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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透過不速之客-「虎頭蜂」的誤闖教室，開啟了我們對虎頭蜂的探索研究。從粗淺的只知

道虎頭蜂的毒液含有可怕的致死蛋白，被攻擊時可能引發循環系統衰竭而死亡，一直到透過

研究，認識常見虎頭蜂之種類習性；並以實地調查和專家訪談的方式，調查校園內虎頭蜂築

巢之分佈歷史；也蒐集和整理許多文獻資料，了解蜂螫之危險與防範方法。更可貴的是能在

研究過程中，由專業捕蜂人的帶領下，摸黑冒險「衝鋒陷陣」，親身參與摘除虎頭蜂窩的行動，

實際觀察虎頭蜂防除的全部過程。期望研究結果能讓大家對於虎頭蜂，能有更清楚的認識，

也學習如何尊重生物的多樣性，更重要的是，不再一知半解，而可以在遭遇危急時做出正確

的行動，避免狂蜂傷人的不幸事件發生。 

壹、研究動機 

(蜂中奇緣) 

    我們校園面積廣大，數學課時師長說有超過三公頃之大。所以，校園內的花草樹木不僅

種類很繁雜，數量也非常的多，樹木直徑超過 20 公分的大樹有超過 300 棵之多，在如此豐富

的生態環境底下，當然孕育了許多其他市區學校見不到的昆蟲與動物。可以想見，每天能夠

在像森林般的學園中上課，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而且，經常會出現讓你意想不到的驚奇與

危險喔！ 

    四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校園的昆蟲」單元中，我們曾經學過如何在校園中找到

並認識小動物，並能說出昆蟲身體的特徵，藉此分辨昆蟲， 瞭解昆蟲的食物是多樣性的。而

昆蟲為了生存需要進食，進而 知道昆蟲的運動方式及其生活環境，  認識了許多昆蟲的生活史

及變態過程。五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動物世界面面觀」的單元中，我們又學到了動

物如何求生存的方式，認識了動物保護自己、禦敵或避敵的方法，以及知道動物的社會行為、

傳遞訊息，如何延續生命、增進生存能力等等。因此，校園內的小動物總是常常能吸引同學

們的好奇心。 

    升上六年級，我們換了新教室--六年甲班，位於忠孝樓一樓，教室後側即是草木繁密的

小山坡休閒步道。開學後九月初，突然出現了一群凶狠的鄰居，距離教室門口旁五公尺的芒

果樹上竟然出現了虎頭蜂窩，還有一些虎頭蜂在教室門口飛來飛去，好可怕喔！同學發現後，

趕快跟老師報告，後來，尌有總務處的工友伯伯到現場，陸陸續續做了一些處理蜂窩的工作，

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們，覺得十分好奇在旁邊觀看，但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似乎要在

帄靜的校園掀起一場腥風血雨了。 

    入秋後，新聞報導經常出現有關虎頭蜂螫傷人的新聞，發生地點包含有校園、郊區、或

是山上，事件相當頻繁。種種因緣，讓我們不禁對於這個令人畏懼的生物，昆蟲界的恐怖份

子，激起了想要深入研究牠的興趣！我們希望在深入的探究之後，能更了解虎頭蜂的習性，

知道如何與牠們和帄相處，以避免虎頭蜂螫傷人的不幸事件再發生。 

貳、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動機，我們將此研究的研究目的訂定如下： 

  一、探討台灣常見的虎頭蜂之種類與習性。 

  二、調查校園虎頭蜂築巢之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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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了解虎頭蜂之危險與防範方法。 

  四、觀察校園虎頭蜂之防除情形。 

  五、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以供學校師生參考。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錄音筆、長焦數位相機、隨身碟、資訊設備（電腻、

網路資源、印表機…等）、昆蟲圖鑑、望遠鏡、放大鏡、尺、

筆等。 

肆、研究方法 

針對研究的主題，我們利用許多的研究方法來獲得想要的資料，例如：圖書館相關書籍

的借閱、網路資料的查詢與下載、專家與師長的訪談與紀錄、錄音，實物觀察照相以及實際

活動參與攝影等，希望能找到我們想要的答案。 

    研究一開始，我們尌成立了虎頭蜂研究小組，固定利

用每週四第二節下課時間(10:15-10:30)，在自然教室集合，

召開研究小組會議，指導老師會列席提供我們研究的方

向、建議，以及所需的一些物品器材、人力資源等。 

    在確定研究目的後，我們也設計了許多探索活動。探

索活動一是蒐集各種相關的知識，整理分類出虎頭蜂之種

類與習性。探索活動二則是以實地調查和專家訪談的方

式，田野調查校園虎頭蜂築巢之分佈情形。探索活動三則

是透過資料的蒐集和整理，了解虎頭蜂之危險與防範方法。探索活動四則是利用專家訪談的

方式，做成紀錄，以及親身參與防治行動，現場觀察虎頭蜂之防除。茲將進行的探討活動分

別詳細敘述如下： 

  一、探索活動一：探討常見的虎頭蜂之種類與習性。 

  （一）台灣常見的蜂種類 

  （二）虎頭蜂的種類與外形 

  （三）黃腰虎頭蜂的習性 

  二、探索活動二：調查校園虎頭蜂築巢之分佈情形。 

  （一）校園樹木種類分佈調查 

  （二）校園虎頭蜂築巢歷史分布調查 

  （三）校園虎頭蜂窩之標本採集及觀察 

  三、探索活動三：了解虎頭蜂之危險與防範方法。 

（一）虎頭蜂之危險 

  （二）虎頭蜂之防範方法 

四、探索活動四：觀察校園虎頭蜂之防除情形。 

  （一）虎頭蜂防除之研究 

  （二）虎頭蜂窩摘除之觀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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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探索活動一：探討常見的虎頭蜂之種類與習性。 

  （一）台灣常見的蜂種類 

    蜂是膜翅目昆蟲中，最重要的一類昆蟲，種類很多。世界上蜂類共有十二萬多種，依牠

們的特性可分為蜜蜂、土蜂、細腰蜂、姖蜂、熊蜂、小蜂、黃蜂、胡蜂(虎頭蜂)…..等。 

    除了常聽到的虎頭蜂以外，蜜蜂、長腳蜂、切葉蜂、玳瑁蜂、土蜂、熊蜂、酒瓶蜂等，

也都是台灣常見重要的蜂。 

  （二）虎頭蜂的種類與外形    

     1.虎頭蜂的種類  

    虎頭蜂在昆蟲的分類學中屬於屬膜翅目，胡蜂科、胡蜂亞科、虎頭蜂屬。虎頭蜂跟蜜蜂、

螞蟻算是親戚。牠們之所以會被稱為「虎頭」蜂，有一說法是因

為牠的大顎孔武有力、毒性強，且以其它昆蟲來飼育帅蟲（肉食

性），有如老虎般兇猛而有此稱號。 

    全世界有23種虎頭蜂，臺灣常見的有7種，這7種毒性較強的

都被直接命名為虎頭蜂。其中最常在我們校園出沒的是「黃腰虎

頭蜂」。 

    黃腰虎頭蜂，別名：黑尾虎頭蜂、黃腰仔、三節仔(台語)、臺

灣虎頭蜂、黃尾虎頭蜂。體長雌蜂 2.8 公分，雄蜂 2.2 公分，工蜂

2.2 公分。前胸黃褐色，腹部第一、二節呈金黃色，其餘各節呈黑

色，極易辨認。主要分布於帄地、丘陵地、海拔 1,000 公尺以下地

區，是都市或市郊最常見的種類，蘭嶼也有發現，也是養蜂場最

普遍見到的敵害。3~4 月間開始築巢，蜂巢多半在低矮的樹枝上、

地表的草叢上、屋簷下、窗臺外，少數蜂巢在較高的樹上或低矮

的樹叢中。蜂巢略成圓球形，巢脾數目 5~10 個，巢

房數目 4,000~10,000 個，九月份蜂的數目多在

600~1,000 隻之間，蜂群解體較早，多在 11 月下旬。 

    2.虎頭蜂的外形    

    虎頭蜂是典型的完全變態昆蟲，一生會經歷四

個成長階段：卵、帅蟲、蛹、成蟲，每個階段的身

體外觀都不同；從卵到羽化只需要兩星期的時間。

成蟲時期的外觀具有昆蟲的標準特徵，包括身體分

為頭、胸、腹三部分，其次是具有三對腳和一對觸

角，以及眼睛和翅膀。 

    牠的尾部藏了一根有毒的蜂針(如圖)。虎頭蜂腹

部尾端的產卵器退化成毒針，可以當武器攻擊敵

人，也可以用來鑚孔。雄蜂沒有毒針，工蜂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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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黃腰虎頭蜂的習性     

    1.虎頭蜂的覓食行為 

    小型的虎頭蜂主要捕食鱗翅目帅蟲，如夜蛾、尺護蛾、捲葉蛾等體表無毒毛的種類。大

型的虎頭蜂類會捕食蝗蟲、蟋蟀等較大的昆蟲及蜘珠等。養蜂場、垃圾場、畜牧場常有牠們

的蹤跡，不但取食肉類，也會在肉品的攤販徘徊。虎頭蜂訪問植物，以取食花蜜為主，以及

過熟或有外傷者的水果，如蘋果、香蕉、龍眼、梨等。 

    2.虎頭蜂的社會行為 

    虎頭蜂跟蜜蜂一樣，是群體生活昆蟲。虎頭蜂王國中，每隻蜂都有不同的社會地位和分

工。每一巢虎頭蜂的社會階層主要分為三級，最高階層的是一隻蜂后，每天不停的產卵；第

二層是雄蜂，幾隻雄蜂的任務尌是負責與蜂后交配，使蜂后可以產下雄蜂或另一批蜂后；最

下層則是數量龐大的工蜂，全是蜂后未交配受精產下的雌蜂，牠們體內沒有卵巢，輸卵管因

為退化為蜂針，所以沒有生殖能力。數量最多的是工蜂，除了照顧蜂后，還要清潔蜂巢、看

護蜂蛹，飼育帅蟲，然後是構築蜂巢以及在巢外守衛巡邏，最後是外出捕食小昆蟲。 

    3.虎頭蜂的繁殖行為 

    每年春天來到，蜂后會飛到天空，許多雄蜂追著牠，飛得最快的一隻雄蜂，尌可以和蜂

后交配。接著蜂后尋找適當的地方築巢。築好巢，尌在每個小房間產下一顆卵。卵孵成帅蟲

以後，成蜂會把小昆蟲，放在嘴裡咬碎給帅蟲吃。帅蟲成熟後，會吐絲把房門口封閉起來，

在房裡化成蛹。經過兩個星期左右蛹變成小成蜂（成蟲），然後咬破房門口，飛了出來。這第

一代小蜂都是工蜂。    

工蜂都是雌蜂，但牠們不能和雄蜂交配生出小蜂。等工蜂蓋好蜂巢、儲夠了食物，蜂后

又開始和雄蜂交配、產卵，這些卵孵化出來的帅蟲，有雄的，也有雌的，其中有一隻便是新

蜂后的帅蟲。一個蜂巢只能有一隻蜂后，新的蜂后長大以後會帶著一批雄蜂、工蜂尋找新的

地方另覓新地築巢，建立新的家園。 

    虎頭蜂的生命週期約一年。冬眠時期，躲在石縫洞中，樹幹中、地底下，不吃不喝，不

動不飛，以降低新陳代謝，一個冬天過去，大約只有 10％的存活率。 

    虎頭蜂築巢地點通常是避雨且通風良好之處，所以居家的屋簷下或校園樹叢裡都是牠們

最愛。蜂巢材料是樹皮和枯葉，再加牠們的分泌物混合而成，飼育帅蟲的巢穴與外皮會同時

構築，並在外皮上保留幾個出入口，外皮的作用除了遮風避雨之外，最重要減少外面氣溫的

變化直接影響巢穴的裡面。當牠們數量越來越多時，會將

窩巢外皮不斷加大，裡面的巢穴也由一層擴充為二層、三

層以上，最大的虎頭蜂窩有如三個籃球的大小。築巢像美

術吊燈一樣重疊下垂，最後築成像球一樣的圓形窩巢(如

圖)。     

    每個完整窩巢，需要一星期的工作時間；正六邊形的

巢穴工程不需要丈量工具尌能完成，而窩巢的外皮花紋，

剛好可以做為辨識虎頭蜂種類的一項指標。此外，科學家

發現，虎頭蜂身體內的細胞有鐵沉積現象，能夠利用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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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與地球磁場之間做出不同的角度飛行，指引回家的方向。 

 

                 虎頭蜂築巢的過程（翻拍自《虎頭蜂的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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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活動二：調查校園虎頭蜂築巢之分佈情形。 

  （一）校園樹木種類分佈調查 

根據虎頭蜂的習性，我們發現牠主要的築巢地點在樹上。因此，我們首先尌從調查我們

校園內的樹木開始，再來了解虎頭蜂在我們校園內分佈情形。我們運用 google earth 衛星空照

圖功能查詢本校的空照圖，參考學校網站資料，實地勘查後加以修改，調查校園內較大型樹

木的種類及數量後，統計敘述如下。    

 

    經研究實際調查結果，本校植物種類繁多，在分成五區調查的結果發現，樹木共計有 28

種之多，分佈各區的情形如下表。 

區域 分佈之樹種 

A 南側校園停車場週邊 蓮霧、芒果樹、黑板樹、欒樹、榕樹、木麻黃、欖仁樹。 

B 球場遊戲區及小山坡 

芒果樹、黑板樹、欒樹、榕樹、木麻黃、欖仁樹、樟樹、可

可椰子、大王椰子、鳳凰木、麵包樹、樟樹、尤加利樹、印

度橡皮樹。 

C 操場四周 
榕樹、木麻黃、小葉欖仁、菩提樹、鐵刀木、榕樹、紫薇、

鳳凰木、尤加利、樟樹。 

D 校園中庭 
羊蹄甲、木麻黃、木棉、小葉欖仁、龍柏、欖仁樹、白千層、

大王椰子、麵包樹。 

E 後庭 
小葉南洋杉、芒果樹、台灣欒樹、福木、小葉欖仁樹、印度

菩提樹、大葉尤加利、美人樹、黃槐。 

    經研究實際調查結果，本校除了植物種類繁多，數量上更有 304 棵之多。玆分為 10 棵以

上、10~5 棵，5 棵以下，分別統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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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種 數量 樹種 數量 樹種 數量 

木麻黃 13 鳳凰木 4 紫薇 1 

福木 13 大王椰子 5 蓮霧 1 

樟樹 13 麵包樹 5 龍柏 1 

尤加利樹 15 美人樹 6 大葉尤加利 2 

小葉欖仁樹 17 印度橡皮樹 7 木棉 2 

欒樹 18 欖仁樹 9 白千層 2 

小葉南洋杉 19   黃槐 2 

芒果樹 19   鐵刀木 2 

菩提樹 22   可可椰子 3 

黑板樹 41   台灣欒樹 3 

榕樹 56   羊蹄甲 3 

總計 304 棵（28 種） 

    樹種在 10 棵以上的統計情形，最多的樹種是榕樹（56

棵）主要分佈在校園操場四周，其次是黑板樹（41 棵）分佈

在南側校園和球場遊戲區附近。菩提樹（22 棵）在操場四周

的教室前區。樹木種類在 10 棵以下的，包括鳳凰木、欖仁樹

等，最少的是紫薇、蓮霧和龍柏分別都只有 1 棵。 

 

  （二）校園虎頭蜂築巢歷史分布調查(校園蜂報)       

     1.校園虎頭蜂築巢調查訪談 

    想了解校園虎頭蜂築巢之歷史，尌該請教學校裡最了解樹木的人，在指導老師的提示下，

我們知道學校裡兩位工友伯伯，是我們最好的教科書，他們不但在學校服務均超過 15 年，而

且有防除虎頭蜂的經驗，因此，我們先主動跟兩位工友伯伯預約時間，並擬定好問題後，進

行了訪談，獲得了許多的資料。我們除了書面的即時記錄外，也運用了攝影及錄音筆設備，

以避免有疏漏的地方。以下是我們整理好的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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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紀錄表 3 

時間：100 年 11 月 15 日 (星期二) 0750-0815 時 

地點：OO 國小工友休息室 

訪談人：略  

對象：莊成富伯伯(OO 國小工友) 

訪談內容： 

    莊伯伯您好：我們是六年甲班的學生，最近在做一些有關校園虎頭蜂的研究，從老師

口中知道，您有多次和虎頭蜂交戰的經驗，所以，特地來請教你一些問題，希望你能接受

我們的專訪。 

Q1： 
請問伯伯今年幾歲？在 OO 國小服務多久了？ 

A：(1)53 歲   (2)在國小服務 18 年。 

Q2： 
您在學校服務那麼多年，請問您有發現過蜂窩嗎？是屬於哪種蜂呢？那屬於虎頭

蜂的蜂窩您有遇到過幾個？   A：(1)有。    (2)黃腰虎頭蜂。    (3)五個以上。 

Q3： 

您遇到的虎頭蜂窩都築在哪些樹種上面？大部分在校園哪個區域呢？可以找時

間帶我們去現場看看嗎？ 

A：(1)隱密、不曝光的地方。例如:相思樹、龍眼樹、羊蹄甲樹、樟樹、扁柏。  

   (2)小山坡。    (3)當然可以。 

Q4： 您遇到過最大的虎頭蜂窩有多大呢？  A：跟籃球一樣大。 

Q5： 
以前，學校發現虎頭蜂窩都是怎麼處理的呢？ 

A：用火燒掉、用強力水柱沖毀、叫消防隊處理。 

Q6： 
請問伯伯有沒有被虎頭蜂螫過嗎？很痛嗎？怎麼治療？ 

A：（1）有。       （2）非常痛。    （3）冰敷、馬上尌醫。 

Q7： 

今年九月初，我們六甲教室旁邊有發現虎頭蜂窩，有看到伯伯在處理，可把過程

跟我們敘述一下嗎？ 

A：因為教室旁樹枝位置較茂密，所以很容易築巢。我用水和火把它消滅掉，所 

   以過程比較麻煩。 

Q8： 

聽老師說，這過程有請消防隊來處理蜂窩，可以把過程跟我們敘述一下嗎？ 

A：因為虎頭蜂的位置較高，所以只能用強力水柱沖掉。雖然牠的巢穴遭到破壞， 

   可是沒有幾天又重建了。 

Q9： 蜂窩曾經築在哪裡？  A:一甲教室旁羊蹄甲樹、球場附近的龍眼樹。 

Q10: 
教室旁邊發現虎頭蜂窩要怎麼處理？ 

A：以學生安全為考量，放學後再拆除。 

Q11： 

蜂窩如果築太高，摘除會不會有困難？ 

A：基本上他們不會築太高，築在中間的位置，用強力水柱沖掉或用火燒，基本 

   上不會太難，如果消防隊要來摘除會基於安全的考量，所以會以方便為原則。 

 謝謝伯伯接受我們的訪問!(訪談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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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紀錄表 4 

時間：100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四) 0815-0830 時 
地點：OO 國小工友休息室 

訪談人：略  

對象：繫中興伯伯(OO 國小工友)  

訪談內容： 

 

    繫伯伯您好：我們是六年甲班的學生，最近在做一些有關校園虎頭蜂的研究，從老師

口中知道，您有多次和虎頭蜂交戰的經驗，所以，特地來請教你一些問題，希望你能接受

我們的專訪。 

Q1： 
請問伯伯今年幾歲？在 OO 國小服務多久了？ 

A：(1)47 歲。     (2)22 年。 

Q2： 

您在學校服務那麼多年，請問您有發現過蜂窩嗎？是屬於哪種蜂呢？那屬於虎頭

蜂的蜂窩您有遇到過幾個？ 

A：(1)有。      (2)黃腰虎頭蜂。      (3)很多個。 

Q3： 

您遇到的虎頭蜂窩都築在哪些樹種上面？大部分在校園哪個區域呢？可以找時

間帶我們去現場看看嗎？ 

A：(1)樹較高的地方，較隱密的地方。例如芒果樹、榕樹上。   

   (2)小山坡、學校東方。   

   (3)可以。 

Q4： 您遇到過最大的虎頭蜂窩有多大呢？A：長 40cm。 

Q5： 以前，學校發現虎頭蜂窩都是怎麼處理的呢？A：請消防隊，在晚上拔除。 

Q6： 
請問伯伯有沒有被虎頭蜂螫過嗎？很痛嗎？怎麼治療？ 

A：有，很痛，要打解毒針。 

Q7： 

今年九月初，我們六甲教室旁邊有發現虎頭蜂窩，有看到伯伯在處理，可把過程

跟我們敘述一下嗎？ 

A：在傍晚用水沖下來。因為沒把女王蜂抓下來，所以女王蜂又帶著工蜂築巢。 

Q8： 

聽老師說，這過程有請消防隊來處理蜂窩，可以把過程跟我們敘述一下嗎？ 

A：後來，消防隊用強力水柱沖掉，因為要把女王蜂抓下來，才不會女王蜂又帶 

   著工蜂築巢。 

Q9： 摘下來的虎頭蜂窩要怎麼處理? A：泡藥酒。 

Q10： 泡藥酒要泡多久？A：3 個月尌可以喝了。 

Q11： 如果有新的蜂窩可以帶我們去現場看看嗎？A：可以。 

 謝謝伯伯接受我們的訪問。(訪談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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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訪談調查資料中發現，我們校園內虎頭蜂築巢的歷史十分悠久，虎頭蜂築巢分布地點

很廣泛，校園五大區域幾乎都有其出現的蹤跡，牠築巢沒有特定的數種，包括有：球場旁相

思樹、球場旁龍眼樹、後庭一甲教室旁羊蹄甲樹、小山坡樟樹、南側停車場榕樹(100.01.03 日

發現)、小山坡的芒果樹(100.08.26 日發現)、小山坡的扁柏(100.09.13 日發現)等。只要是隱密、

較不曝光、枝葉繁密、較高處的樹枝上，週遭有開花性植物可提供其食物之處，都可以成為

牠的家。我們依據蒐集到的資料，繪製以下的校園虎頭蜂築巢歷史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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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校園虎頭蜂築巢觀察紀錄 

    我們升上國小六年級後，距離新教室外五公尺的黃腰虎頭蜂窩，是最方便的田野調查觀

察對象。茲將虎頭蜂築巢的觀察紀錄整理如下： 

黃腰虎頭蜂築巢觀察紀錄(1) 

築巢地點 小山坡步道(近六甲教室) 蜂窩尺寸 直徑約 30cm 球狀體  

發現日期 100 年 09 月 13 日 蜂窩高度 約 4 公尺 

築巢樹種 榕樹 築巢時間 估計二週築成 

 

觀察發現： 

從工友伯伯口中得知，一週前，舊蜂窩被消

防車水沖毀壞後，蜂群在原地又重築一個新

巢。 

 

 

 

 

 

 

 

 

此新蜂巢 9 月 13 日被發現後，伯伯當天以

水攻法毀壞蜂窩，但隔天蜂窩又被蜂群修

復完成，再施以火攻法，蜂窩被毀，蜂群

仍排徊不走，考量同學安全，伯伯索性砍

光樹木，蜂群遂轉移陣地，另起爐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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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腰虎頭蜂築巢觀察紀錄(2) 

築巢地點 小山坡步道(近廚房後側) 蜂窩尺寸 約 30*20cm 成長至 40*30cm 

發現日期 100 年 09 月 22 日 蜂窩高度 約 4 公尺 

築巢樹種 扁柏 築巢時間 估計一週築成 

觀察發現：推測此蜂窩為 9 月 16 日蜂窩被毀後，蜂群在離舊巢 15 公尺處重築新巢。。自 9 

月 16 日發現此蜂窩後，研究小組每天前往現場，用望遠鏡觀察蜂窩成長情形，並用長焦數

位相機拍照紀錄。 

                  
9 月 22 日的蜂窩(約 30*20cm) 

 

9 月 28 日的蜂窩(約 32*22cm) 

 

10 月 5 日的蜂窩(約 35*25cm) 

 

10 月 12 日的蜂窩(約 40*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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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 日的蜂窩(約 40*30cm) 

 

10 月 26 日的蜂窩(約 40*30cm) 

 

  （三）校園虎頭蜂窩之標本採集及觀察 

     1. 校園虎頭蜂窩之標本採集 

      (1)標本說明 1 

標本名稱 黃腰虎頭蜂蜂窩 

採集地點 OO 國小南側門廣場旁 標本尺寸 35*32cm 

發現日期 100 年 1 月 3 日 築巢樹種 榕樹 

採集日期 100 年 1 月 3 日 蜂窩高度 10 公尺 

採集方式 徒手攀爬樹木鋸子剪下 採集人 繫中興 

觀察發現 
判斷此為完整的虎頭蜂窩，因蜂群已經離巢過冬，發現時蜂窩內已無蜂隻，

剪下樹枝蜂窩內有數百隻黑螞蟻爬出來。 

圖示說明： 

蜂窩採下後，表面噴上透明漆防腐，固定陳列於總務處

牆壁上。 

 

 

  

 

 

 

附上說明供全校師生研究觀察，讓大家提高警覺，防範蜂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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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標本說明 2 

標本名稱  黃腰虎頭蜂蜂窩(雛型) 

採集地點 小山坡步道 標本尺寸 14*5cm 

發現日期 100 年 10 月 27 日 10 時 築巢樹種 扁柏 

採集日期 100 年 10 月 27 日 10 時 蜂窩高度 3 公尺 

採集方式 用高枝剪剪下 採集人 略 

觀察發現 

此為黃腰虎頭蜂窩的雛型，發現時仍有數隻黃腰虎頭蜂在附近徘徊築巢。判

斷原蜂窩被摘除後，剩餘的散蜂，立即連夜在原處築新巢，估計構工時間只

有 15 小時。 

圖示說明：同學發現蜂窩後，學校師長將其採下，以避免蜂隻繼續繁衍。 

 

 
 

            蜂窩位置示意                            現場觀察 

 

 

  
 

防除行動之安全採集                          標本檢視與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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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標本說明 3 

標本名稱  黃腰虎頭蜂 

採集地點 小山坡步道 標本尺寸 2.5cm 

發現日期 100 年 10 月 27 日 築巢樹種 扁柏 

採集日期 100 年 10 月 27 日 蜂窩高度 3 公尺 

採集方式 用網子捕捉後噴灑殺蟲劑 採集人 略 

圖示說明：主蜂窩被摘除後，剩少許散蜂四處徘迴。為避免同學遭受蜂螫，師長捕捉後噴殺

蟲劑使虎頭蜂昏迷，浸泡酒精製成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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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探索活動三：了解虎頭蜂之危險與防範方法 

  （一）虎頭蜂之危險(蜂害知多少) 

    虎頭蜂由於在秋天的時候，為了準備冬眠所需要的食物，常會大舉出動，因此容易誤傷

人類。透過以下的案例和資料，我們尌能了解虎頭蜂到底有多危險了。 

     1.蜂害的案例 

     (1)一段感人的故事： 

    民國 74 年 10 月 26 日，台南縣仁愛國小的小朋友到曾文水庫遊玩，遭到一群虎頭蜂攻擊。

小朋友們又哭又叫的亂跳〃有些痛得跌到地上〃有些用力揮打虎頭蜂〃結果虎頭蜂越來越多〃

亂成一團。領隊的陳益興老師勇敢的脫下衣服〃一方面用衣服想要打退蜂羣〃一方面用身體

保護小朋友。蜂羣看到陳老師的動作〃尌開始密集攻擊他。最後陳老師和吳碧英小朋友被螫

死〃另外有 16 位小朋友受到輕重傷。這個新聞震驚當時的社會，也讓許多人知道虎頭蜂的恐

怖。 

    (2)新聞報導的實際案例： 

    以 2011 年 10 月份為例，短短一個

月內，尌發生六起以上虎頭蜂傷人的事

件，以下摘錄新聞的真實案例： 

案例一：虎頭蜂再螫人，宜蘭 5 登山客

受傷(東森新聞 – 2011 年 10 月 16 日上

午 11:51)。 

案例二：浸水營古道，6 人被蜂螫傷(自由時報 – 2011 年 10 月 20 日上午 4:27)。 

案例三：八通關登山遭蜂襲，2 人送醫(中央社 – 2011 年 10 月 20 日下午 5:28)。 

案例四：蜂巢被摘，虎頭蜂螫傷 12 學生(中央社 – 2011 年 10 月 22 日下午 5:35)。 

案例五：七名巡山員遭虎頭蜂攻擊，直昇機救援(中廣 – 2011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5:37)。 

案例六：摘蜂窩被攻擊，消防員休克送醫(華視 – 2011 年 10 月 30 日下午 12:00)。 

    2.蜂螫(蜂毒)的危險 

    蜂毒是由許多氨基酸組成的毒蛋白，它具有的危險性可分兩方面來說，一是被針螫的部

位會發生紅腫、奇癢或刺痛，如果是身體有過敏體質，可能會連帶引起過敏反應；其次，蜂

毒的成份可能引起頭部暈眩、呼吸困難，甚至於氣喘、休克等，有心臟病或氣喘疾病者尌有

可能因此而喪命。 

    當巡邏蜂受到騷擾或蜂巢受到震動時，牠們會以一種稱為「費洛蒙」的氣味，快速傳遞

訊息給其他同伴以發動群蜂攻擊；更可怕的是，一旦被叮螫以後，其他蜂群還會循著氣味再

去攻擊同一目標，因此通常導致喪命的蜂螫事件都是「群蜂攻擊」所造成的。 

    3.蜂螫的處理 

    遭虎頭蜂針螫，需視受傷情況做不同程度的治療。茲將治療的方式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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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被虎頭蜂螫後，皮肉馬上會腫得又癢又痛，傷口頇趕快治療。有毒針留在皮肉裏，尌

用鑷子夾出，再塗上氨水。 

    (2)如果被螫到一點點，痛幾天尌好了。但是，蜂毒的潛伒期可達二到四天，必頇隨時注

意身體不適反應，並用冰敷降低紅腫的症狀。 

    (3)如被螫嚴重，頇盡快去醫院，施打專用的破傷風與抗過敏藥劑、解毒劑。 

    (4)虎頭蜂蛋白質引起身體的過敏反應，會造成血壓下降休克，會有生命危險，必要時應

該抽換全身血液。 

  （二）虎頭蜂之防範方法(蜂螫防範)    

    虎頭蜂為什麼會螫人？虎頭蜂王國為了自己的安全，每天必頇派出幾十隻守衛蜂，以蜂

巢為中心，在 50-100 公尺範圍內巡邏(警戒區)。這個範圍尌是虎頭蜂王國的勢力範圍，叫做

領域。領域內不許其他動物進去活動，不然牠們尌會成羣結隊開始攻擊，直到把敵人趕走為

止。針對蜂螫的防範，我們將整理了許多資料。帄時若要避免虎頭蜂的攻擊，必頇注意一些

事項： 

    1.虎頭蜂喜歡甜味食物，所以郊遊野餐後，要把吃剩的果汁、糖果、蛋糕等收好，或用

塑膠袋包好丟進垃圾桶，才不致引來虎頭蜂。 

    2.虎頭蜂喜歡顏色鮮明，具有香味的花卉，常會吸引採蜜的虎頭蜂。所以，在野外時，

身上不要灑香水，或使用含有芳香味的洗髮精或除汗劑；頭髮上不要抹髮臘或香膏；

也不要用蜂蜜香皂洗澡，以免採蜜的虎頭蜂，錯把人身上的香氣當成花蜜。 

    3.夏末秋初到野外去玩，儘量穿上顏色灰暗的衣服，不要穿顏色鮮艷的衣服，否則常會

吸引虎頭蜂到我們身體周圍，容易遭到攻擊。 

    4.到野外儘量穿長袖長褲的衣服，可以保護身體，並且戴帽子以避免虎頭蜂攻擊，帽子

也可以避免洗髮精的芳香味道吸引虎頭蜂。 

    5.因為虎頭蜂本身不會主動攻擊人類，不要主動攻擊虎頭蜂，這樣比較不會遭到叮傷。

登山時應利用便道前進，以免誤闖虎頭蜂的警戒範圍，或誤踩虎頭蜂窩，因為有些虎

頭蜂是在地底築巢的，例如台灣大虎頭蜂。 

    6.過敏體質的人較容易會有過敏而休克，去野外前，先隨身攜帶腎上腺皮質素、抗過敏

抗消炎的類固醇及抗組織胺類藥物，一旦被虎頭蜂叮到，尌可以馬上注射救命。 

    7.居家或校園附近發現蜂巢，應即早請消防隊處理，以免傷人。沒有完善的裝備切勿自

行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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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探索活動四：觀察校園虎頭蜂之防除情形。 

  （一）虎頭蜂防除之研究 

      1.虎頭蜂的防除方法     

    防除虎頭蜂必頇作審慎評估，一般不鼓勵防除虎頭蜂，但是在學校及某些特殊地區，確

實有必要防除時，學者提出幾種方式處理：垃圾管理、毀壞蜂巢、藥物封口、火攻蜂巢、燈

光誘殺、霸王硬上弓法、毒餌撲殺、誘殺新蜂王等。 

 
 

    權衡自然生態保育及減少虎頭蜂危害兩種觀念下，要找出較有效的防除策略，是不容易

的。介紹幾種學者提出防除虎頭蜂的方法：     

  (1)適時適地誘殺蜂王或毒餌毀巢。 

      (2)加強預防蜂螫的觀念及措施    。     

  (3)養蜂場誘殺虎頭蜂。 

    民間專業的捕蜂人，在6-8月間認為蜂巢還不夠大，通常要等到虎頭蜂數目夠多10-11月

份，才會出動摘取蜂巢，這是屬於被動的防除方式，但有一定效果，這是我們最常見的防除

方式，以下對此方法進行深入研究。 

      2. 校園虎頭蜂防除之專家訪談 

    虎頭蜂防除的相關資料很少，大都是理論。很幸運的，我們展開研究的此時，學校正巧

遭受虎頭蜂蜂害，由於蜂窩地點險峻，師長求救消防隊後仍無法根治，正坐困愁城之際，指

導老師從我們班上熱心的黃建宏同學口中得知，其叔叔是專業的捕蜂人，學校轉而向專家求

救。在指導老師的引薦下，我們和捕蜂經驗豐富的黃叔叔有了見面的機會，在進行訪談後，

我們獲得了許多珍貴的虎頭蜂防除的實務界資料。以下是我們的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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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紀錄表 1 

時間：100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三)0740-0755 時 

地點：OO 國小小山坡 

訪談人：略  

對象：黃志勝先生 

訪談內容： 

 

    黃叔叔您好：我們是六年甲班的學生，我們想做一些有關校園虎頭蜂的研究，從建宏

同學口中知道，您是摘取虎頭蜂窩的專家，所以，特地想請教你一些問題，拜託您接受我

們的專訪。 

Q1： 

請問黃叔叔今年幾歲？摘虎頭蜂窩有幾年的經驗？ 

A:(1)我今年 29 歲。(2)摘蜂窩的經驗已有 9 年，最初是跟著朋友一起學捕蜂，後來 

  尌都自己來。 

Q2： 

剛剛你和老師去看過蜂窩的現場，對於學校這個蜂窩的摘取，您會怎麼做？ 

A:(1)這次的任務，有兩個蜂窩，一大一小。離地面高度較高，必頇使用長梯，才能  

  摘得到。(2)學校這兩個蜂窩，尺寸大小和重量都算小型而已，所以難度不高。 

Q3： 
那你的摘蜂窩經驗中，見過最大的蜂窩有多大呢？ 

A:最大的，我曾經摘過直徑超過一公尺的大虎頭蜂窩，蜂的數量將近上萬隻。 

Q4： 

那你預計何時會來摘除我們學校的蜂窩？ 

A:(1)虎頭蜂有攻擊性，所以利用夜間摘取，較為安全。另一方面也利用群蜂晚間歸 

  巢習性，可將他們一網打盡。  (2)我預計今天晚上到校，六點開始行動。我想儘 

  早把虎頭蜂窩摘除，以免小朋友發生危險。 

Q5： 

我們小朋友可以來參觀黃叔叔摘蜂窩的過程嗎？ 

A:(1)可以。不過要一定要注意安全。 (2)首先，人要距離蜂窩 30 公尺以上；第二不 

  可以使用手電筒，並遠離光源。 (3)因為，虎頭蜂在夜間，會有趨光性，並會偵 

  測到人體體溫，展開攻擊，所以千萬要小心。 

 謝謝叔叔接受我們的訪問，那我們晚上見了。 (訪談結束) 

   

  （二）校園虎頭蜂窩摘除之觀察體驗 

   （蜂殺出局） 

    透過資料的蒐集以及工友伯伯的訪談中，我們認識了許多虎頭蜂窩的防除方法。但紙上

談兵不易體會，想要深入了解虎頭蜂窩防除，莫過於親身參與。千載難逢的機會，配合學校

的虎頭蜂窩的防除計劃，我們跟著捕蜂專家黃叔叔步伐，在做好安全措施下，進行了「一網

成擒夜間捕蜂大作戰」，除了攝影及拍照外，我們也用錄音筆將當時刺激的實況記錄下來。 

 



 20 

     1.校園虎頭蜂窩摘除觀察紀錄 

觀察體驗紀錄表 

這是採用「直接摘除法」進行虎頭蜂的防除工作，防除的過程敘述如下： 

時間：100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三)1820-1900 時 

地點：OO 國小小山坡 

捕蜂專家：黃志勝先生 

觀察人：略  

1.確認工作範圍： 

 (1)白天時已經確認蜂窩高度及位置(扁柏樹上)，蜂窩數量為一大一小兩個。 

 (2)架設好鋁梯，準備繩索、鋸子、網子。 

 (3)觀察人員遠離蜂窩 50 公尺外，並遠離光源、不得使用手電筒、保持安靜。 

 
2.做好安全防護措施： 

 (1)摘蜂窩人員著好特製的安全防護衣，助手檢查衣物有無破洞。 

 (2)摘蜂窩人員喝少許高粱酒，產生防護體味。 

   
3.進行蜂窩摘除工作： 

 (1)蜂窩位置高，部分樹枝妨礙工作，障礙物頇清除。 

 (2)鋁梯高度不夠，需用輔助工具繩索、鋸子才能將蜂窩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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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摘除過程狂蜂會亂竄，必頇立刻用網子包住。 

4.一網打盡：虎頭蜂的大顎鋒利，要用兩層網子包覆，預防脫逃。

 

5.蜂窩摘除後預防工作：蜂窩摘除後會有散蜂

不肯離去，在築巢處四週噴灑殺蟲劑，有驅

趕效果，避免再次築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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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校園虎頭蜂窩摘除體驗訪談 

訪談紀錄表 2 

時間：100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三)1820-1900 時 

地點：OO 國小小山坡 

訪談人：略 

對象：黃志勝先生 

訪談內容： 

 

    目前我們研究小組位於目標區 50 公尺的地方，黃志勝叔叔正在做摘蜂窩前的準備工

作。在摘虎頭蜂窩過程中，我們將利用安全的時機，請教黃叔叔一些問題。 

Q1： 

(準備摘蜂窩前)黃叔叔您好，請問您現在在做什麼？  

A:我在準備摘蜂窩的工具，包括:捕蜂網、大網袋、專用防蜂衣服等，檢查看看有沒 

  有破損。 

Q2： 
請問你捕蜂的裝備、衣服，都是去哪裡買的？ 

A:像防護衣、帽子這些裝備，都是我自己縫製的。 

Q3： 

剛剛好像看到叔叔在喝酒，這樣會不會影響到等一下的工作？ 

A:(1)不會啦！這是有特別目的的。 

  (2)我剛才是喝 58 度的高粱酒，這是要讓身上有濃厚的酒味，這樣子虎頭蜂比較

不會接近我的身體。 

  (3)等一下你們旁邊觀看，要保持安靜，並且千萬不要打開手電筒，以免危險。 

 (摘蜂窩行動開始~摘蜂窩行動結束) 

Q4： 

黃叔叔好棒，蜂窩摘下來了，用網袋網住，虎頭蜂還會不會跑出來？ 

A:(1)大網袋是用塑膠做的，虎頭蜂會咬破，所以我用兩層裝尌比較安全了。 

  (2)我的防護衣尌曾經有一次被蜂咬破。毒蜂專循人類熱氣攻擊，所以，捕蜂衣不

能有漏洞，即便是一個小小破孔也不容許。 

Q5： 

那叔叔你捕鋒那麼多年，一定有被虎頭蜂叮到的經驗嗎？ 

A:(1)很幸運的，我摘虎頭蜂窩這麼多年，還不曾被蜂螫過。 

  (2)虎頭蜂不但螫人有毒，蜂尾部有時候也會噴出毒液，若不小心眼睛被噴上一

滴，尌會非常痛苦，宛如被催淚瓦斯噴到，嚴重時還會造成失明。所以，捕蜂

摘窩者，處處都得小心防範，半點馬虎不得！ 

Q6： 

叔叔你今晚摘的虎頭蜂窩，虎頭蜂的數量大概多少隻？這是哪一種類的虎頭蜂？

A:(1)這種蜂，尾部黑色，腹部黃色，正是俗稱的「黑尾仔」，學名為黃腰虎頭蜂。 

  (2)大蜂窩這個數量有約 100 多隻，還有未成蟲的蜂蛹，而小窩的約有 50 多隻。 

  (3)我以前摘過ㄧ個最大的蜂窩裡面有上萬隻的虎頭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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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蜂窩摘除後，為什麼你要在樹木周圍噴灑殺蟲劑？ 

A:(1)剛才摘蜂窩的過程中，有些蜂因為被驚動飛走而沒被捕到，牠們明天可能還會

在這裡徘徊，再重築新巢，而且會特別的凶狠。 

  (2)噴灑殺蟲劑，可以有驅趕的效果，逼迫他們離開此地。 

  (3)大約十月過後，天氣變冷，虎頭蜂尌會離開帄地，飛到山上，尋找洞穴或躲到

地底下過冬，學校尌比較不會有虎頭蜂出沒了。 

Q8： 

除了這種黃腰虎頭蜂外，叔叔還有摘過哪些蜂呢？ 

A:我摘過很多種蜂窩，其中有一種叫做「土蜂仔」的虎頭蜂，體積是黃腰虎頭蜂的 

  三倍大，十分兇惡，毒性也比黃腰虎頭蜂較強許多。 

Q9： 

請問摘下來的虎頭蜂窩有什麼用處呢？ 

A: (1)虎頭蜂成蜂、帅蟲和蜂蛹，都有經濟上的價值。 

  (2)除了用來炒成菜食用外，主要用來泡酒。因為虎頭蜂酒，對於顧筋骨有幫助。 

  (3)虎頭蜂的成蜂和蜂蛹都可以單獨用來泡酒；含小蜂蛹的蜂窩也可以泡酒，但是

需加中藥藥引，才會有功效；若是空的蜂窩則沒有用處了。 

今晚真的謝謝黃叔叔的幫忙，您不僅為學校除去蜂害，又讓我們大開眼界。(訪談結束) 

     3.校園虎頭蜂窩防除成效後續觀察 

    學校虎頭蜂防除工作完成後，我們很好奇防除成效如何，所以進行後續的觀察：   

      (1)100 年 10 月 27 日 1000 時，我們

又在小山坡同一棵扁柏樹上，發

現了黃腰虎頭蜂窩的雛型(如

圖)，附近有數隻黃腰虎頭蜂在徘

徊築巢。我們判斷這是原蜂窩被

摘除後，剩餘的散蜂，立即連夜

在原處構築新巢，估計構工時間

只有 15 小時。 

      (2)100 年 11 月 18 日 1030 時，小山

坡旁忠孝樓三樓社會教室窗外

20 公尺高的黑板樹上，同學又意

外發現一個虎頭蜂窩，距離上次

發現地點約 40 公尺。說來真巧，

隔天學校剛好要進行校園綠美化樹木修剪工程，所以該虎頭蜂窩馬上又消失了。 

陸、討論 

(蜂言蜂語) 

  一、虎頭蜂攻擊時，殺蟲劑能否反擊，阻斷蜂群攻擊訊號？ 

    殺蟲劑當然能阻斷蜂群攻擊訊號，但是來不及閃躲更多的攻擊。想辦法能避開蜂群的攻

擊，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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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萬一不幸被虎頭蜂攻擊了，該怎麼做才是最恰當的呢？     

    我們如果在戶外如果不幸遇到虎頭蜂該怎麼辦？以下是應變的方法： 

  （一）碰到在外巡邏的工蜂或採食蜂，不論牠是否為虎頭蜂，絕不要太接近觀察或騷擾牠。 

  （二）身上的香味引來了虎頭蜂，千萬不能打牠，只要保持安靜，當牠們聞過味道發現認

錯目標，自然飛走。   

  （三）若遇見單飛的守衛蜂在周遭盤旋，表示你已接近牠的警戒範圍，千萬不要再往前走，

往來的方向退回去。 

  （四）若已被蜂螫咬，就必須卯足全力奔跑，逃離警戒區就安全了。奔跑時若穿著寬大衣

服，或留著長髮，最好用手按緊，因為虎頭蜂最大攻擊目標，是產生不正常氣流及

明暗度激烈變化的對象。如果還有多餘的衣服或毛巾，趕快拿在頭上用力搖幾下，

然後遠遠拋在一邊，人往另一邊跑，蜂羣尌會跟著衣服飛向另一邊。 

 

  三、人們為什麼要捕殺虎頭蜂？ 

    虎頭蜂危害人類，人們對於虎頭蜂也不斷的捕殺，可能的原因如下： 

  （一）安全受到威脅者：林業從業人員、野外活動者、被蜂螫刺的受害者等。 

  （二）農藥施用者：為了防治農業、林業及園藝作物病蟲害，施用農藥會順便毒殺虎頭蜂， 

        在農區範圍內的虎頭蜂群分布較少。 

  （三）捕蜂人捕殺：捕蜂者是以為民除害為出發點，協助受虎頭蜂威脅的民眾摘除蜂巢。 

  （四）養蜂場中捕殺：在養蜂場中，虎頭蜂是蜜蜂的天敵，特別是每年的秋季虎頭蜂對於  

        蜂群有很大的殺傷力。養蜂者為了維護蜂群，需要捕殺虎頭蜂。 

  四、有職業的捕蜂人？ 

    雖然毒蜂螫人致死的紀錄不少，但是卻常有電視節目介紹專業山區的捕蜂人，他們以捕

捉各種虎頭蜂窩為生，甘為生活而冒險。有線電視緯來育樂台的節目尌曾經播過「中國神秘

檔案—捕蜂無敵手」，介紹中國大陸有人工養殖土蜂，取蜂蛹賺錢的情形。 

  五、虎頭蜂的防除哪一種方法最好？ 

    雖然虎頭蜂的防除方法有很多種，但是針對學校地區來說，能夠有效根除的方法才是最

好的。消防隊使用消防水槍毀壞蜂巢的方式，只能治標不能治本，而且無家可歸的蜂群更是

可怕；工友伯伯用火燒蜂巢的方法，過於殘忍，且無法清光蜂群；最後，聘請捕蜂專家出手，

趁著黑夜蜂群全部歸巢，一網打盡，危險性最高，但是最有效。 

  六、虎頭蜂窩摘除之後續處理為何？ 

  （一）補葯酒：有些專業捕蜂人，他們以捕捉各種虎頭蜂窩為生，藉以販賣營利。因為自 

        古尌有虎頭蜂泡酒來驅骨頭中的寒毒與促進身體的排毒的功效。有些中藥業者解， 

        虎頭蜂酒是「護筋骨」；蟲蛹酒是「顧腎」的，聽說也是美白飢膚養顏聖品。而虎頭 

        蜂酒或蟲蛹酒都是由米酒或高梁酒，再加一些中藥藥材浸泡而成的。 

  （二）蜂針療法：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情節，以及電視節目上的介紹，有以蜂針叮螫來治療 

       偏頭痛的事例，但是否真有醫學的上的實証，至今仍未有學理上的依據。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4121701045&q=1306020706814&p=%E8%99%8E%E9%A0%AD%E8%9C%82%E9%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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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台灣常見的虎頭蜂之種類與習性： 

    在台灣有七種毒性較強的都被直接命名為虎頭蜂，包括黃腰虎頭蜂、黑腹虎頭蜂、黃腳

虎頭蜂、台灣大虎頭蜂、黑尾虎頭蜂、擬大虎頭蜂、威氏虎頭蜂等七種。其中黃腰虎頭蜂最

常在校園中出現。虎頭蜂很擅長獵捕其它小昆蟲，並嚼碎獵物以肉泥哺育帅蟲；成蟲則主要

是以花蜜、樹汁及腐果為食。 

  二、 本校校園內虎頭蜂築巢歷史之分佈情形： 

    從學校兩位工友伯伯口中得知，我們校園內黃腰虎頭蜂築巢的歷史久遠，都築在樹木林

立的區域，包括有小山坡、南側停車場周邊的大樹區、遊戲區球場旁的大樹區等較高隱密的

樹枝上面，而這些大樹旁都有開花型植物，可提供充足食物來源。蜂窩築巢的樹種很多，沒

有特定。 

  三、虎頭蜂之危險與防範方法： 

  （一）人類對蜂毒反應的症狀： 

     1.皮膚刺痛、灼熱、紅腫並會發癢或局部潰爛。 

     2.頭暈、昏眩、發熱、痙攣、嘔吐。 

     3.呼吸及吞嚥困難、身體虛弱。 

     4.血壓降低、休克、失去知覺等反應。 

  （二）蜂螫的救治方法： 

     1.迅速離開現場，避免再遭攻擊。 

     2.清洗患部。 

     3.冰敷減輕痛苦。 

     4.儘速送醫急救。 

  （三）防範蜂螫的基本方法： 

     1.穿著長袖淺色衣服和帽子。 

     2.避免使用香水等化學藥品。 

     3.野外活動時注意觀察四周環境。 

     4.切勿驚擾或攻擊巡邏蜂或覓食蜂。 

     5.發現蜂群時保持鎮定，繞道離去。 

  四、校園虎頭蜂之防除情形：    

    防除虎頭蜂窩需要非常謹慎的評估，原則上我們不鼓勵防除虎頭蜂，但是在學校這種特

殊地區，確實有必要摘除時，一定要請專業的捕蜂人士出馬，不然會有很大的危險性。不但

要做好安全措施，而且要利用夜間行動，最好一次尌要一網打盡，不然「蜂巢除不盡，秋蜂

吹又生」，沒完沒了。 

  五、研究心得： 

    從研究觀察中我們了解，虎頭蜂家族的階級分工很明顯，一旦遇到危險會群體行動，團

結一致，抵禦外侮；尌算家園被毀，牠會不死心的一次又一次不分晝夜的築巢。這種絕不輕

言放棄的精神，動物的本性，令人感到訝異、敬佩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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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究，我們透過訪談、資料查詢和體驗觀察等不同的研究方式，製作完整的資料並

做有效的運用，去接近虎頭蜂，了解到虎頭蜂的這種生物的生態，從中體會到尊重生命並愛

護生態環境。這段研究的過程充滿了刺激與樂趣，學到很多東西，真是很難忘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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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304 

1. 參加者很有熱忱。 

2. 展品內容很實用。 

3. 數據應多加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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