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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皮蟲飼養全記錄 
 
 
 
 

摘   要 
 

麥皮蟲屬於鞘翅目多食亞目擬步行總科擬步行科大麥蟲屬，生活史是

經卵─幼蟲─蛹─成蟲四個階段，屬於完全變態的昆蟲。 

 
麥皮蟲是夜行性昆蟲，有趨光性，平時喜歡躲在陰暗的地方，如乾草

堆、落葉下、石縫中、石頭與地表的空隙、腐木裡，休息時都彼此聚集在

一起。 
 
飼養麥皮蟲做為觀察的對象，有幾個注意事項： 

(一) 底土的選擇建議使用飼養獨角仙或鞦型蟲的木屑。 
(二) 麥皮蟲幾乎什麼都吃，但需要額外提供水分。 
(三) 可以放小土塊、腐木或地瓜，產生陰暗的地方，讓麥皮蟲可以聚集

休息。 
(四) 產卵後要移開成蟲 
(五) 化蛹和羽化的過程可以裸露在外面觀察，但盡量不要去觸碰。 
(六) 不想飼養了可以不布置麥皮蟲產卵的環境，絕對不可以任意野放。

 
 
 
 
 



壹、研究動機 
在我們的自然課程裡，常常有觀察昆蟲的生長與繁殖的活動，最常飼養的就是蠶寶

寶，記得媽媽曾經抱怨過，說每次養蠶寶寶要採桑葉，都要特地去阿嬤家採桑葉，然後養

蠶寶寶的人都會忘了每天換桑葉，蠶寶寶不是餓死，就是被螞蟻咬死，不然就是生一大堆

蛋又孵出一堆蠶寶寶，送人家養也沒人要，真不知道該怎麼處理。 
因此，我和幾位同學便組成了蟲蟲飼養團，嘗試飼養麥皮蟲，觀察麥皮蟲的生長與繁

殖情形，並討論飼養麥皮蟲的活動，能不能取代飼養蠶寶寶，解決媽媽的惡夢。 
 
貳、研究目的 

一、 認識麥皮蟲的身體與構造。 
二、 觀察麥皮蟲成長的變化 
三、 探討麥皮蟲的生態與行為 
四、 研究飼養麥皮蟲的最佳條件與方法 
五、 分析飼養麥皮蟲在教學上應用的可能性 

 
參、研究器材 

飼養觀察箱 26*15*25cm、模擬環境觀察箱 90*45*50cm、放大鏡、解剖顯微鏡、DV 攝

影機、照相機、鑷子、昆蟲針、木屑、麥片、肉類、蔬菜、水果、五穀、餅乾、布丁杯、

記錄簿等。 
 
肆、研究方法 

圖 1一、認識麥皮蟲的身體與構造。 
(一) 使用放大鏡及解剖顯微鏡觀察麥皮蟲。 
(二) 利用照相機近拍特徵及 DV 錄影，再使用電腦放大

圖形輔助觀察(圖 1)。 
二、觀察麥皮蟲成長的變化 

(一) 使用四組透明布丁杯，分別裝入麥麩、木屑、泥土，

當作飼養麥皮蟲的材質。 圖 1 使用電腦放大圖形輔助觀察。

(二) 觀察交配中的成蟲，待雄雌蟲交配後，再將雌蟲放入布丁杯中，確定雌蟲已產卵，

再將雌蟲移出，計算卵的數量及卵孵化、幼蟲、成蟲生長的情形。 
三、探討麥皮蟲的生態與行為 

(一) 飼養箱觀察 
在飼養箱分成 3 組，各組分別在底部鋪約 8cm 厚的麥片、木屑及泥土(圖 2-1、2-2)，
並使用玻璃彩繪顏料在成蟲的鞘翅上標記(圖 2-3)，分辨個體及雄雌成蟲觀察成蟲的

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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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圖 2-2 圖 2-3 

(圖 2-1 幼蟲飼養箱)、(圖 2-2 成蟲飼養箱)、(圖 2-3 成蟲鞘翅上標記，不同顏色與順序代表不同的編號。) 
(二) 模擬自然環境箱觀察 

在水族箱內種入植物，模擬自然環境，保持底土的溼

度(圖 3)，觀察記錄麥皮蟲的行為。 
圖 3

(三) 追蹤式野放觀察 
取成蟲和幼蟲到戶外進行釋放觀察，選擇不同的地點

進行觀察(圖 4-1、4-2、4-3)，每次觀察時間 2 小時，2
小時後將蟲帶回。 圖 3 模擬自然環境箱

圖 4-1 圖 4-2 圖 4-3 

(圖 4-1 成蟲草地追蹤式野放觀察)、(圖 4-2 幼蟲草地追蹤式野放觀察)、(圖 4-3 成蟲樹枝追蹤式野放觀察) 

 
四、影響麥皮蟲生長的環境因素 

(一) 幼蟲喜歡潮溼或乾燥？ 
在飼養箱底部鋪滿 5cm 的木屑，讓飼養箱底層的木屑一半潮溼，另一半則保持乾燥，

觀察幼蟲的反應(圖 5-1)。 
(二) 幼蟲在沒有可以鑽進土裡的環境中，會有什麼反應？ 

使用兩組布丁杯，一組讓幼蟲可以鑽進木屑裡，一組幼蟲裸露在外面，觀察幼蟲的

反應(圖 5-2)。 
(三) 麥皮蟲成蟲一天中什麼時間最活躍？ 

使用攝影機 24 小時全程錄影，記錄麥皮蟲 1 天內活動的情形(圖 5-3)。 
(四) 幼蟲在化蛹和羽化受到干擾，會不會延後化蛹和羽化的時間呢？ 

各組以不同的時間和方式干擾幼蟲，觀察幼蟲化蛹的情形(圖 5-4)。 
(五) 麥皮蟲吃什麼呢？ 

觀察麥皮蟲對食物選擇的情形(圖 5-5)。 
(六) 麥皮蟲需要水份嗎？ 

使一組放溼棉球，一組放乾棉球，觀察幼蟲成長的情形(圖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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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圖 5-1 圖 5-2

圖 5-4 圖 5-5 圖 5-6 

 (圖 5-1 在飼養箱的一側澆水，讓飼養箱底層的木屑一半潮溼，另一半則保持乾燥，觀察幼蟲的反應。)、(圖
5-2 一組讓幼蟲可以鑽進木屑裡，一組幼蟲無法鑽進木屑裡，觀察幼蟲的反應。)、(圖 5-3 24 小時全天觀察，

記錄麥皮蟲什麼時候最活躍。)、 (圖 5-4 幼蟲在化蛹和羽化前受到干擾，會有什麼反應呢？)、(圖 5-5 在每

個杯子裡放置一種食物，觀察麥皮蟲吃東西的情形。)、(圖 5-6 一組放溼棉球，一組放乾棉球，觀察麥皮蟲

是否需要水分才能存活。) 
 
五、分析飼養麥皮蟲在教學上應用的可行性 

經過飼養觀察，我們覺得飼養麥皮蟲是一種很好的學習

活動，因此向老師建議是否可以推廣，取代蠶寶寶的飼養觀

察，因此我們設計問卷親自訪談，進行相關問題的調查(圖
6)。

圖 6

圖 6 訪問同學問卷的內容，並向

同學介紹麥皮蟲，詢問是否願意

飼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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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果與發現 
一、認識麥皮蟲的身體與構造(圖 7-1、圖 7-2) 

(一)昆蟲的表皮 
麥皮蟲(Zophobas morio)屬於鞘翅目多食亞目擬步行總科擬步行科大麥蟲屬，屬於

完全變態的昆蟲 (圖 7-4)。成蟲擁有堅硬的外骨骼，身體黑色，頭部、尾部及腳上具

有體毛，全身表皮具有小凹洞(圖 7-5)。幼蟲褐色，外表由光亮的幾丁質外殼包覆著，

頭部及尾部具有體毛。 
 

圖 7-1 麥皮蟲成蟲身體構造手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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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幼蟲身體構造手繪圖  

 
 
 
 
 
 
 
 
 
 
 
 

 
(圖 7-1 成蟲身體構造手繪圖，圖為 3.5 倍放大圖)、(圖 7-2 幼蟲身體構造手繪圖，圖為 2.8 倍放大圖)、(圖
7-3 成蟲體型為長橢圓形，體長 2.27-2.60cm，體寬 0.74-0.85cm。)、(圖 7-4 幼蟲長圓型，褐色，體長最長約

5.25cm，，共 13 節前後幾節有環狀黑圈。幼蟲生活在麥片裡時體色較淡(下方那隻幼蟲)，生活在木屑裡體色

會較深(上方那隻幼蟲)，黑圈面積較大)、(圖 7-5 成蟲全身表皮具有小凹洞) 

 
(二)頭、胸、腹 

成蟲體型為長橢圓形，前胸背板接近方形(圖 8-1)。腹節 4 節，末端有體毛(圖 8-2)。

在胸、腹的側面有氣孔(圖 8-3、8-4)。幼蟲共 13 節，體側有氣孔，從第 5 節至第 12

節各有一對氣孔(圖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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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 圖 8-4 

圖 8-3 圖 8-2 圖 8-1 

圖 7-5 圖 7-4圖 7-3 



(圖 8-1 頭部寬度比前胸背板窄。前胸背板接近方形，邊緣圓滑，寬大於長。)、(圖 8-2 腹節 4 節，末端有體

毛。)、(圖 8-3 成蟲在胸、腹的側面有氣孔，隱藏在胸背板及鞘翅下。)、(圖 8-4 成蟲氣孔放大圖)、(圖 8-5 幼

蟲的體側有氣孔，從第 5 節至第 12 節各有一對氣孔。)、 

 
(三) 頭部特徵  

麥皮蟲成蟲有一對突出的複眼(圖 9-1)，幼蟲只有側單眼(圖 9-2)，成蟲有一對觸

角，觸角 11 節，棒狀，著生於大顎基部與複眼之間(圖 9-3)。觸角長約 0.6-0.9cm，第

二節較短(圖 9-4)。幼蟲頭部的兩側有短棒狀觸角(圖 9-5)，頭頂有明顯的裂紋(圖 9-6)。 

 

 

圖 9-1 圖 9-2 圖 9-3 

圖 9-4 圖 9-5 圖 9-6 

(圖 9-1 複眼突出，沒有單眼。)、(圖 9-2 幼蟲只有側單眼，所以常見幼蟲搖頭晃腦地的看東西。)、(圖 9-3 有

咀嚼式口器，觸角著生於大顎基部與複眼之間。)、(圖 9-4 成蟲觸角 11 節，棒狀，第二節較短。)、(圖 9-5 幼

蟲頭部兩側有短棒狀觸角)、(圖 9-6 幼蟲頭頂有明顯的裂紋) 
 

(四)步行足 
成蟲的腳細長，前、中、後腳的跗節分別為 5-5-4，每一隻腳有 2 個爪(圖 10-1)。

幼蟲在第 2、3、4 節各有一對腳(圖 10-2)，腳有一個爪，沒有腹足，最後一節有一對

尾足(圖 10-3)。 

 

圖 10-1 圖 10-2 圖 10-3 

(圖 10-1 後腳跗節 4，有 2 爪。)、(圖 10-2 幼蟲在第 2、3、4 節各有一對腳，腳上有一個爪。)、(圖 10-3 最

後一節有一對尾足，末端有體毛。) 

 
 

(五)鞘翅與脈翅 
成蟲上翅特化成鞘翅，鞘翅上有規則性的縱向刻點排列(圖 11-1)，膜質的下翅摺

收在鞘翅下(圖 11-2-1、11-2-2)，而且左右對稱，鞘翅蓋過腹部末端，但交配過後，常

出現腹末外露的情形(圖 11-3)。 
7 



 
 
 
 
 
 
 
 
 
 

圖 11-2-2 

 

圖 11-1 圖 11-2-1 圖 11-3 

(圖 11-1 成蟲上翅特化成鞘翅，鞘翅上有規則性的縱向刻點排列。)、(圖 11-2-1 膜質的下翅摺收在鞘翅下。)、
(圖 11-2-2 膜翅手繪圖，圖為 4.5 倍放大圖。)、(圖 11-3 初羽化的成蟲，鞘翅蓋過腹部末端，但交配過後，

常出現鞘翅無法覆蓋腹部末端，致使腹末外露的情形。) 
二、觀察麥皮蟲成長的變化 

 (一)完全變態 
麥皮蟲是完全變態的昆蟲，一生歷經卵、幼蟲、蛹、成蟲四個階段(表 1)，成蟲的

壽命約 8-9 個月。 
 

表 1 麥皮蟲的生長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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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卵期 
雌蟲會將卵產在縫隙裡，產卵的深度大約 0.5cm-1.0cm，卵的形狀像長型米粒(圖

12-1)。第 6 天左右，卵變的有點透明(圖 12-2)，約在第 11 天孵化出一齡幼蟲(圖 12-3)。 

 

圖 12-1 圖 12-2 圖 12-3 

(圖 12-1 卵白色，長橢圓形，長約 0.15cm，寛約 0.05cm。)、(圖 12-2 在第 6 天左右，卵變的有點透明)、(圖
12-3 約在第 11 天孵化出一齡幼蟲，幼蟲淡黃色，長約 0.2cm，寛約 0.04cm。) 

 
(三)幼蟲期 

剛孵出來的幼蟲(1 齡蟲)全身體色是淡黃色，有點透明，2 天後第一次蛻皮成 2 齡蟲，

長約 0.3cm(圖 13-1)，第 11 天蛻皮成 3 齡蟲，長約 0.6cm(圖 13-2)，第 32 天蛻皮成 4 齡

蟲(圖 13-3)，長約 3.6cm，第 57 天蛻皮成 5 齡蟲，長約 5.2 cm(圖 13-4)。 
剛蛻皮的麥皮蟲身體呈現乳黃色，靜靜的不移動(圖 13-5)，約過 6 個小時，麥皮蟲

的顏色恢復到原來的顏色，然後鑽進底土裡，它不會把蛻下的皮吃掉(圖 13-6)。 

 

 

圖 13-1 圖 13-2 圖 13-3 

圖 13-6 圖 13-4 圖 13-5 

(圖 13-1  2 齡蟲。)、(圖 13-2  3 齡蟲。)、(圖 13-3  4 齡蟲。)、(圖 13-4  5 齡蟲。)、(圖 13-5 剛脫皮後的

幼蟲，全身呈現乳黃色。)、(圖 13-6 剛蛻下來的皮皺皺的，好像脫下來的衣服。) 

 
(四)化蛹 

兩個半月大的麥皮蟲會一直鑽出地面到處亂走，好像在找什麼東西(圖 14-1)，過 2-3
天後，麥皮蟲會彎曲身體，像「U」一樣，靜止不動，進入了化蛹的階段，有的麥皮蟲

會築蛹室，我們推論，麥皮蟲跑到地面上來化蛹，應該是因為底土無法結構成堅固的形

狀，不適合蓋蛹室。 

彎成「U」型的麥皮蟲，約過 18 天左右，開始進入化蛹過程。大約扭動 3-4 個小時

後，麥皮蟲的身體側躺，頭部抬起 45 度角的姿勢，麥皮蟲的第 2-4 節背部會裂開，此時

蛹會從裂痕脫出，從背部裂開到完全脫出，大約 13-15 分鐘(圖 14-4、14-5、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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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14-9、14-10)。 
剛變成蛹的麥皮蟲，身體呈現乳黃色(圖 14-11)，大約在第 4 天開始，蛹的顏色開始

變深，第 14 天左右，頭部及胸的內部顏色變的很深，此時麥皮蟲即將羽化(圖 14-12、

14-13、14-14、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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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 圖 14-2 圖 14-3 

圖 14-7 圖 14-6 圖 14-4 圖 14-5 

圖 14-8 圖 14-9 圖 14-10 

圖 14-11 

圖 14-13 圖 14-14 圖 14-15 圖 14-12 

(圖 14-1 麥片組的麥皮蟲在化蛹前會爬出麥片表面走來走去，好像在找什麼東西。)、(圖 14-2 木屑組的麥皮

蟲會在木屑裡築蛹室。)、(圖 14-3 麥皮蟲化蛹前先變成 U 型不動。)、(圖 14-4 化蛹前扭動身體，頭部抬起成

45 度角。)、(圖 14-5 一開始麥皮蟲的第 2-4 節背部會裂開)、(圖 14-6 化蛹進行 4 分鐘後的樣子)、(圖 14-7 化

蛹進行 5 分鐘後的樣子)、(圖 14-8 化蛹進行 6 分鐘的樣子)、(圖 14-9 化蛹進行 8 分鐘的樣子)、(圖 14-10 大

約 13 分鐘麥皮蟲化蛹完成)、(圖 14-11 剛化蛹的麥皮蟲顏色為乳黃色。)、(圖 14-12 變成蛹後第 4 天，蛹的

顏色開始變深。)、(圖 14-13 第 9 天眼睛出現明顯的黑點)、(圖 14-14 第 12 天在口器及附肢的末端也出現明

顯的黑點)、(圖 14-15 第 14 天左右，頭部及胸的內部顏色變的很深，此時麥皮蟲即將羽化。) 

 
(五)羽化成蟲 

即將羽化的麥皮蟲有幾個明顯的特徵：(1)頭、胸部顏色變的非常的深(圖 15-1)。(2)
胸部的背面變成橘色(圖 15-2)。(3)尾部末端顏出現黑色的弦月記號(圖 15-3)。(4)不時扭

動身體。此時麥皮蟲腹部朝上，好像躺在地上脫衣服一樣(圖 15-4)，從胸背部開始，由

頭向尾部把皮脫下來，它的腳縮回胸前，然後向上前踢，然後甩掉脫下來的皮(圖 15-5、

15-6、15-7、15-8、15-9)。 
剛變成成蟲的麥皮蟲，身體的頭、胸、腳呈現紅褐色，鞘翅為半透明乳黃色(圖

15-10)，第 2 天全身變成彎紅褐色(圖 15-11)，約第 5 天全身變成黑色(圖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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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 頭、胸部顏色變的非常的深，腳幾乎成黑色。)、(圖 15-2 胸部的背面變成橘色，好像有一層透明的

膜包覆著。)、(圖 15-3 尾部末端顏色變深，出現黑色的弦月記號。)、(圖 15-4 羽化時，麥皮蟲腹部朝上，

好像躺在地上脫衣服一樣)、(圖 15-5 它的腳先向上前踢，扯下頭、胸部的皮)、(圖 15-6 然後再向尾部前踢，

扯動胸腹部)的皮、(圖 15-7 一邊踢一邊脫皮，直到皮脫下來。)、(圖 15-8 利用踢的力量把皮脫下來)、 (圖
15-9 最後再利用後腳勾起尾部的皮)、(圖 15-10 剛變成成蟲的麥皮蟲，身體的頭、胸、腳呈現紅褐色，鞘翅

為半透明乳黃色)、(圖 15-11 第 2 天全身變成紅褐色)、(圖 15-12 第 5 天全身變成黑色) 
 

三、探討麥皮蟲的生態與行為 
(一)交配行為 

麥皮蟲羽化約 10 天後，就會有交配的行為，雄蟲會爬到雌蟲的背上，此時雄蟲的

前足會勾住雌蟲的前足或中足，雄蟲的中足勾住雌蟲的後足，雄蟲的後足就固定在地

上，以腳扣住雌蟲的腳，讓雌蟲不能移動(圖 16-1)，然後雄蟲的觸角低低的向垂下，

並且慢慢的擺動著(圖 16-2)，小顎鬚則會一直碰雌蟲的胸背部(圖 16-3)。然後雄蟲伸

出雄生殖器官(圖 16-4)，並將紅色管狀的輸精管插入雌蟲體內進行交配(圖 16-5)。 

 

 

 
圖 16-5 圖 16-4 

圖 16-3 圖 16-2 圖 16-1 

圖 15-6 圖 15-5 

圖 15-11 圖 15-10 

圖 15-9 

圖 15-7 

圖 15-4 圖 15-3 圖 15-2 圖 15-1 

圖 15-8 

圖 15-12 

(圖 16-1 交配時，雄蟲前足會勾住雌蟲前足或中足，中足勾住雌蟲後足，後足就固定在地上，讓雌蟲不能移

動。)、(圖 16-2 雄蟲的觸角則是低低的向下垂，並且慢慢的擺動著。)、(圖 16-3 雄蟲的小顎鬚會一直碰雌

蟲的胸背部)、(圖 16-4 雄蟲伸出雄生殖器官)、(圖 16-5 雄蟲將紅色管狀的輸精管插入雌蟲體內進行交配。)、 

 



(二)產卵行為 
雌蟲在產卵時，前足會撐起身體立起來，身體角度約成 45 度左右(圖 17-1)，尾部

會插在麥片、木屑(圖 17-2)或各種環境形成的隙縫裡，伸出產卵管產卵(圖 17-3)。 

雌蟲並不會固定把卵產在同一個地方，而是分散的產卵(圖 17-4)，產卵的深度約

0.5-1.0cm(圖 17-5)。當雌蟲放在空杯時，它只會伸出產卵管，但不會產出卵，與雌蠶蛾

會任意在空盒子或衛生紙上產卵不同(圖 17-6)。 

 

 

圖 17-2 圖 17-1 圖 17-3 

圖 17-4 圖 17-5 圖 17-6 

(圖 17-1 雌蟲在生蛋時，前足會撐起身體立起來，身體角度約成 45 度左右。)、(圖 17-2 雌蟲尾部插在木屑

或土裡，伸出產卵管開始產卵。)、(圖 17-3 雌蟲在會環境所形成的隙縫中產卵，圖為雌蟲將卵產在我們自製

的觀察箱的隙縫裡，這種隙縫產卵管可以伸進去，麥皮蟲卻鑽不進去，可以避免卵被吃掉。)、(圖 17-4 雌蟲

並不會固定把卵產在同一個地方，而是分散的產卵。)、(圖 17-5 雌蟲產卵的深度約 0.5-1.0cm。)、(圖 17-6 雌

蠶蛾在廣告紙上產卵，滿滿的一張都是卵。) 

(三)蟲的食性 

(圖 18 麥皮蟲的食性很廣，五穀

根莖類、肉類、蔬菜、水果、餅

乾、木屑等各等食材都會吃，圖

片是正在吃雞肉。) 

我們實驗發現，麥皮蟲的食性很廣(圖 18)，麥皮蟲

比較喜歡木屑、麥片、雞飼料、肉類、大黃瓜、高麗菜

等食物。 
(四)夜行性昆蟲 

根據我們的觀察，麥皮蟲是夜行性昆蟲(圖 19-1)，
但容易受到光的影響而改變活動情形，活動中的麥皮

蟲有趨光性，而休息狀態下的麥皮蟲有負趨光性(圖
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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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皮蟲在1天24小時活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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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1 

 

圖 19-2 圖 19-3

(圖 19-1 麥皮蟲白天活動的數量較少，夜間活動的數量較多，麥皮蟲應該是夜行性昆蟲)。(圖 19-2、19-3 原

本是處於休息的狀態麥皮蟲，如果以光線照射，它們並不會往光亮處移動，反而躲到陰暗的地方休息，因此

我們推測，休息狀態下的麥皮蟲有負趨光性。) 

 
圖 20(五)釋放艾洛蒙(allomones) 

麥皮蟲的頭胸部之間的縫隙分泌出來的一種乳白

色液體(圖 20)，使捕食者對牠敬而遠之的費洛蒙—艾

洛蒙，這種乳白色液體很快就揮發掉，使侵害者聞到

惡臭而不敢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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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打鬥行為 

    麥皮蟲活動時是獨自行動(圖 21-1)，偶爾會看見麥

皮蟲打架，打架的方式是用口器咬住對方的後足，兩隻蟲就一直繞圈圈(圖 21-2)，輸

了就會放開對方逃跑，想辦法掙脫被咬住的後足。有時候足的脛節或跗節會被咬斷，

斷足的昆蟲最後就留在原地無法再移動(圖 21-3)。 

(圖 20  麥皮蟲的頭胸部之間的

縫隙分泌出來的一種乳白色液

體，使捕食者對牠敬而遠之。) 

 

圖 21-1 圖 21-2 圖 21-3 

(圖 21-1 麥皮蟲活動時單獨行動。)、(圖 21-2 麥皮蟲打架時，用口器咬住對方的後足，然後一直繞圈圈，圖

片是一隻公蟲和一隻母蟲正在打架。)、(圖 21-3 可憐的麥皮蟲脛節都被咬斷，在原地無法再移動。) 



 (七)利用地形地物躲藏 
麥皮蟲平時喜歡躲在陰暗的地方(圖 22-1)，可是它們卻不會挖洞，也不會鑽進木

屑、麥片和泥土堆裡，只會利用地形地物躲藏(圖 22-2、22-3)。 
幼蟲與成蟲不同，幼蟲一放在地表，馬上快速的鑽進地底下(圖 22-4)，如果沒有

可以鑽的底質，它會選擇可以遮蔽的地方鑽，如樹葉下、石頭下等，我們試著放入衛

生紙團和棉花球，幼蟲有時會鑽進棉花球或衛生紙團裡(圖 22-5)。如果底土太少，幼蟲

會選擇只蓋住頭部就會靜止不動，顯示幼蟲對光非常敏感(圖 22-6)。如果找不到任何可

以鑽的地方，幼蟲會一直繞來繞去，時間會長達 12 個小時以上(圖 22-7)。 

 
 

 

1 秒 3 秒 5 秒圖 22-4 

圖 22-3 圖 22-2 圖 22-1 

7 秒

圖 22-5 圖 22-6 圖 22-7 

 (圖 22-1 麥皮蟲平時喜歡躲在陰暗的地方，休息時彼此聚集在一起。)、(圖 22-2 在觀察箱裡擺放地瓜，地

瓜與底土間的縫隙提供麥皮蟲躲藏的地方。)、(圖 22-3 麥皮蟲喜歡躲進腐木的洞裡，而且麥皮蟲也會吃腐木。) 
 (圖 22-4 幼蟲一放在木屑表面，在短短的 7 秒內就快速的鑽進木屑裡。)、(圖 22-5 幼蟲鑽進棉花球裡，把

原本小小的棉球撐大了。)、(圖 22-6 只蓋住頭部就會靜止不動，顯示幼蟲對光非常敏感。)、(圖 22-7 如果

找不到可以鑽的地方，會一直繞來繞去，時間長達 12 個小時以上。) 

 
(八)潮溼的環境不利生長 

如果幼蟲處在較潮溼的環境，它會先在土表探索，直到走到較乾的底土時，馬上

快速的鑽入土裡。我們在一天後將底土倒出來，結果發現幼蟲幾乎全在較乾的土裡，

這顯示幼蟲不喜歡潮溼的環境。 
 

 (九)化蛹前後不宜干擾 
我們發現，幼蟲在化蛹前「U」型和「蛹期」如果受到干擾，可能會延後化蛹的時

間(圖 23-1)，而且化蛹的成功率會降低，蛹期如果受到干擾，羽化的成功率也會降低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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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圖 23-2、23-3)。 

  

圖 23-1 圖 23-2 圖 23-3 

(圖 23-1 同時變「U」型的幼蟲，沒受到干擾的已變成蛹，受到干擾的尚未化蛹。)、(圖 23-2 化蛹前「U」

型受到干擾，容易造成化蛹失敗而死亡。)、(圖 23-3 蛹如果常受到干擾，容易在過程死亡。) 
(十)弱肉強食 

麥皮蟲會吃掉其他的麥皮蟲，被吃掉的麥皮蟲有幾個類型：(一)死掉的蟲體(圖
24-1)。(二)剛脫皮的幼蟲。(三)化蛹前期「U」型。(四)蛹(圖 24-2)。(五)剛羽化的成蟲。

(六)卵。 

 

圖 24-1 圖 24-2

(圖 24-1 死掉的蟲體被其他的麥皮蟲吃掉。)、(圖 24-2 蛹不會動，容易被其他麥皮蟲吃掉。) 
五、分析飼養麥皮蟲在教學上應用的可能性 

我們訪談 60 位同學關於飼養蠶寶寶、獨角仙或鞦型蟲的問題，我們有幾個發現： 
(一) 全部的同學(100%)都有飼養蠶寶寶的經驗，有 40%的人覺得蠶寶寶不好養(圖

25-1)。 
(二) 在飼養蠶寶寶的過程中最常發生不明原因而死亡(35.0%)，其次是採不到桑葉

(21.7%)及孵出太多蟻蠶(20.0%)，少數有父母反對(11.7%)及蠶寶寶不見了

(6.7%)(圖 25-2)。 
(三) 飼養的蠶寶寶，最後下場都不是很好，不是死掉，就是被丟棄，其中 65%沒照顧

好而死掉，35.0%被丟棄(圖 25-3)。 
(四) 因為蠶寶寶在繭裡面化蛹及羽化，88.3%沒人看過蠶寶寶蛻皮，化蛹及羽化的過

程，不知道蛹長怎樣(圖 25-4-1、25-4-2、25-4-3)。 
(五) 很少人有養獨角仙或鞦型蟲經驗。 
(六) 95%的同學沒看過麥皮蟲(圖 25-5)，而且女生中有 70%的女生都不喜歡麥皮蟲。 
(七) 經過我們介紹麥皮蟲後，60 人中僅有 13.3%願意飼養麥皮蟲，如果與蠶寶寶選擇

其中一種，有 51.7%的人願意選擇麥皮蟲(圖 25-6)，但是女生中有 75%的女生都不

願飼養。 
由訪談的結果顯示，同學的反應與我們所預期的不太相同，如果要將觀察麥皮蟲

的生長在課程中實施，可能要先克服同學的「心理障礙」，讓同學多看多接觸，否則

可能無法達到教學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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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討論 
一、麥皮蟲是步行蟲還是擬步行蟲？ 

由蒐集的資料分析，兩者較大的差異如下： 

步行蟲 擬步行蟲 

具有發達的咀嚼式口器，成

蟲、幼蟲都是肉食性。 

具有發達的咀嚼式口器，成

蟲、幼蟲都是雜食性。 

各腳跗節都是 5 節。 各腳跗節為 5-5-4 節。 

經過我們的觀察，麥皮蟲成蟲、幼蟲都是雜食性，成蟲的後足跗節是 4 節，

麥皮蟲應是一種擬步行蟲。 

 
二、如何分辨麥皮蟲的雌雄？ 

我們比對麥皮蟲，目前僅能以兩種方法分辨： 

(一) 成蟲的行為觀察法---利用交配行為分辨 

成蟲交配時，雄蟲會爬到雌蟲的背上，上面的是雄蟲，下面的是雌蟲(圖 26-1)。 

(二) 蟲體特徵觀察法---蛹的末端特徵(圖 26-2) 

雌蟲的蛹 雄蟲的蛹 

尾部末端呈三角狀 尾部末端成圓盾狀 

尾部有彎曲 尾部沒有彎曲 

中間有元寶狀構造 中間沒有元寶狀構造 

倒數第二節是尖的 倒數第二節是圓的 

尾端有三角形凹痕 尾端呈 V 字型凹痕 (圖 26-1 雄蟲會爬到雌蟲的背上進

行交配) 

圖 26-1 

 

圖 26-2 

雌蟲 雄蟲

(圖 26-2 雄蟲蛹與雌蟲蛹的末端有不同的特徵，可以用來分辨雌雄。此圖為 10 倍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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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麥皮蟲真的什麼都吃嗎？ 

在環境觀察箱中，我們將整個地瓜種入底土裡，讓地瓜長根、發芽、長出葉片，

觀察麥皮蟲會不會吃地瓜的各個部分。結果發現麥皮蟲都不吃，只吃我們放入的木屑

或麥片。因此我們認為，麥皮蟲喜歡吃自然腐爛發酵過的東西。 
另外，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麥皮蟲的幼蟲會咬保麗龍板，而且挖出洞鑽

進保麗龍板裡，觀察發現原來麥皮蟲不是在吃保麗龍，而是找尋躲藏的地方，將保麗

龍咬出洞，只是要躲進保麗龍裡，咬出來的碎屑都散落在旁邊，並沒有吃進去(圖 27-2)。 

 

圖 27-2 圖 27-1 

(圖 27-1 麥皮蟲的成蟲正在吃潰爛的大黃瓜。)、(圖 27-2 麥皮蟲的幼蟲將保麗龍咬出洞，

只是要躲進保麗龍裡，咬出來的碎屑都散落在旁邊，並沒有吃進去。) 

 
三、當底土多深時麥皮蟲會築蛹室？ 

圖 28 
經過我們討論，認為蛹室佔有一定空間，底土必

須大於蛹室的空間才能結構出蛹室，因此我們推測，

麥皮蟲會不會築蛹室，除了與底土的緊密度有關外，

可能與底土的深度也有關係，因此我們使用不同深度

的底土來飼養麥皮蟲，觀察麥皮蟲築蛹室的情形。結

果發現(圖 28)，當底土的厚度如果在 5cm 以上，可以

觀察到幼蟲築蛹室，如果底土不多，幼蟲則會在底土

表面化蛹。 

圖 28 底土的厚度如果有 5cm 以

上，可以觀察到幼蟲築蛹室。 

 
四、溫度與光照對麥皮蟲的影響？ 

我們在 1 年四個季節裡分別觀察麥皮蟲的活動情形，發現麥皮蟲活動的情形與日

出日落有關，但麥皮蟲在冬天的活動情形與其他三季有明顯不同，冬天時，麥皮蟲不

論在白天或晚上，活動的情形都比春、夏、秋三季少很多(圖 29-1、附件 10-2)。 
我們推測，麥皮蟲的活動除了受到日照的影響外，也受到了溫度的響影。冬天氣

溫低，此時麥皮蟲進入滯育階段，成蟲的活動力降低，大部分的時間都聚集在一起不

動，不交配也不產卵，幼蟲則常保持靜止不動 
另外，我們發現麥皮蟲有對光敏感消失的情形，如果麥皮蟲處在全天陰暗處或

24 小時連續光線照射的環境 1 天以上，麥皮蟲的晝伏夜出行為變得不明顯，反而變

成 24 小時都有麥皮蟲在活動(圖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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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皮蟲在不同季節中活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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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1 

麥皮蟲成蟲在連續光亮處與連續陰暗處活動情形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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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2 

(圖 29-1 麥皮蟲的活動除了受到日照的影響外，也受到了溫度的響影，冬天氣溫低，此時麥皮蟲進入

滯育階段。)、(圖 29-2 由資料分析表可以發現，麥皮蟲有對光敏感消失的現象，如果處在全天陰暗處

或 24 小時連續光線照射的環境 1 天以上，麥皮蟲的晝伏夜出行為變得不明顯。) 

 
五、飼養麥皮蟲的最佳條件與方法 

我們認為要以飼養麥皮蟲做為觀察的對象，有幾個注意事項： 
(一) 底土的選擇 

建議使用木屑當底土會比較乾淨些，不易出現發黴的情形，整理起來比較容易，

但還是要注意不要太潮溼。 
(二) 提供食物和水份 

麥皮蟲幾乎什麼都吃，如果以木屑或麥片當底土，麥皮蟲就可以吃木屑和麥片，

另外還可以拿家裡煮菜切除的剩菜、水果、小肉片或飯等餵食，如果比較乾燥的

食物則需要額外提供水分。 
(三) 容器的大小 

容器的大小應該沒什麼影響，透明的適合觀察，其他回收的塑膠盒也很好

用。紙盒、保麗龍盒、塑膠袋可能不適合，麥皮蟲有可能咬破而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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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需不需要遮光 
有無遮光應該沒有影響，只要有可以讓麥皮蟲躲避的地方就可以了，這樣也比較

適合觀察麥皮蟲一天活動的情形。 
(五) 提供躲避的場所 

需要布置產生陰暗的地方讓麥皮蟲可以聚集休息。幼蟲會鑽進底土裡，底土的厚

度如果有 5cm 以上，可以觀察到幼蟲築蛹室，如果底土不多，幼蟲化蛹時會在底

土表面化蛹。 
(六) 產卵後要移開成蟲 

要進行產卵及孵化的觀察，建議另外布置一個新的觀察盒，等麥皮蟲交配後，

將雌蟲放入新的觀察盒內，2 天後再將雌蟲移出，避免發生成蟲把卵吃掉。 
(七) 觀察的時間與方式 

麥皮蟲一個世代約四個月，如果購買寵物店賣的麥皮蟲來飼養，這種麥皮蟲通

常是成長已經 2 個月左右的四齡蟲，體型比較大，一個月內就會蛻皮成 5 齡蟲，

很快就會化蛹。 
 

六、是不是可以改以飼養麥皮蟲代替蠶寶寶？在教學上可行嗎？ 
與飼養蠶寶寶、獨角仙做比較，我們認為以麥皮蟲為觀察對象有幾個優點： 

 麥皮蟲 蠶寶寶 獨角仙 

取得來源 

寵物店就有賣，價格便

宜，1 隻約 0.2-1 元，

全年都買的到。 

平時不容易買到，大約

每年上自然課有飼養

課程才有人賣，1 隻約

1-3 元。 

可以在獨角仙專賣店

或寵物店買的到，每年

4-10 月有賣幼蟲，價格

50-1000 元以上都有。

觀察完整生

長情形的時

間。 

一個世代約 4 個月，觀

察時間易掌控。 
一個世代約 3-4 個月，

觀察時間易掌控。 
卵至成蟲約 8-10 個

月，觀察時間較長，觀

察時間不易掌控。 

觀察時機 
可以隨時觀察。 可以隨時觀察。 幼蟲不宜常挖出底土

外觀察。 

蛻變的觀察 

可以清楚的看見交

配、產卵、蛻皮、化蛹

及羽化的過程，將蟲體

取出來觀察並不會影

響蛻變。 

化蛹及羽化都在繭

中，除非剪破繭，不然

無法看見。 

有特有的蛹室，如果把

蛹室破壞挖出蛹觀

察，容易造蟲成蟲殘翅

的現象。 

不 想 一 直 飼

養怎麼辦？ 

不想飼養了可以不布

置繁殖環境，就不會產

卵。 

除了送人只能任意丟

棄。 
不想飼養了可以不布

置繁殖環境，就不會產

卵。 

可 能 面 臨 的

困難 

麥皮蟲是外來種，亂野

放可能會造成生態平

衡的破壞。 

不想飼養了找不到解

決的方法。 
死亡率很高，不易飼

養。 

比較麥皮蟲、蠶寶寶及獨角仙或鞦型蟲的飼養與成長觀察，麥皮蟲有容易飼養及方便



觀察的優勢，除了便宜容易取得外，「很好養」及「看得見」成長過程，在學習觀察時，

更能清楚的認識昆蟲的構造及一生的變化。 
七、麥皮蟲對環境的影響 

野放追蹤麥皮蟲的過程中，並沒有發現麥皮蟲吃

農夫種的菜和水果，我們試著在觀察箱裡種高麗菜、

青江菜和葱，以確定沒有農藥殘留，並將麥皮蟲長期

飼養在觀察箱裡，結果發現麥皮蟲很少爬到青菜上，

除了吃木屑和枯葉外，麥皮蟲只吃枯掉的高麗菜(圖

30)，因此我們認為麥皮蟲比較偏好吃已腐爛或死亡的

東西，對於新鮮的蔬果並不喜歡。 

圖 30

不過，由於麥皮蟲是外來種，而且會吃麥片，野

放對環境會造成什麼影響尚不清楚，所以目前不贊成任意野放麥皮蟲。 

圖 30 麥皮蟲只吃枯掉的高麗

菜，新鮮的不吃。 

 
柒、結論 

麥皮蟲屬於鞘翅目多食亞目擬步行總科擬步行科大麥蟲屬，是一種擬步行蟲，生

活史是經卵─幼蟲─蛹─成蟲四個階段，屬於完全變態的昆蟲。 

卵 幼蟲 蛹 成蟲 
約 10 天 約 3 個月 約 14 天 壽命約 8-9 個月 

 
經過我們長期的觀察與飼養，我們認為要以飼養麥皮蟲做為觀察的對象，有幾個

注意事項： 
(一) 底土的選擇建議使用木屑，不易出現發黴的情形。 
(二) 麥皮蟲幾乎什麼都吃，但比較乾燥的食物需要額外提供水分。 
(三) 可以放小土塊、腐木或地瓜，產生陰暗的地方，讓麥皮蟲可以聚集休息。 
(四) 產卵後要移開成蟲 
(五) 化蛹和羽化的過程可以裸露在外面觀察，但盡量不要去觸碰，以免造成麥皮蟲

化蛹和羽化失敗。 
(六) 不想飼養了可以不布置麥皮蟲產卵的環境，讓麥皮蟲不再繼續繁殖，絕對不可

以任意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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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306  

1.針對麥皮蟲進行仔細觀察，具科學實驗設計的精神。 

2.實驗對象為外來物種，實驗結束後的處理應更為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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