬥交配、產卵習性之差異 

 

 

 

 

 

 

 

 (二)探討光線明暗度對公鬥魚築泡巢之影響 

 

 

  

(三)探討不同水生植物對公鬥魚築泡巢之影響 

 

 

 

 

 

 

 

 

 

 

 

 

 

 

1.泰鬥交配時通常會追逐，所以水族箱環境需有一些水草、枕木等來讓母魚遮躲，否則

母魚可能受傷過重或因傷口細菌感染而死亡。但若公鬥太過於「斯文」反而母鬥不願

交配，推測母魚為確保後代有鬥性的優勢，是「性擇」的自然反應。 

2.在泰鬥交配的過程中，公魚非常溫柔地對待母魚，但母魚一旦產完卵，公魚便開始驅

趕母魚以保護受精卵，我們推測可能每回交尾完公、母魚爭相啣卵，但公魚會照顧受

精卵，然而母魚會吃掉卵的原故。 

泰鬥及蓋鬥皆會選擇陰暗區來築泡巢，推測此為本能行為，以確保巢位較為隱密，以避免

成魚或小魚被天敵發現而遭侵襲、滅亡。 

1.我們發現大部分的浮水植物皆有利於鬥魚築泡巢，推測其原因是能幫助泡巢附著，不致

於被水波或風所擾動而破裂、分散;我們曾測試在有打氣 pump 擾動的情形下其水族箱很

少有泡巢出現，可見水面波動不利於泡巢之建立。 

2.但鬥魚選擇在睡蓮葉子下築泡巢的次數比其它浮水植物多，我們推測原因是蓮葉葉子能

完全覆蓋泡巢且比較有隱密性，因此較不會被天敵所發現。 

3.此實驗讓我們聯想到是否水面上只要有漂浮物，鬥魚就會選擇此漂浮物來幫助築泡巢，

於是我們設計以下的實驗。 

(1)實驗問題:公鬥魚會選擇在水面上有漂浮物的地方築泡巢嗎? 

(2)實驗步驟:A.準備五盒塑膠水族箱。B.分別加入 4000ml 已曝氣三天的自來水。C.各加

入二片大葉欖仁葉。D.在水面上放置包水果用的保麗龍網、保麗龍杯對切後的一部分、

塑膠袋。E.各放入一隻泰國公鬥魚。F.將實驗對象換成蓋斑鬥魚，重複上述實驗。 

(3)實驗結論:所有實驗對象所吐的泡巢位置皆是在漂浮物下或四周，而且其面積比起未

使用保麗龍網的規模來得大，甚至超過一張紙鈔大小的面積。所以只要水面上有任何

漂浮物，鬥魚就會利用它來幫助吐泡巢，即便它不是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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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鬥在保麗龍網下築泡巢 泰鬥在保麗龍下及四周築泡巢 蓋鬥在保麗龍網下築泡巢 蓋鬥在塑膠袋下及四周築泡巢 

(四)探討公鬥魚是否延用其他公鬥魚所吐的泡巢 

 

 

(五)探討母鬥魚的費洛蒙對公鬥魚吐泡巢之影響 

 

 

(六)探討撫育期間的公鬥魚是否會照顧非親生子魚 

 

 

(七)探討不同的落葉對公鬥魚吐泡巢的影響 

 

 

 

 

    

    

    

    

    

    

泡
巢
為
幼
魚
的
保
護
傘 

    

大
葉
欖
仁
葉
刺
激
公
鬥
吐 

大
量
的
泡
巢    

公鬥魚沒有泡巢辨識的問題，不會像有些動物會利用別種動物的巢穴來繁殖生育以減少

構築巢穴的投資耗費，顯然鬥魚並沒有演化出會利用泡巢的習性。 

飼養過發情母鬥魚的水對刺激公鬥魚發情並沒有顯著影響，推測原因是母鬥魚吸引公鬥

魚並非藉著氣味，而是藉著視力，只要「對魚」，公鬥魚快則半天慢則三天便築好泡巢。 

公親魚並不會辨認體型相當的幼魚，但如放入之幼魚其體型比公親魚自己所帶的幼魚還

大時，公親魚會吃掉牠以保護幼魚，可見公親魚是以體型來辨認是否為自己的仔魚。 

1.實驗結果顯示落葉會刺激公鬥魚吐泡巢，我們推測因為植物在水體中腐敗後會釋放出微酸

(腐殖酸、葉酸、果酸、單寧酸、黃腐酸)能抑制藻類生長.幫助魚類適應環境，且單寧酸和

腐植酸會與蛋白質結合(許多病菌都是蛋白質組成的)，因此水質比較穩定不容易敗壞。 

2.大葉欖仁葉實驗組所築的泡巢之所以最大，推測其原因是它腐爛會釋放出比其它落葉更大

量的單寧酸、草酸、腐植酸及葉酸...等物質，因此會有降酸、穩定魚性及促進發情排卵的

作用產生，與原生環境中很相似(Pisces,2006)。  

 
3.我們之所以討論何種條件或狀態下會促使公鬥魚吐泡巢的原因是泡巢對繁殖非常重要，

其功用有:(1.)讓受精卵浮於水面以避免卵沉水底失去氧氣(2.)泡巢中含有氧氣可供受精卵

所需。(3)大量的泡巢可提供未平游的仔魚更大的保護傘，以免被天敵發現。我們推測如

果泡巢吐不夠或環境對泡巢維持度不持久，即使有護卵行為，胚胎成長過程依然容易被

霉菌寄生，造成死卵。而我們推測當公鬥魚所吐的泡巢量愈多，表示公鬥魚越健康或該

環境會刺激公鬥魚築泡巢，但我們並未做會增加母鬥魚產卵量的實驗，這是未來值得進

一步研究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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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泰鬥與蓋鬥的比較 

泰鬥 蓋鬥 

相

同

點 

體被櫛鱗、無側線、身體略長呈卵型而稍側扁、具長腹鰭、口斜裂、下頷突出、

有「迷器」，因而比其他的淡水魚類更無懼於高溫或優氧化等問題，而可生存於低

溶氧量的水域中。 

相

異

點 

尾鰭、腹鰭、背鰭較大片，體色多采多

姿，有紅、藍、綠、黑、紫、白…等。 

各鰭均較細長且體高較高，鰓蓋上有一

暗綠色圓斑，體側有十條藍綠色橫帶，

橫帶間為鮮豔的淺紅色。 

公

魚 

體型較大，顏色較為鮮豔，尾鰭寬大且

長。 

體型較大，身上的條狀斑紋較為明顯、

尾鰭呈現燕尾狀、色彩也較艷麗。 

一一一一
、、、、
型
態
上
的
差
異

型
態
上
的
差
異

型
態
上
的
差
異

型
態
上
的
差
異    

母

魚 
體型較小，顏色較為樸素，尾鰭短且窄。 

體型較小，色澤較淡。尾鰭短，燕尾狀

不明顯，為凹型尾。 

 

 泰鬥    蓋鬥 

與
其
他 
魚
類
共 
存
情
形 

公魚遇到體型比自己大的魚類會迎敵對

戰，但若遇到體型比自己大上很多倍的

魚類，則無備戰迎敵的樣態。母魚只會

跟同種或體型比自身小的魚種打鬥，但

激烈程度遠低於公魚，遇到體型較大的

魚則不打鬥。 

蓋鬥不管公、母皆可與其它種魚 

共存，只要對方不具敵意、威脅到蓋 

斑鬥魚，牠並不會主動攻擊，而是防 

衛被動攻擊，除非發情的公蓋斑鬥魚 

會具有強烈的領域性，而造成之間的 

互啄、追咬至受傷。 

擬
態 

並不會隨環境背景色而改變其體色。 公、母魚皆會隨背景色而改變其體色。 

僅依

靠鰓

存活

情形    

實驗初期，泰鬥及蓋鬥皆有逃離杯子的樣態，不時衝撞杯子，且鰓蓋鼓動的特別

快。但至實驗結束，鬥魚不再有衝撞杯子的行為出現，能安然地在杯內活動。顯

示鬥魚可以僅依靠鰓呼吸存活，迷器為其輔助呼吸的器官。 

領
域 
範
圍 

不論多大的實驗場域，泰國鬥魚都會 

與隔著透明容器與另一隻鬥魚互鬥。 

蓋鬥未有明顯的領域範圍，但繁殖期間 

當其它魚靠近泡巢時，公魚便發動攻擊。 

成
魚
食
性 

雜食性，平均一日吃食 249 隻孑孓，相

較於大肚魚吃食 44 隻/日、孔雀魚吃食

41.8 隻/日(王正雄，1998)，高出甚多，

對於病媒蚊的防治具有極高的潛力。 

雜食性，食性較廣，幾乎任何水生昆蟲都

吃，連在水面上的水黽也吃。平均一日吃

食 374.6 隻孑孓(王正雄，1998)。可跳離

水面捕食，實驗結果，最高紀錄為 6 公分。 

二二二二
、、、、
生
存
棲
位
之
探
討

生
存
棲
位
之
探
討

生
存
棲
位
之
探
討

生
存
棲
位
之
探
討    

幼
魚
食
性 

剛孵化的仔魚可飼養在綠水裡，孵化一週的仔魚可食用水蚤及豐年蝦，孵化一個 

月的仔魚，水蚤、豐年蝦及坊間幼魚專用飼料皆可食用。但以水蚤、豐年蝦嗜口

性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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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鬥 蓋鬥 

交
配
習
性 

交配前需先「對魚」半天至三天，使公

魚築起約二分之一紙鈔面積大的泡巢，

當發現公魚靠近母魚展現魚鰭，以尾鰭

拍打容器，且母魚身上出現婚姻斑時，

即可使兩魚交配。 

蓋斑鬥魚沒有「對魚」的問題了，因為

蓋斑鬥魚鬥性沒有這麼強烈，所以要繁

殖，只要選擇成熟的一對公母魚放置在

水族箱就可。 

婚
姻
色 

性熟的母泰鬥身上會出現數條縱向的條

紋，俗稱婚姻斑。 

性熟的母蓋鬥體色會變深，呈現較暗黑

的色澤，是為婚姻色。 

母
鬥 啣

卵 

交配過程中，母泰鬥並不會幫忙啣卵放

置泡巢下，反而會吃卵。 

交配過程中，母蓋鬥會幫忙啣卵放置泡

巢下，並不會吃卵。 

產
卵 習
性 

當公魚頭尾一夾而母魚噴卵時，泰鬥的

卵會往下沈。  

蓋鬥的卵則在水中載浮載沈，最後則是

慢慢往上浮。 

同同同同    
交配方式皆是公魚呈「倒 U」字型，母的生殖孔朝上橫躺。交配完，公母魚皆

會痙攣、暫時昏迷，之後公魚會驅趕母魚，由公魚獨自顧卵。 習
性 
異
同 異異異異    

交配完泰鬥公魚比母魚更快清醒，為的是去把卵黏附在泡巢上，以免被母魚吃

掉。但公蓋斑鬥魚與母蓋斑鬥魚其昏迷時間則是公比母還長。泰國鬥魚一交配

完漂浮在水面痙攣，而蓋斑鬥魚一交配完便痙攣下沉至水底。 

光
線 

實驗結果顯示鬥魚會選擇陰暗、隱密區來築泡巢。 

水
生
植
物 

實驗結果顯示，不同的浮水植物鬥魚皆會選擇來築泡巢。但受鬥魚青睞程度依序

為睡蓮＞水芙蓉＞布袋蓮＞浮萍。只要水面上有任何漂浮物，鬥魚就會利用它來

幫助吐泡巢，即便它不是植物。 

沿
用
泡
巢 

實驗結果顯示公鬥魚不會沿用別隻魚所築的泡巢，也不會避開別隻魚所築的泡

巢，因此鬥魚並沒有演化出會利用泡巢的習性。 

不
同 
餌
料 

實驗結果顯示富含高蛋白的餌料對公鬥魚吐泡巢有正向影響，其影響程度以動物

性活餌＞動物性死餌＞乾燥魚飼料。 

費
洛
蒙 

實驗結果顯示養過發情母泰國鬥魚的水對刺激公鬥魚吐泡巢並沒有顯著效果。 

非
親
生
仔
魚 

正在撫育期的公鬥魚會將非親生子魚含在嘴裡，送至泡巢處。但如放入體型較大

的仔魚，即使是同種的也一樣慘遭吞食的命運。顯示鬥魚不會吃食魚體小的非親

生幼魚。 

三三三三
、、、、
繁
殖
習
性
之
探
討

繁
殖
習
性
之
探
討

繁
殖
習
性
之
探
討

繁
殖
習
性
之
探
討    

不
同
落
葉 

實驗結果顯示，不同的落葉水體鬥魚皆會選擇來吐泡巢，但以鬥魚在大葉欖仁的

落葉水體中最快吐出泡巢且規模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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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玖玖 、、、、 實 驗 過 程 觀 察 記 錄實 驗 過 程 觀 察 記 錄實 驗 過 程 觀 察 記 錄實 驗 過 程 觀 察 記 錄     

 

泡 巢 約 半 張 紙 鈔 大  發 情 母 蓋 斑 其 體 色 會 變 黑 、 變 暗  蓋鬥吃蟑螂 

  

大葉欖仁葉水溶液的 pH 值 泰鬥交配圖(公魚呈倒U 字型，母魚橫躺向上) 白色一粒一粒的為魚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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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盒均為已計算完畢的 400 隻孑孓 泰鬥與 400 隻孑孓共處一「室」 交配中修補泡巢的公蓋鬥 

蓋鬥交配圖(俯視) 母的已清醒公的還在昏迷(圖 1) 母的已清醒公的還在昏迷(圖 2) 

  

交配中的泰鬥 公泰鬥清醒撿卵，但母鬥還在昏迷 公鬥魚是否會認泡巢實驗圖 

  

利用豐年蝦的趨光性來集聚，以

便餵食小魚 

剛孵化的仔魚 到水田所撈的水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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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蚯蚓 福壽螺及福壽螺卵 蓋鬥最終不吃福壽螺的卵 

 
蓋鬥吃水黽 蓋鬥吃黑殼蝦 蓋鬥也會吃蜜蜂 

   

公蓋鬥的嘴型較寬長 母蓋鬥的嘴型較短小 至校園外水溝捕撈孑孓 

  

計時公鬥及母鬥每回合交配的各別昏迷時間 剛開始會平游的小魚 

 



【評語】080305 

觀察作得很仔細，呈現方式頗有創意。有關鬥魚與大肚魚對

孑孓的防治研究上可以就繁殖能力等因素作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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