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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書內文 

作品名稱：不離不棄—探討石鼈的出洞與回巢 

摘要 

石鼈是一種生活在低潮帶到亞潮帶之間的軟體動物，身上有八塊像瓦片狀的殼板，以附

近石塊上的藻類為食，不過平常都是窩在跟自己身體差不多大小的石洞內。  

石鼈會選擇在有海水淹沒的情況下才出洞，因此，漲潮時是大部分石鼈出洞的時機，並

在海水退卻以前回巢。牠們出洞的距離很少超過身體長的三倍，有時甚至只半個身體出去，

而回巢的方式大致有兩種：1.出洞距離小於一個身體長--倒退回巢；2.超過一個身體長--先轉身

再回巢，而且每次回巢幾乎都是循著出洞的路線回去。 

石鼈在洞內的時間很長，退潮時會靜置不動，漲潮時會花時間經營牠們的洞，使這個洞

越來越適合牠們，讓牠們一輩子都可以隱藏在裡面，躲避天敵的獵捕。 

 

壹、研究動機 

去年暑假，老師帶我們去潮間帶玩，沒想到在無意間發現了一種生物，總是緊緊的貼在

洞裡，一動也不動，用手去拔牠，根本沒辦法把牠拔起來，而且仔細一看，好像石塊上的每

個小洞都有一隻耶！當時覺得這種生物好奇特喔！於是決定對這種奇特的生物展開觀察與研

究。 

 

貳、研究目的 

一、想知道在怎樣的環境可以找到石鼈？以及牠的基本外部形態？ 

二、想了解石鼈什麼時候會出洞? 為什麼要出洞?之後會回到原來的洞嗎？ 

三、想了解漲退潮跟石鼈的出洞與回巢有什麼關係？ 

四、想了解石鼈每次出洞所花的時間？ 

五、探討石鼈出洞與回巢的行為模式？以及在洞中的行為？ 

六、探討石鼈回巢的可能機制。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水族箱實驗組﹙30 公分水族箱、60 公分水族箱、植物燈、小石塊、小生物等﹚ 

二、攝影實驗組﹙攝影機、相機、腳架﹚ 

三、漲退潮實驗組﹙水管、水桶、杯子﹚ 

四、棲息密度實驗組(捲尺、方框) 

五、壓克力實驗組﹙壓克力顏料、細水彩筆﹚ 

 

 

 

肆、研究過程、方法、研究結果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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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石鼈研究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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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探討石鼈出洞、回巢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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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在哪裡找得到石鼈？主要棲息環境？以及牠的外觀特徵？ 

(一) 方法： 

1. 選擇退潮而且天氣狀況良好的時間，到潮間帶進行觀察與記錄，尋找石塊上的洞穴，

翻翻小石塊，也到海蝕平台搜尋看看。 

2. 比較低潮帶與中高潮帶石鼈的數量，利用長皮尺量測一塊低潮帶海蝕平台的長與寬，

計算出面積，也量測中高潮帶的面積，全面清數範圍內石鼈的數量，算出兩個區域單

位面積石鼈的數量。 

 

 

 

 

 

 

 

 

 

 

 

 

圖三：潮間帶環境—a. 潮間帶全區 b.低潮帶海蝕平台 c. 中、高潮帶 

3. 利用參考資料(海岸生物一、二,2001)，和實際現場觀察石鼈的外觀。 

(二) 結果： 

1. 這種石鼈主要都在石塊的小洞內棲息，海蝕平台上的小洞也可以找得到，但是到了高

潮帶，幾乎都看不到任何一隻石鼈。 

2. 石鼈密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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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低潮帶與中高潮帶石鼈密度量 

 

3. 石鼈背面與腹面重要外觀 

 

 

 

 

 

 

 

圖四：石鼈背面和腹面構造圖 a.背面；b.腹面 

(三) 發現與討論： 

1. 這種石鼈很需要石洞，幾乎每一隻石鼈都是躲在洞裡面，而且大部分洞和自己身體差

不多大。 

2. 石鼈應該非常需要水，因為離開低潮帶，要找到石鼈就很困難。 

(四) 疑問： 

1. 石鼈會離開牠的洞嗎？甚麼時候才會出洞呢？ 

 

研究二、石鼈會離開洞嗎？甚麼時候出洞？  

(一) 方法： 

1. 之前都是利用退潮時間去觀察，大部分石鼈都乾乾的在洞裡，這次改選在潮水準備漲

上來時去觀察，雖然有一點危險，也比較困難，但這是我們目前想得到的，接著我們

利用照相機拍下觀察結果。 

(二) 結果： 

實驗區域 區域面積( m2) 石鼈數量(隻) 密度 備註 

低 潮 帶 海

蝕平台 
10*5=50 m

2
 104 約 2 隻/m

2
 

利用 50cm*50cm 方框，找

到密度最高的有 12 隻。 

中高潮帶 35*25=875 m2 
16( 偏 低 潮 帶

才有) 

約 0.02 隻/m2 

(約 2 隻/100m2) 

高潮帶就算有洞也找不

到石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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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到的石鼈幾乎都淹到水了，雖然大部分結果也還是跟之前一樣，很多石鼈都躲在洞

裡面，但令人驚奇的是，意外發現有幾隻石鼈跑到洞外附近了！ 

 

 

 

 

 

圖五：野外發現海水淹沒洞時，石鼈的出洞狀況 

(三) 發現與討論： 

1. 石鼈是會出洞的，而且必須是有海水的狀況下才出洞。漲潮的時候，可能是這些石鼈

出洞的時機。 

(四) 疑問： 

1. 這些出洞的石鼈會回去原來的洞嗎？ 

 

研究三、石鼈出洞後會再回到自己的洞內嗎？ 

(一) 方法： 

1. 選擇幾個石塊當作實驗區域，並在每個區塊內的石鼈給予編號。  

圖六：野外石鼈長期觀察實驗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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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次標記—寫上號碼）利用大退潮時，在挑選過的 24 隻石鼈的殼板上，用壓克力

顏料塗上號碼，同時在洞口附近也塗上相同的號碼，接著連續幾天在退潮時觀察、記

錄石鼈身上的號碼是否與洞口的一樣。 

 

 

 

 

 

     圖七：壓克力實驗 a.第一次在石鼈身上做記號、b. 11 號石鼈、c. 18 號石鼈 

 

 

 

 

 

 

 

 

 

 

 

 

 

 

 

 

 

 

      圖八：野外石鼈長期觀察實驗區域手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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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果： 

1. 實驗的 24 隻石鼈在連續 4 天的觀察中，最後都會回到自己的洞內。 

2. 連續四天(8/21~8/24)觀察的結果，如下表： 

表二：連續四天的石鼈觀察紀錄 

石鼈狀況 在洞內(隻) 正在出洞(隻) 看不出來 (隻) 消失找不到 (隻) 

第一天(99/8/21) 23 1 0 0 

第二天(99/8/22) 24 0 0 0 

第三天(99/8/23) 18 3 3 0 

第四天(99/8/24) 18 0 6 0 

3. 出洞的 4 隻和看不出來的 9 隻(海水流動劇烈，不易觀察)，隔天看時都回到洞內。 

(三) 發現與討論： 

1. 在這 4 天的觀察中，我們發現石鼈就算淹到水了，但大多數還是會在自己的洞內。由

於這個結果，我們產生兩個推論： 

（1）牠出洞的時間可能不長，所以我們去觀察時不一定剛好遇到。 

（2）漲潮時石鼈不一定會馬上出洞，潮水淹沒石頭的時間長達數小時，牠們有可能漲

潮一段時間再出洞。(安全考量，快要漲潮時，我們無法一直待在潮間帶觀察) 

 

 

 

 

 

 

 

 

        圖九：壓克力顏料實驗結果--a. 漲潮但沒發現出洞；b. 漲潮剛好發現出洞 

2. 牠出洞時似乎都會回到自己的洞內，但牠回來時方向有可能會不同(因為隔天看時，

頭的方向不一樣了)。 

 

 

 

圖十：壓克力顏料實驗結果 

(二) 回巢時可能轉向 a. 99/8/22 頭向右；b.99/ 8/23 頭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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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幾天之後顏料會剝落，且號碼不易寫上去。 

(四) 疑問：1.牠會一輩子都住在同一個洞嗎？ 

研究四、石鼈是不是一輩子都住在同一個洞內? 

(一) 方法： 

1. 每個月不定期觀察實驗區域內的石鼈狀況，並且拍照記錄。 

2. 野外長期觀察時程表 

表三：野外觀察時程表 

月份 99/8 99/9 99/10 99/11 99/12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總次數 

觀察次數 7 8 1 3 2 0 6 7 7 4 46 

備註   
本月退

潮時，天

候不佳 
  

退潮都在晚上

或清晨、且幾

乎天天下雨。 
  

  
 

3. 進行第 2、3、4、5 次的壓克力實驗，第 2 次改用分區塗記號，最後第 3、4、5 次用

分區按編號塗顏色，不再寫數字或符號。（解決顏料不易標明且易脫落的問題） 

表四：壓克力顏料分佈表 

分區實

驗樣本 

1號石鼈 

(每區) 

2號石鼈 

(每區) 

3號石鼈 

(每區) 

4號石鼈 

(每區) 

5號石鼈 

(每區) 
合計(隻) 

塗料顏

色 
紅色 黃色 綠色 桃紅色 黃綠色 

20(原總樣本 26隻，

有些在過程中消失

了！20 隻是實驗時

間較久的) 
數量 5 4 4 3 4 

4. 每次觀察後，討論當天實驗區域的狀況。 

(二) 結果： 

1. 長期觀察結果，26 隻石鼈狀況。（99 年 8 月到 100 年 5 月） 

表五：野外石鼈長期觀察紀錄 

石鼈狀況 一直都在(從看到 99/8~100/5止) 
一開始在，後來消

失，且不再出現 

短暫

發現 

數量 19隻 6隻 1隻 

石鼈代號 
一區 1,2,3,4,5    二區 1,2,3,4,5 

四區 1,4          五區 1,2,3,5  獨立區 1,2,3 
三區 1,2 

四區 2,3,5 五區 4 

二區

6 

備註 

1. 五區 1,2多次互相換洞(從標記上得知)。 

2. 獨立 1和 2跟原本的大小剛好相反，1號位置的石

鼈變小了，2號位置的變大了。所以我們推論這兩隻也

有換洞一次。(但因標記剛好脫落，無法明確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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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野外實驗樣本，長期觀察及記錄結果，以後來消失的四區 5 號及一直都在的五區 3 號

為例說明： 

（1）四區 5 號的長期觀察結果—99 年 8 月~100 年 3 月 5 日都回到自己的洞內，3/6 消

失後就沒再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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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四區 5 號的長期觀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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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區 3 號的長期觀察結果—99 年 8 月~100 年 5 月都在自己的洞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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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五區 3 號長期觀察紀錄 

 

(三) 發現與討論： 

1. 經過長期的觀察後，我們發現果真大部分的石鼈都會住在自己的洞內，就算出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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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回到原來的洞，看來石鼈對於自己的洞是非常重視的。 

2. 其中 7 隻原來可以見到，但後來消失的石鼈，之後都沒再見到，而且也沒有新的石鼈

進來，洞都開始長出藻類來了，會不會是出洞太遠回不來了，還是遇到天敵被吃掉呢？

由此可以見，當石鼈沒進到自己的洞，要想再回去，機會很低，牠們還是習慣守著原

來的洞。 

3. 我們在 8 個月的時間，野外觀察了將近五十次，但在實驗區域的二十多隻內只看到 8

隻石鼈出洞，可見要在野外看到石鼈出洞是不容易的，一天之中，牠們待在洞內的時

間應該遠遠超過出洞的時間。 

4. 五區 1、2 號與其牠樣本的結果不太一樣，牠們的位置確實互換了幾次，我們分析可

能有幾個原因： 

(1) 牠們洞的位置非常接近，約 2 公分，還不到一個身體長。 

(2) 從牠們吃過的痕跡發現，牠們爬行的路線是有重疊的，之前從沒見過兩隻石鼈在同

一個洞內，因此如果自己的洞內有其它石鼈時，可能逼使牠尋找另一個洞，而恰

巧隔壁就有一個洞，且這兩個洞都是有石鼈經營(磨)過的，一樣都很圓滑，因此對

牠們來說或許就沒有太大差別吧！ 

(3) 兩隻石鼈、兩個石洞的大小分別都非常相近，這或許也是牠們互換幾次的原因之一

吧！ 

(4) 兩隻石鼈出洞時間應該很接近，造成牠們在海水退去前，先碰到哪一個洞，就直接

進去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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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石鼈多次換洞記錄(紅色-五區 1 號；黃色-五區 2 號) 

 

5. 做了這麼長的時間後，我們推測石鼈的壽命可能可以超過一年。 

(四) 疑問： 

1. 石鼈是怎麼出洞、又是怎麼回巢? 

 

研究五：探討石鼈如何出洞與回巢（1）—室內飼養的可能性。 

(一) 方法： 

1. 把幾隻石鼈帶回學校，

利用水族箱飼養，方便

觀察。 

2. 帶回潮間帶的幾種生物

和石頭，營造潮間帶的

氣氛。 

 (二) 結果： 

1. 這五隻石鼈一開始都跑

來跑去，幾天之後會停

在水面下石頭的凹陷

處。 

2. 帶回來的五隻石鼈都適應水族箱的環境。 

 (三) 發現與討論： 

1. 石鼈可以長時間待在水中。由此可推論亞潮帶應該也是石鼈棲息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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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疑問： 

1. 石鼈出洞多遠？怎麼回去的？ 

 

研究六、探討石鼈如何出洞與回巢（2）--石鼈出洞與回巢真實狀況。 

(一) 方法： 

1. 選用比較大的魚缸來飼

養，並利用植物燈讓藻

類可以生長。 

2. 架設攝影機，監控石鼈

動靜。 

3 利用影像處理軟體剪輯

每天拍攝到的影片。 

(二) 結果： 

1. 石鼈移動非常緩慢，十

分鐘可能才走一兩公分，因此每次出洞的距離其實都不遠。 

2. 從 26 天拍攝的 98 部影像中可以歸納石鼈每天會出洞 1~2 次左右，因為出洞距離不同，

而有不同的回洞方式。 

表六：石鼈回洞方式總結表 

離洞距離 1個身體長以內 1~3個身體長 超過 3 個身體長 總計 

回洞方式 倒退回巢 轉身回巢 不回巢  

次數 18 10 5 33 

備註   
發生在：1.剛放進去

時；2.石頭上沒藻類時 
 

3. 出洞過程與時間： 

表七：石鼈出洞的行為時間表 

行為 出洞前挪動或轉身 出洞 定點攝食藻類 回洞 

時間(分) 10~20 30~50 80~100 10~20 

備註   碰到藻類便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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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石鼈出洞的過程 

 (三) 發現與討論： 

1. 牠出洞的路線幾乎是循著之前的路線走，而出洞的時間會比較長，回來的時間比較

短，可能是怕受到天敵的攻擊。 

2. 比較確認了一些我們以前不太確定的事，像是： 

(1) 石鼈幾乎每天都會出洞，也真的會回到原來的洞。 

(2) 每天出洞的路線不會只有一條，但幾乎都會循著出洞路線回巢。 

(3) 直線前進碰到藻類就會停下來進食，但距離很少超過自己身長的 3 倍，可能怕同一

條路線，會越吃越遠，離洞太遠，不止危險性提高，回巢也會比較困難。 

(4 ) 也有出去後就沒回來的，石塊上藻類吃光時，可能讓牠們走遠而回不到原來的洞。 

 

 

 

 

 

 

 

 

 圖十七：離洞太遠，石鼈回不到洞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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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疑問： 

1. 石鼈到底在洞裡做甚麼？ 

研究七、探討石鼈如何出洞與回巢（3）--石鼈在洞裡的行為 

(一) 方法： 

1. 將攝影機近距離拍攝洞內石鼈的特寫。 

2. 剪輯影片，歸納出石鼈在洞內的行為。 

(二) 結果： 

1. 剪輯 26 天的 98 部影片，關於石鼈洞內活動行為可以歸納如下： 

表八：石鼈的洞內行為 

石鼈洞內 

行為記錄 
挪動 洞內轉身 排便 翻動外套膜 

出洞與回

巢 

紀錄次數 67 18 26 16 28 

備註 每天都會  

每天都會 

(但須特寫的影

片才見得到) 

每天都會 

(須特寫的影

片才見得到) 

每天都會 

(三) 發現與討論： 

1. 石鼈待在洞中並不是完全靜止不動，在洞內的時候，經常可以見到牠們翻動外套膜，

推測應該是讓水流更容易進到底下的鰓裂，來獲得更多的氧氣。 

2. 仔細觀察影片才發現，石鼈經常會在洞內前前後後的做小挪動，有時還會轉身再挪

動，而且每天會花很多時間做這件事，後來當牠們出洞時，發現洞內非常的圓滑，而

且隨著身體的成長，洞也一天比一天還大、深，原來牠們會不斷的經營自己的洞穴，

讓自己越來越大的身體一樣可以躲得很好，而不需像寄居蟹一樣換殼。 

3. 回到洞裡的石鼈，似乎安穩很多，就算有其他生物爬過身上，也不為所動。 

4. 石鼈的肛門不大，排出來的糞便是條狀的，而且一天可以排出很多，幾乎都是在洞內

完成，排出來的糞便就堆在洞內，也不會刻意移開，不過水流、其他生物游過或自己

的出洞與回巢，都會讓糞便散開。  

5. 因為剛開始沒用植物燈，石塊上藻類沒了，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牠們爬出去的距

離比較遠，也造成牠們沒能像往常一樣回到原來的洞(不過這種現象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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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八：石鼈的洞內行為 

(四) 疑問： 

1. 如果有漲退潮，是不是真的會影響牠們的出洞與回巢呢？ 

 

研究八、漲退潮對石鼈有什麼影響？ 

(一) 方法： 

1. 利用簡單的虹吸現象把水族箱的水吸出來一些，讓石鼈暴露在空氣中，等幾個鐘頭

後，再把水倒進去。 

2. 用攝影機把石鼈的動向錄下觀看。 

 

圖十九：模擬漲退潮情況 a.模擬退潮；b.模擬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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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果： 

1. 觀察到水淹到石鼈不久後，石鼈就有移動了。 

表九：模擬漲退潮石鼈動靜表 

潮水狀況 暴露在空氣中(退潮) 淹滿水(漲潮) 

石鼈動靜 待在洞中不動 開始會有挪動行為，接著有短距離爬行 

與野外比較 相吻合 野外漲潮時不一定會立即出洞 

 

 

 

 

 

 

 

 

 

 

 

 

 

 

圖二十：漲潮與退潮石鼈的反應 a、b、c、d 

(三) 發現與討論： 

1. 發現漲潮對石鼈的影響很大，海水來時，牠們才會開始有挪動行為出現，因此牠們的

攝食應該都是在潮水淹沒洞口以後才會發生。 

2. 退潮時，石鼈幾乎是不移動的，將自己收縮在洞內，很難可以拔得起來。 

 (四) 疑問： 

1. 如果給石鼈一個洞，牠要不要？ 



21 

 

額外研究一、給牠洞牠要不要？ 

(一) 方法： 

1. 把海蝕平台的 3 隻石鼈放到實驗區五區的三個洞內，其中有兩個洞很相近，看牠們會

不會就住在那個洞裡。 

(二) 結果： 

1. 長期觀察後，兩個洞很相近的那兩隻石鼈就一直住在那個洞內了。 

2. 而第三隻石鼈到後期就不見了。 

(三) 發現與討論： 

1. 發現石鼈只要找到洞，就一直待在洞裡的機率應該很高。 

 

 

 

 

 

 

圖二十一：給牠洞牠要不要結果圖片 a、b 

 

額外研究二、石鼈覓食路徑 

(一) 方法： 

1. 利用現場觀察，看石鼈附近的海藻的情況，來推算出石鼈覓食的路徑。（海蝕平台） 

2. 觀察錄下的影片，用尺量石鼈覓食的距離。 

3. 室內飼養石鼈，觀察牠洞口的藻類狀況。 

 

 

 

 

 

圖二十一：野外石鼈出洞距離量測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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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果：  

1. 最長的距離有 27 公分(不過只有一隻是如此)，最短距離只有 1 公分，大部分最遠距離在

10 公分左右。 

2. 有一隻小石鼈覓食路線共有三條，分別是 1.5 和 2.5 以及 3.0 公分。（室內飼養） 

 

 

 

 

 

 

 

 

 

 

 

 

 

 

 

 

 

 

 

 

 

 

 

 圖二十二：由藻類分布看出洞內是不是有石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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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現與討論： 

1. 石鼈不會跑太遠，特別是藻類豐富的時候，而且可以明顯看出牠們覓食的路線。從覓

食路線，也能推論出牠們出洞的距離。 

    

額外研究三、石鼈是利用甚麼機制回巢 (嗅覺？視覺？) 

(一) 方法：(利用四個實驗來進行) 

實驗 1. 選擇潮高-0.1 時，去潮間帶觀察，發現兩隻石鼈剛好出洞，分別利用菜瓜布把牠

們的出洞路線刮乾淨，加上海水來回沖刷下，確保不會殘留黏液在出洞路線上，

來得知石鼈是否是利用嗅出黏液的味道回巢。 

   
圖二十三：石鼈回巢機制實驗 1(是否利用嗅覺回巢過程) 

 

實驗 2. 把一隻已確定準備回巢的石鼈(頭是向著洞口的)，快速推起，再把牠放回剛剛的

位置上，但方向相反(也就是讓頭是離開洞的方向)。來得知石鼈是否會尋著味道

轉身回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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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石鼈回巢機制實驗 2 (是否利用嗅覺回巢過程) 

實驗 3. 把一隻已確定準備回巢的石鼈(頭是向著洞口的)，快速推起，再把牠放回剛剛的

位置上，這時頭是朝洞的方向，來得知石鼈是否會尋著味道或利用視覺回巢。 

 

圖二十五：石鼈回巢機制實驗 3 (視覺可以幫助回巢嗎？) 

實驗 4. 把一隻已確定準備回巢的石鼈快速推起，把一部分的身體放在洞內，來得知他

碰到洞時是否會直接進洞。 

   

圖二十六：石鼈回巢機制實驗 4 (觸覺可以幫助回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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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果： 

    1.  4 個實驗結果如下表： 

表十：石鼈回巢機制實驗結果 

使用方法 結果 備註 

實驗 1 經過十分鐘後，二隻石鼈都回到原本的洞內。 路線上塗擦並不會影響牠回巢 

實驗 2 
他並沒有轉身回到洞內，而是離開原路線，越

跑越遠了！ 

看來牠並沒有利用路線上的黏

液來回巢 

實驗 3 
他有點小挪動，往前爬，但是並沒有進到洞

內，偏離了一些。從洞的旁邊經過 

就算洞在旁邊，也沒見到，牠應

該不是利用視覺回巢 

實驗 4 這隻石鼈碰到洞後就進到洞內了。 洞的觸感讓牠覺得可以躲藏 

(三) 發現與討論： 

1. 從實驗 1 與 2 的結果發現，石鼈似乎不是使用黏液的味道而回巢的。 

2. 實驗 3 的結果可以推測，石鼈的視覺可能不是很好，洞就在旁邊，但牠卻完全不曉

得，從旁邊爬過，這同時可以說明洞內或路線上並沒有讓牠可以嗅出的味道，引導

牠回巢。 

3. 石鼈使用印象或觸覺而回巢的可能性應該很高，也就是牠怎麼出洞就怎麼回巢。 

4. 石鼈碰到牠的洞後，似乎能夠判別這個洞是否適合牠居住。 

伍、結論 

一、石鼈很需要水，所以大部分的石鼈都生活在低潮帶，而在中、高潮帶的石鼈則比低潮

帶的少很多。  

二、石鼈每天都會出洞覓食也會回洞，但出洞距離很少超過三倍體長。 

三、如果沒有意外，大多數的石鼈應該都會一輩子住在同一個洞內。 

四、石鼈一天中在洞內挪動的次數相當的多，出洞的次數則大約在 1~2 次。 

五、淹到水時石鼈比較有可能出洞，沒淹到水時，石鼈則不會出洞。 

六、回巢方式主要有兩種，1. 出洞距離小於體長時，大多會直接倒退回巢；2. 出洞距離超

過一個體長時，則會轉身回巢。 

七、石鼈應該不是利用嗅覺嗅出黏液味道，或用視覺找到回家的路，從諸多行為現象，我

們推測牠們主要回巢機制比較可能是憑”印象”，也就是「怎麼去，怎麼回！」這也

是為什麼牠們出洞距離都不會太遠。 

八、石鼈沒有甚麼防身武器，但卻可以在環境變化大、天敵眾多的潮間帶生存，主要是因

為牠們有著很好的保護色，加上利用殼板保護自己，不過最重要的，還是牠們能不能

隱藏在適當的石洞內，石洞對牠們來講，幾乎是保命的絕佳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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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318 

本作品觀察石鼈的生態行為，內容頗具趣味，亦有參考

價值。建議持續深入探討，並增加樣本數目，使結果更具說

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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