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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綠蒂的母愛夏綠蒂的母愛夏綠蒂的母愛夏綠蒂的母愛－－－－探究溝渠豹蛛的產卵與護幼行為探究溝渠豹蛛的產卵與護幼行為探究溝渠豹蛛的產卵與護幼行為探究溝渠豹蛛的產卵與護幼行為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在北壽山地區及人為環境中分別探究、歸納並比較溝渠豹蛛的產卵與護幼

行為，配合時序持續約二年得到下述結論： 

一、 溝渠豹蛛和他種蜘蛛在雌雄特徵及卵囊孵化過程上差異不大，為了適應育幼則

有特殊的外形及生活習性。 

二、 天然環境及人為環境飼養的溝渠豹蛛，都表現出一致的產卵及護幼行為，但卵

囊大小及孵出若蛛數量則不同。 

三、 溝渠豹蛛在育幼過程遇到干擾時，對於負掛卵囊及背負若蛛仍克盡職守，不離

不棄，期間共約三週之久。 

四、 徘徊性異於結網性蜘蛛的若蛛數量及獨立離群方式。若蛛空飄的方向與當天的

光源有關。 

五、 溝渠豹蛛在帶卵時期有趨向較溫暖環境的習性，但無趨光性。 

六、 溝渠豹蛛明顯在育幼過程中較其他種類用心，若蛛的存活數也增加，未來生物

科技領域研發蛛絲或蛛毒的用途時，可將溝渠豹蛛作為繁殖量產的種類之一。 

 

壹壹壹壹、、、、 研研研研究動機究動機究動機究動機 

從小我就喜歡在假日時，和媽媽到具有高雄市自然生態寶庫美稱的北壽山地區做

自然觀察，在眾多的小動物當中，對於蜘蛛的習性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牠們常常費

盡心思、因地制宜地為弱小的孩子們佈置好完善的生活環境後，才死而無憾，尤其是

童話＂夏綠蒂的網＂中慧黠又富有母愛的蜘蛛媽媽，更引發了我想仔細地探究牠們的

產卵和護幼習性的動機；只是在翻閱多年的科展資料時，卻沒有人針對這些特質來作

一些相關的實驗，所以這一次我將針對常常在尾部掛著一粒顯得笨重的卵球，卻還能

行走如風的溝渠豹蛛媽媽們來做一些比較和深入的探究! 

教材相關性：南一版自然與生活科技之一第五單元–動物的行為。 

 

貳貳貳貳、、、、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一、觀察並探究溝渠豹蛛的外形特徵及生殖構造。 

二、飼養並比較溝渠豹蛛與他種蜘蛛產卵型態的差異。 

三、比較溝渠豹蛛和他種蜘蛛的卵囊孵化過程。 

四、探究溝渠豹蛛和他種蜘蛛護幼行為的差異性。   

五、探究人為環境下的溝渠豹蛛負卵及護幼時和飼養箱中光線及溫度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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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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 研究設備研究設備研究設備研究設備：捕蟲網、捕蟲罐、玻璃瓶、玻璃片、水族箱、飼養箱、燈泡、尺、細  

                   紗網、噴水器、碼錶、電子式兩用溼溫度計、數位式照度計 

                   (TES-1330)、白熾燈泡、陶瓷保溫燈泡、ＬＥＤ省電燈泡、電流微調 

                   裝置、四方型壓克力盒、放大鏡、解剖顯微鏡、數位照相顯微鏡、數 

                   位單眼相機、硬碟式數位攝影機、長軟鑷夾、望遠鏡。 

二二二二、、、、 研究材料研究材料研究材料研究材料：北壽山地區的溝渠豹蛛 10隻、褐條斑蠅虎 4 隻、小細紋貓蛛 4隻、

大鳥糞蛛 3隻、無麟尖鼻蛛 3 隻、蜘蛛卵囊；太白粉、水、衛生紙球、

保鮮膜、黑色粉彩紙、深黑色塑型板、黑色不織布、橡皮筋。 

 

肆肆肆肆、、、、  研究過程及結果研究過程及結果研究過程及結果研究過程及結果 

   

 

  

 

 

 

 

 

 

 

 

 

 

 

 

 

 

 

發現問題發現問題發現問題發現問題：：：：為何溝渠豹蛛不是和其他蜘蛛一樣為何溝渠豹蛛不是和其他蜘蛛一樣為何溝渠豹蛛不是和其他蜘蛛一樣為何溝渠豹蛛不是和其他蜘蛛一樣，，，，只是將卵囊產在隱蔽地點只是將卵囊產在隱蔽地點只是將卵囊產在隱蔽地點只是將卵囊產在隱蔽地點，，，，

而是隨時將卵囊攜帶在身上呢而是隨時將卵囊攜帶在身上呢而是隨時將卵囊攜帶在身上呢而是隨時將卵囊攜帶在身上呢？ 

前往住家鄰近的北壽山，進行自然觀察多種蜘蛛的雌蛛及卵囊後，選擇適合研選擇適合研選擇適合研選擇適合研

究的溝渠豹蛛為對象究的溝渠豹蛛為對象究的溝渠豹蛛為對象究的溝渠豹蛛為對象來詳細記錄其生活環境及野外的捕獵型態。 

 

探究活動一探究活動一探究活動一探究活動一：：：：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雌蛛雌蛛雌蛛雌蛛外形外形外形外形的觀察記錄的觀察記錄的觀察記錄的觀察記錄 

將採集回的蜘蛛，拜訪專家進行鑑別並飼養觀察，再詳細繪圖記錄其外型特

徵及生殖構造。 

 

探究活動二探究活動二探究活動二探究活動二：：：：飼養並比較溝渠豹蛛(徘徊性蜘蛛)與他種蜘蛛(結網性蜘蛛) 

產卵型態產卵型態產卵型態產卵型態的差異。 

探究活動三探究活動三探究活動三探究活動三：：：：比較溝渠豹蛛(徘徊性蜘蛛)與他種蜘蛛(結網性蜘蛛) 

卵囊孵化過程卵囊孵化過程卵囊孵化過程卵囊孵化過程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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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過程關係圖研究過程關係圖研究過程關係圖研究過程關係圖 

 

探究活動一探究活動一探究活動一探究活動一、、、、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的野外採的野外採的野外採的野外採集與觀察集與觀察集與觀察集與觀察：：：： 

（（（（一一一一）））） 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 

        1、前往高雄市北壽山地區實地觀察採集，並依徘徊性、結網性二大類採集回經專 

     家鑑定為溝渠豹蛛(徘徊性蜘蛛)等五種不同科別的蜘蛛。（詳如附件一，蜘蛛發   

          現捕獲記錄表） 

2、將採集到的蜘蛛，飼養於模擬原生態環境的養殖箱中，箱中均放入一個含水衛

生紙球，以維持箱內溼度並注意趨光性及溫度的記錄。 

3、每三日定時、定量、定類餵食和蜘蛛體長相近的德國蟑螂或蚊子、蟋蟀等獵物。 

    ４、利用凹槽小玻片將雌蛛行動侷限住，再利用數位照相顯微鏡拍攝牠腹面的花紋 

           、生殖器官及步腳的纖毛分布，並利用放大鏡觀察以繪圖註明各科別眼式特徵。 

     

 （（（（二二二二））））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1.  本研究的溝渠豹蛛分類地位詳如表 1-1，實體相片如圖 1-1，及手繪背、腹面構 

             造圖如圖 1-2 所示。 

表 1-1 溝渠豹蛛分類表 

界 

 

門 綱 目  科 屬 種 

動物界 

 

節肢動物門 蛛形綱 蜘蛛目 狼蛛科 

 

豹蛛屬 產於台

灣種 

 

 

探究活動四探究活動四探究活動四探究活動四：：：：探究溝渠豹蛛與他種蜘蛛護幼行為的差異性護幼行為的差異性護幼行為的差異性護幼行為的差異性。。。。 

探究活動五探究活動五探究活動五探究活動五：：：：進一步探究溝渠豹蛛在負卵及護幼時與飼養箱中光線及溫負卵及護幼時與飼養箱中光線及溫負卵及護幼時與飼養箱中光線及溫負卵及護幼時與飼養箱中光線及溫度的關度的關度的關度的關

討論與結論討論與結論討論與結論討論與結論 

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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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1-1：：：：溝渠豹蛛雌蛛實際外形及體溝渠豹蛛雌蛛實際外形及體溝渠豹蛛雌蛛實際外形及體溝渠豹蛛雌蛛實際外形及體長示意相片長示意相片長示意相片長示意相片     

                      

           圖圖圖圖 1-2：：：：溝渠豹蛛雌蛛外形背溝渠豹蛛雌蛛外形背溝渠豹蛛雌蛛外形背溝渠豹蛛雌蛛外形背、、、、腹面身體器官腹面身體器官腹面身體器官腹面身體器官作者作者作者作者手繪構造圖手繪構造圖手繪構造圖手繪構造圖 

 

        ２. 五種蜘蛛的特徵比較分類： 

      表 1-2 五種蜘蛛的特徵比較一覽表 

 名     稱 捕獲地點及生活環境 身 體 構 造 與 特 徵 
 

實 地 拍 攝 圖 片 

1.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 

(Pardosa laura) 

高雄市北壽山區（灌木

林邊的落葉堆下） 

體長約５mm，屬不結網

徘 徊 性 中 的遊走型蜘

蛛，身體呈棕褐色，眼後

方有一條黃褐色縱帶。在

野外常發現雌蛛絲疣黏

著卵囊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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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式特徵： 

  

體長 8mm，屬不結網徘

徊性中的遊走型蜘蛛，身

體的背甲長大於寛，呈棕

褐色。 

 

2.安德遜蠅虎安德遜蠅虎安德遜蠅虎安德遜蠅虎 

(Hasarius 

adansoni) 

高雄市北壽山區(大草坪

上) 
眼式特徵：前中眼明顯比

後方大。 

    

 
 

體長約 8mm，屬不結網

徘 徊 性 中 的遊走型蜘

蛛，身體呈淺綠黃色，背

甲隆起，中央有二條黑褐

色的平行細縱紋。 

4.小細紋貓蛛小細紋貓蛛小細紋貓蛛小細紋貓蛛 

(Oxyopes 

macilentus) 

高雄市北壽山區（登山

步道旁的水黃皮樹上） 

眼式特徵： 

   

 

 

 

 
 

 

 



 

 

- 6 - 

體長約 10mm，結著呈有

些水平的圓網型蜘蛛，背

甲有二個黃褐色的大型

隆突，身體呈乳黃色，很

像一球鳥糞。 

4.大鳥糞蛛大鳥糞蛛大鳥糞蛛大鳥糞蛛 

(Cyrtarachne 

inaequalis) 

高雄市北壽山區(登山步

道旁的稜果榕樹下) 

眼式特徵： 

  

 
 

長約 12mm，結圓網型蜘

蛛，背甲為深褐色，頭部

呈球形。 

 

5.無麟尖鼻蛛無麟尖鼻蛛無麟尖鼻蛛無麟尖鼻蛛 

(Poltys 

illepidus) 

高雄市北壽山區  (在已

落葉的梅樹枝椏間) 

眼式特徵： 

 

 

 

 

 

 

 

 

 

    註：以上眼式圖示為作者觀察實物及參照陳仁杰(民 93)。台灣蜘蛛觀察入門台灣蜘蛛觀察入門台灣蜘蛛觀察入門台灣蜘蛛觀察入門。高雄市：串門 所繪製。 

      3．蜘蛛的構造： 

(1) 根據實際觀察的結果：本次帶回的蜘蛛不論是結網性或徘徊性，不分雄雌的

共同特徵為：身體分為頭胸部及腹部，並以窄窄的梗節和腹部相連；多數具

八個單眼，頭胸部的前端有一對觸肢，另有四對由七小節組成的步腳，步腳

前端有小爪。  

(2) 觀察繪製蜘蛛的眼式圖後，再同時對照長期飼養過程中的發現：徘徊性蜘蛛的單眼明顯較結網性蜘蛛大，而且眼域廣，所以有較敏捷頻繁的捕食行為，讓自己有足夠的營養育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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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溝渠豹蛛的外形：在四對步腳末端蹠節及跗節上均密布著粗毛，如圖 1-3，而 

          跗節前端更有著二隻勾爪及呈叢毛狀的毛刺分布，如圖 1-4，這些都是幫助若 

          蛛隨時攀爬回雌蛛身上的構造；而雌蛛背部四周捲曲的毛更可以讓若蛛藉此順 

          利而密集地緊附在上面，如圖 1-5。                    

    圖圖圖圖 1-3：：：：溝渠豹蛛蹠節及跗節間有著溝渠豹蛛蹠節及跗節間有著溝渠豹蛛蹠節及跗節間有著溝渠豹蛛蹠節及跗節間有著                圖圖圖圖 1-4：：：：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跗節末端跗節末端跗節末端跗節末端有著有著有著有著二隻二隻二隻二隻     轉折相接轉折相接轉折相接轉折相接，，，，同時同時同時同時均均均均密布著叢毛密布著叢毛密布著叢毛密布著叢毛狀的毛刺狀的毛刺狀的毛刺狀的毛刺。。。。                勾爪及呈叢勾爪及呈叢勾爪及呈叢勾爪及呈叢狀的分布狀的分布狀的分布狀的分布毛毛毛毛。。。。     

                 

                圖圖圖圖 1-5 溝渠豹蛛背部溝渠豹蛛背部溝渠豹蛛背部溝渠豹蛛背部捲曲的毛捲曲的毛捲曲的毛捲曲的毛上上上上滿滿滿滿滿背滿背滿背滿背負著負著負著負著許多許多許多許多若蛛若蛛若蛛若蛛 

      (4) 溝渠豹蛛在雌雄的分辨上：雌蛛在成蛛時期體色較黯淡而觸肢細長觸肢細長觸肢細長觸肢細長，，，，如圖 1-5   

          1-6；並具三個生殖孔的外雌器具三個生殖孔的外雌器具三個生殖孔的外雌器具三個生殖孔的外雌器構造，如圖 1-7；而雄蛛在成蛛時期觸肢較肥大觸肢較肥大觸肢較肥大觸肢較肥大， 

          如圖 1-8 ，體色也較鮮明，如圖 1-9。交配時雄蛛以觸肢將精子移入雌蛛的生 

          殖孔內(朱耀沂， 2003)。 

      

   圖圖圖圖 1-6：：：：顯微鏡下的溝渠豹蛛雌蛛觸肢細長顯微鏡下的溝渠豹蛛雌蛛觸肢細長顯微鏡下的溝渠豹蛛雌蛛觸肢細長顯微鏡下的溝渠豹蛛雌蛛觸肢細長    圖圖圖圖 1-7：：：：溝渠豹蛛雌蛛腹面之外雌器溝渠豹蛛雌蛛腹面之外雌器溝渠豹蛛雌蛛腹面之外雌器溝渠豹蛛雌蛛腹面之外雌器顯微相片顯微相片顯微相片顯微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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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1-8 雄蛛觸肢末端明顯肥大雄蛛觸肢末端明顯肥大雄蛛觸肢末端明顯肥大雄蛛觸肢末端明顯肥大           圖圖圖圖 1-9 全身體色較雌蛛全身體色較雌蛛全身體色較雌蛛全身體色較雌蛛(如表如表如表如表 1-2 附圖附圖附圖附圖)鮮明鮮明鮮明鮮明                                            
                                          

（（（（三三三三））））困難與建議困難與建議困難與建議困難與建議：：：： 

1. 依據多次野外採集蜘蛛的累積經驗：雌蛛在護幼時，往往有非常大的攻擊

性！若遇到可能具傷害性的種類時，最好的保護措施即是以器具輔助捕捉及

觀察。      

2. 觀察活體雌蛛的構造時，最大的隱憂就是擔心干擾了牠們抱卵的行為，幸而

強靭的母愛天性，至今未有任何一種蜘蛛中斷或棄置卵囊的情形出現，令人

好感動！  

3. 多數結網性的雌蛛於產卵後即不再進食，讓人十分擔憂；只能隨時更換餌

食、注意環境溼度的控制，希望能維持雌蛛的好體力，順利幫助牠們完成母

愛的天職！ 

 

 

探究活動二探究活動二探究活動二探究活動二：：：：飼養並比較溝渠豹蛛與他種飼養並比較溝渠豹蛛與他種飼養並比較溝渠豹蛛與他種飼養並比較溝渠豹蛛與他種蜘蛛產卵型態蜘蛛產卵型態蜘蛛產卵型態蜘蛛產卵型態的差異的差異的差異的差異。。。。 

            （（（（一一一一））））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為什麼溝渠豹蛛在野外產卵時不像一般種類的蜘蛛，只是將卵囊產在隱蔽地   

      點，而是更費心地黏在腹部末端的絲疣上隨身攜帶呢？ 

          

（（（（二二二二）））） 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 

 1. 將上述五種不同的雌蛛，依照牠們在自然環境的生活習性佈置好飼養箱。 

 2. 徘徊性蜘蛛的獵物採直接投入方式餵養，結網性蜘蛛則仔細黏在網上。 

 3. 遇有雌蛛異於日常習性的行為出現時，就立刻以數位硬碟攝影機進行長時  

    間連續錄影，希望能適時捕捉最真實的產卵情形，藉以比對溝渠豹蛛與各 

    種蜘蛛的產卵習性(詳如附件二：觀察蜘蛛產卵過程記錄表)。 

      4. 觀察期間，有四隻溝渠豹蛛再次出現產卵的跡象，於是我在觀察活動四中 

              再深入探究－自然及人為二種環境中其產卵形式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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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１、溝渠豹蛛產卵型態記錄。詳如附件二：蜘蛛產卵過程記錄表。 

表 2-1：溝渠豹蛛在天然環境的產卵過程記錄表  雌蛛    編號  細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發現產卵地點   桃花心木的枯葉底  桃花心木的枯葉底  桃花心木的枯葉底  桃花心木的枯葉底  桃花心木的枯葉底  水溝邊的落葉間  水溝邊的落葉間   產卵方式 (實地觀察的樣本為編號1 所得)  
 先由絲疣中在三十分鐘內三十分鐘內三十分鐘內三十分鐘內內來回拉出一個白色絲墊在地上，再緊接三分鐘左右三分鐘左右三分鐘左右三分鐘左右在絲墊上產下大小約 0.1mm 細點般卵粒，再由絲疣拉出像上蓋的絲覆上，迅速以第四對步腳的跗節輔助以滾動方式拉絲包裹上下包住的卵囊成圓球狀，最後以絲疣黏附上卵囊恢復正常走動。  平均產卵時間  ５０分        產卵次數    ２   １    ２    ２    １    １    ２  卵囊型態 (球體直徑)    3mm     4mm     3mm     4mm    4mm     4mm          5mm         卵囊顏色 淺米色   淺米色   淺米色   淺米色  淺米色    淺米色     淺米色  備註： 樣本數--帶回時已負有卵囊的７隻雌蛛 

   

 表 2-2：人為飼養環境下的溝渠豹蛛與其他種蜘蛛產卵型態比較表(詳如附件二：蜘蛛 

          產卵過程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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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項    雌蛛 種類  

產卵地點 

 

產卵時間 

  

 

卵囊型態 

  

 

產卵方式及手繪圖示 

 

1.1.1.1.溝渠溝渠溝渠溝渠

豹豹豹豹蛛蛛蛛蛛    

((((徘徊徘徊徘徊徘徊

性性性性))))    

枯葉底 

 

 

                         

 

 

 

 

 

 

６０分  4mm4mm4mm4mm 左右左右左右左右    

                                    大小的球體大小的球體大小的球體大小的球體  1.產卵方式如上          

                      述表 2-1天然環 

                      境方式。 

                     2.時間較時間較時間較時間較天然環天然環天然環天然環        

                                                                                        境境境境多多多多 1010101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２.褐褐褐褐

條條條條斑蠅斑蠅斑蠅斑蠅

虎虎虎虎 

(徘徊徘徊徘徊徘徊

性性性性) 

 

 

 

 

飼養箱底  ８0分

鐘   

          

10×12mm 大 1.帶回的雌蛛在經過   

小的二層式 一次脫皮後即食慾   

 帳幕巢網   大增，並開始在飼  

            養箱周圍織起三處  

            巢網。   

           2.經過二十二天在最 

            後一次捕食獵物後， 

      開始隱匿在其中向 

      南的一處帳幕網內。 

           3.三天後再以尾部  

            呈 8字型移動姿勢 

            在網幕底織卵囊護  

            絲後，在三分鐘三分鐘三分鐘三分鐘 

內內內內產下數顆顏色呈 

乳黃色的卵粒，再以

護 絲包覆成為 下緊

密而 上面較疏鬆的

雙層卵室。 

 

           

 

3. 小小小小

細紋貓細紋貓細紋貓細紋貓

蛛蛛蛛蛛 

((((徘徊徘徊徘徊徘徊

性性性性))))    

 

 

 

 

 

 葉面上  70分  15×12mm白

色扁平狀   

                  卵囊 

       

          1.雌 蛛 在扁平形葉面          

上先拉絲成一個片網，

再於三分鐘內三分鐘內三分鐘內三分鐘內產下約二     

十粒卵粒。 

 2.用絲疣左右以來回移

動方式拉絲包覆成一扁

平卵室,並緊密地黏附

在葉片上。 

 

           



 

 

- 11 - 

4. 大大大大

鳥糞蛛鳥糞蛛鳥糞蛛鳥糞蛛 

((((結網結網結網結網

性性性性))))    

 

 葉面下  80分  

  

15×12mm水 1.雌蛛先在飼養箱壁

滴狀立體球  面邊側結出點狀黏黏  

形卵囊      的球狀絲。 

 2.隔天 離開常棲息的

葉面下，先在兩側壁面

反覆拉絲形成一條粗

橋絲，再以垂直升降方

式織出一薄狀圓袋，在

一分鐘一分鐘一分鐘一分鐘的極短時間內

以腹部末端二分之一

處深入袋中產卵，再反

覆以逆時針方向順著

各面繞圈子方式拉絲

將卵囊包裹成橢圓狀。 

  

 

    

  

 

 

 

5. 無無無無

麟尖鼻麟尖鼻麟尖鼻麟尖鼻

蛛蛛蛛蛛 

(結網結網結網結網

性性性性)    

 

飼養箱面 70分 

夾邊 

25×30mm 亮 1.夜間離開白天習慣停     

黃色膨鬆狀  棲的枯枝，並且於垂        

卵囊        直的相鄰壁面間結出  

            六處點狀的黏絲團。 

2.凌晨四點左右在點

狀黏絲團集中處，再

用第一二對步腳攀附

橋絲，接著用第四對

步腳從 絲疣拉絲 出

來，在二十分鐘內上

下來回重覆結出扁平

薄狀絲團，再用二分二分二分二分

鐘鐘鐘鐘內內內內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在中間生下

大小約 0.1mm淺米色

卵粒，再改用側邊來

回方式拉絲包覆成卵

囊。 

 

 

備註： 產卵日期：98.11.7--99.2.15 

      實驗期間溫度平均：16-24℃ 

       溼度平均：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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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溝渠豹蛛和他種蜘蛛體長及產卵時間比較表 蜘 蛛 種 別 雌蛛體長(單位：mm) 產 卵 時 間 ( 單 位 ： 分 ) 1.1.1.1.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 5 60 

2.安德遜蠅虎安德遜蠅虎安德遜蠅虎安德遜蠅虎(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 8 80 

3.小細紋貓蛛小細紋貓蛛小細紋貓蛛小細紋貓蛛(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 8 70 

4.大鳥糞蛛大鳥糞蛛大鳥糞蛛大鳥糞蛛(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 10 80 

5.無麟尖鼻蛛無麟尖鼻蛛無麟尖鼻蛛無麟尖鼻蛛(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 12 70 

    

 

           圖 2-1．溝渠豹蛛和他種蜘蛛捕獵習性捕獵習性捕獵習性捕獵習性、體長體長體長體長及產卵時間產卵時間產卵時間產卵時間比較圖   

  

（（（（四四四四））））困難與建議困難與建議困難與建議困難與建議：：：： 

1. 本次探究活動中最困難的即是對於產卵時間的記錄；尤其是在夜晚時更容易錯

過即時的觀察，此時只能借助硬碟式錄影機來作長時間的監控，或是延長實驗

期間多進行幾次的觀察，希望能求得最客觀的結論。 

2. 在觀察部分蜘蛛絲室內部的構造時，不得已只能仔細拆開葉面或挑開卵囊，但

卻意外地卻發現了雌蛛在產卵期間就具有護幼行為，並有修補巢室修補巢室修補巢室修補巢室的習性，讓

可能被影響的小生命都能繼續成長，心中的不安才減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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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活動三探究活動三探究活動三探究活動三：：：：比較比較比較比較溝渠豹蛛與其溝渠豹蛛與其溝渠豹蛛與其溝渠豹蛛與其他種蜘蛛他種蜘蛛他種蜘蛛他種蜘蛛卵卵卵卵囊囊囊囊孵化孵化孵化孵化過程過程過程過程的差的差的差的差異異異異 

 

（（（（一一一一））））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 

          1. 將上述採集地點帶回的溝渠豹蛛等五種雌蛛及卵囊，分別置於擬原生態環境  

             的飼養箱中，每天定時觀察卵囊色澤及形狀的變化，並詳細拍照繪圖記錄（詳 

             如附件三：蜘蛛卵囊孵化過程記錄表）。 

          2.在探究活動二中的溝渠豹蛛編號一、三、四、七等四隻雌蛛，在實驗時均出 

            現再次產卵的情形，所以我再詳細比對二回不同環境下產出的卵囊，是否有 

            不同的孵化結果。 

 

（（（（二二二二））））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1. 比較溝渠豹蛛與他種蜘蛛卵囊孵化過程的差異。 

表 3-1：溝渠豹蛛與他種蜘蛛卵囊孵化過程一覽表   細         項         種   別  雌蛛護卵方式  卵囊變化過程  孵化天數  若蛛離巢方式 1. 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 

  (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     
1、(每天三至四次)雌  

  蛛爬上含水紙球， 

  將絲疣朝下浸水 

  球，使卵囊貼至含水     紙球達數分鐘。 

2、隨後並轉爬向地面陽光處伏地不動，並以 第 三 對 步腳 環 抱卵 囊 至 腹 部下 方 轉至另一面向上；每日重 覆 相 同 舉動 持 續至卵囊孵化前一日。 

3、行動敏捷仍有獵捕獵物行為。 

1111、、、、(9(9(9(9 天內天內天內天內))))卵卵卵卵囊顏色由淺囊顏色由淺囊顏色由淺囊顏色由淺灰 色灰 色灰 色灰 色 →→→→ 藍 灰 色 並 出 現 縱藍 灰 色 並 出 現 縱藍 灰 色 並 出 現 縱藍 灰 色 並 出 現 縱向白色裂紋向白色裂紋向白色裂紋向白色裂紋 

(11 天內天內天內天內)→→→→鐵銹色鐵銹色鐵銹色鐵銹色 

(2 天內) →→→→孵化。 

2、、、、裂紋裂紋裂紋裂紋漸漸漸漸漸漸漸漸加寛加寛加寛加寛,卵囊卵囊卵囊卵囊並並並並由原來由原來由原來由原來 4mm 膨脹至膨脹至膨脹至膨脹至 5mm大大大大。  
18~21 日   1、自孵化始，在十五分鐘內卵囊即自中央裂紋處鑽出約六十隻大六十隻大六十隻大六十隻大小約小約小約小約 1mm 呈米白呈米白呈米白呈米白色色色色的若蛛的若蛛的若蛛的若蛛，並迅速由雌蛛腹部末端重疊攀爬上雌蛛的整個背甲。 2、雌蛛隨後棄置卵囊。 2. 安德遜蠅安德遜蠅安德遜蠅安德遜蠅  

   虎虎虎虎 
   (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  
 

1、甫產卵 7 天內雌蛛守護在卵室內。 2、在 7 天後會短暫離開捕食獵物後再鑽回卵室中。 1、(5 天內)顏色由乳黃、淺黃淺黃淺黃淺黃色色色色→→→→深黃色深黃色深黃色深黃色 

(14 天內天內天內天內)→→→→轉至橘黃色轉至橘黃色轉至橘黃色轉至橘黃色 

(2 天內) →→→→孵化。。 

2、、、、卵室內的卵粒有卵室內的卵粒有卵室內的卵粒有卵室內的卵粒有膨大膨大膨大膨大  現現現現象象象象。 

33.明顯觀察出：若蛛鑽出前三日 時 帳 幕 網 底 即 有 在 卵 囊中活動的跡象。 

21~23日  1、約有三十餘隻三十餘隻三十餘隻三十餘隻大小大小大小大小 2mm2mm2mm2mm 的若蛛鑽爬出帳幕卵室。 2、雌蛛僅在一旁未加理會。 
３.小細紋貓小細紋貓小細紋貓小細紋貓  

  蛛蛛蛛蛛 
  (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   1、首五日匍伏在卵室上未曾離開。 2、受驚嚇時會舉起前二對步腳有恫嚇狀，但次數超過三次即棄置，隨後十分鐘後會返回繼續守護。 

1、(8 天內)卵囊卵囊卵囊卵囊內卵粒內卵粒內卵粒內卵粒顏色漸顏色漸顏色漸顏色漸漸由白色漸由白色漸由白色漸由白色→→→→淺米色淺米色淺米色淺米色 

   (7 天內天內天內天內)→→→→米黃色米黃色米黃色米黃色 

   (2 天內) →→→→孵化。    2、白色卵室內而外有膨鬆脹大現象。  
20~23日   1、約三十餘隻三十餘隻三十餘隻三十餘隻1mm 1mm 1mm 1mm 大小大小大小大小的若蛛鑽爬出卵室，並群聚漸次拉絲向上攀升至飼養箱頂 2、雌蛛事前會先爬至箱頂並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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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均有捕食行為。 多條橋絲再守在一旁。 ４.大鳥糞蛛大鳥糞蛛大鳥糞蛛大鳥糞蛛    (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   1、首七日均守護在卵囊一旁。 2、產卵後七日時，有織出網絲在卵囊上方行為。 3、將獵物黏在絲上，僅有一次的雌蛛趨前捕食。 
1、(3 天內)卵囊顏色自附著盤附著盤附著盤附著盤處向下加深成米白色處向下加深成米白色處向下加深成米白色處向下加深成米白色 

   (8 天內天內天內天內)→→→→淺黃色淺黃色淺黃色淺黃色 

   (6 天內天內天內天內)→→→→咖啡色咖啡色咖啡色咖啡色→→→→深鐵深鐵深鐵深鐵銹色銹色銹色銹色 

   (2 天內天內天內天內)孵化孵化孵化孵化。 2、卵囊大小未有明顯變化。  
14~16日  卵 1、卵囊側邊由內自外 破 出 一 直 徑

1mm 的小孔， 並於八個小時內出現一隻隻依序拉著遊絲 鑽 出 ， 大 小 約
0.8mm總數約五百餘隻的若蛛均聚集在箱頂。 二 2、雌蛛會先爬至箱頂拉妥的橋絲並守在一旁。  ５.無麟尖鼻無麟尖鼻無麟尖鼻無麟尖鼻  

  蛛蛛蛛蛛 
 (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   1、雌蛛於凌晨四時許結出一亮黃色卵囊，並一直俯臥守護在一旁，受驚時亦未遠離。 2、雌蛛於產卵後即未有捕食行為，直至死亡落地。 

1、(二天內)卵囊內部卵囊內部卵囊內部卵囊內部色澤由色澤由色澤由色澤由淺黃色淺黃色淺黃色淺黃色→→→→深黃色深黃色深黃色深黃色 

   (14 天內天內天內天內)→→→→深棕色深棕色深棕色深棕色。 
   (8 天內天內天內天內) →→→→孵化孵化孵化孵化。。。。 

2、、、、卵囊內部有漸次膨脹及顏卵囊內部有漸次膨脹及顏卵囊內部有漸次膨脹及顏卵囊內部有漸次膨脹及顏色加深的現象色加深的現象色加深的現象色加深的現象。。。。 
24 日 1、自卵囊旁側一小時內鑽出大小約 1.2mm 數量一百餘隻的若蛛，同時拉著遊絲依次聚集在箱頂。 2、雌蛛在孵化前二日即死亡。       備註：觀察記錄期間 98.11.5—99.3-1       溫度平均：16-28℃        溼度平均：55-60%     

     2．比較溝渠豹蛛與他種蜘蛛體長與若蛛數量差異   

           表 3-2 溝渠豹蛛與他種蜘蛛體長與若蛛數量比較表 

蜘 蛛 種 別 雌蛛體長(單位：mm) 若 蛛 數 量 (單位：隻 ) 

1.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 5 60 

2.安德遜蠅虎安德遜蠅虎安德遜蠅虎安德遜蠅虎(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 8 30 

3.小細紋貓蛛小細紋貓蛛小細紋貓蛛小細紋貓蛛(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 8 30 

4.大鳥糞蛛大鳥糞蛛大鳥糞蛛大鳥糞蛛(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 10 500 

  5.無麟尖鼻蛛無麟尖鼻蛛無麟尖鼻蛛無麟尖鼻蛛(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 12 

         

         100 

 

 



 

 

- 15 - 

        圖 3-1溝渠豹蛛與他種蜘蛛體長體長體長體長、捕獵習性捕獵習性捕獵習性捕獵習性與若蛛孵化數目若蛛孵化數目若蛛孵化數目若蛛孵化數目關係圖 

                       

     3.比較溝渠豹蛛在天然環境及人為環境產下的卵囊型態差異： 

    表 3-3：溝渠豹蛛在天然及人為環境差異下產出卵囊及孵化過程比較表 

    飼 細     養  

          環  

           境  

     項              

 

天天天天 然然然然 環環環環 境境境境 

 

 

 

人人人人 為為為為 環環環環 境境境境 

 產卵行為 

 

 

 

 

 

 

 

 

1. 先以絲疣於二十分鐘內分鐘內分鐘內分鐘內在地上拉出一白色絲墊。 
2. 接著在三分鐘左右三分鐘左右三分鐘左右三分鐘左右在絲墊上產下約 0.1mm 細點般卵粒。 

3. 以絲疣再拉絲覆蓋上，再迅速以第三及第四對步腳輔助用滾動方式拉絲包裹上下蓋包住的卵囊成圓球狀。 

重覆前述步驟，但是地上拉出白色絲墊的時間較長為：三十三十三十三十分鐘分鐘分鐘分鐘左右左右左右左右，，，，。 
 

 產卵時間 

 

 共約五十分鐘約五十分鐘約五十分鐘約五十分鐘     較較較較前述時間前述時間前述時間前述時間長長長長，，，，共約六共約六共約六共約六十分鐘十分鐘十分鐘十分鐘    
 產卵地點 

枯葉集中處的 陰影下或石縫間 在飼養箱的樹葉下或無光線直射的角落 
   

 護卵方式       
 

 停留十秒後，以絲疣黏附上卵囊正常走動，並迅速離開原地。   一、絲疣黏附上卵囊後在原地並未未未未立即立即立即立即移動移動移動移動。 二、遇獵物接近時，有著以第三對步腳迅速將卵囊環抱至腹部下方的警戒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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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囊外形 
 
 

 為呈 5mm 大小的圓球狀    較第一次卵囊小較第一次卵囊小較第一次卵囊小較第一次卵囊小，約３mm 大小的圓球狀。 

 卵囊顏色 
 

 米白色   較淺色較淺色較淺色較淺色，，，，呈灰白色呈灰白色呈灰白色呈灰白色 

 
 若蛛孵化數 

 約為六十餘隻  較第一次少較第一次少較第一次少較第一次少，，，，約為四十隻約為四十隻約為四十隻約為四十隻 

 
 

 

 備註：表格所列數字為平均數。 

 

（（（（三三三三））））困難與建議困難與建議困難與建議困難與建議：：：： 

1. 在參考資料及請教觀察學會專家的經驗中得知：冬季為多數蜘蛛的產卵季節，

但在此時卻因為卵囊越冬的習性，必須跨年進行觀察，甚難在短時間內完整統

計出蜘蛛的孵化進程，真是一次考驗耐心和體力的長期研究。 

2. 本回實驗並沒有特別注意飼養箱中溼度的控制，只詳細記錄出數據，未來若能

在精細的調整下仔細算出蜘蛛最適合的孵化溼度，一定能提供更正確的統計結

果。 

3. 本次實驗的蜘蛛均屬於中小型種類，很難精確地算出龐雜的若蛛數目，只能依

密度來計算總數(每一空間大小和單位數量的比例)，希望能提供一個大概的統

計結果。 

4. 在天然環境的採集中曾帶回了九種不同蜘蛛的卵囊，但在很難確知每種雌蛛的

產卵日期之下，權宜之計只能擇取在人為飼養過程又順利產卵的五個種類中來

詳加記錄推算實際的孵化時間。 

  

 

   探究活動四探究活動四探究活動四探究活動四、、、、比較比較比較比較溝渠豹蛛與他種溝渠豹蛛與他種溝渠豹蛛與他種溝渠豹蛛與他種蜘蛛蜘蛛蜘蛛蜘蛛護幼行為的差異性護幼行為的差異性護幼行為的差異性護幼行為的差異性 

 

 （（（（一一一一））））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在多次的戶外觀察中發現：蜘蛛為了繁衍後代、確保子系的生存，除了會像一 

      般動物尋覓適合的產卵地點外，更令人感動的，還有著各式各樣的護幼行為。   

      因此，我決定再深入探究下列的疑點再深入探究下列的疑點再深入探究下列的疑點再深入探究下列的疑點：：：： 

    1、溝渠豹蛛和其他不同種類蜘蛛之間，還能比較比較比較比較出出出出那些那些那些那些特殊特殊特殊特殊的的的的護幼護幼護幼護幼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呢？ 

   2、當雌蛛守護卵囊或若蛛時，是否會因為自身遭遇危險而是否會因為自身遭遇危險而是否會因為自身遭遇危險而是否會因為自身遭遇危險而棄置棄置棄置棄置呢? 

    3、溝渠豹蛛的護幼表現護幼表現護幼表現護幼表現又和其又和其又和其又和其環境有著什麼關聯性環境有著什麼關聯性環境有著什麼關聯性環境有著什麼關聯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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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 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 

1、在模擬原生態環境的養殖箱中，藉著長期的飼養過程再仔細觀察、攝影及描

繪比較溝渠豹蛛和其他種蜘蛛在人為環境中護幼行為的差異性；並詳實記錄當

時的環境條件(詳如附件四：蜘蛛護幼行為及過程記錄表)。 

2、在各種雌蛛守護卵囊或若蛛時，分別以投入獵物、振動飼養箱或直接碰觸等

方式來測試雌蛛是否會因為自身遭遇危險而有特殊的行為表現。 

3、再進一步藉由記錄比較出：在天然及人為飼養環境中的溝渠豹蛛護幼表現的

差異性。 

 

 （（（（三三三三））））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1、比較溝渠豹蛛與他種蜘蛛護幼行為的差異。 

表 4-1：溝渠豹蛛與他種蜘蛛護幼行為一覽表 

    細項             種別 

 

雌    蛛     護    幼    行   為 

  

 護幼天數  特 殊 表 現  

1.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 

(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 

 

 

1.1.1.母蛛於若蛛鑽離卵囊後，即讓若

蛛自行從第四對步腳及腹部末端

攀爬在腹部上。(詳如圖 1-3) 

2. 2.常捕食獵物及活動並隨時背負著若

蛛。 

3.未餵食若蛛。 

 7  7日１.雌蛛進食時若蛛未  

       進食。 

     2.實驗期間(孵化後 

       二週內)未有雌蛛 

       或若蛛互相捕獵情    

      形。 

2.安德遜蠅安德遜蠅安德遜蠅安德遜蠅 

  虎虎虎虎 

 (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  

 

 

 

 

1.母蛛於幼蛛孵化後仍停駐於絲室的   

卵囊上方，遇有驚擾時即急速返回巢

室上方。 

2. 2.會捕食獵物，守護行為直至若蛛自

行鑽出離巢後二天為止。 

3.未有分食及哺餵行為。 

  2日 １. 若蛛進食時，雌蛛 

即守於一側而未一  

   同爭食。 

2.實驗期間(孵化後 

  二週內)未有雌蛛 

  或若蛛互相捕獵情    

 形。 

 

3.小細紋貓小細紋貓小細紋貓小細紋貓 

   蛛蛛蛛蛛 

  (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 

  

 

1 1. 雌蛛守護行為持續，待若蛛孵化後

仍匍於卵囊一旁。 

 2. 2. 2. 2.沒有出外捕食獵物行為。 

3.未有餵食行為。 

   8日  1.在若蛛離巢前一 

        日時，雌蛛有爬至飼 

        養箱頂拉出橋絲的 

        不尋常行為。           

        

４.大鳥糞蛛大鳥糞蛛大鳥糞蛛大鳥糞蛛 

   (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  

 

 

1.雌蛛於幼蛛孵化後仍停駐於卵囊

一旁。 

２２２２....未有捕食獵物行為。 

  3.四隻雌蛛守護行為皆持續，僅有一

隻在孵化前即死亡。 

  4.未有餵食行為。 

  7日 1.守護行為持續，若蛛 

出現的前二天有在卵 

囊及箱頂四周織絲的 

       動作。 

2.第二回產下卵囊較前

回 (1.3mm) 卵 囊 形體

小(10mm)，且若蛛出若蛛出若蛛出若蛛出

現現現現數較少數較少數較少數較少(約約約約 300 隻隻隻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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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無麟尖鼻無麟尖鼻無麟尖鼻無麟尖鼻

蛛蛛蛛蛛 

  (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  

 

1.雌蛛於凌晨四時許結出一亮黃色

卵囊，並一直俯臥守護在一旁，

受驚時亦未遠離。 

2.雌蛛於產卵後即未有捕食行為，直

至死亡落地。 

 24日   雌蛛均於若蛛    

        鑽出前即死亡 

        落地。 

    

 備註： 觀察記錄期間：98.11.5—99.3.1 

        溫度平均：16-28℃ 

        溼度平均：55-60% 

 

 

 

  2、比較溝渠豹蛛等五種雌蛛在護幼期間遭受驚擾時的表現行為。 

     表 4－2-1 溝渠豹蛛等五種雌蛛護卵時期護卵時期護卵時期護卵時期受驚行為差異表 

  １、投入活動獵物（體長 

    1:1.5蟑螂） 

2、拍擊並振動飼養箱 

 

3、以軟攝夾直接碰觸 

 

 

1.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 

(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 

 

      

１.快速跳離獵物，無法

及時爬上箱子壁面，也未

立即捕食，但仍緊黏住卵

囊。 

2. 遇獵物接近時，有著以第三對步腳迅速將卵囊環抱至腹部下方的警戒行為。 

會原地跳起受驚而快

速繞圈子，但仍緊黏

住卵囊未棄置。 

直接向後跳離，但仍

緊黏住卵囊。 

2.安德遜蠅虎安德遜蠅虎安德遜蠅虎安德遜蠅虎 

(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  

 

自卵室中離開並直接撲

跳向獵物，幾次未即時取

食,但會隨後返回巢室

上。 

會原地跳高受驚而離

開巢室，但經過二至

三分鐘不等才再返

回。 

迅速向後跳離而竄鑽

回巢室。 

３.小細紋貓蛛小細紋貓蛛小細紋貓蛛小細紋貓蛛 

(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 

  

1. 未離開卵囊上方,僅高

舉第一二對腳作出恫

嚇狀達二分鐘左右,直

至獵物稍離開。 

2. 會離開捕食獵物,但時

間則未定 

 

會跳向一旁受驚而重

覆左列行為，但仍緊

俯在卵囊上未棄置。 

1. 第一次仍如左述

行為。 

2. 重覆二次後則會

棄置跳離,但經過

二小時左右會再

返回。 

 

４.大鳥糞蛛大鳥糞蛛大鳥糞蛛大鳥糞蛛 

   (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  

 

1.仍靜駐在卵囊旁的樹  

  枝上,未立即接近獵物 

  捕食， 

2.獵物接近時才有欲捕 

  食的跡象。 

未有反應。 緩慢向後退離二公分

處，但經過二十分鐘

左右又爬回卵囊一旁

靜駐。 

５.無麟尖鼻無麟尖鼻無麟尖鼻無麟尖鼻

蛛蛛蛛蛛 

(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  

 

未離開獵物，亦未接近捕

食，仍緊俯臥卵囊一側。 

拍擊多次才會受驚而

作出步腳微張開狀，

但仍緊俯住卵囊一側

而未離開棄置。 

會表現假死落地，但  

隔二十分左右即會再

循絲重返卵囊上方。 

驚 擾 原 因 

行 為 表 現 種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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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上述文字敘述及時間數字均為整理平均自附件四：蜘蛛護幼行為記錄表。 

 

  

 

  表 4-2-2 溝渠豹蛛等五種雌蛛若蛛孵出的若蛛孵出的若蛛孵出的若蛛孵出的護幼時期護幼時期護幼時期護幼時期受驚行為差異表 

 １、投入活動獵物（和雌

蛛體長 1:1左右的蟑螂、

蚊子或蟋蟀等） 

2、拍擊並振動飼養箱 3、以軟攝夾直接碰觸 

1.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 

(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 

  

1.接近接近接近接近獵獵獵獵物物物物，，，，立即捕食立即捕食立即捕食立即捕食 

2.未捕食則有驅趕及未捕食則有驅趕及未捕食則有驅趕及未捕食則有驅趕及舉舉舉舉  

  高步腳的高步腳的高步腳的高步腳的恫恫恫恫嚇行為嚇行為嚇行為嚇行為。。。。 

３.若蛛仍緊黏在背上。 

 

雌蛛會受驚而迅速走

避，有些若蛛亦會受驚

落下但立即又以步腳循

著絲爬上雌蛛背部。 

直接向一側跳離，但

若蛛並無落下跡象。 

    

2.安德遜蠅虎安德遜蠅虎安德遜蠅虎安德遜蠅虎 

(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  

 

1.撲撲撲撲向向向向獵獵獵獵物物物物，，，，立即捕食立即捕食立即捕食立即捕食 

2.若未捕食則有驅趕及 

  舉高步腳的恫嚇行為 

  。 

會受驚而跳向後方，無

護幼跡象。 

僅直接向後跳離，無

護幼跡象。 

    

３.小細紋貓蛛小細紋貓蛛小細紋貓蛛小細紋貓蛛 

(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 

  

1.撲撲撲撲向獵向獵向獵向獵物物物物，，，，立即捕食立即捕食立即捕食立即捕食， 

2.若未捕食則有驅趕及 

  舉高步腳的恫嚇行為 

  。 

3.若蛛在一側隨後亦爬

向已死亡的獵物。 

會受驚而跳離原地,無

護幼跡象。 

迅速向後跳離，無護

幼跡象。 

 

４.大鳥糞蛛大鳥糞蛛大鳥糞蛛大鳥糞蛛 

   (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  

 

1.未接近獵物，未立即捕

食。 

2.保護若蛛跡象。 

 

會受驚而移動,但無退

離跡象。 

直接向後爬離，但無

保護若蛛跡象。 

５.無麟尖鼻蛛無麟尖鼻蛛無麟尖鼻蛛無麟尖鼻蛛 

(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  

 

均在若蛛鑽離卵囊前即

已死亡無法再觀察。 

同左述。 同左述。 

    

        

 備註：上述文字敘述及時間數字均為整理平均自附件四：蜘蛛護幼行為記錄表。 

 

 

 

 

 

 

驚 擾 原 因 

行 為 表 現 種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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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較溝渠豹蛛在若蛛孵出後的若蛛孵出後的若蛛孵出後的若蛛孵出後的天然環境及人為環境下的護幼行為差異： 

   表 4-3：溝渠豹蛛在天然及人為環境差異下的護幼型態比較表 

    飼 細     養  

          環  

            境  

         項              

 

天天天天 然然然然 環環環環 境境境境 

 

 

 

人人人人 為為為為 環環環環 境境境境 

護幼行為 

 

 

 

 

 

 

 

 

1、母蛛於若蛛離開卵囊後，即

讓若蛛自行自第四步腳及

腹部末端攀爬於頭胸部後

及腹部上。 

2、有背負若蛛行為。 

3、會背負若蛛至水溝邊讓若蛛

爬下覓水。 

4、並照常捕食獵物及活動但雌

蛛並沒有分食或餵食若蛛。 

  

 1、在飼養箱中若蛛離開卵囊

後，亦出現同於天然環境中

的護幼行為。 

 2、有背負若蛛行為。 

 3、沒有分食及哺餵行為。 

 4、雌蛛會至含水紙球上， 

    若蛛亦會爬下，當雌蛛 

    離開時，若蛛會自行拉絲  

    爬回雌蛛背上。 

 5、在人為環境所結卵囊較小，

若蛛出現數較少。 

(詳見表 3-3)。 

 

護幼時間 

 

 

共約八日   

 

  共約七日 

守護地點 隨時背負若蛛-枯葉集中處的 

陰影下或石縫間。 

  隨時背負若蛛-飼養箱的樹葉下  

  或箱底角落。 

 

備註：表格所列數字為平均數。 

 

(四四四四) 困難與建議困難與建議困難與建議困難與建議：：：： 

        1、在不知道雌蛛的護幼習性之前，最令人困擾的就是餌食的調整，多數飼養的蜘 

            蛛都在產卵後就沒有再進食，這時反而擔心獵物會對活動力差又瘦弱的雌蛛進 

            行攻擊，幸好在實驗期間，雌蛛及卵囊一切平安。 

        2、若蛛鑽出卵囊時，常因體型微小，很難在第一時間觀察到離巢的行徑。我們多    

           次藉助硬碟式攝影機的長時監控及觀察放大畫面，幸運地捕捉到難得的孵化場 

           景及雌蛛特殊的護幼行為，在行為判斷的準確度上助益不少。 

        3、實驗比較組中的小細紋貓蛛在人為環境中會離巢捕食，在天然環境中則一直伏 

           臥卵囊守護；究竟是查覺天敵數減少，或是另有原因？這項特殊的行為改變， 

           只能等待我們再重返天然環境中詳細比對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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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活動五探究活動五探究活動五探究活動五：：：：探究人為環境的飼養條件探究人為環境的飼養條件探究人為環境的飼養條件探究人為環境的飼養條件下下下下，，，，溝渠豹蛛在負溝渠豹蛛在負溝渠豹蛛在負溝渠豹蛛在負卵及護幼過程中的趨光性及趨卵及護幼過程中的趨光性及趨卵及護幼過程中的趨光性及趨卵及護幼過程中的趨光性及趨 

            溫溫溫溫性性性性。。。。 

   （（（（一一一一））））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在戶外總是發現溝渠豹蛛躲藏在陰涼的落葉堆中，而在人為飼養的環境下  

     ，也觀察到溝渠豹蛛都會在枯葉間的陰暗處產卵及背負若蛛，到底溫溫溫溫度及度及度及度及    

                    光線會不會影響到溝渠豹蛛的光線會不會影響到溝渠豹蛛的光線會不會影響到溝渠豹蛛的光線會不會影響到溝渠豹蛛的負負負負卵及護幼行為卵及護幼行為卵及護幼行為卵及護幼行為呢？我決定再進一步深入探    

                    究。 

 

       （（（（二二二二）））） 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 

        1、將溝渠豹蛛飼養箱的左、右及上、下面二分之一處以黑色不織布覆蓋。 

                如圖 5-1。 

                                           

           圖圖圖圖5555----1 1 1 1 探究探究探究探究溝渠豹蛛趨光及趨溫溝渠豹蛛趨光及趨溫溝渠豹蛛趨光及趨溫溝渠豹蛛趨光及趨溫性實驗性實驗性實驗性實驗                圖圖圖圖5555----2 2 2 2 白熾白熾白熾白熾燈泡燈泡燈泡燈泡、、、、陶瓷保溫陶瓷保溫陶瓷保溫陶瓷保溫燈泡及燈泡及燈泡及燈泡及ＬＥＤＬＥＤＬＥＤＬＥＤ                                                                                            的飼養箱的飼養箱的飼養箱的飼養箱                                                                                                                        省電燈泡等三種性能不同的燈泡省電燈泡等三種性能不同的燈泡省電燈泡等三種性能不同的燈泡省電燈泡等三種性能不同的燈泡    
             2、利用白熾白熾白熾白熾燈泡燈泡燈泡燈泡((((有熱有光有熱有光有熱有光有熱有光))))、、、、陶瓷陶瓷陶瓷陶瓷保溫保溫保溫保溫燈燈燈燈泡泡泡泡((((有熱無光有熱無光有熱無光有熱無光))))及及及及ＬＥＤＬＥＤＬＥＤＬＥＤ省電燈泡省電燈泡省電燈泡省電燈泡((((無無無無    

                                                                熱有熱有熱有熱有光光光光))))等三種性能不同的燈泡來進行實驗等三種性能不同的燈泡來進行實驗等三種性能不同的燈泡來進行實驗等三種性能不同的燈泡來進行實驗，如圖 5-2；並利用電流微調 

                裝置及電子式溼溫度計、數位式照度計來準確控制箱內溫度及亮度大 

                小，如圖5-3，以詳細記錄環境條件和監測雌蛛在負卵時的停留位置及護 

                幼行為，如圖5-4。(詳如附件五：溝渠豹蛛負卵及護幼時趨光及趨溫性記      

                錄表。) 

                      

                           圖圖圖圖5555----3 3 3 3 利用電流微調裝置及電子式利用電流微調裝置及電子式利用電流微調裝置及電子式利用電流微調裝置及電子式                                圖圖圖圖5555----4444    每日定時觀察記錄每日定時觀察記錄每日定時觀察記錄每日定時觀察記錄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溝渠豹蛛                                                                                            溼溫溼溫溼溫溼溫度計度計度計度計、、、、數位式照度計準確數位式照度計準確數位式照度計準確數位式照度計準確                                            負負負負卵及護幼時的行為變化卵及護幼時的行為變化卵及護幼時的行為變化卵及護幼時的行為變化                                                                                            控制箱內溫控制箱內溫控制箱內溫控制箱內溫度及亮度度及亮度度及亮度度及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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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比較飼養箱中溫度及光線對於溝渠豹蛛在負卵及護幼時的影響。 

       表 5-1 溝渠豹蛛負負負負卵卵卵卵時時時時的趨光及趨溫性實驗記錄表     實驗組別 實驗變因 第一組(每箱一隻雌蛛共三箱) 第二組(每箱一隻雌蛛共三箱) 第三組(每箱一隻雌蛛共三箱)  燈泡種類 白熾白熾白熾白熾燈泡燈泡燈泡燈泡    ((((有熱有光有熱有光有熱有光有熱有光))))    加熱陶瓷燈加熱陶瓷燈加熱陶瓷燈加熱陶瓷燈泡泡泡泡    ((((有熱無光有熱無光有熱無光有熱無光))))    ＬＥＤＬＥＤＬＥＤＬＥＤ省電燈泡省電燈泡省電燈泡省電燈泡((((無熱有光無熱有光無熱有光無熱有光))))          空間溫度   28-30℃ 28-30℃ 18-23℃   白天亮度 夜晚亮度          470- 480Lux 470- 480Lux  250-260Lux     ╳  470- 480Lux 470- 480Lux    雌蛛編號   1   2   3  1   2   3  1   2   3      白天雌蛛是否駐留燈下  ○  ○  ○  ○  ○  ○  ╳  ○  ╳   夜晚雌蛛是否駐留燈下  ╳  ╳  ╳   ○  ○  ○  ╳  ╳  ╳   
  備註：實驗說明--1.本實驗在雌蛛抱卵期間，各進行一週並於每天白天及夜晚二個時 

                   段進行觀察，並輔以不定時察看驗證。 

                 2.實驗數據為平均值。    
                  

             表 5-2 溝渠豹蛛護幼時護幼時護幼時護幼時的趨光及趨溫性實驗記錄表    實驗組別 實驗變因 第一組(每箱一隻雌蛛共三箱) 第二組(每箱一隻雌蛛共三箱) 第三組(每箱一隻雌蛛共三箱)  燈泡種類 白熾燈泡白熾燈泡白熾燈泡白熾燈泡    ((((有熱有光有熱有光有熱有光有熱有光))))    加熱陶瓷燈加熱陶瓷燈加熱陶瓷燈加熱陶瓷燈    ((((有熱無光有熱無光有熱無光有熱無光))))    ＬＥＤＬＥＤＬＥＤＬＥＤ省電燈泡省電燈泡省電燈泡省電燈泡((((無熱有光無熱有光無熱有光無熱有光))))          空間溫度    28-30℃ 28-30℃  18-23℃   白天亮度 夜晚亮度           470- 480Lux   470- 480Lux     250-260Lux      ╳      470-480Lux  470-480Lux   雌蛛編號   1   2   3  1   2   3  1   2   3      白天雌蛛是否駐留燈下  ╳  ╳  ╳   ╳  ╳  ╳  ╳  ○  ○   夜晚雌蛛是否駐留燈下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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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實驗說明-----1.本實驗在雌蛛卵囊孵化後護幼期間，各進行一週並於每天白                 天及夜晚二個時段進行觀察，並不定時察看驗證。 

                      2.實驗數據為平均值。  
                     

     （（（（四四四四））））困難與建議困難與建議困難與建議困難與建議：：：： 

          1、實驗時的溫度及亮度高低真的很難調整，幸而能夠適時想出藉由外加電流 

              調節器及配合電子式溼溫度計、數位式照度計來調整並控制溫度高低及亮 

              度大小，終於順利達到準確度的控制。    

 2、為了觀察雌蛛是否具有育幼行徑，而將雌、若蛛連同原飼養箱而未隔離飼 

    養，雖可觀察出結果，但卻不知道是否會造成雌蛛爭食而影響若蛛成長， 

    因此，下回為求實驗結果的精密性，需再將實驗對象調整成為單一齡別的 

    蜘蛛。 

         3、下次如果再有機會，希望能藉助更精密的飼養設備來仔細統計出適合豹渠 

            豹蛛等雌蛛的飼養條件，並且推論受到那些因素的影響，深信一定能有更 

            有趣的收穫！ 

  

伍伍伍伍、、、、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一、依據實物在繪製眼式圖時發現：真的如同圖鑑中所描述：徘徊性中的遊走型蜘蛛多

數擁有一至二對較大的單眼及較大的分布區域(如：溝渠豹蛛、安德遜蠅虎、小細紋

貓蛛)，而結網性的單眼則多呈現小而集中型(如：大鳥糞蛛、無鱗尖鼻蛛)；而依據

在探究活動四中的實驗結果推論：蜘蛛在護幼警戒時的表現，及捕食獵物的習性都

明顯和視野大小及視力的好壞有關。 

 二、蜘蛛的身體顏色原本就有和生長環境相似的特徵。尤其在產卵和護幼期間，更由於

虛弱及行動不便的情況下，將偽裝及擬態的本領發揮到淋漓盡致；如：溝渠豹蛛、

安德遜蠅虎即是生活在溝渠沙地或步道旁，所以身體具有環狀紋路，呈土黃或深咖

啡色；小細紋貓蛛和大鳥糞蛛、無鱗尖鼻蛛則是停棲在隱密的草叢枝葉間產卵，所

以身體多是草綠色或褐色相間的。  

 三、研究發現：溝渠豹蛛的外形構造和牠的護幼行為有關；像是在四對步腳末端蹠節及

跗節上均密布著粗毛，而跗節前端更有著二隻勾爪及呈叢毛狀的毛刺分布，這些都

是若蛛掉落後可以隨時循著絲攀爬回雌蛛身上的法寶；而雌蛛步腳和背部上捲曲的

毛更可以讓若蛛藉此順利而密集地緊附在上面。 

四、無鱗尖鼻蛛的卵囊顏色呈現鮮明的亮黃色，並橫掛於枝椏邊，究竟是具有警告意味？

或是擬態成何種讓天敵忌食的生物？還是配合著天敵的色彩辨別能力來調整呢？值

得再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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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比較溝渠豹蛛及其他蜘蛛生產型態的差異上：徘徊性和結網性蜘蛛拉絲築卵室的

步驟及時間相近，和體型大小及生活習性無關，同樣在產卵時速度明顯加快，應該

是擔心卵囊內溫、溼度的保存，加上生活環境的害敵頗多，雌蛛勢必在最短時間內

完成卵囊的掩蔽，同時減少自身的危險。 

  六、本次研究中的溝渠豹蛛等五類蜘蛛均在在在在產卵期間即具有護幼行為產卵期間即具有護幼行為產卵期間即具有護幼行為產卵期間即具有護幼行為，並有修補巢室修補巢室修補巢室修補巢室 

      的習性；而小細紋貓蛛及大鳥糞蛛則小細紋貓蛛及大鳥糞蛛則小細紋貓蛛及大鳥糞蛛則小細紋貓蛛及大鳥糞蛛則更更更更有若蛛有若蛛有若蛛有若蛛在在在在孵化孵化孵化孵化前前前前先先先先拉拉拉拉出出出出空漂絲空漂絲空漂絲空漂絲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的行為，未 

      來也許可以依據此項行為來推斷推斷推斷推斷出出出出該該該該種若蛛種若蛛種若蛛種若蛛離開離開離開離開卵囊的時間卵囊的時間卵囊的時間卵囊的時間。  

七、溝渠豹蛛在產下卵囊，另每當投入獵物時即有著以第三及第四對步腳將卵囊自絲疣  

   環抱至腹下的特殊行為，在探究活動四的危機實驗時也有著幾回同樣的舉止，這可 

   能是牠護卵的另一種表現，值得我們再多進行觀察。 

八、在若蛛離開卵囊的時間統計上：人為環境的孵化時間多集中於十二天至二十一天不

等，與天然環境下所結卵囊的時間相差不多，明顯地未受到人工飼養的影響。 

九、經過實驗結果推論：若蛛破出卵囊的數目與雌蛛的體長無關，而和捕獵的習性有關。

生活環境愈接近地面者，若蛛的天敵數較多，但因為雌蛛食物來源變廣，所以可延

長壽命，就能親自育雛，因此所產下的卵粒較大但數目較少；而愈遠離地面的結網

性種類，雌蛛多在卵囊孵化前即死去，而若蛛亦多為空飄離去，所以採取＂蛛海策

略＂，以量取勝。 

      十、雌蛛在人為飼養環境中不再交尾，但卻能再次產下卵囊，推論可能是牠們具有儲存

精子的構造，這項發現可於日後再深入研究。 

十一、在人為飼養下的溝渠豹蛛所產的卵囊外形較天然環境下的小，且孵化數目亦較

少；究竟是雌蛛本身已為第二、三次產卵，還是投入的餌食欠缺多樣性，造成營養

失衡的緣故？這一種現象真令人疑惑，日後再設計實驗尋求答案。    

十二、在探究活動四中發現：小細紋貓蛛和大鳥糞蛛在若蛛破囊而出前一二天，在卵囊

四周有拉出橋絲的特殊行為；再觀察後續若蛛的空飄後才發現，原來是雌蛛協助若

蛛拉絲升空的另一種護幼方式。   

十三、在探究活動四的實驗中，結網性的雌蛛在受驚時因為活動力不佳而缺少保護若蛛

的行為，依據推論可能是：雌蛛在護卵期間，很少進食體力不支，也有可能在包覆

的飼養箱中阻隔了若蛛可以及時空飄，來躲避天敵的時機，只是確實的原因等著進

一步控制變因來探討。 

十四、由實驗過程中發現：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徘徊性小細紋貓蛛小細紋貓蛛小細紋貓蛛小細紋貓蛛和和和和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結網性大鳥糞蛛的若蛛大鳥糞蛛的若蛛大鳥糞蛛的若蛛大鳥糞蛛的若蛛都都都都有有有有空飄空飄空飄空飄習性習性習性習性，，，，

在在在在飼養箱中飼養箱中飼養箱中飼養箱中就就就就會會會會拉絲爬拉絲爬拉絲爬拉絲爬高而高而高而高而群聚於群聚於群聚於群聚於向向向向陽處陽處陽處陽處（詳如附件三：蜘蛛卵囊孵化過程記錄

表）；；；；當當當當戶戶戶戶外外外外放放放放養時養時養時養時，，，，更更更更明顯明顯明顯明顯觀察出觀察出觀察出觀察出牠們拉絲升牠們拉絲升牠們拉絲升牠們拉絲升向向向向陽陽陽陽光較光較光較光較強強強強的的的的枝椏枝椏枝椏枝椏間間間間。。。。這也印這也印這也印這也印證了證了證了證了

法布爾法布爾法布爾法布爾昆蟲昆蟲昆蟲昆蟲記中的記中的記中的記中的推推推推論論論論：：：：陽陽陽陽光的溫光的溫光的溫光的溫度度度度可可可可能有能有能有能有助於助於助於助於上上上上升氣流升氣流升氣流升氣流，，，，帶動若蛛帶動若蛛帶動若蛛帶動若蛛輕盈輕盈輕盈輕盈地地地地飄飄飄飄向高向高向高向高

處處處處。 

十五、在閱讀的資料中得知：蜘蛛具有非常強的掠食性。但在卵囊中及孵化後卻能暫居    

   一處，沒有互相殘食的現象，即使驚動時暫時離群，也會再聚集回原處，直到空飄

或分散離去；這種和認知不一樣的疑點：究竟是牠們體內還存有充足的養分？還是

口器尚未成熟，不足以進行捕食？真是一項值得再研究的有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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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探究人為環境裏的溝渠豹蛛，在負卵及護幼過程中的趨光性及趨溫性實驗時發 

      現：雌蛛負卵時日夜均有明顯的趨溫性但無趨光性，而在背負若蛛時則無趨溫性也 

      無趨光性，這也證實了溝渠豹蛛喜愛陰涼環境，但在負卵時為了若蛛孵化需要較高 

      的溫度，卻又有著趨溫的習性。 

十七、在室內飼養箱中，進行蜘蛛拉絲製作卵室過程的拍攝時，常因拍攝角度不當  

   而有折光或反光現象，如果此刻搬動器具，又常會干擾雌蛛，造成測量數據不夠客 

   觀；因此從多次失敗經驗中，尋求理想的改進方式如下： 

   （一）由於蛛絲多為白色或乳白色，加上不易反射紫外線的特性，因此可將飼養器  

      材置於底面及背景皆為黑色的Ｌ型夾板內，同時自上方投入光源，即可清楚  

      看出拉絲過程及形狀。 

   （二）利用接縫為圓弧形的透明容器（玻璃材質更佳）來做為飼養箱，可減少反光 

            及折光的現象。 

（三） 置放點的高度及照明度需在事前即考慮周詳，預先做調整性的測試。 

十八、在本次實驗的飼養經驗中發現：溝渠豹蛛雌蛛不論在背負卵囊和若蛛時，或是在

受驚擾當下的護幼反應上，都明顯比其他種類費心照顧，所以若蛛的存活數目也相

形增加。因此，當當當當未來生物未來生物未來生物未來生物科技科技科技科技領域領域領域領域在在在在研發蛛研發蛛研發蛛研發蛛絲或絲或絲或絲或蛛蛛蛛蛛毒毒毒毒的的的的用途用途用途用途時時時時(如圖如圖如圖如圖 1111、、、、圖圖圖圖 2222所示所示所示所示))))，，，，

或許可以或許可以或許可以或許可以將溝渠豹蛛將溝渠豹蛛將溝渠豹蛛將溝渠豹蛛作作作作為為為為容易繁容易繁容易繁容易繁殖殖殖殖量量量量產的產的產的產的種種種種類類類類之之之之一一一一。  

                        

       圖 1 利用蛛絲研發的防彈背心假想手繪圖    圖 2 未來可研製的蛛毒藥物膠囊手繪圖 
陸陸陸陸、、、、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一一一、、、、觀察並探究溝渠豹蛛等的外形觀察並探究溝渠豹蛛等的外形觀察並探究溝渠豹蛛等的外形觀察並探究溝渠豹蛛等的外形特特特特徵徵徵徵及生殖及生殖及生殖及生殖構造構造構造構造：：：： 

   （一）溝渠豹蛛屬於節肢動物門、蛛形綱、蜘蛛目、狼蛛科的豹蛛屬。在雌蛛腹部中

央明顯可見三個生殖孔，並特化成較硬的外雌器，而雄蛛則有膨大的觸肢。 

   （二）溝渠豹蛛的背部和四對步腳末端蹠節及跗節上均密布粗毛，而跗節前端更有著

二隻勾爪及呈叢毛狀的毛刺分布，這些特殊的外形構造都和牠的護幼行為有

關。 

  （三）蜘蛛的眼式依據種類而異。徘徊性中的地面遊走型蜘蛛如：溝渠豹蛛及安德 

         遜蠅虎擁有一至二對較大的單眼，而小細紋貓蛛則眼式較小，同樣具有較廣  

     的眼域；結網性蜘蛛的大鳥糞蛛、無鱗尖鼻蛛其單眼則多呈現小而集中型，顯 

         見捕食獵物及護幼的習性明顯與視力的好壞有關。 

   （四）蜘蛛成熟產卵後，在飼養隔離而未再交尾的環境下仍可產下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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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飼養並比較溝渠豹蛛與他種蜘蛛在不同環境下飼養並比較溝渠豹蛛與他種蜘蛛在不同環境下飼養並比較溝渠豹蛛與他種蜘蛛在不同環境下飼養並比較溝渠豹蛛與他種蜘蛛在不同環境下，，，，其產卵型態其產卵型態其產卵型態其產卵型態和卵囊孵化過程和卵囊孵化過程和卵囊孵化過程和卵囊孵化過程的差的差的差的差  

    異異異異。。。。 

    （一）在北壽山及人為不同環境下，溝渠豹蛛和其他種蜘蛛的拉絲築卵囊時間及方式 

        相近。而在人為飼養環境下的產卵時間則會延長十分鐘左右。 

（二） 若蛛的孵化數目和雌蛛的體長無關，而和其捕獵習性、原生活環境及可獲得

的養分多寡有關。 

（三） 溝渠豹蛛和各種類蜘蛛不論在天然或人為環境中，其破出卵囊的時間相近，

同為二至三週左右。卵囊外形均隨日期轉為膨大，顏色的變化也由淺漸深，同

時自卵囊的附著盤處向另一端慢慢加大縫隙。 

（四） 溝渠豹蛛在人為飼養下較天然環境中所生產的卵囊外形較小，且若蛛孵化數

也較少。 

（五）蜘蛛拉絲結築卵囊的順序大致如下：（作者手繪圖示如下） 

1.先拉墊絲先拉墊絲先拉墊絲先拉墊絲                       2.再再再再於於於於其上產下卵其上產下卵其上產下卵其上產下卵粒粒粒粒 

             

 

3.結上護結上護結上護結上護絲絲絲絲                      4.固定妥附固定妥附固定妥附固定妥附著著著著盤絲或以絲疣黏盤絲或以絲疣黏盤絲或以絲疣黏盤絲或以絲疣黏上上上上 

                                                   

                                                  

三三三三、、、、探究溝渠豹探究溝渠豹探究溝渠豹探究溝渠豹蛛蛛蛛蛛與其他與其他與其他與其他種種種種類類類類護幼行為的差異性護幼行為的差異性護幼行為的差異性護幼行為的差異性：：：： 

    （一）溝渠豹蛛比其他種類的蜘蛛具有完善的育幼過程： 

          1. 隨時攜帶卵囊，更在遭遇危險時有著懷抱卵囊至腹下的行為。 

          2. 抱卵期間細心趨向溫暖處，並會翻轉泡水保持溼度。 

          3. 在孵化後背負若蛛群聚不離不棄長達一週之久。  

      （二）配合探究活動一的觀察：溝渠豹蛛等遊走型的蜘蛛，因為先天視力及感覺器   

            官的優勢，雌蛛會親自護幼，又因為捕食獵物的敏捷而較容易飼養；結網型 

            的雌蛛則多在護幼期間未進食而在卵囊孵化前或後死亡。 

    （三）雌蛛在產卵期間就具有護幼行為，並有修補巢室修補巢室修補巢室修補巢室的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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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不論在人為及天然環境中的小細紋貓蛛、大鳥糞蛛及無鱗尖鼻蛛若蛛，均有

先群聚一至二週左右，才朝著向陽處聚集空飄的習性；而溝渠豹蛛及安德遜

蠅虎等若蛛則只沿地面離散。 

    四四四四、、、、探究溝渠豹蛛探究溝渠豹蛛探究溝渠豹蛛探究溝渠豹蛛負卵及護幼時和飼養箱中光線及溫負卵及護幼時和飼養箱中光線及溫負卵及護幼時和飼養箱中光線及溫負卵及護幼時和飼養箱中光線及溫度的關度的關度的關度的關係係係係：：：： 

 （一） 人為飼養和天然環境下的氣候條件相同時（溫度集中於２２－２７℃℃℃℃、溼度

５５－６５％），溝渠豹蛛和另四種蜘蛛仍保留原有習性：若蛛孵化集中在

春初的一、二月份時。 

      （二）溝渠豹蛛雌蛛在人為飼養環境下的負卵期間，有著顯著的趨溫性但無趨光性；  

           而在背負若蛛時則無趨溫性也無趨光性。 

       

柒柒柒柒、、、、    研究與展望研究與展望研究與展望研究與展望 

 一、 希望能再深入觀察各種蜘蛛的外形構造，並作出另一方式的分類依據：描繪出 

      溝渠豹蛛詳細的絲疣數目及分布圖。 

二、 在觀察溝渠豹蛛雌蛛的外雌器構造時，發現牠的生殖孔呈三個一橫線的排列；

希望下回可以深入探究其交配時的方式，相信一定有著有趣的發現。 

三、 因為在進行本回飼養雌蛛實驗時，時序剛好在春初時期，餵食的獵物種類即受

到季節性影響。如果在下回尚有機會能在餵食方式、餌食種類及改善飼養環境

上再次累積經驗，一定能統整出溝渠豹蛛等蜘蛛在各種不同成長階段中，更完

整的食性。 

四、 在探究活動四中：無論天然或人為環境中發現：小細紋貓蛛及大鳥糞蛛似乎會

為下一代事先拉出空飄絲，同時有多次戶外的記錄：若蛛在空飄時除了會聚集

拉絲上升外，同時空飄點的位置和當日溫度、溼度及風向也有關；是一個值得

再研究的新課題。 

五、 下回若能再延長實驗的時間，希望能歸納出雌蛛在交配一次後，還能再產下幾

次的卵囊？相信可以統整出更詳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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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陳仁杰(民 93)。台灣台灣台灣台灣蜘蛛觀察入蜘蛛觀察入蜘蛛觀察入蜘蛛觀察入門門門門。高雄市：串門 



【評語】030311  

1.作者長期投入蜘蛛生態觀察，用心及努力值得肯定及鼓勵。 

2.若能針對主題做更深的聚焦及討論，當能使作品更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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