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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葉上的剪刀手-----香蕉弄蝶 

壹、 摘要 

       香蕉弄蝶是危害香（芭）蕉樹的害蟲之一，屬外來物種，一年約有 4~5 個 

   世代，以蛹期越冬。成蟲在清晨及傍晚出沒覓食，母蝶有產單顆卵於葉背、面以

引開寄生蜂寄生達到保護群聚卵的行為。幼蟲有築巢行為，對食草有相當的專一

性。由於築巢位置有特別的選擇特徵，我們認為利用此特點，可發展出對香蕉弄

蝶的防治方法。 

 

貳、 研究動機 

        下課時，常到校園後山閒逛，無意間發現工友伯伯種的香蕉樹，有好些葉片

居然被剪得七零八落，中間還掛了好幾個長捲筒。在好奇心促使下，偷偷的拔了

一個捲筒下來，拆開捲葉，裡面居然是一條像蠶寶寶胖嘟嘟的蟲，身上還佈滿了

白粉，白粉很容易掉落手上，就像吃麻糬時，手上會沾到白粉一樣。查了圖鑑才

知：這長的像長條麻糬的蟲是香蕉弄蝶的幼蟲。可愛笨拙的模樣讓我們想了解

它，所以特別請求已經對這些蟲子恨得牙癢癢的工友伯伯，別噴灑農藥，讓我們

可以好好的做探究，說不定還可以幫忙找到防治香蕉弄蝶的好方法呢！ 

 

参、研究目的 

    一、香蕉弄蝶的生活史 

               二、香蕉弄蝶各種行為模式探討 

       （一）母蝶產卵位置與卵被寄生情形調查紀錄 

       （二）幼蟲對築巢位置的選擇 

       （三）幼蟲禦敵行為 

       （四）在不同食草上的築巢情形   

    三、供應水酸鹼度對香蕉弄蝶築巢絲柱強度的影響 

   

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鹽酸、碳酸鈉、碳酸氫納、彈簧秤、PH 計、濾紙、漏斗、研缽、純水（PH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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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方法及過程 

   一、香蕉弄蝶的生活史 

       香蕉弄蝶與一般常見的蝶類最大的差異，在於它的成蝶總是在清晨或

傍晚時分活動。幼蟲則是由卵孵出後，便築起蟲巢將自己緊密的包捲在

香蕉葉裡。相當難以觀察。所幸工友伯伯在後山校園種了許多的香、芭

蕉，因為沒噴灑農藥，以致成為香蕉弄蝶生活的樂園，也使得我們的觀

察紀錄資源題材不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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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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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幼蟲時期：一齡至五（終）齡蛻變成長時間約需 35~37 天。一年

4~5 個世代大約相同。 

2. 蛹時期：4~11 月終齡蟲至成蛹約需 1.5 天，前蛹與僵直狀態變化

快，一直無法觀察並留下紀錄。12~3 月終齡蟲至成蛹約需 90 天，

前蛹期仍有行為能力，當蟲巢遭到破壞（被我們剪開）時，即會離

開再找較隱密地方築巢成蛹過冬。 

 

 

 

【香蕉弄蝶的性徵】 

 

                      ♂                                  ♀ 

 

 

 

 

 

幼蟲時期雄性可清晰的在背部            幼蟲時期雌性就無色斑  

看到兩個黃色色斑（精囊） 

 

 

 

 

 

 

 

 

    

 

 

 

雄性成蝶                             雌性成蝶 

1.背部長滿黃色細毛。                  1.背部有一塊不長毛的光面。 

2.尾端呈尖錐型。                      2.尾端較圓而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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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蕉弄蝶各種行為模式 

（一）母蝶產卵位置與卵被寄生情形調查紀錄（詳見下頁數量調查表） 

在一年多對香蕉弄蝶的卵及幼蟲的觀察、採集、飼養的過程中，發

現母蝶會產卵於香蕉葉的葉背，也會產於葉面；有時是單顆，有時是 4~23

顆群聚的，而卵被寄生的情況十分普遍。但因一株香蕉樹的葉片不多（10

片以下），一旦被香蕉弄蝶築巢了，對香蕉樹的危害是相當嚴重的。 

 

群聚葉面（未被寄生）               單顆葉背（未寄生） 

 

 

 

 

 

 

 

群聚葉背（被寄生）               單顆葉面（被寄生） 

 

 

 

 

 

 

群聚葉背（未被寄生）              單顆葉面（被寄生） 

 

 

 

 

 

 

 

群聚葉背（部分被寄生）             群聚葉面（部分被寄生） 

 

 

                             被寄生卵 

 

 

      已孵出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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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蝶產卵位置與卵被寄生數量調查表 

母蝶產卵位置 單顆葉面 單顆葉背 群聚葉面 群聚葉背 合計 

調查數 11 7 17 25 60 

被寄生 10 5 9 11 35 

部份被寄生 0 0 4 6 10 

未被寄生 1 2 4 8 15 

被寄生率 91％ 72％ 77％ 68％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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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築巢位置的選擇 

1.葉面寬度對築巢位置的影響 

   【野外觀察】（學校附近香蕉弄蝶調查） 

圖例：●10 棵以上 ●5~9 棵 ●1~4 棵  ■有蟲巢 

 

 

 

 

 

 

 

 

說明： 

1. 香蕉葉遭風吹裂的並且葉面寬度小於 10 公分，即無蟲巢（如左圖）。 

2. 當葉面完整或寬度大於 10 公分的會有蟲巢（紅圈處）。 

體育場 

學 校 

公 園 

學 校 

菜 園 

農 田 

住宅區 

中港大排 

低海拔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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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實驗觀察】 

1. 在取回的香蕉葉撕裂出各種不同寬度。 

2. 將大小不同的幼蟲放在香蕉葉上，觀察他的築巢情形。 

 

 

 

 

 

 

 

 

 

 

 

 

 

 

 

 

 

 

 

說明： 

1. 幼蟲會選擇寬度較寬的葉面築巢，且越大的幼蟲也會選擇越大寬度 

的葉面。葉面寬度小於 5 公分的，大小幼蟲都不會在上面築巢。 

2. 急著蛻皮的幼蟲會就近找隱密處吐絲築巢（紅圈處），蛻完皮即離

去重新築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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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實驗觀察】 

1. 利用居住社區花台種植的六棵香蕉樹，隨機選擇兩棵四片葉子。 

2. 兩片葉子主葉脈兩側均撕裂成小於 10 公分的條狀，另兩片則只將

主葉脈一側撕裂成小於 10 公分的條狀，一側則不撕。 

 

 

 

 

 

兩側撕裂的葉片                          

                                     四月五日在沒有撕裂的葉背發現『卵』 

 

 

 

 

 

 

 

 

 

   

  未撕裂的葉片發現許多蟲巢              兩側撕裂的葉片仍無蟲巢發 

 

 

 

   

     左側撕裂   

                    右側未撕裂 

                                           

                                         未撕裂側     撕裂側 

 

   一側撕裂的葉片在右側發現蟲巢。         蟲巢發生在未撕裂側。   

 

說明： 

1. 社區花台的香蕉樹於 98 年 4 月份種下，一直都沒有發現蟲巢。選擇

此處做實驗觀察，只希望能隨時可觀察記錄到變化，並未做香蕉弄蝶

引入的動作。 

2. 室外實驗於 98 年 12 月開始進行，此時香蕉弄蝶剛好進入冬季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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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持續觀察至 99 年 3 月 15 日前均未發現蝶影蹤跡。 

3. 直至四月開始發現一齡蟲巢及剛產下的卵。 

4. 陸續發現的卵及蟲巢均在未撕裂的葉片上，兩側被撕裂的葉片上均未

發現卵及蟲巢。 

5. 一側被撕裂的葉片也發現蟲巢，但都是在未撕裂的一側，或是撕裂寬

度大於 10 公分的地方。 

 

 

香蕉樹 A B C D E F 

葉片數 5 6 6 7 8 8 

有蟲巢葉

片數 

0 0 2 3 5 4 

蟲巢數 0 0 8 21 16 11 

說 

 

 

 

明 

靠近人行通

道，樹型矮

小，受人類

活動干擾

大。 

靠近人行通

道，樹型矮

小，受人類

活動干擾

大。 

 實驗葉片：2 

兩側均撕成

細條狀。實

驗葉片上無

蟲巢。 

實驗葉片：2 

一側撕成細

條狀。實驗

細條葉片上

無蟲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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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照對築巢位置的影響 

    野外觀察時常發現香蕉弄蝶會築巢於蕉葉葉背，除了有隱密禦敵的效果外，

光照是否影響幼蟲的築巢行為？我們設計了以下兩個實驗來探討他們的關係。 

  

【實驗一】 

1. 將香蕉葉片插入水瓶中，葉片下方以 25W 的燈照射。 

2. 將各齡期幼蟲共 8 隻放置在葉面上，觀察期築巢情形 72 小時。 

3. 72 小時後重複再做一次實驗。 

 

 

 

 

 

 

說明： 

1. 各齡期的幼蟲均會移往葉背築巢。 

2. 除五齡幼蟲方向是由葉尖端向葉柄捲築巢外，其餘各齡幼蟲是由葉炳

捲向葉尖端方向的。 

3. 五齡幼蟲在第二次重複實驗時進入前蛹。  

結果： 

 

 

 

 

 

 

 【實驗二】 

1. 將三片香蕉葉片 A、B、C 插入水瓶中，A 葉片下方以 25W 的燈照射。B、C

葉則置於光照外。 

2. 上方在蓋上深色的布，以遮住其他光線，使 A 葉面與葉背的亮度區分的更明    

顯。 

3.  將各齡期幼蟲共 7 隻放置在 A 葉面上，觀察期築巢情形 72 小時。 

4.  72 小時後重複再做一次實驗。 

 

 

 

 

 

      幼蟲齡期 

築巢位置 

三齡幼蟲 

 

四齡幼蟲 

 

五齡幼蟲 

 

葉背 6（隻次） 8（隻次） 2（隻次） 

葉面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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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A 

 

                    B 

 

                                             A 

                                      C 

 

 

 

                                                       B 

 

 

                                 

 

 

 

 

 

 

 

 

說明： 

1. 除 2 齡幼蟲會迅速移向葉背築巢，其餘各齡期幼蟲均在葉面停留超過

四小時，而且僅啃食一小缺口後，未築巢也未移向葉背或 B、C 葉。 

2. 第二日三齡以上幼蟲 A 葉葉面築巢，但經常離巢另再築巢。 

3. 五齡幼蟲移向 C 葉葉面吐絲結繭進入蛹期。 

 

      幼蟲齡期 

築巢位置 

二齡幼蟲 三齡幼蟲 

 

四齡幼蟲 

 

五齡幼蟲 

 

葉背 2（隻次） 0 0  

葉面 0 4（隻次） 6（隻次） 2（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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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蟲禦敵行為 

           香蕉弄蝶成蝶在清晨出沒在香蕉樹間吸食水份蜜汁，白天則銷聲匿

跡躲入樹林草叢中，避免遭到天敵的攻擊。幼蟲則無法移動快速，食物

又是無毒性的香蕉葉，身上又佈滿極為醒目的白蠟粉（不溶於水），於

是幼蟲也發展了一些禦敵的機制。 

 

 

 

 

 

 

 

       1.捲葉築巢 

         一至五齡幼蟲會擇定適當葉寬的香蕉葉，沿葉邊向內啃食出缺溝，在

吐絲將自己包捲起來。每天繼續向內啃食葉片，繼續包捲，所以沒有

天敵入侵攻擊，而葉片也足夠寬大的話，幼蟲會一直待在同一蟲巢中。 

 

 

 

 

 

 

 

 

 

 

 

 

 

 

 

                                       說明：黃色區塊是被啃食後的缺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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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裝腔作勢的搖擺回擊動作 

     一至五齡的幼蟲築的巢，巢頂會吐絲密封，靠葉緣的另一端沒有密封，

以方便糞粒排出。當有外敵由巢末端入侵時，幼蟲會猛力搖晃頭殼撞擊巢

壁，以發出「ㄎㄎ」或「ㄔㄔ」聲響，想要嚇走外敵。 

 

  

3. 噴汁吐血的最壯烈行為 

聲響「ㄎㄎ」「ㄔㄔ」嚇走入侵者時，只好使出最後絕招：吐血噴汁。

幼蟲會吐出綠色汁液（箭頭所指），見對方無下一步動作，還會將汁液

吸回（真夠節省的）。 

    

 

 

 

 

 

 

 

 

 

4. 遠走他鄉離巢行為 

在巢內幼蟲意識到危險將臨，和所有動物都一樣的，最最後一招就是

「三十六策，走為上策」。幼蟲的離巢行為除了在危險將發生時外，冬

季時，香蕉弄蝶是以「蛹期」型態過冬的，在終齡幼蟲要進入蛹期時，

一定會離巢。那是因為終齡幼蟲需大量進食，積蓄足夠能量以度過漫

長的冬季。故此時的巢內積滿了大顆糞粒，香蕉弄蝶的冬季蛹期達三

個月之久，數量龐大的糞粒會造成危險，引來天敵或滋生細菌等。所

以將進入前蛹期的終齡幼蟲會離巢，另外找一處較穩密的葉片築巢。

冬季蛹的前蛹在準備過冬的巢裡感到危險時，又會再度離巢，再躲到

他認為更安全穩密的地方築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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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不同食草上的築巢情形 

    【實驗觀察一】 

     將香蕉葉、月桃葉、野薑花葉及蓮蕉葉同插入大的水瓶中，並在葉片

各放置一隻幼蟲，觀察期在各葉片上築巢情形。 

         

 

                         香蕉葉 

     月桃葉   

 

 

                          蓮蕉葉 

   野薑花 

      

說明： 

1. 放置在月桃葉、野薑花葉及蓮蕉葉上的幼蟲均在一小時後，走移至香蕉

葉上築巢。 

2. 原放置在香蕉葉的幼蟲直接在香蕉葉上築巢。 

 

   【實驗觀察二】 

           將同齡幼蟲分別放在香蕉葉（薑目芭蕉科芭蕉屬）、野薑花葉（薑科）、

蓮蕉葉（美人蕉科美人蕉屬）上，觀察他們進食及築巢行為。 

 

  野薑花                               蓮蕉 

 

 

 

 

 

 

 

 

 

 

野薑花                                     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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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放在野薑花葉上的香蕉弄蝶幼蟲，一直都不肯食用野薑花葉，會在

葉脈中間築巢，築巢就和其他弄蝶在禾本科植物築的一樣。 

     2.  放在蓮蕉葉上的香蕉弄蝶幼蟲，會食用蓮蕉葉，也會築巢。但因蓮

蕉葉太小（比香蕉葉），在巢裡很不舒服，經常會離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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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應水酸鹼度對香蕉弄蝶築巢絲柱強度的影響 

【實驗操作一】 

1. 將香蕉葉片分別插入 PH5、6.2、8.2、9.8 水中。 

2. 各在葉片上放上同齡幼蟲 2 隻。 

3. 每一齡期分別以彈簧秤測量巢頂、巢側絲線的強度。 

 

 

 

 

 

 

 

 

 

 

 

 

 

 

 

 

 

 

 

 

 

 

 

 

【實驗紀錄】 

 供應水 PH

值 

5 6.2 8.2 9.8 自來水（7.9） 原生 

  測量位置 

測量齡期 

巢

頂 

巢

側 

巢

頂 

巢

側 

巢

頂 

巢

側 

巢

頂 

巢

側 

巢

頂 

巢 

側 

巢

頂 

巢

側 

三齡 211 53 213 65 182 83 197 91 236 84   

四齡 176 83 194 67 186 60 212 70 191 80   

前蛹 245  256  258  243  250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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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取食放置在各不同 PH 值供應水香蕉葉的幼蟲，所築的巢，巢頂的絲

柱 較巢側的絲柱粗而堅韌。 

2. 前蛹期的蟲巢包捲的十分密實，巢側的絲柱極短，無法量測到強度。 

3. 絲柱強度絲乎與供應水的 PH 值大小沒有絕對的相關。 

4. 冬季蛹巢頂的絲柱顏色呈黃褐色與夏季蛹的白顏色不同。 

                       

                                 

                                     冬季蛹絲柱      

 

 

     夏季蛹巢的絲柱 

 

 

 

    在上面實驗操作中，我們原假想：近來酸雨的問題日益嚴重，當這些酸雨降

下，香蕉樹根吸收了這些酸雨會不會造成香蕉弄蝶吐的絲發生變化？或是當土地

遭受污染時，酸鹼值發生變化，是不是也會對香蕉弄蝶產生影響呢？實驗的結果

沒有顯示出明顯的相關。香蕉葉吸取了這些 PH 值不同的水，葉體本身會發生影

響或變化嗎？ 

 

 

【實驗操作二】 

1. 將在後山香蕉樹剪下的葉片，分別插入以鹽酸、碳酸氫納、碳酸鈉配製出 

PH5、PH6.2、PH8.4、PH9.8、及自來水（PH7.9）的水瓶中。 

2. 一週後，在將葉片各剪下 20 g，剪碎研磨。 

3. 將研碎的葉片置於有濾紙的漏斗，加純水 50mL 過濾。 

4. 以 PH 計測試放置一週後，不同 PH 值水的變化。 

5. 以 PH 計測試過濾下香蕉葉汁液的 PH 值。 

6. 在後山原生香蕉樹剪下 20 g，重複步驟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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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 

 

 

 

 

說明： 

1. 不同 PH 值的供應水靜置一週後，PH 值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只有原

來 PH 值是 7.9 的自來水變為 7.8，PH 值 9.8 的瓶水變成 10。 

2. 加入 PH6.9 的純水，過濾下的香蕉葉汁液經測試，PH 值均為 6.7。 

 

 

 

陸 、結果與討論 

   一、香蕉弄蝶的生活史 

      （一）香蕉弄蝶為完全變態昆蟲，在 3 至 11 月時，一個世代約為 55~60

天，一年約為四~五個世代。 

      （二）母蝶會選擇較完整的香蕉葉，在葉背或葉面下至十多顆半球形的卵。 

           每顆卵上有 21~25 條不等的稜線。香蕉弄蝶的卵極容易被寄生，卵

期約 7~10 天即孵化。 

 

                    產於完整葉面的 17 顆卵 

 

 

 

 

 

 

 

 

     （三）幼蟲期有五齡，每一齡期約 7 天，香蕉弄蝶幼蟲期時間不會因溫度

有太大變化，幼蟲期約 35 天。幼蟲在三齡蟲時，可分辨出性別：雄

幼蟲背上有兩塊黃色斑（精囊），雌幼蟲則無。 

     （四）4~11 月的蛹（我們以「夏季蛹」稱之）約 10~12 天羽化成蝶。香蕉

弄蝶以蛹型態越冬。前蛹約 60 天，此時的前蛹仍有行為能力，但不

進食，遇有危險會離巢另築新巢。前蛹進入成蛹前有 1~2 天成僵直

狀態（有點像冬蟲夏草）一動也不動。成蛹約有 30 天，冬季蛹約需 

供應水 PH 值 5 6.2 7.9 8.4 9.8 原生 

一週後 PH 值 5 6.2 7.8 8.4 10  

過濾下汁液 PH 值 6.7 6.7 6.7 6.7 6.7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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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天完成蛹期。 

   （五） 要進入冬季蛹的終齡幼蟲會為自己吐出較多絲結出較夏季時厚的繭，

以確保自己能安然的度過寒冷的冬季。 

 

 

 

 

 

 

 

 

 

  （六）香蕉弄蝶成蝶的性別分辨；雄蝶的胸背部佈滿黃褐色細毛，尾部成尖錐

狀。雌蝶的胸背部有一塊不長細毛的光禿面 ，尾部較圓寬。 

  二、香蕉弄蝶各種行為模式 

  （一）產卵行為：在產卵位置、及被寄生情形統計調查 

    1. 母蝶將產於蕉葉面、背統計情形 

 

 

 

 

 

 

 

 

 

 

2. 卵在葉面、背被寄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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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卵位置與被寄生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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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產卵位置與被寄生的統計情形 

 

 

 

 

 

 

 

 

 

 

 

     （二）香蕉弄蝶的築巢行為 

        1. 弄蝶的幼蟲築巢時，會選擇香蕉面較寬廣、完整的葉片築巢， 

           越小齡次的幼蟲對於葉片寬度需求較小，但也要大於 5cm，三齡以 

           上的幼蟲就需要寬度在十公分以上葉片。 

        2. 香蕉葉片越完整越不受干擾，越容易吸引母蝶產卵。孵化的 

           幼蟲便能安全的完成築巢。 

3. 光線對幼蟲築巢行為影響，在 30 隻次各齡期的築巢行為觀察： 

   葉背照光與環境無明顯差異時，不會影響各齡期幼蟲在葉背築巢的 

   情形。葉背照光與環境有明顯差異時，3 齡以上的幼蟲會受光照而 

   築巢於葉的習性，1~2 齡則無影響仍築巢於葉背。 

      （三）幼蟲禦敵行為 

          1.幼蟲身上的白粉不溶於水，其作用應只是防水，或是偶而外出時， 

            反射陽光，避免陽光過度照射。 

          2. 築巢即是香蕉弄蝶幼蟲禦敵的第一道保護措施，當強敵入侵 

            第一道防護時，幼蟲會以頭殼撞擊巢壁發出聲響，企圖嚇阻對方。 

            若無效會以頭猛烈撞擊對方，或吐出綠色汁液，最後只好逃之夭 

            夭，另尋隱密處築巢自保。 

      （四）在不同食草上的築巢行為  

            1.幼蟲具相當的「專食性」；實驗中的四種食草中，僅接受至美人 

              蕉科的蓮蕉。而對同（薑）目的野薑花，只會暫時築巢也絕不動

口食用。 

            2.食用蓮蕉的幼蟲身上的白粉，較以香蕉葉為食草的幼蟲少。 

            3.當同時有蓮蕉葉、月桃葉、野薑花葉及香蕉葉時，所有幼蟲均會 

              移向香蕉葉上進食、築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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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用蓮蕉的幼蟲                    食用香蕉葉的幼蟲                                 

 

 

 

 

 

      3.幼蟲除在香蕉葉上築巢，在蓮蕉葉上也能以同樣先啃食切割葉 

         片，後吐絲包捲的方式築巢。 

      4.在野薑花的葉片上也會築巢，但是以與其它弄蝶相同方式築巢， 

         吐絲連接左右葉緣包捲起來築巢。 

三、供應水酸鹼度對香蕉弄蝶築巢絲柱強度的影響 

 （一）.在不同 PH 值供應水，對於香蕉弄蝶築巢的絲柱強度並無明顯的差 

       異影響。 

 （二）.巢頂的絲柱明顯較巢側粗短，強度也遠遠強過巢側絲柱。 

 

                             巢頂 

 

                     巢側 

 

 

 

 

 

 （三）.各齡期築巢絲柱強度無明顯差異，蛹期絲柱強則比其他齡期強， 且 

       在原生香蕉樹上採集的蛹期蟲巢絲柱最堅固，平均達 310g。 

 （四）.插在不同 PH 值的供應水的香蕉葉與原生地採回的香蕉葉，研碎過 

       濾其汁液，測 PH 值均為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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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1.以無毒性的香蕉葉為食草的香蕉弄蝶，成蝶選擇在清晨及傍晚出沒於香蕉

樹叢中覓食，加以暗沉的黃褐色的體色，在昏暗的光線下，眼睛也不易反

射出明顯的紅色，這時候對成蝶是安全的。 

    2.母蝶會將卵產於較完整的香蕉葉的葉背或葉面，以方便孵化後幼蟲築巢。

幼蟲築巢時，亦會選擇葉片較寬而完整的地方築巢。 

    3.母蝶會產卵於葉背，也會產於葉面，但較大比率產於葉背（53％），因在

葉背有隱密及防水的優點。有時單顆產下於葉背、面（30％），有時群聚

產下於葉背、面（70％），單顆卵被寄生（83.3％）遠高於群聚卵（71％），

且群聚卵有時會有不完全被寄生的情形。我們討論的結果認為：母蝶故意

產下單顆卵以引開寄生蜂的攻擊，保護群聚卵的安全。卵生於葉背被寄生

率（49％）低於葉面被寄生的比率（51％）。 

    4.幼蟲無毒性，身上又佈滿白粉極為醒目，是多數鳥類、捕食性小型動物的

美食，築巢而居成為他躲避天敵的最佳選擇。 

    5.葉背光照會使 3 齡以上幼蟲改變其在葉背築巢的習性，應是香蕉弄蝶幼蟲

也有「負趨光性」所致。 

    4.香蕉弄蝶會咬切適當葉片大小並吐絲固定多層葉面，以包捲方式將自己藏

身其中，而後在慢慢食用內層蕉葉；此種築巢行為兼顧進食與躲避天敵的

需求。 

    5.原本提出水分酸鹼值會影響香蕉弄蝶吐絲強度的假設，經實驗證明：並無

直接關係，因此以化學藥劑來防治香蕉弄蝶的方法無法成立。 

    6.不同 PH 值的水經過香蕉樹吸取後，都會達到 PH 值穩定（6.7），真不愧是

天然好用的濾淨器，難怪原住民的獵人們在山上口渴時，會直接砍斷香蕉

葉柄喝流下的水止渴。 

    7.有了以上的發現，我們建議是否可利用香蕉弄蝶的築巢行為特徵，在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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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香蕉樹的生長情形下，將香蕉葉分裂成較小的條狀，使香蕉弄蝶不能在

葉片上產卵或築巢，達到香蕉弄蝶生物防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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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314 

1.針對本土物種觀察紀錄詳實，實驗結果對香蕉的蟲害防治

有所幫助。 

2.實驗設計嚴謹，具科學精神。 

3.在昆蟲生態行為方面有深入探討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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