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 第 49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作品說明書 
 

 

國小組  生物科 

 

080320 

紅姬緣椿象蟲生態探討 

 
學校名稱：屏東縣鹽埔鄉仕絨國民小學 

作者： 指導老師： 

小六 洪婉婷 

小六 蘇倖誼 

小六 許宜靜 

小六 黃品翰 

小五 陳卉玟 

小五 林昱汝 

潘宏谷 

鄒美華 

 

關鍵詞：紅姬緣椿象蟲、生活史、環境逆境 



 ～1～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研究是探討紅姬緣椿象蟲生態，透過棲息地觀察、飼養與實驗，瞭解牠在生態系的意

義。研究發現：紅姬緣椿象蟲分布在家鄉有台灣欒樹的地方，以樹上蒴果與樹下矮灌木叢或

草叢作為主要棲息地，雜食性，喜愛吸食欒樹子；沒有固定棲息的顏色，聚集在不同的光色

下，以日光最多。生活史經過卵、若蟲、成蟲，若蟲經五次脫皮變為成蟲。卵到成蟲，約需

40天，成蟲壽命平均53天。 

棲息的生態隨著台灣欒樹開花結果（九月），蟲聚從蒴果往欒樹整棵和樹下草叢蔓延（十

月至隔年四月），且數量倍增；每天聚集的地點會隨著溫度與時間而遷移。冬天聚集時身體

表面溫度略高於四周物體的表面溫度；在環境逆境下成蟲的生存能力最強。牠不是害蟲，可

作為生態觀察的研究對象。 

壹壹壹壹、、、、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老師帶我們認識校園植物中的台灣特有植物－台灣欒木，在觀察蒴果時，突然聽到女同

學的驚叫聲「好多蟲啊！好可怕的紅色蟲子」，我們發現一群躲在欒樹的褐色『蒴果』內，

整隻紅通通的蟲子，起先我們都不知道牠的名稱，於是翻閱了昆蟲圖鑑，才知道牠們叫做「紅

姬緣椿象蟲」又稱大紅椿象。 

對於台灣欒樹下紅色小昆蟲我們非常好奇，想要深入的瞭解牠們的棲息生態，因此，請

老師帶領我們實際飼養、做田野調查和相關實驗，共同研究討論。 

貳貳貳貳、、、、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一、瞭解紅姬緣椿象蟲在家鄉棲息分佈的情形 

二、瞭解紅姬緣椿象蟲的生活史、各階段的行為觀察及身體構造 

三、瞭解紅姬緣椿象蟲成蟲在棲息地生態的變遷 

四、探討紅姬緣椿象蟲的食性 

五、探討紅姬緣椿象蟲和小紅姬緣椿象蟲的成蟲異性配對繁殖情形 

六、探討紅姬緣椿象蟲對色紙的選擇性 

七、探討紅姬緣椿象蟲對哪種顏色光的喜好性 

八、瞭解紅姬緣椿象蟲聚集時與四周環境的表面溫度的差異 

九、探討環境逆境下紅姬緣椿象蟲的生存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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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紅姬緣椿象許多隻(一齡到成蟲)、欒樹子與嫩枝、飼養箱十個、棉花、紙盒、尺、白紙、

電子秤、顯微鏡和放大鏡觀。 

二、鳥籠（用保鮮膜包住）、手電筒、九種色紙、玻璃紙（紅、黃、綠、藍）各一張、培養

皿、滴管、鐵片、棉球、單眼數位相機+近拍鏡頭（Sony a350＋micro鏡頭）。 

三、冰塊、計時器、燒杯、錐形瓶、試管夾、酒精燈、三角架、塑膠杯20個、鹽、糖、石灰

水、糯米醋、pH計、透明塑膠管30個、溫度計、紅外線溫度計、筆記型電腦。 

肆肆肆肆、、、、研究過程及方法研究過程及方法研究過程及方法研究過程及方法    
研究一研究一研究一研究一、、、、瞭解瞭解瞭解瞭解紅姬緣椿象蟲在家鄉棲息分佈的情形紅姬緣椿象蟲在家鄉棲息分佈的情形紅姬緣椿象蟲在家鄉棲息分佈的情形紅姬緣椿象蟲在家鄉棲息分佈的情形    

（一）利用「Google 地球」列印家鄉（鹽埔鄉）的衛星地圖，並做家鄉的田野調查。 

（二）找出最多聚集，容易觀察的棲息地，作為主要研究場域。 

研究二研究二研究二研究二、、、、瞭解紅姬緣椿象蟲的生活史瞭解紅姬緣椿象蟲的生活史瞭解紅姬緣椿象蟲的生活史瞭解紅姬緣椿象蟲的生活史、、、、各階段的行為觀察及身體構造各階段的行為觀察及身體構造各階段的行為觀察及身體構造各階段的行為觀察及身體構造。。。。    
（一）觀察棲地的環境，佈置一個類似棲地環境來飼養。 

（二）分組飼養，觀察紀錄各階段變化情形，並於棲息地大紅椿象比較。 

（三）利用顯微鏡和放大鏡觀察大紅椿象身體外表、腳、口器、觸角及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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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千萬畫素數位相機接上近拍鏡頭拍攝下來，並利用單槍投影到螢幕觀察。 

（五）對椿象蟲做各種試驗，如用手接近、故意將牠翻倒，觀察有什麼反應，查詢相關

書籍找出身體構造的功能。 

（六）棲息地和飼養箱觀察紀錄蛻皮經過、聚集、交尾與飛翔。 

研究三研究三研究三研究三、、、、瞭解紅姬緣椿象蟲在棲息地的生態變遷瞭解紅姬緣椿象蟲在棲息地的生態變遷瞭解紅姬緣椿象蟲在棲息地的生態變遷瞭解紅姬緣椿象蟲在棲息地的生態變遷    
（一）不定時到棲息地觀察，紀錄大紅椿象生活改變情形。 

（二）每月在棲息地的樹上、樹幹、樹頭和附近的草叢與灌木叢，紀錄遷移的情形。 

（三）聚集時紀錄以何種階段的若蟲或成蟲佔多數。 

研究四研究四研究四研究四、、、、探討紅姬緣椿象蟲的食性探討紅姬緣椿象蟲的食性探討紅姬緣椿象蟲的食性探討紅姬緣椿象蟲的食性    
（一）棲息地的食物：利用找尋棲息地時，在發現蹤跡的地區，地毯式搜尋牠們在吃什

麼東西。 

（二）食物的選擇實驗 

1.利用倒地鈴、台灣欒樹、咸豐草和馬櫻丹之枝葉果製作成食物球。 

2.放置於白板四個方位，一次放下各齡若蟲和成蟲各2隻，共放3次。 

3.紀錄紅姬緣椿象蟲吸食情形。 

4.食品添加物溶液和肉汁的選擇，步驟同2-3。 

5.種子（台灣欒樹子、倒地鈴子、木棉子）的選擇試驗，步驟同2-3。 

研究五研究五研究五研究五、、、、探討探討探討探討紅紅紅紅姬緣椿象蟲和小紅姬緣椿象蟲的成蟲異性配對繁殖情形姬緣椿象蟲和小紅姬緣椿象蟲的成蟲異性配對繁殖情形姬緣椿象蟲和小紅姬緣椿象蟲的成蟲異性配對繁殖情形姬緣椿象蟲和小紅姬緣椿象蟲的成蟲異性配對繁殖情形    
（一）故意拆散將正在交尾的大紅椿象和小紅椿象，重新配對。 

（二）將一組雌大紅椿象和雄小紅椿象成蟲，另一組雄大紅椿象和雌小紅椿象成蟲，分

別飼養在一起。 

（三）對異種配對做行為和繁殖觀察紀錄。 

研究六研究六研究六研究六、、、、探討紅姬緣椿象蟲對探討紅姬緣椿象蟲對探討紅姬緣椿象蟲對探討紅姬緣椿象蟲對色紙的選擇性色紙的選擇性色紙的選擇性色紙的選擇性    
（一）在地面鋪九張顏色不同的色紙，排成九宮格，形狀像正方形。 

（二）將若蟲30隻置於中間，五分鐘後紀錄各種色紙上停留幾隻大紅椿象。 

（三）輪流每一種顏色都到九宮格中央一次，按照步驟二紀錄。 

研究七研究七研究七研究七、、、、紅姬緣椿象蟲對紅姬緣椿象蟲對紅姬緣椿象蟲對紅姬緣椿象蟲對顏色光顏色光顏色光顏色光的喜好性的喜好性的喜好性的喜好性    
（一）將大型鳥籠外圍用透明保鮮膜包裹住，裡面放置大紅椿象和小紅椿象1-5齡若蟲、

成蟲各10隻共120隻。 

（二）將手電筒用有顏色玻璃紙包住，使發射出日光、黃光、紅光、藍光等五種光。 

（三）先用二種不同的光置於鳥籠的上方的二個斜角落，五分鐘後紀錄停留在光前的椿

象蟲數量。 

（四）交替更換有色光，每種光皆出現四次，共做10次。 

研究八研究八研究八研究八、、、、探討紅姬緣椿象聚集與四周環境的表面溫度差異性探討紅姬緣椿象聚集與四周環境的表面溫度差異性探討紅姬緣椿象聚集與四周環境的表面溫度差異性探討紅姬緣椿象聚集與四周環境的表面溫度差異性    
（一）在棲息地找尋群聚處，從早上開始量測，每二小時量一次，一至到傍晚。 

（二）用紅外線溫度計直接照射蟲體外表，至少量測群聚面積5~10點不同的位置，分別

記錄其表面溫度，算出平均值；量出四周物體表面溫度及記錄當時氣溫。 

（三）將紅姬緣椿象蟲平均表面溫度、四周物體溫度及當時氣溫做比較分析。 

（四）於12月（寒流）、3月（晴天）、4月（晴天），各量測一次，比較分析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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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庫降溫實驗圖 

研究九研究九研究九研究九、、、、探討環境逆境下探討環境逆境下探討環境逆境下探討環境逆境下紅姬緣椿象蟲的生存應變能力紅姬緣椿象蟲的生存應變能力紅姬緣椿象蟲的生存應變能力紅姬緣椿象蟲的生存應變能力    

項目 實驗步驟 

溫度逆境 

（一）降溫實驗 
1.塑膠盆底下放置冰塊，用紅外線溫度計隨時量測接觸盆底的溫度。 

2.放置各齡若蟲和成蟲各2隻，紀錄其反應情形。 

3.小塑膠盆內冰水（0℃），將紅姬緣椿象蟲各齡若蟲和成蟲各3隻放入塑膠

盆內，每隔1小時取出各齡若蟲和成蟲各1隻，觀察紀錄其反應。 

4.冷凍實驗：紅姬緣椿象蟲每齡若蟲2隻和成蟲2隻裝於塑膠圓柱內，並蓋住

瓶口，為1組共3組。 

5.第1組放入冰箱冷凍庫20分鐘，第2組放入

冰箱冷凍庫40分鐘，第3組放入冰箱冷凍庫

1小時，分別紀錄放入與起出時的溫度（如

右圖）。 

6.放置於走廊觀察紀錄紅姬緣椿象蟲解凍恢

復活動力的情形。 

（二）升溫實驗 

1.用錐形瓶將紅姬緣椿象蟲各齡若蟲和成蟲

各1隻放入瓶中，用軟木塞封住瓶口，並插上溫度計，隔水加熱，觀察紀錄

紅姬緣椿象蟲的反應。 

2.利用紅外線溫度計監測接觸面（瓶底）的溫度，溫度計量測空氣溫度。 
3.慢慢加熱讓溫度慢慢上升，觀察紀錄紅椿象反應情形。 

鹽水逆境 

1.利用電子天平調配出鹽水重量百分比濃度：4﹪（鹽2g＋水48g）、8﹪（鹽4g

＋水46g）、12﹪（鹽6g＋水44g）、16﹪（鹽8g＋水42g）、20﹪（鹽10g＋水

40g），倒於5塑膠杯中。 

2.放各齡若蟲和成蟲各1隻於塑膠杯內，用木棍攪拌，每五分鐘紀錄是否有活動力。 

3.待30分鐘後用水稀釋，並以衛生紙擦乾身體水分，觀察活動力恢復情形。 

糖水逆境 同鹽水逆境步驟 

強酸鹼 

逆境 

1.以塑膠杯裝濃石灰水（強鹼）、糯米醋（強酸），利用pH計量出酸鹼值，酸性

要3以下，鹼性要12以上。 

2.放各齡若蟲和成蟲各1隻於塑膠杯內，用木棍攪拌，每五分鐘紀錄是否有活動力。 

3.待30分鐘後用水稀釋，並以衛生紙擦乾身體水分，觀察活動力恢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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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研究一研究一研究一研究一：：：：瞭解瞭解瞭解瞭解紅姬緣椿象蟲在家鄉分佈的情形紅姬緣椿象蟲在家鄉分佈的情形紅姬緣椿象蟲在家鄉分佈的情形紅姬緣椿象蟲在家鄉分佈的情形    

圖 5.1.1 紅姬緣椿象蟲在家鄉棲息的分佈圖 

我們發現： 

1.家鄉內學校、堤防邊、馬路兩旁種有台灣欒樹，都發現紅姬緣椿象蟲。 

2.從去年在十月初台灣欒樹的蒴果發現成蟲在交尾，十一月朔果內發現 1、2齡若蟲，十

二月後欒樹上與地面有若蟲、成蟲聚集，到今年四月底以成蟲聚集灌木叢下。 

3.在欒樹下也發現有小紅姬緣椿象，其中紅姬緣椿象數量遠多於小紅姬緣椿象蟲。 

❺ ❼ 

 

❷ 

❻ 

❸ ❹ 

❽ 

❶ 

．．．．紅姬緣椿象蟲紅姬緣椿象蟲紅姬緣椿象蟲紅姬緣椿象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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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研究二研究二研究二：：：：瞭解瞭解瞭解瞭解紅姬緣椿象蟲的生活史紅姬緣椿象蟲的生活史紅姬緣椿象蟲的生活史紅姬緣椿象蟲的生活史、、、、各階段的行為觀察及身體構造各階段的行為觀察及身體構造各階段的行為觀察及身體構造各階段的行為觀察及身體構造    

（一）生活史 

表5.2.1 紅姬緣椿象蟲生活史－「卵」的觀察紀錄表 

生活史生活史生活史生活史    觀察現象觀察現象觀察現象觀察現象    特殊發現特殊發現特殊發現特殊發現    

1.卵呈橢圓體，長約

1.3mm。（如圖5.2.1） 

2.產卵至孵化約十日。 

 

1.雌蟲於971214中午於飼養

箱上方的保鮮膜上產下16

顆，室溫18-24℃。 

2.971223孵出上午十點孵化

出2隻，剛出後活動力很

強，中午過後16的卵全部孵

出成16隻一齡蟲（如圖

5.2.2）。 

1.剛產下的卵是乳白色。 

2.第二天呈黃褐色。 

3.第六天呈淡橘色。 

4.第九天變成暗紅色帶金屬光

澤。 

5.第十天破殼，先伸出頭部→胸

部→腹部→伸張六腳→用前

腳踢掉卵殼，過程約20分鐘。 

我們發現： 

1.飼養箱及棲地觀察到卵如果不被先出生的若蟲吃掉，牠的出生率幾乎 100﹪。 

2.剛破殼出來的 1齡蟲，體色呈現鮮紅色。 

 

圖5.2.1 卵 圖5.2.2 一齡蟲 圖5.2.3 二齡蟲 

圖5.2.4 三齡蟲 圖5.2.5 四齡蟲 圖5.2.6 五齡蟲 

圖5.2.7 終蟲（成蟲） 圖5.2.8 若蟲用口器吸欒子 圖5.2.9成蟲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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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2 紅姬緣椿象蟲生活史－「若蟲」的觀察紀錄表 

階段 生活史 觀察現象 特殊發現 

一
齡
蟲 

1.剛孵出時全身通紅，身長

l.6mm 

2.過6至8天後第一次蛻皮。 

1.群聚在空卵殼旁邊。 

2.喜歡吸食欒樹嫩葉和

欒樹子 

1.約30分鐘，觸角和腳

的末端變為黑色。 

 

二
齡
蟲 

1.蛻完皮後，顏色相當鮮紅，身

長3.2mm。 

2.6至8天第二次蛻皮 

1.蛻皮前一天感覺牠突

然長大了許多。 

1.排泄物為淡黃色液

體。 

2.喜歡吸食欒樹子和

欒樹的嫩芽處。 

三
齡
蟲 

1.蛻完皮後，顏色相當鮮紅，身

長7mm。 

2.過4至5天後，第三次蛻皮 

1.蛻皮前一天，腹部突

出很明顯。 

2.會吸食未孵化的卵。 

3.同伴受傷流出黃色汁

液，會去吸食同伴。 

1.小小黑黑的翅芽長

出來了。 

2.有其它椿象搶食欒

子，會用吸器帶著欒

子往高處爬。 

四
齡
蟲 

1.蛻完皮後，顏色相當鮮紅，身

長9mm。 

2.成長5至6天後，第四次蛻皮。 

1.看到快死的成蟲會用

口器攻擊，直到對方

倒下吸食。 

2.抓牠時有透明且黏黏

東西噴在手上，味道

不太會臭。 

1.小翅芽更明顯了。 

2.腹部圓股般的，尾端

白小小黑黑的斑點。 

五
齡
蟲 

1.蛻完皮後，顏色鮮紅（如圖

5.2.10），體型和成蟲相當，

雄椿象平均身長約12mm，重量

約38mg;雌椿象平均身長約

14mm，重量約40mg。 

2.經過12天左右第五次蛻皮。 

 

1.常常用前足清觸角、

口器和其它腳。 

2.看到快死的成蟲或受

傷的同伴會用口器攻

擊，吸食同伴（如圖

5.2.12）。 

3.四月份棲息地發現吸

食咸豐草、馬櫻丹。

（如圖5.4.2） 

1.腹部圓圓的有一環

一環的環節，小翅黑

黑亮亮的。 

2. 腹部比四齡蟲圓

胖，尤其雌蟲更圓

胖。 

 

我們發現：紅姬緣椿象蟲每階段稅皮剛完成體色呈現鮮紅色。 

圖5.2.10 蛻皮 圖5.2.11 紅姬緣椿象蟲雌
蟲和雄蟲的比較 

圖5.2.12 若蟲吸食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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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3 紅姬緣椿象蟲生活史－「成蟲」的觀察紀錄表 

生活史 觀察現象 特殊發現 

1.剛蛻完皮，顏色鮮紅，身

體變瘦，外形和五齡時不

同（如圖5.2.7）。 

2.雄椿象平均身長約

13mm，重量約45mg;雌椿

象平均身長約16mm，重量

約48mg。 

3.產卵:棲息地的雌椿象選

擇樹枝、樹葉的背陽面、

樹皮夾縫、欒樹的苞片內

及地面厚厚枯葉內產

卵；而飼養箱內選擇上方

蓋子凹陷處產卵。 

4.平均約53天後死亡。 

1.終齡的雌椿象（體型大，

尤其腹部膨大），與雄椿

象（體型小）交尾後產卵

（如圖5.2.11），分開後

會再與不同對象交尾。 

2.求偶行為：成蟲約一星期

後雄椿象主動以翅膀飛往

雌椿象，就一直找對象交

尾，並且會嘗試推擠已交

尾的雄椿象。 

3.雄椿象爬到雌椿象的背

部，用尾部生殖器（稱交

配器）插入雌椿象的交配

囊內，姿勢轉成頭部相反 

 

1.終齡的雌椿象的腹部通紅，腳

部以下環節是淡淡黑色共四

條；雄椿象腹部明顯黑白相

間，腳部以下的環節也是四條

（如圖 5.2.13）。 

2.飼養箱內只放一對交尾的，並

強迫分開，約 15 分鐘後雄椿

象會在主動找雌椿象的交

尾，如此反覆拆開，雄椿象依

然衝向雌椿象的進行交尾 

3.交尾成功時，雄椿象一直用二

隻後腳對著交尾處雌椿象的

腹部作後推的動作，而雌椿象

拒絕時，會以左右擺動腹部的

方式，要把雄椿象的甩開或拉

著往前直奔。 
 

圖

5.2.13 紅姬緣椿象蟲雌蟲和雄蟲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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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體構造 

表5.2.4 紅姬緣椿象蟲身體構造與功能表 

部位名稱 主要特徵 功能 

觸角 
1.分成4節，形像鞭子。 

2.整支長滿剛毛，屬剛毛狀觸角。 

1.感覺神經所在，具觸覺、嗅覺與味覺。 
2.翻倒時會以觸角擺動再配合後腳用力
翻回正面。 

3.當異物接近時，觸角會後縮；以觸角找
尋食物，在吸食食物時，遇其它椿象靠
近時，會用觸角抵抗同伴。 

口器 
1.有4節，生於頭前面，無剛毛。 
2.尖端有極細針管，平時折收靠
近腹部。 

1.吸取流體物質當食物 
2.喜愛以口器刺入倒地鈴子或欒樹子
中，並托往高處爬。 

頭 

部 

眼睛 
1.一對複眼：頭部前方兩側 

2.一對單眼：位於複眼之間 

1.複眼：主要視覺器官 

2.單眼：區分光線強弱和遠近距離 

翅膀 

1.成蟲長出，上下翅各2片。 
2.上翅革質部分中央有一個V字
形的深褐色斑，末端部為透明
膜質，膜質部位為黑色，看似
一半翅膀。 

1.飛行工具，尤其找食物與交配。 

2.遇四周環境過熱時，會揮動翅膀，以利

散熱。 
胸 

部 

腳 

1.有3對足，在前胸、中胸和後胸
各一對，稱前腳、中腳和後腳。
腳末端有二爪和肉墊。 

2.每隻腳皆長滿剛毛。 
3.長度排列依次為後腳、中腳、
腳足。 

1.主要運動器官，高處落下腳末端有肉墊
可緩衝，腳末有細小的Y型爪可以牢牢
的抓住接觸面。 

2.常常利用前腳整理觸角和口器、後腳整
理翅膀。 

3.交尾時雄蟲會用後足推雌蟲復部。 

環節 
1.腹部共有五個環節 

2.雄細長，雌橢圓飽滿 

1.方便身體彎曲與伸縮 

2.消化系統所在。 腹 

部 
生殖器 

1.交尾器(雄)，突出腹部 

2.交配管(雌)，凹陷入腹部 

1.交尾器：輸送精蟲 

2.交配管：交尾與產卵 

 

觸角(4節) 複眼與單眼 口器(4節) 上翅（末端透明） 上下翅 

 
腳末端 腹部環節 交尾器（雄） 交配管（雌） 上翅中央個V字形 

圖5.2.14 紅姬緣椿象成蟲身體各部位構造 

我們發現： 

1.紅姬緣椿象蟲除口器、單眼和複眼外，其餘身體長滿剛毛。 

2.紅姬緣椿象蟲身體部位的器官皆有其特定之功能，應用於大自然的生存。 

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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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蛻皮過程 

❶若蟲抓住樹皮倒立 ❷頭部先破皮出來 ❸再伸出胸部 

❹伸出的足部後已可運動 ❺身體垂直地面用腳後踢耀
脫落的皮 

❻脫皮完成迅速離開現場 

圖 5.2.15 紅姬緣椿象蟲蛻皮過程 

❶樹枝末端蛻皮（棲息地） ❷抓住葉背蛻皮（飼養箱） ❸樹頭突出處蛻皮（棲息地） 

❹借助地心引力蛻皮 ❺蛻皮中被抓 ❻第五次蛻皮（翅膀透明） 

圖 5.2.16 棲息地與飼養箱之小紅姬緣椿象蛻皮 

我們發現： 

1.棲息地的椿象蟲要蛻皮前會爬到樹枝末端、枯枝或緊抓樹皮倒立；飼養箱內會利用葉

背、莖末端或飼養箱狹縫處進行蛻皮。 

2.蛻皮時，會找一個陰暗或是角落的地方固定住，伸直口器，背部舊皮裂開，口器最先

出來，然後背部弓著出來，頭部再出來，最後尾端再出來（圖 5.2.15），蛻完皮後，

會在原地休息 20 分鐘，活動量才開始變大，但有東西接近也會逃命。 

3.蛻皮當天會爬上飼養箱上方或欒樹枝上方。剛蛻皮的椿象全身通紅，30分鐘左右從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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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的末端開始變黑，整隻變色要一天。成蟲的上翅膜質部分和革質部分內側黑色也隨

時間越來越深。 

（四）聚集 

1.棲地與飼養箱內的聚集 

圖5.2.17 十月初椿象聚集
在朔果裡 

圖5.2.18 飼養箱裡的椿象
聚集在飼養箱四周上方處 

圖5.2.19 11月棲地矮叢下
聚滿椿象若蟲 

2.棲息地的聚集與時間的關係 

圖5.2.20 12-1、2月若蟲和
成蟲聚集 

圖5.2.21 3-4月成蟲和少數
若蟲聚滿矮樹叢裡 

圖5.2.22 12月29日7:50若
蟲和成蟲聚集在樹洞裡 

圖5.2.23 12:28椿象若蟲和
少數成蟲聚滿樹洞與樹幹上 

圖5.2.24 16:35樹洞裡剩下
零星若蟲 

圖5.2.25 16:37扒開草叢原
來躲在裡面或枯葉下 

我們發現： 

1.棲息地會聚集在枯朔果上、雜草底部和矮叢裡；飼養箱內長發現會聚集在欒樹葉子和
飼養箱四周上方處（如圖5.2.17～19）。 

2.10月到11月先從欒樹蒴果裡開始聚集，再爬滿欒樹下地面，以若蟲居多；12月至隔年2
月聚集在欒樹成熟的蒴果裡、欒樹幹與地面矮叢，數量龐大，到處紅通通整片；3-4
月少數聚集在殘存的枯蒴果裡，大多數的成蟲聚集在欒樹頭部葉子的背面和矮叢裡樹
葉下方（如圖5.2.19～21）。 

3.在冬天的一天中，紅姬緣椿象蟲從清晨少量在樹洞裡聚集，到中午大量聚集在樹洞與
樹幹，到了傍晚就躲入矮樹叢裡或落葉裡（如圖5.2.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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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尾 

表5.2.5 紅姬緣椿象蟲交尾觀察紀錄表 

過 程 行 為 反 應 

求偶行為 
1.成蟲後約一星期，雄椿象主動以翅膀飛往雌椿象，就一直找對象交尾。 
2.其它雄椿象會嘗試推擠正在交尾的雄椿象。 

交尾過程 
1.雄椿象爬到雌椿象的背部（如圖5.2.26），用尾部生殖器（交尾器）
插入雌椿象的交配囊內。 

2.連接成功後，雄椿象再將姿勢轉成與雌椿象頭部相反。 

交尾反應 
1.交尾時雄椿象會用後足推雌椿象復部（如圖5.2.27）。 
2.雌椿象會拖著雄椿象走，動作相當不協調（如圖5.2.28）。 

 

圖5.2.26 雄椿象爬上雌椿
象的背部上進行交尾 

圖5.2.27 交尾時雄椿象會
用後足推雌椿象復部 

圖5.2.28 交尾後雌椿象拖
著雄椿象走 

（六）飛翔 

表5.2.6 紅姬緣椿象蟲的飛翔觀察紀錄表 

功能 行 為 反 應 

逃避天敵 
或逃離 

撥開台灣欒樹的蒴果或灌木叢，成蟲受驚下馬上展翅飛走。 

尋覓較好 
的食物 

十月初台灣欒樹蒴果有成蟲鑽進鑽出。 

增加生存及 
擴散棲息地 

十月初台灣欒樹上只有零星成蟲，到了12月若蟲滿地，3-4月成蟲滿天
飛 

求偶 雄椿象用翅膀飛往雌椿象，雌椿象用翅膀飛到蒴果裡產卵 

 

圖5.2.29 成蟲飛翔英姿 圖5.2.30 成群成蟲受驚下
各自飛離逃命 

圖5.2.31 從草叢飛入灌木
叢中 

我們發現：紅姬緣椿象蟲飛翔時露出先紅色的體色，飛翔速度快不容易抓到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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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三研究三研究三研究三：：：：瞭解紅姬緣椿象蟲在棲息地的生態變遷瞭解紅姬緣椿象蟲在棲息地的生態變遷瞭解紅姬緣椿象蟲在棲息地的生態變遷瞭解紅姬緣椿象蟲在棲息地的生態變遷    

97.10.03 
發現一對椿橡蟲在台灣

欒樹的蒴果（蘋果綠）裡交尾 

97.10.19 
摘取成熟的蒴果撥開，發

現裡面都是一群1齡若蟲 

97.11.05 
1-4齡若蟲爬滿蒴果（淡

桃紅色） 

97.12.07 
欒樹下1-5齡若蟲聚集，

夾雜3隻小紅姬緣椿橡若蟲 

97.12.22 
欒樹幹上有若蟲（2-5齡）

聚集 

97.12.22 
欒樹的樹頭有若蟲聚集 

 

98.01.20 
欒樹的樹頭有若蟲（4-5

齡最多）聚集 

98.02.07 
欒樹下木頭和矮仙丹灌

木叢若蟲和成蟲聚集 

98.03.29 
欒樹下矮叢裡都是蟲

成，擾動時漫天飛舞 

98.04.05 
中午1：30天氣熱，欒樹

頭的葉背躲滿成蟲 

98.04.28 
欒樹下的咸豐草花多

上，成蟲在覓食 

98.05.26 
欒樹根部剩下零星的成

蟲和若蟲（沒有聚集） 

我們發現： 
1.紅姬緣椿象蟲成蟲先在台灣欒樹的蒴果交尾產卵，孵化的若蟲先以蒴果裡的欒樹子為
主食，隨著欒樹子掉落地面，大紅椿象也爬行下來或掉落地面並大量繁殖，5月樹上
欒樹子掉光與地面欒樹子乾了，蟲子數量驟減。 

2.紅姬緣椿象蟲棲息地的數量，由十月的寥寥可數，到 11、12、1 月爬滿棲息地的若蟲，
3-4 月矮叢裡聚滿成千上萬的成蟲，5月剩下零星的成蟲和若蟲，六月時已無椿象蟲。 

3.台灣欒木樹與樹下矮灌木叢或草叢為主要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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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四研究四研究四研究四：：：：觀察紀錄棲息地紅姬緣椿象蟲的食物並探討牠的食性觀察紀錄棲息地紅姬緣椿象蟲的食物並探討牠的食性觀察紀錄棲息地紅姬緣椿象蟲的食物並探討牠的食性觀察紀錄棲息地紅姬緣椿象蟲的食物並探討牠的食性    

（一）紅姬緣椿象蟲棲息地食物 

1.在棲息地 97 年 10 月至 98 年 1 月是，樹上樹下紅椿象都在刺吸欒樹，尤其是欒樹

子（如圖 5.4.1）。 

2.一月底至三月中旬，開始發現紅椿象蟲開始吃其它東西（如圖 5.4.2），這時欒

樹子已硬，且掉了三分之二以上。 

3.飼養箱內及十二月後發現有同類受傷流出體液，若蟲會群起吸食，直到死亡為止。

三月時若蟲會去攻擊體弱成蟲或活動力差的若蟲，並吸食其體液直到死亡。 

1齡蟲吸欒樹子1 若蟲吸欒樹子 1齡蟲吸欒樹子 若蟲吸欒樹子 

圖5.4.1 紅姬緣椿象蟲吸食台灣欒樹子 

吸咸豐草汁液 吃熟的番薯 吸蛞蝓屍體 吸動物骨頭汁液 

吸棗子種子 吸馬櫻丹果實汁液 吸蜜蜂屍體 吸蟑螂屍體 

圖5.4.2 紅姬緣椿象蟲在棲息地吸食的食物 

（二）紅姬緣椿象蟲食物的選擇實驗 

1.台灣欒木樹葉球、咸豐草枝葉球和馬櫻丹果實球的選擇。 

15：50 15：50欒樹球2隻 15：50咸豐球6隻 15：50馬櫻丹球1隻 

圖5.4.3 紅姬緣椿象蟲選擇食物球的結果 



 ～14～

2.食品添加物溶液和肉汁的選擇 

16：05放入20隻若蟲，16：35結果如圖5.4.4-❶❷ 

添加物溶液和肉汁棉球 醬油1隻、肉汁1隻 三種種子 
紅姬緣椿象若蟲只吸

食欒樹子 

圖5.4.4 紅姬緣椿象蟲選擇食品添加物溶液和肉汁的結果 

3.植物種子的選擇 

在鄉內田野調查發現紅姬緣椿象喜好吸食欒樹子、小紅姬緣椿象喜好吸食倒地

鈴子、赤星椿象喜好吸食木棉子（如圖5.4.5），以這三種種子給紅姬緣椿象若蟲選擇 

09：00放入20隻若蟲，10：30結果如圖5.4.4-❸❹ 

我們發現： 

1.從棲息地的觀察，紅姬緣椿象蟲的食物是雜食性，最喜愛吸食欒樹子。 

2.食物球選擇最多是咸豐草，其次台灣欒木，最少馬櫻丹。 

3.選擇食品添加物溶液和肉汁的實驗，醬油和肉汁只有紅姬緣椿象蟲 1隻吸食。 

4.紅姬緣椿象蟲對植物種子的選擇是吸食欒樹子。 

 

 

紅姬緣椿象蟲喜好吸食台灣
欒樹子 

小紅姬緣椿象蟲喜好吸食倒
地鈴子 

赤星椿象蟲喜好吸食木棉子 

圖 5.4.5 各種椿象蟲喜好吸食的種子 

❶ ❷ ❸ ❹ 



 ～15～

研究五研究五研究五研究五：：：：探討探討探討探討紅姬緣椿象蟲和小紅姬緣椿象蟲的成蟲異性紅姬緣椿象蟲和小紅姬緣椿象蟲的成蟲異性紅姬緣椿象蟲和小紅姬緣椿象蟲的成蟲異性紅姬緣椿象蟲和小紅姬緣椿象蟲的成蟲異性配對繁殖情形配對繁殖情形配對繁殖情形配對繁殖情形    

表5.5.1 紅姬緣椿象蟲和姬緣椿象蟲的成蟲異性配對行為觀察紀錄表 

配對別 行 為 描 述 

雌紅姬緣椿象蟲 

配 

雄姬緣椿象蟲 

1.雄姬緣椿象蟲主動找雌紅姬緣椿象蟲交尾，雌紅姬緣椿象蟲交尾

意願不高（如圖5.5.1）。 

2.雄姬緣椿象蟲強迫交尾好幾次才交尾成功，雌紅姬緣椿象蟲拒絕

左右猛搖腹部，要甩掉雄姬緣椿象蟲，甩不掉時托著雄姬緣椿象

蟲往前狂奔，經過幾番掙脫，終於將雄姬緣椿象蟲甩掉。 

3.雄姬緣椿象蟲被甩後還是不死心，再接再厲，又成功交尾了，此

時雌紅姬緣椿象蟲也猛搖腹部拒絕，再度將雄姬緣椿象蟲甩掉。 

4.反覆至少五次以上的情形。 

5.過三天雌紅姬緣椿象蟲產下12顆卵，但都沒孵化出若蟲。 

雄紅姬緣椿象蟲 

配 

雌姬緣椿象蟲 

1.雄紅姬緣椿象蟲主動找雌姬緣椿象蟲交尾，雌姬緣椿象蟲交尾意

願不高，跑給牠追。 

2.雄紅姬緣椿象蟲強迫交尾好幾次才交尾成功，雌姬緣椿象蟲拒絕

左右猛搖腹部，努力要甩掉雄紅姬緣椿象蟲，甩不掉時托著雄紅

姬緣椿象蟲往前走，甩二三次後，終於將雄紅姬緣椿象蟲甩掉。 

3.雄紅姬緣椿象蟲雖不死心，再接再厲，但就是沒成功交尾。 

4.過四天雌姬緣椿象蟲產下8顆卵，但都沒孵化出若蟲。 

我們發現： 

1.兩種雄椿象蟲交尾意願很強烈，達不到目的絕不罷休，反之雌椿象蟲交尾有意願，但

不很強烈，交尾時都想辦法甩掉雄椿象。 

2.兩組交尾都有成功，所產下的卵卻未孵化出若蟲。 

 

圖5.5.1 雄小紅姬緣椿象蟲硬要找雌紅姬

緣椿象交尾 

圖5.5.2 交尾成功後雌紅姬緣椿象蟲抗拒

拉著雄小紅姬緣椿象蟲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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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1 紅姬緣椿象蟲棲息 

顏色紙實驗 

 
圖 5.7.1 大紅、小紅椿象對顏色光

的喜好性實驗 

研究六研究六研究六研究六、、、、探討紅姬緣椿象蟲對探討紅姬緣椿象蟲對探討紅姬緣椿象蟲對探討紅姬緣椿象蟲對色紙的選擇性色紙的選擇性色紙的選擇性色紙的選擇性    
表5.6.1 紅姬緣椿象蟲選擇色紙棲息實驗紀錄表 
顏色 

  數 
     量 
次數 

紅 

 

橙 

 

黃 

 

綠 

 

藍 

 

紫 

 

粉紅 

 

黑 

 

淡綠 

 

一 ＊4 0 0 0 0 0 0 2 0 

二 0 ＊6 0 1 0 0 0 0 0 

三 0 0 ＊8 0 0 2 1 1 0 

四 1 0 0 ＊5 0 0 0 2 1 

五 0 0 0 0 ＊10 0 0 1 0 

六 0 1 0 0 1 ＊12 0 1 0 

七 0 0 0 0 0 0 ＊10 0 0 

八 0 1 0 0 1 0 1 ＊6 0 

九 0 0 0 1 0 0 0 1 ＊6 

合計 4 8 8 6 12 14 12 14 7 
累計次數 2 4 2 4 4 3 4 7 3 
說明：「＊」為九宮格之中央色。 

我們發現：紅姬緣椿象蟲每次停留的數量都是中央的顏色比較多。 

研究七研究七研究七研究七、、、、探討紅姬緣椿象蟲探討紅姬緣椿象蟲探討紅姬緣椿象蟲探討紅姬緣椿象蟲對對對對顏色光顏色光顏色光顏色光的喜好性的喜好性的喜好性的喜好性    
表5.7.1 紅姬緣椿象蟲與小紅姬緣椿象蟲對光的喜好性觀察紀錄表 

光色 
  數 
     量 
次數 

紅  

A ａ Ｂ ｂ 

黃  

A ａ Ｂ ｂ 

綠  

A ａ Ｂ ｂ 

藍  

A ａ Ｂ ｂ 

日光 

A ａ Ｂ ｂ 

一 1 0 2 2 2 1 4 2 * * * * * * * * * * * * 

二 1 0 1 0 * * * * 1 1 3 2 * * * * * * * * 

三 1 1 2 1 * * * * * * * * 2 2 4 2 * * * * 

四 1 0 1 1 * * * * * * * * * * * * 5 1 8 5 

五 * * * * 3 2 5 2 2 1 4 2 * * * * * * * * 

六 * * * * 0 0 1 1 * * * * 2 1 4 2 * * * * 

七 * * * * 1 0 3 1 * * * * * * * * 2 1 4 2 

八 * * * * * * * * 2 1 2 2 3 1 4 1 * * * * 

九 * * * * * * * * 2 2 3 1 * * * * 4 3 7 3 

十 * * * * * * * * * * * * 3 1 4 1 3 2 4 2 

小計隻數 4 1 6 4 6 3 14 7 7 5 13 8 10 5 16 6 14 7 23 12 

合計隻數 5 10101010    9 19191919    12 19191919    15 22222222    21 35353535    

總隻數 15 28 33 41 46 

註：A（紅姬緣椿象成蟲） ａ（紅姬緣椿象若蟲）Ｂ（小紅姬緣椿象成蟲） ｂ（小紅姬緣椿象若蟲） 

我們發現： 
1.每次試驗小紅姬緣椿象蟲都比紅姬緣椿象蟲都

聚集在燈光下最多。 

2.椿象蟲聚集在不同的光色下，以日光最多，紅

光最少。 

3.在不同的光色下聚集成蟲比若蟲多；總數量由

多到少排列為日光、藍光、綠光、黃光、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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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八研究八研究八研究八、、、、瞭解紅姬緣椿象蟲聚集與四周環境的表面溫度的差異瞭解紅姬緣椿象蟲聚集與四周環境的表面溫度的差異瞭解紅姬緣椿象蟲聚集與四周環境的表面溫度的差異瞭解紅姬緣椿象蟲聚集與四周環境的表面溫度的差異    

表5.8.1 冬天寒流來襲紅姬緣椿象蟲聚集與四周環境的表面溫度紀錄表 

 

日期：98.01.23 

時間：7：23 

氣溫：11.1℃ 

椿象蟲平均表面溫度：9.179.179.179.17℃℃℃℃ 

四周物體平均表面溫度：9.09.09.09.0℃℃℃℃ 

發現與討論： 

紅姬緣椿象聚集的表面溫度略高於

四周物體的表面溫度，低於當時氣溫。

若蟲聚集在樹幹縫隙內。 

 

日期：98.01.23 

時間：11：06 

氣溫：21.1℃ 

椿象蟲平均表面溫度：22.822.822.822.8℃℃℃℃ 

四周物體平均表面溫度：22.2522.2522.2522.25℃℃℃℃ 

發現與討論： 

紅姬緣椿象聚集的表面溫度略高於

四周物體的表面溫度，高於當時氣溫。

若蟲爬到地面枯葉與樹幹間。 

 

日期：98.01.23 

時間：12：59 

氣溫：21.2℃ 

椿象蟲平均表面溫度：23.5623.5623.5623.56℃℃℃℃ 

四周物體平均表面溫度：21.8821.8821.8821.88℃℃℃℃ 

發現與討論： 

紅姬緣椿象聚集的表面溫度高於四

周物體的表面溫度，高於當時氣溫。若

蟲聚集樹幹縫隙和地面枯葉上。 

 

日期：98.01.23 

時間：16：51 

氣溫：17.2℃ 

椿象蟲平均表面溫度：17.4017.4017.4017.40℃℃℃℃ 

四周物體平均表面溫度：16.4416.4416.4416.44℃℃℃℃ 

發現與討論： 

紅姬緣椿象聚集的表面溫度略高於

四周物體的表面溫度，高於當時氣溫。

地面枯葉的若蟲全部爬到樹幹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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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2 春天紅姬緣椿象蟲聚集時與四周環境的表面溫度紀錄表 

 

日期：98.03.09 

時間：7：49 

氣溫：24.0℃ 

椿象蟲平均表面溫度：28.4528.4528.4528.45℃℃℃℃ 

四周物體平均表面溫度：25252525℃℃℃℃ 

發現與討論： 

紅姬緣椿象聚集的表面溫度高於四

周物體的表面溫度，高於當時氣溫。成

蟲散聚在乾枯木頭上曬太陽。 

 

日期：98.03.09 

時間：9：43 

氣溫：28.2℃ 

椿象蟲平均表面溫度：29.3329.3329.3329.33℃℃℃℃ 

四周物體平均表面溫度：32.1132.1132.1132.11℃℃℃℃ 

發現與討論： 

紅姬緣椿象聚集的表面溫度低於四

周物體的表面溫度，高於當時氣溫。成

蟲和若蟲躲在枯幹下方陰涼處。 

 

日期：98.03.09 

時間：11：47 

氣溫：30.0℃ 

椿象蟲平均表面溫度：31.5731.5731.5731.57℃℃℃℃ 

四周物體平均表面溫度：34343434℃℃℃℃ 

發現與討論： 

紅姬緣椿象聚集的表面溫度低於四

周物體的表面溫度，高於當時氣溫。成

蟲和若蟲躲在枯幹下方陰涼處。 

 

日期：98.03.09 

時間：13：28 

氣溫：32.0℃ 

椿象蟲平均表面溫度：31.2931.2931.2931.29℃℃℃℃ 

四周物體平均表面溫度：32.2432.2432.2432.24℃℃℃℃ 

發現與討論： 

紅姬緣椿象聚集的表面溫度略低於

四周物體的表面溫度，低於當時氣溫。

成蟲和若蟲躲在枯幹背陽陰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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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98.03.09 

時間：15：41 

氣溫：31.2℃ 

椿象蟲平均表面溫度：31.6631.6631.6631.66℃℃℃℃ 

四周物體平均表面溫度：31.531.531.531.5℃℃℃℃ 

發現與討論： 

紅姬緣椿象聚集的表面溫度略高於

四周物體的表面溫度和當時氣溫。成蟲

和若蟲躲在枯幹背陽陰涼處。 

 

日期：98.03.09 

時間：18：21 

氣溫：27.1℃ 

椿象蟲平均表面溫度：24242424℃℃℃℃ 

四周物體平均表面溫度：23.8823.8823.8823.88℃℃℃℃ 

發現與討論： 

紅姬緣椿象聚集的表面溫度略低於

四周物體的表面溫度和當時氣溫。成蟲

和若蟲躲在枯幹下方處。 

表 5.8.3 四月紅姬緣椿象蟲聚集時與四周環境的表面溫度紀錄表 

 

日期：98.04.05 

時間：07：46 

氣溫：25.5℃ 

椿象蟲平均表面溫度：24242424℃℃℃℃ 

四周物體平均表面溫度：24242424℃℃℃℃ 

發現與討論： 

紅姬緣椿象聚集的表面溫度等於四

周物體的表面溫度，低於當時氣溫。成

蟲堆集在樹幹陰涼處（翻開才找得到） 

 

日期：98.04.05 

時間：09：30 

氣溫：28.5℃ 

椿象蟲平均表面溫度：27272727℃℃℃℃ 

四周物體平均表面溫度：27272727℃℃℃℃ 

發現與討論： 

紅姬緣椿象聚集的表面溫度等於四

周物體的表面溫度，低於當時氣溫。成

蟲堆集在樹幹陰涼處（翻開才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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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98.04.05 

時間：11：42 

氣溫：31.5℃ 

椿象蟲平均表面溫度：28282828℃℃℃℃ 

四周物體平均表面溫度：27.7927.7927.7927.79℃℃℃℃ 

發現與討論： 
紅姬緣椿象聚集的表面溫度略高於

四周物體的表面溫度，低於當時氣溫。

成蟲堆集在樹幹陰涼處（翻開才找得到） 

 

日期：98.04.05 

時間：13：38 

氣溫：32.5℃ 

椿象蟲平均表面溫度：29.2929.2929.2929.29℃℃℃℃ 

四周物體平均表面溫度：28.6728.6728.6728.67℃℃℃℃ 

發現與討論： 
紅姬緣椿象聚集的表面溫度略高於

四周物體的表面溫度，低於當時氣溫。

成蟲堆集在欒樹葉子背後陰涼處（翻開

才找得到） 

 

日期：98.04.05 

時間：15：39 

氣溫：33℃ 

椿象蟲平均表面溫度：29.829.829.829.8℃℃℃℃ 

四周物體平均表面溫度：29.829.829.829.8℃℃℃℃ 

發現與討論： 
紅姬緣椿象聚集的表面溫度等於四

周物體的表面溫度，低於當時氣溫。成

蟲堆集在欒樹葉子背後陰涼處（翻開才

找得到） 

 

日期：98.04.05 

時間：17：31 

氣溫：30.5℃ 

椿象蟲平均表面溫度：27.2527.2527.2527.25℃℃℃℃ 

四周物體平均表面溫度：26.8826.8826.8826.88℃℃℃℃ 

發現與討論： 
紅姬緣椿象聚集的表面溫度略高於

四周物體的表面溫度，低於當時氣溫。

成蟲堆集在欒樹葉子背後陰涼處（翻開

才找得到） 
將資料轉成折線圖，如圖 5.8.1～圖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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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1 冬天（971223 寒流）紅姬緣椿象蟲聚集時與四周環境的表面溫度日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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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2 春天（980309）紅姬緣椿象蟲聚集時與四周環境的表面溫度日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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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3 四月（980405）紅姬緣椿象蟲聚集時與四周環境的表面溫度日變化圖 

我們發現： 

1.時二月（寒流）時，紅姬緣椿象蟲聚集的表面溫度略高於四周物體的表面溫度，清晨

略低於氣溫，9:30 後到下午皆高於氣溫。 

2.三月時，清晨蟲溫高於四周的表面溫度，9:30 後低於四周的表面溫度（黑色木頭會聚

熱），13:00～15:30 低於氣溫外，其餘時間皆高於氣溫。 

3.四月時，紅姬緣椿象蟲皆低於氣溫，與四周溫度接近。 

4.紅姬緣椿象蟲聚集時的表面溫度會隨四周溫度的變化做調整。 

5.紅姬緣椿象蟲量測的最高表面溫度皆不超過 32℃。 
研究九研究九研究九研究九：：：：探討環境逆境下探討環境逆境下探討環境逆境下探討環境逆境下紅姬緣椿象蟲的生存應變能力紅姬緣椿象蟲的生存應變能力紅姬緣椿象蟲的生存應變能力紅姬緣椿象蟲的生存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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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溫度逆境 

1.降溫試驗 

表5.9.1 降低溫度下紅姬緣椿象蟲反應情形 

溫度 行 為 反 應 描 述 

26℃降自9℃ 全部活動自如，完全沒影響。 

8℃ 1-5齡若蟲爬行變慢許多，成蟲稍慢，六隻蟲都六腳輪流抬起。 

4℃ 六隻蟲爬行很慢，走2-3步，停15-20秒。 

0℃冰塊上 

一、剛放下六隻蟲都快步走（圖5.9.1），走20秒後變慢，越來越慢，7
分鐘4-5齡若蟲不動，10分鐘後都不動，抓起用衛生紙包住，10秒
後六隻蟲都能爬行。 

二、再放在冰塊上，走9秒3-5齡若蟲就停了，過了8分鐘後都不動，抓
起用衛生紙包住，25秒後六隻蟲都能爬行。 

0℃（冰塊水中） 

共分三組同時放入冰水中（如圖5.9.2-5.9.9） 
一、放入時，椿象蟲在冰水中掙扎，1-2齡若蟲最先不動，1分30秒3-5

齡若蟲跟著不動，蟲蟲不斷六腳划水，3分鐘後六隻蟲都不動，
腳收到腹部。 

二、30分鐘後1-5齡若蟲1/3沉入冰水中。 
三、1小時候，各齡蟲和成蟲抓起1隻，用衛生紙包住吸乾身體的水，

靜置觀察恢復情形： 
（一）2分鐘後成蟲最先翻身。 
（二）8分鐘後1齡翻身移動，接著2齡、4齡、3齡、5齡蟲依次翻身

移動，30分鐘後行動自如。 
四、2小時候，各齡蟲和成蟲再抓起1隻，用衛生紙包住吸乾身體的水，

靜置觀察恢復情形： 
（一）15分鐘後成蟲最先翻身。 
（二）40分鐘後1、2動觸角，50分後齡翻身移動，接著3齡、4齡、3

齡，最後5齡蟲翻身移動。 
五、3小時候，各齡蟲和成蟲抓起，用衛生紙包住吸乾身體的水，靜

置觀察恢復情形： 
（一）35分鐘後成蟲最先翻身。 
（二）1小時後1齡翻身移動，1小時8分2齡翻身移動，1小時50分3、

4齡翻身移動。 
（三）2小時25分5齡若蟲動觸角，2小時35分翻身移動。 

冰箱冷凍 

（11℃～-11℃） 

分三批不同時間放置冰箱冷凍庫，依20、40、60分後時間取出： 
一、第一組冷凍20分鐘：（如圖5.9.10-5.9.12） 
（一）放入時溫度11℃，20分中後打開時溫度-4℃。 
（二）放置室溫下，4分鐘後成蟲最先翻身移動。 
（二）7分鐘後1、2齡若蟲翻身移動，接著4齡、3齡、5齡蟲依次翻

身移動，30分鐘後行動自如。 
二、第二組冷凍40分鐘：（如圖5.9.13-5.9.15） 
（一）放入時溫度6℃，40分中後打開時-7℃。 
（二）放置室溫下，12分鐘後成蟲1隻動了。 
（二）20分鐘後2隻1齡若蟲翻身移動，35分鐘後1隻2齡蟲動了，45

分鐘後1隻5齡若蟲動了，其餘7隻椿象都死亡了。 
三、第三組冷凍60分鐘：（如圖5.9.16-5.9.18） 
（一）放入時溫度-1℃，60分中後打開時-11℃。 
（二）放置室溫下，椿象都死亡了。 

我們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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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紅姬緣椿象蟲在溫度26℃降至9℃，活動自如，完全沒影響；8℃降至4℃，行動變慢。 

2.在冰水（0℃）中浸泡1-3小時，離開水面休息足夠後全部可以爬行，浸泡冰水的時間

越久，體力恢復所發的時間就越久。椿象蟲體力恢復由快到慢，依次為成蟲、1、2、3、

4、5齡若蟲。 

3.在冷凍庫裡，在-4℃下能忍受20分鐘；-7℃下40分鐘後只有成蟲、1、2齡若蟲有活下

來；在1小時降溫至-11℃，紅椿象皆死亡。 

4.在溫度逆境的低溫下，以成蟲和1齡若蟲生存力最強，2齡若蟲其次，最弱者為5齡若蟲。 

圖5.9.1 冰塊上六隻蟲 
都可以快步走 

圖5.9.2 三組各齡若蟲和 
成蟲都有 

圖5.9.3 3分鐘後都在水面 
漂浮 

圖5.9.4 30分有若蟲沉入冰中
水 

圖5.9.5 1hr後從冰水取出 
30分後六隻蟲恢復活動力 

圖5.9.6 2hr後從冰水取出 
成蟲最先恢復活動力 

圖5.9.7 2hr後從冰水取出 
50分後六隻都恢復活動力 

圖5.9.8 3hr後從冰水取出 
六隻蟲都不動 

圖5.9.9 擦乾身體水份 
成蟲和1齡蟲最先恢復活動力 

圖5.9.10 第一組放入冷凍 
庫，當時溫度11℃ 

圖5.9.11 第一組20分鐘後 
移出，當時溫度-4℃ 

六隻蟲都不動 

圖5.9.12 第一組冷凍20分 
鐘後，全部恢復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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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9.19 紅姬緣椿象蟲

升溫實驗裝置 

圖5.9.13 第二組放入冷凍 
庫，當時溫度6℃ 

圖5.9.14 第二組40分鐘後 
移出，當時溫度-7℃ 

圖5.9.15 第二組冷凍40分 
鐘後，有5隻存活 

圖5.9.16 第三組放入冷凍 
庫，當時溫度-1℃ 

圖5.9.17 第三組1hr後 
移出，當時溫度-11℃ 

圖5.9.18 第三組冷凍60分 
鐘後，椿象全死亡 

2.升溫試驗 

表5.9.2 慢慢升高溫度下紅姬緣椿象蟲反應情形 

瓶中氣溫 行 為 反 應 描 述 
25~34℃ 活動自如，不停的要往玻璃杯壁嘗試向上爬，1、2齡躲在上方錐壁。 

35℃ 3、5齡蟲不安亂走。 
36℃ 5齡蟲拼命往上爬，都爬不上去。 
37℃ 4、5齡若蟲走來走去，成蟲展翅膀，1-3齡緊抓上方錐壁。 

41.5℃ 3、5齡若蟲到處亂竄後翻身，觸角還在動。 
43℃ 3、5齡若蟲死亡（瓶底50℃）。 
44℃ 2齡從玻璃錐上方掉下，四腳朝天死亡（瓶底52℃）。 

48.5℃ 1、4齡若蟲和成蟲在玻璃錐上方瓶口處相互推擠。 
50℃ 1若蟲掉下瓶底（瓶底60℃）翻身死亡。 
52℃ 4齡若蟲掉下，快速衝上頂端，又掉下來，翻身死亡（瓶底67℃） 

54℃ 成蟲掉入瓶底（瓶底70℃），快速衝上頂端，沒抓牢掉下來，翻身死亡 

我們發現： 

1.溫度升高時，椿象蟲會離開瓶底（溫度最高）往錐形瓶

上方處（溫度最低）爬，緊緊抓住縫隙，並會相互推擠。

而5齡蟲腹部太突出，無法爬上去，所以最早死亡。 

2.紅姬緣椿象蟲能忍受25-34℃以下，37℃以上就受不了，

超過50℃陸續死亡。 

3.在升溫逆境下，以成蟲生存力最強，4、1齡若蟲其次，

最弱者為5齡若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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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鹽水逆境 

表5.9.3 不同濃度鹽水下紅姬緣椿象活動情形 
時間 

活動力 

濃度 
泡5分 泡10分 泡15分 泡20分 泡25分 泡30分 

離開鹽水 
恢復情形次序 

4﹪ 成、1-5○ 成、1-5○ 成、1-5○ 成、1-5○ 
成○ 
1-5△ 

成○ 
1-5△ 

成13425 

8﹪ 成、1-5○ 成、1-5○ 
成、1-3○ 
4-5△ 

成、1-3○ 
4-5△ 

成、2-3○ 
1、4-5△ 

成1-5△ 542成31 

12﹪ 成、1-5○ 
成、1-2○ 
3-5△ 

成、2-3○ 
1、4-5△ 

成、3○ 
1245△ 

成○ 
1245△ 

成1-5△ 成51234 

16﹪ 成、1-5○ 
成、2-3○ 
145△ 

成、3○ 
1245△ 

成、4○ 
1235△ 

成○ 
1-5△ 

成1-5△ 成41235 

20﹪ 
成、2-5○ 

1△ 
成○ 
1-5△ 

成○ 
1-5△ 

成○ 
1-5△ 

成○ 
1-5△ 

成1-5△ 成53421 

符號說明：成-成蟲、1-1齡若蟲、2-2齡若蟲…5-5齡若蟲 
活動力符號說明：○活動中 △沒活動 Χ死了 

濃度20﹪鹽水中，15分後
只剩成蟲在掙扎 

泡30分後用水稀釋，只有
成蟲馬上活動 

裡開鹽水20分鐘後 
所有椿橡活動自如 

圖5.9.20 浸泡濃度20﹪鹽水30分後紅姬緣椿象恢復活力情形圖 

我們發現：在鹽水濃度20﹪以下浸泡30分後，椿象都能恢復活動力，以成蟲的恢復最快。 

（三）糖水逆境 

表5.9.4 不同濃度糖水下紅姬緣椿象蟲活動情形 
時間 

活動力 

濃度 
泡5分 泡10分 泡15分 泡20分 泡25分 泡30分 

離開糖水 
恢復情形次序 

4﹪ 成、1-5○ 成、1-5○ 
成、2-5○ 

1△ 
成、245○ 

13△ 
成、4-5○ 
1-3△ 

成、4-5○ 
1-3△ 

成53421 

8﹪ 成、1-5○ 成、1-5○ 
成、3-5○ 
1-2△ 

成、3-5○ 
1-2△ 

成、3-4○ 
1、2-5△ 

成○ 
1-5△ 

成23145 

12﹪ 成、1-5○ 
成、1-4○ 

5△ 
成、1-3○ 
4-5△ 

成、12○ 
345△ 

成、2○ 
1345△ 

成1-5△ 成52143 

16﹪ 成、1-5○ 
成、234○ 

15△ 
成、24○ 
135△ 

成、2○ 
1345△ 

成○ 
1-5△ 

成1-5△ 成54213 

20﹪ 
成、1-4○ 

5△ 
成3○ 
1235△ 

成○ 
1-5△ 

成○ 
1-5△ 

成○ 
1-5△ 

成1-5△ 成31254 

符號說明：成-成蟲、1-1齡若蟲、2-2齡若蟲…5-5齡若蟲 
活動力符號說明：○活動中 △沒活動 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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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度20﹪糖水中，15分後
只剩成蟲和1齡在掙扎 

泡25分後，成蟲還可以爬
上來 

裡開糖水20分鐘後 
所有椿橡活動自如 

圖5.9.21 浸泡濃度20﹪糖水30分後紅姬緣椿象恢復活力情形圖 

我們發現：在糖水濃度20﹪以下浸泡30分後，椿象都能恢復活動力，以成蟲的恢復最快。 

（四）強酸鹼溶液逆境 

表5.9.5 強酸鹼溶液下紅姬緣椿象活動情形 
時間 

活動力 

酸鹼度 
泡5分 泡10分 泡15分 泡20分 泡25分 泡30分 

離開容易後 
恢復情形次序 

12.75 成、1-5○ 
成○ 
1-5△ 

成、1-5△ 成、1-5△ 成、1-5△ 成、1-5△ 成12453 

2.55 成、1-5○ 
成1245○ 

3△ 
成2-3○ 
1-5△ 

成○ 
1-5△ 

成○ 
1-5△ 

成、1-5△ 成21345 

符號說明：成-成蟲、1-1齡若蟲、2-2齡若蟲…5-5齡若蟲 
活動力符號說明：○活動中 △沒活動 Χ死了 

左石灰水溶液pH值12.75 
右糯米醋溶液pH值2.55 

離開石灰水溶液20分鐘後 
1-5齡都爬上杯頂端（活力旺） 

離開糯米醋溶液20分鐘後 
1-5齡成蟲只在杯底爬行 

我們發現： 

1.紅姬緣椿象蟲浸泡在酸鹼溶液中，牠的活動力鹼性溶液比酸性溶液中差；但離開容易

後活動力的恢復卻是鹼性溶液組比酸性溶液組來得快。 

2.在強酸鹼溶液浸泡 30 分鐘後，清洗後紅姬緣椿象蟲皆能恢復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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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討討討討        論論論論    

經過一段長時間的觀察與飼養和分析觀察紀錄，研究小組和老師一起討論： 

一一一一、、、、紅姬緣椿象紅姬緣椿象紅姬緣椿象紅姬緣椿象蟲和台灣欒樹的關係蟲和台灣欒樹的關係蟲和台灣欒樹的關係蟲和台灣欒樹的關係 
紅姬緣椿象蟲數量和欒樹子的成熟有很大的關聯。欒樹子在哪裡牠就在哪裡，成蟲喜歡

把卵產在有欒子的蒴果內。 

當欒樹的種子成熟掉落，若蟲群聚由花苞蔓延到樹枝、樹幹，整片地面；欒子掉完或變

乾時，大量成蟲在欒樹下矮灌木叢群聚，並開始飛出去找食物，此時在附近可發現零零落落

的成蟲在咸豐草、馬櫻丹等植物吸食，牠們幾乎生長在台灣欒樹的附近。 

二二二二、、、、紅姬緣椿象紅姬緣椿象紅姬緣椿象紅姬緣椿象蟲蟲蟲蟲在昆蟲學上的分類在昆蟲學上的分類在昆蟲學上的分類在昆蟲學上的分類與生長變態與生長變態與生長變態與生長變態 
（一）昆蟲學分類：昆蟲綱、半翅目、顯角椿亞目、陸棲椿下目、椿象部、緣椿象總科

（Coreoidea）、姬緣椿象科（Rhopalidae）、紅姬緣椿象（Leptocoris abdominalis），屬於不

完全變態昆蟲（張永仁，民 87）。 

（二）生長變態：紅姬緣椿象成長要經過卵、若蟲、成蟲，若蟲要經五次脫皮才變為成

蟲。變態的方式屬不完全變態昆蟲（如圖 6.1.1）。 

 
圖6.1.1 昆蟲的變態（修改自狩野晉，民91） 

三三三三、、、、紅紅紅紅姬緣椿象蟲的身體特殊構造與生活史姬緣椿象蟲的身體特殊構造與生活史姬緣椿象蟲的身體特殊構造與生活史姬緣椿象蟲的身體特殊構造與生活史？？？？    

（一）身體特殊構造 

足末端 

腳底有「Y」形尖爪，爪前有弓形的肉墊，肉墊上有直直的條紋，
爪的用途是幫忙固定，紅姬緣椿象體重很輕，弓形肉墊像吸盤，讓牠可
以倒立，直直的條紋像我們鞋底的紋路，可以增加摩擦力不滑倒。常常
用後足整理翅膀。 

口器 
口器有4節，像一根細針狀，生於頭前面平時折收靠近腹部。刺吸

式口器形狀像一根針，取食時，靠這根細針穿透動植物的組織，吸取其
中的的汁液（王音、周序國，民91）。 

觸角 
有4節，外形像短鞭，上有剛毛，異物接近時，觸角會後縮，躲避

危險；用觸角找到食物，在吸食食物時，如有其它椿象蟲靠近時，會用
觸角抵抗；翻倒時會觸角的擺動和後腳的推地面翻回去。 

翅膀 
生長至成蟲才完整，上翅革質部分中央有一個V字形的深褐色斑，

末端部仍然為透明膜質，膜質部位為黑色。休息翅膀交疊時，在身體末
端會有一塊菱形的區域是透明的，看起來像是只有一半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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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史 

 
卵到成蟲約需43天，經過五次蛻皮，成蟲壽命平均約53天左右（實際觀察飼養得知） 

四四四四、、、、紅姬緣椿象蟲在棲息地的生態有何變遷紅姬緣椿象蟲在棲息地的生態有何變遷紅姬緣椿象蟲在棲息地的生態有何變遷紅姬緣椿象蟲在棲息地的生態有何變遷？？？？    
紅姬緣椿象蟲棲息會隨著台灣欒樹開花結果的時間，到欒樹上棲息、繁衍後代，等欒樹

子掉滿地，牠們就群聚到欒樹整棵和樹下草叢裡。數量由十月的寥寥可數，到 11、12 月若蟲

成千上萬得爬滿棲息地，到了隔年 3月已遷移至矮叢裡，也成長為成蟲。 

五五五五、、、、紅姬緣椿象蟲的食性為何紅姬緣椿象蟲的食性為何紅姬緣椿象蟲的食性為何紅姬緣椿象蟲的食性為何？？？？    
棲地觀察，食性實驗結果，牠會吸食植物汁液和昆蟲的體液，因此，牠的食性是雜食性。 

六六六六、、、、為什麼紅姬緣椿象蟲為什麼紅姬緣椿象蟲為什麼紅姬緣椿象蟲為什麼紅姬緣椿象蟲體色鮮紅容易被發現體色鮮紅容易被發現體色鮮紅容易被發現體色鮮紅容易被發現，，，，還是還是還是還是喜歡聚集在一起喜歡聚集在一起喜歡聚集在一起喜歡聚集在一起，，，，不怕不怕不怕不怕被被被被
天敵吃嗎天敵吃嗎天敵吃嗎天敵吃嗎？？？？    

紅姬緣椿象蟲群聚有警示天敵並發揮蟲海戰術讓鳥不知從何下口，也容易找到交配的對

象（黃順良，民 88）。 

七七七七、、、、紅姬緣椿象蟲和小紅姬緣椿象蟲異性相互交換配對為何不能繁衍後代紅姬緣椿象蟲和小紅姬緣椿象蟲異性相互交換配對為何不能繁衍後代紅姬緣椿象蟲和小紅姬緣椿象蟲異性相互交換配對為何不能繁衍後代紅姬緣椿象蟲和小紅姬緣椿象蟲異性相互交換配對為何不能繁衍後代？？？？    
查詢昆蟲分類發現牠們同姬緣椿象科（Rhopalidae）而不同種，雖交尾，但不能生卵。 

八八八八、、、、紅姬緣椿象蟲對顏色的喜好性為何紅姬緣椿象蟲對顏色的喜好性為何紅姬緣椿象蟲對顏色的喜好性為何紅姬緣椿象蟲對顏色的喜好性為何？？？？。 

沒有發現紅姬緣椿象蟲特別喜愛棲息在哪一種顏色紙上或群聚在固定顏色光線下，

實驗中以日光較其它有色光稍多。 

九九九九、、、、紅姬緣椿象蟲聚集與四周溫度之關係紅姬緣椿象蟲聚集與四周溫度之關係紅姬緣椿象蟲聚集與四周溫度之關係紅姬緣椿象蟲聚集與四周溫度之關係    
冬天時，紅姬緣椿象蟲聚集的表面溫度略高於四周物體的表面溫度；三月的清晨，蟲體

表面溫度高於四周的表面溫度，9:30 後低於四周的表面溫度；四月時，表面溫度皆低於氣

溫，與四周溫度接近。紅姬緣椿象蟲聚集的表面溫度會隨氣溫做調整，牠是變溫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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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環境逆境下環境逆境下環境逆境下環境逆境下紅紅紅紅姬緣椿象蟲的生存能力姬緣椿象蟲的生存能力姬緣椿象蟲的生存能力姬緣椿象蟲的生存能力    
紅姬緣椿象蟲在溫度逆境的低溫下，能忍受 0℃冰水浸泡 3小時；濃度 20﹪的糖水和鹽

水、石灰水溶液（pH12.75）糯米醋溶液（pH2.55）等浸泡 30 分鐘，都能恢復體力。 

環境逆境實驗得知：成蟲生存力最強，1、2齡若蟲其次，最弱者為 5齡若蟲。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紅姬緣椿象紅姬緣椿象紅姬緣椿象紅姬緣椿象蟲是否為害蟲蟲是否為害蟲蟲是否為害蟲蟲是否為害蟲？？？？ 
這段觀察時間，發現椿象蟲沒吃光台灣欒樹，或使樹枯死，將牠們灑在校園植物上，更

沒發現牠將植物啃食光光，牠們不是什麼都吃的，只是牠們群聚到處爬令人看了很有點噁心。 

我們也收集一些有關[生態保育新聞]的報導： 

宜蘭聯合報 

(2003-04-21) 

紅姬緣椿象蟲繁殖期，羅東運動公園內台灣欒樹上，出現上千隻，

相當壯觀，為防被誤以為是害蟲而噴藥滅除，荒野保護協會四月18日為

牠們請命，並建議可成為生態觀察的好對象。 

台北大文山週報 

(2006-12-15) 

臺北市辛亥路五段的行道樹，近日出現大量「紅椿象」，這些紅色

昆蟲啃咬樹莖和種子，流下的汁液波及人行道上的行人和機車，甚至潛

入住家，影響居民生活作息，讓人看了怵目驚心…。 

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花卉試驗中心陳姓承辦人解釋，發現的紅椿象

應為紅姬緣椿象蟲，喜食欒樹種子的汁液，每到春初果實成熟時，爬滿

枝幹覓食，豐富生態景觀，卻也造成居民困擾。他強調，紅椿象並非害

蟲，對人類也無威脅性，民眾不必太過驚慌。 

自從有了人類，昆蟲就一直與我們相伴，人與蟲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競爭，透過紅姬緣

椿象蟲觀察實驗，我們獲得許多課本沒有的知識、也開闊了視野，更能領略大自然的奇妙。 



 ～30～

柒柒柒柒、、、、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    
一、紅姬緣椿象蟲分布在家鄉有台灣欒樹的地方，以台灣欒木樹蒴果、樹下矮灌木叢和草叢

為主要棲息地。從 9月到隔年 5月有欒樹子的地方就可找到牠。 

二、昆蟲學的分類與生活史 

紅姬緣椿象蟲於昆蟲學分類屬昆蟲綱、半翅目、顯角椿亞目、陸棲椿下目、椿象部、

緣椿象總科、姬緣椿象科、紅姬緣椿象，屬於不完全變態昆蟲。 

生活史要經過卵、若蟲、成蟲，若蟲要經五次脫皮才變為成蟲。卵到成蟲，約需 40

天，成蟲壽命平均 53 天。 

三、主要身體構造與功能 

（一）頭部：觸角有4節，形像鞭子，感覺神經所在，具觸覺、嗅覺與味覺。口器有4節，

屬刺吸式口器，吸取流體物質當食物。複眼主要視覺器官，單眼是區分光線

強弱和遠近距離 
（二）胸部：有3對足，長滿剛毛，腳末端有爪和肉墊，前腳整理觸角和口器、後腳整理翅

膀。翅膀成蟲才長出來，上下翅各2片，上翅革質部分中央有一個V字形的深
褐色斑，末端部為透明膜質，膜質部位為黑色，飛行工具。 

（三）腹部：交尾器(雄椿象)，突出腹部，輸送精蟲；交配管(雌椿象)，凹陷入腹部，交

尾與產卵。環節有五個，方便身體彎曲與伸縮和消化系統所在。 

四、紅姬緣椿象蟲棲息地生態隨著台灣欒樹開花結果，群聚從蒴果往欒樹整棵和樹下草叢裡

蔓延且數量倍增。 

五、紅姬緣椿象蟲是雜食性，特別喜愛台灣欒樹成熟的種子；沒有喜愛棲息的顏色，聚集在

不同的光色下，以日光最多。 

六、紅姬緣椿象蟲和小紅姬緣椿象蟲相互交配所產下的卵，不能孵化成若蟲。 

七、紅姬緣椿象蟲屬變溫生物，冬天群聚，蟲體表面溫度略高於四周物體的表面溫度。 

八、環境逆境下的生存能力： 

（一）溫度逆境 

1.浸泡在冰水（0℃）3小時後，全部可以爬行活動。 

2.低溫下，以成蟲和 1齡若蟲生存力最強，2齡若蟲其次，最弱者為 5齡若蟲。 

3.生存限制之最低與最高溫度：最低-11℃，最高 54℃。 

（二）鹽水、糖水逆境：在濃度 20﹪以下浸泡 30 分後，都能恢復活動力，以成蟲恢復最

快速。 

（三）強酸鹼溶液逆境：石灰水溶液（pH12.75）糯米醋溶液（pH2.55）浸泡 30 分後，都

能恢復活動力，以成蟲恢復最快速。 

綜上結果：成蟲在環境逆境下生存能力最強。 

九、紅姬緣椿象蟲不是害蟲，可以作為生態觀察的研究對象。 

捌捌捌捌、、、、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王音、周序國（民91）。觀賞昆蟲大全觀賞昆蟲大全觀賞昆蟲大全觀賞昆蟲大全。台北市：遠流。96-97頁 

狩野晉著：周若珍譯（民91）。快樂無比快樂無比快樂無比快樂無比！！！！各種昆蟲飼養法各種昆蟲飼養法各種昆蟲飼養法各種昆蟲飼養法。台北市：商鼎文化。134頁。1 

張永仁（民87）。昆蟲圖鑑昆蟲圖鑑昆蟲圖鑑昆蟲圖鑑。台北市：遠流出版社。61頁 

黃順良（民88）。台灣欒樹生態學研究及在鄉土環境保育教學上之應用台灣欒樹生態學研究及在鄉土環境保育教學上之應用台灣欒樹生態學研究及在鄉土環境保育教學上之應用台灣欒樹生態學研究及在鄉土環境保育教學上之應用－－－－以北市萬芳社區為以北市萬芳社區為以北市萬芳社區為以北市萬芳社區為

例例例例。台北市：國語實驗小學。116頁 



【評語】080320 

探討紅姬緣椿象野外生態及生活史，觀察仔細。但實驗項目

太多，尤其有關環境逆境實驗所做的處理，應考量紅姬緣椿

象野外生存環境加以設計。此外，過去科展已有紅姬緣椿象

相關研究，文獻探討可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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