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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根據前人實驗研究及文獻記載證明果蠅具有視覺及嗅覺，且能分辨不同顏色及氣味。我

們想了解不同水果吸引果蠅的原因是否和顏色、氣味或甜度有關。結果顯示果蠅對紅色、黃

色有所偏好，這也顯現在其所喜歡的水果上面，例如草莓、橘子、香蕉。使用人工香料做實

驗，我們發現果蠅能感知的濃度為百分之一，且果蠅最喜歡草莓香料，果蠅可將水果氣味及

其外觀顏色產生記憶。探究果蠅對不同甜度的喜好時，得知高濃度（1M）的蔗糖溶液及高甜

度的水果（香蕉）皆較吸引果蠅，可見甜度會影響果蠅對不同水果的喜好，且甜度與氣味對

果蠅的吸引具有加成效果。綜合上述結果，得知顏色、氣味及甜度皆會影響果蠅對不同水果

的喜好；不同水果吸引果蠅的因素不盡相同。 

壹壹壹壹、、、、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在家中的垃圾桶邊，常常會看到許多果蠅飛來飛去，有時會覺得不堪其擾，並且心中產

生一個疑慮，這些小傢伙到底是從何處冒出來。後來想起生物老師在基礎生物課程中曾經提

到，果蠅屬於動物界-節肢動物門-昆蟲綱的昆蟲，具有四對染色體。果蠅基因突變時會產生

具有白色眼睛的果蠅，這個現象與性聯遺傳有關，果蠅對於人類研究基因的表現貢獻很大。

在高二應用生物第一章「生物科學與農業」中也有提到，生物防治法可以使用性費洛蒙誘引

昆蟲，達到防治害蟲的目的。因此，我們對果蠅產生許多的好奇及興趣，也想知道平常該如

何防治果蠅，以減少果蠅的干擾。當然，想防治果蠅，就應該先了解果蠅的生活史，以及牠

的喜好。由所收集的資料中得知，果蠅喜好腐爛的水果，因此我們想出使用不同水果吸引校

園中的果蠅，並將果蠅培養、觀察及做實驗。我們設計實驗想了解果蠅到底較喜歡何種水果，

而水果吸引果蠅的原因與其顏色、氣味、甜度及酸鹼值是否有關？另外參考前人所做的實驗，

他們推測果蠅能將水果的氣味及外觀顏色產生連結，我們也很好奇真的是這樣嗎？因此我們

就以果蠅為研究題材，探究果蠅對不同水果喜好的原因。 

貳貳貳貳、、、、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一、 探討果蠅對不同水果的喜好 

二、 探究果蠅對水果的氣味及外觀顏色是否會產生記憶 

三、 了解果蠅對不同顏色的喜好 

四、 了解果蠅對不同天然水果及人工香料的偏好 

五、 了解果蠅對不同甜度的喜好 

參參參參、、、、    研究設備與材料研究設備與材料研究設備與材料研究設備與材料 

1. 果蠅（Drosophila melanogaster）：利用天然水果誘引校園中的果蠅，加以培養、觀察

並做實驗。 

2. 自製Y型塑膠管：直徑1.0cm，兩端長度為6.0cm，底端長度為9.0cm，放置棉花處的管

子長度為3.0cm（如圖四）  

3. 玻璃紙、色紙（紅、黃、綠、藍、紫） 

4. 保鮮膜 

5. 解剖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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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鑷子 

7. 紙箱 

8. 膠帶 

9. 封口臘膜（parafilm） 

10. 棉花 

11. 天然水果（檸檬、棗子、奇異果、金桔、芭樂、香蕉、橘子、柳丁、蘋果、草莓、葡

萄、鳳梨） 

12. 人工香料（為食用香料，原始濃度為十分之一。種類分別有檸檬、奇異果、香蕉、金

桔、柳丁、蘋果、草莓、葡萄、鳳梨、百香果。於實驗室中再以蒸餾水稀釋成百分之

一及千分之一兩種濃度進行實驗） 

13. 燒杯（500ml、1000ml） 

14. 量筒（10ml、25ml、100ml） 

15. 玻璃管（長30cm、直徑1.8cm） 

16. 滴管 

17. 培養皿 

18. 蔗糖溶液（1M、0.1M、0.01M、0.001M） 

19. 蒸餾水 

20. 解剖及複式顯微鏡 

21. 甜度計 

22. 酸鹼測量器 

23. 果汁機 

肆肆肆肆、、、、    研究過程或研究過程或研究過程或研究過程或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一、果蠅對不同水果的喜好 

 （一）果蠅對不同水果的喜好 

1. 將不同水果（檸檬、棗子、奇異果、金桔、芭樂、香蕉、橘子、柳丁、蘋果、草莓）

切成塊狀，放入 1000ml燒杯中。 

2. 將放有不同水果之燒杯放置於室外，觀察 1~7天並紀錄燒杯所吸引之果蠅隻數。 

 

 

 

 

 

 

 

 

 

  

（圖一）將不同水果放置室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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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果蠅對不同顏色的喜好 

 （一）不同顏色吸引果蠅的情況 

1.將 5 支玻璃管（長 30cm、直徑 1.8cm）分別編上 1~5號，外面包上玻璃紙（紅、黃、

綠、藍、紫色）。將 5 支玻璃管放在紙箱（內面貼上白紙以讓不同顏色玻璃管更明

顯）做成的架上，每支玻璃管間距 2.2cm，距離底部 3.0cm。將玻璃管長度調整為

8.0公分（實驗裝置如圖）。 

2. 將果蠅放入紙箱中，以台燈（白光）照射裝置使玻璃管顏色更加明顯，將裝置靜置 1

小時後觀察並紀錄不同顏色玻璃管附近之果蠅隻數。（重複三次） 

※ 說明：因為果蠅喜歡停留在紙箱壁上，而且有些果蠅的活動力較差，不太喜歡移動。

為了減少實驗誤差，我們以支撐玻璃管的一側及玻璃管底部的面積，當作果蠅選擇該

玻璃管的計算範圍。至於位在左右兩側壁上，及玻璃管以外紙箱底部上的果蠅，則不

列入計算。 

 

 

 

 

 

 

 

 

 

 

 
（圖二）測試果蠅對不同顏色喜好的裝置 

            
  （二）果蠅對水果氣味及顏色的記憶 

1. 取 6 個 100ml的燒杯並將不同顏色色紙（紅、黃、橘、綠、藍、紫,）包在燒杯外，

另取 1 個同樣燒杯不包色紙當作對照組。 

2. 將上述 7 個燒杯分別放入天然草莓，並將燒杯放置室外一天後，觀察並紀錄果蠅隻

數。 

3. 重複步驟 1 和 2，改將燒杯中放入人工草莓香料。重複三次。 

4. 複步驟 1-3，改將燒杯分別放入天然香蕉和人工香蕉香料，靜置於室內一天後，觀察

及紀錄果蠅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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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不同顏色燒杯放置室外情形 

 

三、果蠅對不同氣味的喜好 

（一）果蠅對天然水果及人工香料之偏好 

1. 準備不同天然水果及人工香料（香蕉、橘子、柳丁、蘋果、草莓），以 

  鑷子夾取棉花沾上少許水果汁液及人工香料，分別放入自製 Y 型管兩  

  端。 

2. 將果蠅放入 Y 型管底端，靜置一段時間，觀察並紀錄結果。 

 

 

（圖四）自製 Y 型管 

 

（二）果蠅對不同人工香料之喜好 

1.取 10 個 100ml燒杯，分別放入 10ml 千分之一濃度的香料（檸檬、奇異果、香蕉、

金桔、柳丁、蘋果、草莓、葡萄、鳳梨、百香果），另取 1 個相同燒杯放入 10ml 蒸

餾水當作對照組。 

2.將燒杯放置室外，靜置一天後觀察並記錄燒杯中果蠅隻數。 

3.重複上述 1~2步驟，香料濃度改為百分之一。（重複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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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人工香料放置室外的情形 

 

四、果蠅對不同甜度的喜好 

（一）果蠅對不同濃度的蔗糖溶液之喜好 

1.取 5 個 100ml燒杯分別加入水、1M、0.1M、0.01M、0.001M蔗糖溶液 10ml 放在室

外，每天觀察並紀錄果蠅隻數。（重複 3 次） 

2.取 5 個 100ml燒杯分別加入水、1M、0.1M、0.01M、0.001M蔗糖溶液 10ml，並於

每個燒杯中各加入濃度 1/10之草莓香料 0.5ml，將燒杯放在室外一天後，觀察並紀錄

果蠅隻數。 

（二）測量不同蔗糖濃度之甜度 

    以甜度計測量不同濃度（1M、0.1M、0.01M、0.001M）蔗糖溶液的甜度。 

（三）測量不同天然水果之甜度及酸鹼值 

    取不同水果（檸檬、奇異果、香蕉、橘子、柳丁、蘋果、草莓、葡萄、鳳梨、棗子、 

    芭樂）100g打成泥，並使用紗布過濾取汁液，再以此汁液測量其甜度及酸鹼值。 

 

伍伍伍伍、、、、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一、果蠅對不同水果的喜好 

       將裝有不同水果（檸檬、棗子、奇異果、金桔、芭樂、香蕉、橘子、柳丁、蘋果、

草莓）的燒杯放置室外，觀察果蠅對不同水果的喜好。由實驗結果我們發現實驗初期，

草莓和橘子吸引果蠅的隻數較多，實驗後期則是香蕉、棗子和奇異果吸引較多的果蠅。 

組別/天數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檸檬 0 2 9 3 7 7 2 

棗子 0 3 11 4 13 17 5 
奇異果 0 0 4 3 3 11 16 
芭樂 1 4 12 2 6 5 9 

香蕉 1 0 7 11 17 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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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 9 26 23 16 8 11 11 

柳丁 1 2 2 2 1 2 3 

金桔 2 1 4 0 2 0 4 

蘋果 1 3 9 2 12 8 3 
草莓 21 22 23 11 10 10 11 

（表一）果蠅對不同水果的喜好之統計表 

 

果蠅對不同天然水果的喜好果蠅對不同天然水果的喜好果蠅對不同天然水果的喜好果蠅對不同天然水果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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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果蠅對不同水果的喜好之分析圖 

 

二、果蠅對不同顏色的喜好 

（一）將果蠅置入放有不同顏色（紅、黃、綠、藍、紫色）玻璃管的紙箱中，觀察果蠅對

不同顏色之喜好。由實驗結果我們發現果蠅比較喜歡紅色，選擇紅色玻璃管的果蠅

數，平均百分比約占全數的 33.9%。果蠅對於其他四種顏色玻璃管的喜好並無顯著的

差別。不過，每次的實驗結果差異性頗大。【百分比計算方式：(選擇該顏色的果蠅隻

數/選擇五種不同顏色果蠅總隻數)×100】 

次數/顏色 紅 黃 綠 藍 紫 總計 

(一) 13 2 2 1 2 20 

(二) 3 7 2 6 8 26 

(三) 2 1 5 2 0 10 

總計 19 10 9 9 10 56 

百分比 33.9% 17.9% 16.1% 16.1% 17.9% 100.0% 

（表二）果蠅對不同顏色的喜好之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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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蠅對不同顏色的喜好果蠅對不同顏色的喜好果蠅對不同顏色的喜好果蠅對不同顏色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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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果蠅對不同顏色的喜好之分析圖 

 

（二）果蠅對天然水果及顏色的記憶 

        將天然水果放置於包有不同顏色色紙的燒杯中，觀察果蠅是否能將水果的氣味及其

外觀的顏色產生記憶連結。實驗結果如下表。我們發現不論是草莓或香蕉組，皆是黃色

的燒杯能吸引較多的果蠅。 

 

  對照組 紅 橘 黃 綠 藍 紫 

草莓組 11 16 15 25 19 16 11 

香蕉組 9 7 12 14 4 12 8 

（表三）果蠅對天然水果及顏色的記憶之統計表 

 

果蠅對天然草莓及顏色的記憶果蠅對天然草莓及顏色的記憶果蠅對天然草莓及顏色的記憶果蠅對天然草莓及顏色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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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果蠅對天然草莓及顏色的記憶之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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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蠅對天然香蕉及顏色的記憶果蠅對天然香蕉及顏色的記憶果蠅對天然香蕉及顏色的記憶果蠅對天然香蕉及顏色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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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果蠅對天然香蕉及顏色的記憶之分析圖 

 

（三）果蠅對草莓香料及香蕉香料的氣味與顏色的記憶 

         將水果香料放置於不同顏色燒杯中，觀察果蠅是否能將水果氣味與顏色產生記憶連

結。實驗結果如下表。我們發現草莓香料在放置紅色燒杯中能吸引較多的果蠅；而香蕉

香料則是放在黃色的燒杯中能吸引較多的果蠅，可見果蠅能將人工水果香料與其顏色產

生記憶連結。 

 

草莓香料草莓香料草莓香料草莓香料 對照組 紅 橘 黃 綠 藍 紫 總計 

(一) 0 0 0 1 0 1 0 2 

(二) 0 4 1 1 0 0 0 6 

（三） 0 0 0 0 1 0 0 1 

總計 0 4 1 2 1 1 0 9 

百分比 0.0％ 44.4％ 11.1％ 22.2％ 11.1％ 11.1％ 0.0％ 100.0％ 

（表四）果蠅對草莓香料的氣味與顏色的記憶之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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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蠅對草莓香料及顏色的記憶果蠅對草莓香料及顏色的記憶果蠅對草莓香料及顏色的記憶果蠅對草莓香料及顏色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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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果蠅對人工香料及顏色的記憶之統計表 

 

香蕉香料香蕉香料香蕉香料香蕉香料 對照組 紅 橘 黃 綠 藍 紫 總計 

果蠅隻數 0 0 1 4 3 0 1 9 

百分比 0.0% 0.0% 11.1% 44.4% 33.3% 0.0% 11.1% 100.0% 

（表五）果蠅對香蕉香料的氣味與顏色的記憶之統計表 

 

果蠅對香蕉香料及顏色的記憶果蠅對香蕉香料及顏色的記憶果蠅對香蕉香料及顏色的記憶果蠅對香蕉香料及顏色的記憶

0%

10%

20%

30%

40%

50%

對照組 紅 橘 黃 綠 藍 紫

組別

選
擇

百
分

比

 
（圖十一）果蠅對人工香料及顏色的記憶之統計表 

 

三、果蠅對不同氣味的喜好 

  (一)果蠅對不同人工香料之喜好 

1.將裝有百分之一濃度的水果香料（檸檬、奇異果、香蕉、柳丁、金桔、蘋果、草莓、葡

萄、鳳梨、百香果）的燒杯放置室外，觀察果蠅對不同人工香料之喜好。由實驗結果我們

發現果蠅比較喜歡草莓香味的人工香料。若將香料濃度改為千分之一，結果發現果蠅對於

不同的水果香料並無特別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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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果蠅對不同水果香料之喜好（百分之一濃度） 

天數/組別 檸檬 奇異果 香蕉 金桔 柳丁 蘋果 草莓 葡萄 鳳梨 百香果 總計 

（一） 0 0 0 0 0 0 9 0 0 0 9 

（二） 2 0 1 0 0 0 16 0 0 0 19 

（三） 0 0 3 0 0 0 6 1 0 0  10 

總計 2 0 4 0 0 0 31 1 0 0 38 

百分比 5.3% 0.0% 10.5% 0.0% 0.0% 0.0% 81.6% 2.6% 0.0% 0.0% 100.0％ 

（表六）果蠅對百分之一濃度的人工香料喜好之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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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果蠅對百分之一濃度的人工香料喜好之分析圖 

(2) 果蠅對不同水果香料之喜好（千分之一濃度） 

隻數/組別 檸檬 奇異果 香蕉 金桔 柳丁 蘋果 草莓 葡萄 鳳梨 百香果 

果蠅隻數 0 0 0 0 0 0 0 0 0 0 

（表七）果蠅對千分之一濃度的香料喜好之統計表 

 

   (二)果蠅對天然水果與人工香料之偏好 

    為了解果蠅對天然水果與人工香料氣味的喜好，我們將果蠅放入自製 Y 型塑膠管

中，觀察果蠅對天然水果與人工香料的選擇。由實驗結果我們發現在橘子組當中，果蠅

對於天然水果與人工香料並無特別偏好。在蘋果、香蕉和柳丁組當中，果蠅較喜歡天然

水果的氣味。至於草莓組，結果則是相反，果蠅反而比較喜歡人工香料的氣味。 

 

 



 11 

草莓草莓草莓草莓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天然水果 人工香料

選
擇

百
分

比

蘋果蘋果蘋果蘋果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天然水果 人工香料

選
擇

百
分

比

組別 草苺 蘋果 橘子 香蕉 柳丁 

水果/

香料 

天然

水果 

人工

香料 

天然

水果 

人工

香料 

天然

水果 

人工

香料 

天然

水果 

人工

香料 

天然

水果 

人工

香料 

隻數 7 13 7 5 6 6 8 4 9 3 

百分比 35.0％ 65.0％ 58.3％ 41.6％ 50％ 50％ 66.6％ 33.3％ 75％ 25％ 

（表八）果蠅對天然水果與人工香料之偏好的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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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果蠅對天然水果與人工香料之偏好的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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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果蠅對不同甜度的喜好 

（一）果蠅對不同濃度蔗糖溶液之喜好 

    為了解果蠅對不同濃度蔗糖溶液之喜好，我們將調配好的蔗糖溶（1M、0.1M、

0.01M、0.001M）放置室外一天，觀察果蠅對不同蔗糖濃度之偏好。由實驗結果得知不

同蔗糖溶液吸引果蠅的隻數很少，除了 1M 的蔗糖溶液吸引到 1 隻果蠅以外，其他濃度

皆為 0 隻。 

組別/天數 （一） （二） （三） 

水 0 0 0 

1M 1 0 0 

0.1M 0 0 0 

0.01M 0 0 0 

0.001M 0 0 0 

（表九）果蠅對不同濃度蔗糖溶液之喜好的統計表 

（二）果蠅對不同濃度蔗糖溶液（含草苺人工香料）之喜好 

    為了解氣味是否會影響果蠅對不同濃度蔗糖溶液的喜好，因此我們將調配好的蔗糖

溶（1M、0.1M、0.01M、0.001M）加入人工草莓香料，觀察兩天並紀錄結果。由實驗結

果發現 1M 蔗糖溶液在添加草苺人工香料之後，對吸引果蠅的效果上確實有增加的現象。 

組別/天數 第一天 第二天 

水 0 0 

1M 3 3 

0.1M 0 0 

0.01M 0 0 

0.001M 0 0 

（表十）果蠅對不同濃度蔗糖溶液（含草苺人工香料）之喜好的統計表 

果蠅對不同濃度蔗糖溶液果蠅對不同濃度蔗糖溶液果蠅對不同濃度蔗糖溶液果蠅對不同濃度蔗糖溶液((((含草苺人工香料含草苺人工香料含草苺人工香料含草苺人工香料))))之喜好之喜好之喜好之喜好

0

1

2

3

4

蒸餾水 1M 0.1M 0.01M 0.001M

蔗糖濃度

果
蠅
隻
數

第一天

第二天

 

（圖十四）果蠅對不同濃度蔗糖溶液（含草苺人工香料）之喜好的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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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濃度蔗糖溶液之甜度 

         為了知道不同濃度蔗糖溶液的甜度為多少，我們使用甜度計來測量蔗糖溶液的甜

度，結果如下表。0.01M 及 0.001M 蔗糖溶液的甜度皆為 0，表示其甜度很低。濃度愈

高的蔗糖溶液甜度愈大，1M 蔗糖溶液的甜度約為 0.1M 蔗糖溶液的 10 倍。 

 

組別 水 1M 0.1M 0.01M 0.001M 

甜度 0 31.6 3.0 0 0 

（表十一）不同濃度蔗糖溶液之甜度表 

不同濃度的蔗糖溶液之甜度不同濃度的蔗糖溶液之甜度不同濃度的蔗糖溶液之甜度不同濃度的蔗糖溶液之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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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不同濃度蔗糖溶液之甜度分析圖 

 

（四）不同水果之甜度及酸鹼度 

    為了解不同水果甜度及酸鹼度對果蠅的吸引力是否有影響，我們取了十一種不同水果（檸

檬、棗子、芭樂、奇異果、香蕉、橘子、柳丁、蘋果、草莓、鳳梨、葡萄）分別測量甜度及

酸鹼值，測量結果如下表。將水果由甜度高到低依序排列：香蕉>葡萄>奇異果>鳳梨>蘋果>

柳丁>棗子>草莓>芭樂>橘子>檸檬。不同水果的酸鹼值不同，將水果由酸鹼值低到高依序排

列：檸檬＜奇異果＜葡萄＜草莓＜鳳梨＜芭樂＜蘋果＜柳丁＜香蕉＜橘子＜棗子。可見所有

水果中，香蕉的甜度最甜，而檸檬是最酸的水果。 

 

組別 甜度 甜度順序 酸鹼值（pH） 酸度順序 

檸檬 8.0 �� 2.68 � 

棗子 10.9 � 5.17 �� 
奇異果 14.0 3 3.33 2 
芭樂 9.4 � 3.92 � 

香蕉 23.6 � 4.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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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 9.0 � 4.88 � 

柳丁 11.2 � 4.60 � 

蘋果 12.0 � 4.09 � 
草莓 9.6 � 3.66 � 
鳳梨 13.2 � 3.72 � 
葡萄 16.4 2 3.65 3 

（表十二）不同水果之甜度及酸鹼值紀錄表 

不同水果的甜度不同水果的甜度不同水果的甜度不同水果的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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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不同水果的甜度之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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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不同水果的酸鹼值之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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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一、 果蠅對不同水果的喜好 

（一）將裝有不同水果（檸檬、棗子、奇異果、金桔、芭樂、香蕉、橘子、柳丁、蘋果、

草莓）的燒杯放置室外，我們發現對果蠅吸引力較大的水果前五名分別是：草莓＞

橘子＞香蕉＞棗子＞奇異果。檸檬吸引果蠅隻數一直都很少，可見果蠅不喜歡檸

檬，原因可能是因為檸檬是所有組別中最酸（pH 值 2.68）且最不甜（甜度 8.0）的

水果。至於果蠅最喜歡草莓和橘子的原因，推測其原因可能和水果的顏色（紅色、

橘色）很鮮豔有關。而由參考資料【7】得知大多數的動物喜歡吃紅色或黃色的成

熟果實，此論點也與我們的實驗結果相符。 

（二）除了上述結果之外，我們為了瞭解天然水果與人工香料對果蠅吸引力的差異，因此

又設計一組實驗。從該次實驗結果發現，香蕉和草莓是最吸引果蠅的水果。不過，

在第一次的實驗中，香蕉對果蠅的吸引力並沒有特別突出。分析兩次實驗結果的差

異，我們認為應該和香蕉的成熟度有很大的關係，第二次實驗所使用的香蕉較成

熟，因此推論愈成熟的香蕉愈容易吸引果蠅。 

二、  果蠅對不同顏色的喜好 

（一）為了減少實驗誤差，實驗設計由不同的點放入果蠅。三次實驗中，每次實驗的結果

不盡相同，推測原因是第三次的果蠅活動力較差，較不喜歡移動，造成所得到的數

據不夠多而影響實驗結果。在第二、三次實驗中果蠅放入的點相同，但是結果仍有

所差異，造成此原因可能與果蠅之間個體差異較大有關。不過，由第一次的實驗當

中，我們發現果蠅活動力較強，牠們會飛來飛去、移動並停留在特定顏色玻璃管的

四周。在該次的實驗，紅色玻璃管距離放入果蠅的地點最遠，但是選擇紅色的果蠅

卻是最多，由此可知果蠅有主動做出的選擇，而且證明果蠅的喜好偏向紅色。 

（二）在果蠅對不同顏色喜好的實驗中，發現靠近紅色玻璃管的果蠅隻數較多。由果蠅對

不同水果喜好的實驗中，知道果蠅很喜歡草莓。因此，我們認為顏色確實會影響果

蠅對水果的喜好程度。 

（三）根據第四十三屆全國科展新竹女中所做的實驗，他們使用香蕉泥塗在不同色紙上來

誘引果蠅，結果發現黃色與綠色能吸引較多的果蠅，並且推測果蠅可能對香蕉的氣

味與黃色的外觀產生記憶。因此我們根據此論點來設計一部分的實驗，想知道果蠅

是否會將水果的氣味與其顏色產生記憶。在我們的實驗中，天然草莓放在黃色的燒

杯中果蠅隻數最多，在紅色的燒杯中，數量反而不是最多。當我們做天然香蕉組的

實驗，結果也是在黃色的燒杯中的果蠅數量最多，由此可看出我們的實驗結果並不

支持新竹女中所作的推論。推測原因可能是我們未將水果本身的顏色因素去除，導

致影響結果。在我們的實驗當中果蠅不論是在天然草莓或香蕉中，皆以黃色組所吸

引的隻數較多，推論此結果應該是和色紙的亮度有關。黃色的亮度最亮，所以果蠅

比較容易被黃色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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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當我們以人工香料取代天然水果，做果蠅對水果氣味與外觀顏色是否產生記憶的實

驗時，卻得到與上述不同的實驗結果。依據結果發現，草莓香料在紅色的燒杯中的

果蠅隻數最多；反觀香蕉香料組，則是在黃色的燒杯中果蠅隻數最多，此結果似乎

又證明果蠅能將氣味與水果外觀的顏色產生記憶。我們認為這是因為化學香料為透

明無色，而天然水果有其原本的顏色，可能使水果顏色與背景色對比明顯而造成實

驗結果不同。例如草莓水果為紅色，在黃色或綠色的背景下，看起來對比明顯，因

此吸引果蠅的隻數比在紅色的背景下更多。 

三、果蠅對不同氣味的喜好 

（一）我們購買不同的人工水果香料來做實驗，想了解果蠅究竟喜歡何種水果香味。因為

香料公司人員說明一般食用香料，只需千分之一濃度就會使人的嗅覺受器接收到化

學分子。因此我們在做實驗時就設計兩種濃度，一種為百分之一，另一種濃度為千

分之一。實驗結果發現，果蠅對較低濃度（千分之一）的水果香料，似乎沒有感知

能力，所有組別皆不會吸引果蠅。果蠅可以感受較高濃度（百分之一）的水果香料，

其中以草莓、香蕉、檸檬、葡萄的化學氣味較能吸引果蠅，而由實驗結果明顯得知

果蠅最喜歡的是草莓香料的氣味。 

（二）在果蠅對天然水果與水果香料之偏好的實驗中，我們發現果蠅大部分都比較喜歡天

然水果（蘋果、香蕉、柳丁），可能是因為天然水果含有糖類，可以提供果蠅生長

所需的養分。至於草莓組的結果則有很大的不同，我們發現果蠅比較喜歡人工香

料，推測原因可能是草莓人工香料的化學組成及比例與其他香料不同，使其香味較

為濃郁，導致果蠅比較喜歡人工香料的氣味勝過天然草莓。 

四、果蠅對不同甜度的喜好 

（一）在不同濃度蔗糖溶液當中，果蠅比較喜歡 1M 的蔗糖溶液，推測原因是濃度較高的

蔗糖溶液其甜度（31.6）較高，可以讓果蠅獲得較多的養分。可是其吸引果蠅的隻

數非常少，由此可見單單具有高甜度而沒有香味，對果蠅的吸引力其實不大。若將

草莓香料加入蔗糖溶液中，則此溶液可以吸引更多的果蠅，可見甜度及香氣對吸引

果蠅有加成的效果。 

（二）雖然本次實驗材料吸引果蠅的隻數不多，探究其原因是因為放置於室外，香氣容易

飄散，而且同一天在旁邊我們也放置另一組天然水果作實驗，可能導致果蠅飛往水

果處較多，而被蔗糖吸引的隻數較少。可是我們曾在實驗室做前置實驗，將蔗糖溶

液添加濃度較高（十分之一）的草莓香料，結果發現加入香料能大大增加蔗糖溶液

吸引果蠅的隻數，因此可以確認嗅覺對吸引果蠅而言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三）在測量不同水果的甜度之後，發現甜度較低的水果也有可能會吸引果蠅。由表（十

二）發現在十一種水果中橘子的甜度雖然是倒數第二，但吸引果蠅的隻數卻很多。

推論橘子吸引果蠅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顏色鮮豔而且水分較多。至於所有水果中甜度

最高者為香蕉，其甜度高達 23.6，推論果蠅喜好香蕉的原因應該和甜度及顏色（黃

色）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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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驗過程中其他的體驗與發現 

        （一）果蠅的體型及蛹的大小有明顯差異 

                  本次實驗的果蠅是我們在校園中利用水果引誘而來，與其他科展中由大學實

驗室直接提供的純品系果蠅較為不同。我們發現果蠅體型大小的差異似乎與季節及

溫度有很大的關係。我們之前在做校內科展實驗時（時間為 10~12 月），那時氣候

較為溫暖，平均氣溫約 22.5℃。在當時我們培養及觀察到的果蠅體型較小，且活動

力較好，果蠅出現趨光性的行為也較明顯。當我們在 2~3 月份進行校外科展實驗

時，氣溫明顯較低（約為 14℃左右），發現果蠅體型大小差異頗大。在實驗室飼養

果蠅時，我們也發現果蠅的蛹明顯出現兩種類型（如下圖），其中一種蛹長度較短

（平均為 0.28 公分），另一種蛹長度較長（平均為 0.49 公分，含 spiracle）。只是當

我們將大小不同蛹分開培養時，卻發現同樣一批較大的蛹羽化後的成熟果蠅，其體

型仍有大小之別，這真是個有趣的現象，將來也可當成科展的題目，好好研究造成

果蠅體型大小及蛹有不同型態真正的原因為何。 

  

長度較短的蛹（複式顯微鏡，40X） 長度較長的蛹，spiracle（氣門）構造較長。 

  

顯微鏡下 spiracle 的構造（複式顯微鏡，40X） 實驗果蠅（解剖顯微鏡，300X） 

（圖十八）果蠅蛹及成蠅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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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本次的科展實驗中發現果蠅生活史確實會因氣候溫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做校

內科展時，我們飼養果蠅約十幾天即可孵化為成蠅，可是到了做校外科展時，因為

氣溫降低許多，也使得果蠅的孵化時間變的很長，將近需要 3~4 週的時間才行。後

來我們使用台燈照射果蠅的蛹，果然使蛹的孵化率明顯增加。再次證實溫度對果蠅

生活史的影響真的很大。 

（三）一開始我們的研究動機是想要了解如何防治果蠅，但是在真正做實驗接觸果蠅之

後，發現果蠅其實是個可愛的昆蟲。藉由科展實驗我們徹底觀察並了解果蠅的生活

史，看著果蠅如何從卵變成蛆，由蛆變成蛹，再從蛹變成果蠅的過程，讓人覺得很

驚喜。雖然蛆剛開始看起來有些恐怖，但是常常接觸牠們之後，卻發現自己對牠已

不再那麼的害怕。當在做果蠅對天然水果及人工香料喜好時，看著果蠅在 Y 型管

中爬行，走來走去似乎又很猶豫要選擇哪一邊時，不禁讓人覺得果蠅好像人類一

樣，也有自己的想法與抉擇。慢慢地，透過實驗與觀察，我們也漸漸地喜歡上這隻

具有紅紅的眼睛，可愛又勤奮的果蠅了。 

（四）本次科展實驗因為時間有限的關係，有些實驗未能全部做完。許多實驗重複次數較

少，若能增加實驗次數及果蠅隻數，可以更提高實驗結果的正確性。 

柒柒柒柒、、、、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在不同水果種類中，果蠅較喜歡草莓、橘子、香蕉等偏紅色或黃色水果，最不喜歡的

是檸檬。 

二、果蠅在紅、黃、綠、藍、紫色玻璃管中，較偏好紅色玻璃管。 

三、在了解果蠅是否會對水果的氣味與顏色產生記憶的實驗中，若使用天然水果切成丁

狀，則不論是草莓或香蕉都是以黃色背景最受果蠅的喜好。若以人工香料取代水果，

因為去除水果原本具有的顏色因素，更能證明果蠅確實能將水果的氣味與其外觀顏

色產生記憶連結。 

四、除了草莓香料以外，果蠅對於天然水果與人工香料氣味的喜好上，發現果蠅絕大部分

皆喜歡天然水果的氣味。 

五、在不同人工水果香料中，果蠅最喜歡草莓氣味，其能分辨及感知的濃度為百分之一。 

六、果蠅對不同濃度之蔗糖溶液的喜好沒有明顯的程度差異，但以高濃度（1M）的蔗糖

溶液吸引果蠅的隻數較多。 

七、將 1M 蔗糖溶液加入草莓香料，可以吸引較多的果蠅，可見甜度與氣味對果蠅的吸引

力有加成的效果。 

八、香蕉甜度最高，且其顏色為黃色，由此推測水果的顏色和甜度皆會影響其吸引果蠅的

能力。 

九、綜合結論一~八，我們認為水果的顏色、氣味、甜度及酸鹼度皆會影響果蠅對不同水

果的喜好。不同水果吸引果蠅的原因可能不盡相同，例如：草莓吸引果蠅的因素可

能與顏色及氣味有關；香蕉則是與其甜度及顏色有關；檸檬可能與其酸鹼值及甜度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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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不同季節、氣溫下，果蠅的成長、孵化速度及體型大小皆會受到影響。溫度愈低果蠅

孵化所需的時間愈長，體型大小差異也愈明顯。對於不同體型的果蠅在飛行速度、

對食物競爭力、嗅覺靈敏度上是否有差異？未來也可以設計實驗做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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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40702 

利用生活化的題材，做多樣測試，建議：1.數據需統計處理。

2.應用發展性的利用。3.記憶的相關實驗須再深入。4.果蠅的取得可

固定來源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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