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第 52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作品說明書 

 
 

國小組  生物科 
 

第一名 
 

080319 

宅蟲－黑星弄蝶幼蟲築巢及相關行為探討 
 

學校名稱：高雄市左營區新莊國民小學 

作者： 指導老師： 

小六 何冠典 

小五 顏培如 

 

陳嘉雯 

曾健評 

 

關鍵詞：黑星弄蝶幼蟲、葉苞、築巢行為 



i 
 

得獎感言 

回想當初，在老師的鼓勵下，開始研究這些常見，卻很少人注意的「宅蟲」，

並瞭解牠們奇妙的行為習性。加入科展行列後，才知道，原來科展的研究過程要

付出相當多時間和心力，才能有所成果。 

自從開始研究後，我們漸漸發現，科學研究其實比想像中有趣許多，對科學

及求知的欲望激發了我們的好奇心。在生活中越是細微的人、事、物，就令我們

越想觀察，而從觀察、提出問題、實驗、驗證並結論的過程中，也令我們對科學

更加著迷，這是有趣的宅蟲及科展帶給我們的影響和改變。 

愈是辛苦付出後得到的果實，愈令人感覺特別的甜美。能在這個暑假參加彰

化縣政府承辦的全國科展，令我們覺得相當興奮及光榮。將近一個星期充實的科

展活動，經歷兩次評審，及與來自各縣市菁英較勁切磋後，見識到了全國等級比

賽的水準，令我們獲益良多。 

評審過程中，啟發我們思考研究報告可繼續發展的方向，包括實驗延伸及其

他的問題探索等，未來會朝此方向繼續努力，希望將來仍有機會，繼續參加科展，

並多多參與科學方面的實驗與研究。 

頒獎典禮上，聽著主持人一一報出得獎的作品名稱，緊張的感覺就不斷的增

加，當宣布第一名是「高雄市左營區新莊國民小學－宅蟲」時，四周的尖叫聲和

掌聲響起，我們更是驚喜萬分，畢竟這是努力了近一年才有的收穫，也代表我們

的努力在全國科展中受到評審青睞，心中的雀躍與感激更是難以言喻。 

能有今天的佳績，最感謝的是帶領我們作觀察與研究近一年的辛苦指導老師

們，以及支持鼓勵我們的家人、協助我們的人，和我們的研究對象－宅蟲。  

 
參加第 52 屆全國科展得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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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蟲宅蟲宅蟲宅蟲────黑星黑星黑星黑星弄蝶弄蝶弄蝶弄蝶幼蟲築巢幼蟲築巢幼蟲築巢幼蟲築巢及及及及相關相關相關相關行為行為行為行為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摘要 

我們想觀察黑星弄蝶幼蟲的行為習性，並針對幼蟲築巢與相關行為研究探討發現： 

一、食：幼蟲的食草以棕櫚科植物棕櫚科植物棕櫚科植物棕櫚科植物為主，會先到離巢較遠處離巢較遠處離巢較遠處離巢較遠處吃食。 

二、衣：幼蟲在葉片上作成適合自己身體大小適合自己身體大小適合自己身體大小適合自己身體大小的葉苞，當葉苞太小時會換巢。化蛹前有些會

掉落地面，藏身藏身藏身藏身葉苞葉苞葉苞葉苞內內內內爬行到隱密處躲藏。 

三、住：(一)大部分幼蟲選擇在葉背葉背葉背葉背及葉片的中段位置葉片的中段位置葉片的中段位置葉片的中段位置，，，，先定位先定位先定位先定位再再再再築巢築巢築巢築巢 

        (二)幼蟲選擇築巢位置時，會避開有其他幼蟲絲線會避開有其他幼蟲絲線會避開有其他幼蟲絲線會避開有其他幼蟲絲線或葉苞或葉苞或葉苞或葉苞的葉片的葉片的葉片的葉片 

        (三)小幼蟲不不不不在有在有在有在有蔥氣味蔥氣味蔥氣味蔥氣味的葉片位置築巢 

        (四)幼蟲有數次換巢，中、大幼蟲換巢會有咬斷舊葉苞咬斷舊葉苞咬斷舊葉苞咬斷舊葉苞的行為 

        (五)愈大幼蟲築巢行為愈精熟 

四、行：幼蟲以頭部向前爬行外出，尾部退回巢的方式進出葉苞，大幼蟲會吐絲連成絲路，

沿著絲路爬沿著絲路爬沿著絲路爬沿著絲路爬到對面吃葉片。 

 

壹、研究動機 

自然課時，老師拿了一些綠色的捲筒狀葉片讓我們猜是什麼？老師說有的捲葉還會

在地上爬喔！我們覺得很好奇，找到校園的植物上也有相似的捲葉。四年級下學期自然課

的「昆蟲家族」有關於象鼻蟲捲葉築巢的介紹，而這些捲葉裡是什麼昆蟲呢？於是上網查

資料，原來這是黑星弄蝶幼蟲築巢的葉苞，大大小小的葉苞，怎麼會掉在地上呢？這和黑

星弄蝶幼蟲的習性有什麼相關呢?我們想進一步研究探討。 

 

貳、研究目的 

一、認識黑星弄蝶與其生長過程 

二、觀察黑星弄蝶幼蟲在不同植物上的葉苞 

三、觀察黑星弄蝶幼蟲築巢的方式與步驟 

四、探討影響黑星弄蝶幼蟲築巢位置與大小 

（一）築巢動線 

（二）築巢位置的選擇因素 

（三）氣味的影響 

（四）葉苞大小是否與身長相關 

五、探討黑星弄蝶幼蟲築巢相關行為 

（一）築巢策略 

（二）攝食行為 

（三）換巢行為 

 

 
幼蟲量身打造自己的葉苞 



 2

叁、研究設備與器材 

單眼顯微鏡、解剖顯微鏡、數位相機、腳架、大

黑布、照度計、計時器、玻璃櫃、放大鏡、LED聚

光手電筒、剪刀、長尺、鑷子、昆蟲箱、寶特瓶、

黃椰子、大花咸豐草、蔥。 

 

肆、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一一一、、、、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根據研究目的，我們擬定研究架構如下圖： 

 

 

二二二二、、、、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研究時程從 100年 8月至 101年 6月，將近一年時間，我們運用下列研究方法與步

驟蒐集資料： 

 (一一一一)調查調查調查調查：：：：在居家附近、校園與公園，觀察黑星弄蝶幼蟲在植物上築巢情形。 

  
盆栽也有弄蝶幼蟲葉苞 校園玄關的酒瓶椰子有小葉苞 

 

  

 
幼蟲吃光葉苞週邊的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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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飼養飼養飼養飼養 

    1.幼蟲：我們發現在黃椰子樹上的葉苞形式最多樣性，因此，在教室內栽種一盆黃椰子，

飼養弄蝶幼蟲。為了個別記錄幼蟲築巢習性，另將帶有葉片的黃椰子枝條插在

裝水瓶中，並將每隻蟲標記例如 A1、A2…依序編號，飼養觀察。 

    2.成蟲：幼蟲化蛹後，將牠放入有大花咸豐草與黃椰子葉的玻璃飼養櫃中，等待羽化的

成蝶與產卵，並觀察紀錄。 

以黃椰子盆栽在教室飼養幼

蟲 

黃椰子枝條插在裝水瓶中個

別飼養幼蟲觀察 

飼養羽化成蟲的玻璃櫃 

 

 (三三三三)觀察和拍攝觀察和拍攝觀察和拍攝觀察和拍攝：：：： 

    1.每天定時觀察紀錄幼蟲築巢行為，紀錄每個葉苞的位置，拍照並填寫觀察紀錄表。 

    2.架設數位相機以縮時錄影的方式，連續拍攝幼蟲築巢與相關行為，再以電腦檢視影片，

截取精彩片段。 

    3.以顯微鏡觀察幼蟲身體構造，葉苞內外吐絲的結構，及咬斷的葉苞等觀察，並以數位

相機拍照紀錄。 

  
攝影裝置，以黑布當背景，採縮時錄影方式 用顯微鏡觀察細部構造 

 

 (四四四四)實驗與測量實驗與測量實驗與測量實驗與測量：：：： 

    1.身長與葉苞長度—隨機測量 20 隻幼蟲的身長與葉苞長度，並運用『excel』軟體繪製統

計圖分析。 

    2.身長與換巢—以幼蟲編號 F2、F4（以下簡稱 F2、F4）為追蹤觀察對象，測量紀錄其每

次換葉苞的身長與葉苞長度，運用光線對比的方式，將手電筒兩旁光線

遮黑，緊貼葉苞，透過光影測量葉苞內幼蟲的身長，並紀錄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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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光照的差異—利用照度計，測量葉片的葉面與葉背光照的差異，分析葉苞位置的差異。 

    4.氣味實驗—以 10 隻小幼蟲（0.4-0.7cm）為實驗對象，從同一棵黃椰子採集 10根葉片

枝條分別放進 10 個裝水寶特瓶，將其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 

  （1）實驗組：隨機將 5 隻小幼蟲分別放在 5根間隔塗抹 100%濃度蔥汁的葉片上。 

  （2）對照組：將另外 5 隻小幼蟲分別放在沒有塗抹蔥汁的葉片上。 

    5.剪斷葉苞反應—以 F4為研究對象，當牠外出食葉時，將其葉苞剪斷，觀察牠回巢動作，

並錄影紀錄。 

    

 
測量紀錄幼蟲的身長與葉苞

長度 

透過光影測量葉苞內幼蟲的

身長 

照度計測量葉片光照的差異 

  
蔥的氣味影響實驗 實驗組分別放在塗抹蔥的黃椰子葉片上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主要以飼養在教室裡的黑星弄蝶幼蟲在黃椰子的築巢及相關行為作觀察與探討，研

究結果尚未推論其他範圍。 

 

伍、研究結果 

一一一一、、、、黑星弄蝶與其生長過程黑星弄蝶與其生長過程黑星弄蝶與其生長過程黑星弄蝶與其生長過程 

（一）認識黑星弄蝶 

黑星弄蝶屬弄蝶科，學名是 Suastus gremius，翅端及前翅中央有灰白色斑，翅

面黑褐色，腹面是灰褐色。後翅中央有黑色斑點，是牠的名稱的由來。 

主要生長於夏秋季，雌蝶大多將卵單獨或零星數個產於寄主植物的葉面，幼蟲

孵化後，在葉片築巢並吃食葉片，幼蟲期有數次更換葉苞，終齡幼蟲在葉苞內化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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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蟲飛行速度快，喜歡訪花、吸水與吸食鳥糞，常棲息於有寄主植物的花壇、

庭院、公園、校園等。 

  
成蝶背面黑褐色 成蝶腹面灰褐色 幼蟲食草以單子葉植物為主 

 

（二）黑星弄蝶的成長過程 

黑星弄蝶生長過程，卵孵化後為一齡幼蟲，經過幾次蛻皮後，成為終齡幼蟲，

然後化蛹，羽化為成蟲。下列照片，是我們飼養的黑星弄蝶成長過程： 

 
1.黑星弄蝶的卵，初產下時是紅色，有白色曲

線花紋，漸漸成熟變成黑色的，就快孵化了 

2.一齡幼蟲全身紅色的，身長約 0.5cm，吃掉

卵殼後，就在附近築巢 

  

3.吃食葉片成長蛻皮後，中幼蟲的頭還是紅色

的，身體已變成綠色 

4.蛻皮時，舊頭殼會掉下來，新的頭是淺綠色

的，幾分鐘後就會出現黑色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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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幼蟲頭部白色有黑色花紋，身體綠色，背

部有一條深綠色線條 

6.幼蟲化蛹在葉苞內，葉苞的兩端都有絲線封

住開口 

  
7.羽化後的葉苞內，葉片上有一層白色的粉，

有幼蟲的頭殼 

8.剛羽化鑽出葉苞的成蟲 

＊發現發現發現發現：幼蟲在葉苞裡蛻皮，幼蟲蛻皮時比較脆弱，最好別受打擾，如果牠正在蛻皮時我

們打開葉苞，容易造成牠死亡。因此，我們沒有紀錄幼蟲齡期，也沒有找到紀錄

黑星弄蝶幼蟲齡期的文獻，所以我們以體型大小區別為小幼蟲(0.4-1cm)、中幼蟲

(1.1-2cm)與大幼蟲(2.1-3cm以上)。 

 

（二）幼蟲成長天數 

 黑星弄蝶的幼蟲期，大部分時間都在葉苞裡，蛻皮也在葉苞裡。我們在每次換新

巢時紀錄幼蟲 E1、F2與 F4的成長過程，如下表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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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結結結果果果果：幼蟲孵化約 0.4cm或 0.5cm為一齡幼蟲，成長到化蛹前約 3cm。F2 約 34 天化蛹，

E1 約 53 天化蛹。而 F2 則約 65 天開始化蛹。三隻幼蟲期日數差距大。 

＊＊＊＊發現發現發現發現：雖然成長的速度快慢不同，但換巢時的身長接近。F2幼蟲期較短，可能與葉苞

周圍食草較充足，較方便吃食有關。 

 

二二二二、、、、黑星黑星黑星黑星弄蝶弄蝶弄蝶弄蝶幼蟲在不同植物上的葉苞幼蟲在不同植物上的葉苞幼蟲在不同植物上的葉苞幼蟲在不同植物上的葉苞 

黑星弄蝶幼蟲的食草主要以棕櫚科植物為主，我們在黃椰子、觀音棕竹、台灣海

棗與蒲葵等葉片上有觀察到幼蟲的葉苞，也觀察到幼蟲運用不同築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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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棕竹(葉背) 蒲葵(殘留葉脈懸掛) 馬氏射葉椰子(葉背) 

 
可可椰子(背光、易折合面) 黃椰子(吐絲拉近葉片) 華盛頓椰子(葉背) 

聖誕椰子(殘留葉脈懸掛) 酒瓶椰子(葉背) 台灣海棗(背光、易折合面) 

＊發現發現發現發現：1.在庭院盆栽、公園、花壇與校園常見到單子葉植物的葉片上有葉苞，葉苞外圍

切口常是有弧度線條。 

        2.在蒲葵與聖誕椰子葉片上發現的大葉苞，靠著殘留葉脈懸掛在葉片下，曾閱讀

文獻中有關棕長頸捲葉象鼻蟲會咬斷主脈或殘留一段葉片使葉苞懸掛葉片間

的情形類似(楊曼妙等，2005)，可能也是幼蟲築巢策略的一種方式。 

 

三三三三、、、、黑星黑星黑星黑星弄蝶弄蝶弄蝶弄蝶幼蟲築巢的方式與步驟幼蟲築巢的方式與步驟幼蟲築巢的方式與步驟幼蟲築巢的方式與步驟 

我們以黑星弄蝶幼蟲在黃椰子葉片的築巢行為作探討。 

（一）一葉葉苞築巢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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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幼蟲來回搖頭爬行 2.先咬開一邊的葉片 3.轉頭咬開葉片的另一邊 

 

小幼蟲做一葉葉苞的步驟： 

 

1.來回搖頭爬行 

2.先咬開一邊葉緣至中間葉脈 

3.回到葉片中間 

4.轉頭咬開另一邊葉緣 

5.吐絲黏合葉片 

6.讓身體藏在小葉苞內 

 
（二）二葉葉苞築巢過程 

1.吐絲拉近葉苞 2.將另一葉片咬開至葉緣 3.吐絲拉另一葉片過來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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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幼蟲做二葉葉苞（只咬一邊）

的步驟： 

 

1.將身體前半部跨到鄰葉 

2.吐絲將兩葉片拉近 

3.先橫向咬開鄰邊葉片至葉緣 

4.吐絲拉合兩葉片 

5.繼續吐絲讓鄰葉蓋住身體的

葉片 

6.吐絲形成幾條絲柱將側邊開

口封著。 

 
＊＊＊＊發現發現發現發現：幼蟲會用前半部身體橫跨到鄰葉的方式，嘗試身體是否能搆到鄰葉，如果距離太

長，幼蟲會往葉片底部爬行，然後再嘗試搆到鄰葉，當可以搆到，才會開始築巢。 

 

（三）三葉葉苞築巢過程 

1.咬開左邊葉片至葉緣並拉合

葉片 

2.咬開右邊葉片至葉緣 3.吐絲拉合三個葉片形成三片

葉的葉苞 

 

大幼蟲做三葉葉苞的步驟： 

 

1.選定葉片後，來回搖頭爬行 

2.吐絲將左右兩葉片拉近與中

間葉片連在一起 

3.繼續吐絲將旁邊葉片拉靠近 

4.先咬開鄰邊葉片至葉緣 

5.再咬開另一邊葉片至葉緣 

6.吐絲黏合三個葉片 
 

＊＊＊＊發現發現發現發現：1.幼蟲會用前半部身體橫跨到鄰葉的方式嘗試築巢，如果距離太長，幼蟲會先爬

到葉片底部，吐絲將鄰近葉片拉近後，再回來原來位置開始築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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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中與大幼蟲在開始築巢前，會在葉片主脈來回搖頭爬行，然後才開始咬開

葉片。 

 

四四四四、、、、影響黑星影響黑星影響黑星影響黑星弄蝶弄蝶弄蝶弄蝶幼蟲築巢位置幼蟲築巢位置幼蟲築巢位置幼蟲築巢位置與大小與大小與大小與大小 

   （一）築巢動線 

黑星弄蝶幼蟲期會有數次換巢行為，在盆栽飼養的數隻幼蟲，換巢有選擇葉片

的情形，幼蟲換巢時，會在葉片上爬行後又換別的葉片，有時爬到主莖換到遠方的

葉片，舊巢與新巢間的距離較長。而以寶特瓶個別飼養的幼蟲，換巢時較無選擇葉

片的情形，通常以鄰近葉片築新巢。下列圖分別是盆栽上一葉葉片有四隻幼蟲的築

巢動線，及寶特瓶個別飼養的 F1、F2的築巢動線圖。 

 

 

盆栽上 4 隻幼蟲的築巢動線 盆栽上 G4幼蟲爬到另一枝條的葉片築巢 

  

F1築巢動線圖 F2築巢動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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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發現發現發現：1.盆栽上的幼蟲選擇葉片築巢時，會避開其他幼蟲的絲或葉苞，動線較複雜。 

2.單獨一隻幼蟲在一個葉片上築巢動線，是以鄰近的上、下葉片，及對面鄰近的葉

片為動線，並吃光葉苞附近的其他葉片再離開換巢。 

（二）築巢位置選擇 

我們發現黑星弄蝶幼蟲築巢有特別的偏好，因此，分別以葉片的：1.葉面或葉背；

2.葉前端、中間或底部，作為觀察記錄。共記錄七十六次的幼蟲築巢位置。以下分析

其統計結果： 

1.葉面或葉背 

 

 

 

 

 

葉背 73 

葉面 3 

 
＊＊＊＊發現發現發現發現：築巢於葉背有 73次，占 96％；葉面有 3次，占 4％。而且 3次築巢於葉面，皆是在

直立的葉面上。推論幼蟲選擇葉面或葉背築巢與光照量相關，因此，用照度計測量

盆栽黃椰子的葉面與葉背光照測量如下表與圖： 

單位：lux                      葉面葉背光照測量表 

 

0

2000

4000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展葉面葉背光照比較圖平展葉面葉背光照比較圖平展葉面葉背光照比較圖平展葉面葉背光照比較圖

葉背

葉面

單位：lux

葉子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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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發現發現發現：葉背的光照量明顯少於葉面；而 3次葉面築巢的直立的葉，是葉面的光照量少於葉

背，所以，我們記錄的 76次築巢皆位於葉片光照量較少的位置。 

2.葉前端、中間或底部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築巢於葉片中間最多，有 42次，占 55％；其次是底部有 25次，占 33％；最少的是

前端有 9次，占 12％。 

＊＊＊＊發現發現發現發現：小幼蟲從卵孵化後就在附近築巢，多位於前端或中間；中幼蟲與大幼蟲因體積與重

量較大，不適合於前端築巢，牠們大多在中間或底部築巢，因此，中間位置築巢次

數最多。 

 

 （三）氣味的影響 

        黃椰子的葉片沒有特殊氣味，我們想試試如果加上其他氣味是否會影響幼蟲選擇

築巢位置，於是參考文獻準備蒜、薑、蔥與辣椒，看看幼蟲對這些氣味的反應，發現

幼蟲對蒜、薑與辣椒的反應不明顯，接近蔥時會劇烈搖頭。因此以蔥汁進行實驗，觀

察發現對照組的五隻小幼蟲都在葉片上築巢，且繼續吃食葉片；而實驗組的觀察結果

如下表： 

  

葉片以 10cm相鄰間隔塗抹蔥汁 1小時後 3號蟲爬到鄰葉後段沒塗蔥汁處築巢 

 

前端 9 

中間 42 

底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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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片塗抹蔥汁實驗結果 

 
＊發現：實驗組的 5隻小幼蟲中，5號蟲靠近塗蔥葉片時就劇烈搖頭，移至葉片上後即掉落

桌面；2 號蟲在 2小時後掉落桌面；4 號蟲爬到無蔥汁處咬開葉片，2小時後掉落瓶

口無法築巢；只有 1 號與 3號蟲爬到無塗抹蔥汁的位置築巢。 

＊討論：5隻小幼蟲都排斥蔥味，可以進一步探討將蔥汁噴灑在棕櫚科植物，以防治小幼蟲

築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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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葉苞大小與身長的關係 

1.隨機測量 20 隻幼蟲的身長與葉苞長度，觀察紀錄如下表： 

 

 

 
＊由上表與圖可發現： 

（1）大部分的一葉葉苞，葉苞長度約大於幼蟲身長 0.5公分。 

（2）幼蟲成長到開始作二葉與三葉葉苞時，葉苞會大於身體長度，但葉苞與身體長度較無明

顯規律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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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F2、F4為觀察對象，測量紀錄其每次換葉苞的身長與葉苞長度，如下表： 

 
＊說明：二葉、三葉葉苞的築巢方式，部分沒有咬開兩端再黏合，只有一端切口，另一端自

然掩蔽，因此，無法計算葉苞長度。 

 

幼蟲 F2從出生至化

蛹，共有七次築巢，

前四次葉苞長度大

於身長 0.5-1cm。 

 

幼蟲 F4從出生至化

蛹，共有九次築巢，

有七次葉苞長度大

於身長 0.5-2cm。 

 
＊ 發發發發現現現現：每次葉苞長度隨著幼蟲身長增加，幼蟲身長漸長，葉苞增長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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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黑星黑星黑星黑星弄蝶弄蝶弄蝶弄蝶幼蟲幼蟲幼蟲幼蟲築巢相關行為築巢相關行為築巢相關行為築巢相關行為 

（一）築巢策略 

1.吐絲拉近葉片 

大幼蟲因為一片葉片蓋不住身體，需要 2-3 片葉片才能築成葉苞，但葉片間有距

離，因此大幼蟲會吐絲拉近葉片。觀察發現，大幼蟲會用前半部身體跨過鄰葉吐絲拉近

葉片，如果距離太大，會先爬到枝條的位置，吐絲拉近葉片間距離，再爬到要築巢的位

置，吐絲拉合葉片，然後開始築巢。  

   

吐絲拉近葉片 先從葉片底部拉近距離 再到築巢位置拉合葉片 

 

2.吐絲定位 

在觀察幼蟲築巢時，發現幼蟲築巢前會在葉片中間來回搖頭爬行，而且每次築巢

的葉苞都會大於身體長度，尤其在小幼蟲時期，甚至大部分的葉苞長度約大於身長

0.5cm，而且小幼蟲與中幼蟲的葉苞外圍切口常呈現有弧度的線條，這些發現，引起我

們很大的好奇，於是我們將幼蟲築巢前在葉片中間來回搖頭爬行的葉片，用解剖顯微鏡

觀察，發現葉片中間有和幼蟲身長長度相似的特別絲線特別絲線特別絲線特別絲線，絲線的結構也和其他地方不

同。觀察幼蟲築巢步驟發現，幼蟲會從中間特別絲線特別絲線特別絲線特別絲線爬到葉緣咬開葉片，然後回到特別特別特別特別

絲線絲線絲線絲線的位置，吐絲拉合，再轉身爬到葉緣咬開葉片，又回到特別絲線特別絲線特別絲線特別絲線的位置，然後黏合

葉片形成葉苞。因此，我們推測這特別絲線特別絲線特別絲線特別絲線是幼蟲築巢前的定位定位定位定位線線線線，我們稱為定位絲線定位絲線定位絲線定位絲線，

幼蟲先定位再築巢先定位再築巢先定位再築巢先定位再築巢，可以量身打造能遮蓋自己身體又不會太大的葉苞。 

  

葉片有特別絲線特別絲線特別絲線特別絲線約身體的長度 用來定位絲線定位絲線定位絲線定位絲線與爬行的絲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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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拍攝幼蟲先定位再築巢的連續照片： 

 
1.1.1.1.吐絲定位後爬至葉緣咬開葉片 2.2.2.2.邊咬邊後退，當尾部碰不到定位絲時，停

下來回到定位絲線，開始吐絲拉合葉片 

 
3.3.3.3.轉身由定位絲線再爬到另一邊葉緣，當尾部當尾部當尾部當尾部

碰不到定位絲碰不到定位絲碰不到定位絲碰不到定位絲線線線線時時時時，，，，停下開始咬開葉片停下開始咬開葉片停下開始咬開葉片停下開始咬開葉片 

4.4.4.4.邊咬邊退回定位絲線，再吐絲黏合葉片 

 

完成的葉苞： 

  

葉苞外圍有弧度線條切口 量身打造適合身長的葉苞 

3.小、中、大幼蟲都有吐絲定位吐絲定位吐絲定位吐絲定位的築巢策略，愈大幼蟲築巢技巧愈複雜愈熟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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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幼蟲(0.6cm)定位絲線較稀

疏 
中幼蟲(1.1cm)定位絲線較密 

大幼蟲(2.3cm)定位絲線較密

較整齊，線條較直 

  

小幼蟲築巢有時失誤，第三次築巢才蓋住身體 大幼蟲會拉近葉片，沒有停頓就築成三葉葉苞 

（二）攝食行為 

幼蟲築巢後，只有吃食與換巢時才會離開葉苞。幼蟲會吃食葉苞周圍的葉片，

下列是大幼蟲離開葉苞到對面葉片吃食與回巢的連續照片。 

1.探出頭，準備外出吃食 2.離開葉苞，沿著絲線爬行 3.爬到對面葉片前端 

4.從最前端開始吃食 5.測量時，幼蟲發現有異樣 6.由尾部沿絲線退回葉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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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用尾部碰觸尋找葉苞開口 8.尋找接近葉苞口 9.找到葉苞，由尾部退回葉苞 

10.身體退回葉苞內 11.完全藏身葉苞內 12.尾部伸出葉苞外，噴出糞便 

＊ 發發發發現現現現：1.幼蟲是由頭部向前外出吃食，回巢時是由尾部退回，並有尾部碰觸尋找葉苞開 

口的動作，再退回葉苞內。愈成熟的幼蟲進出行為愈複雜。 

 2.幼蟲吃食葉片後，退回葉苞內，會將尾部伸出葉苞，然後噴出黑色顆粒狀糞便，

因此飼養盆栽與瓶子周圍常有多顆黑色小糞便，葉苞內沒有糞便。 

 

（三）換巢行為 

幼蟲通常在葉苞太小無法完全遮蓋身體，或是葉苞乾枯了，就會重新築巢。也

有幼蟲會在葉苞比身體長，而葉片前後吃光時，吐絲黏住鄰近葉片吃食，沒有換巢，

所以經常觀察到大幼蟲的葉苞鄰近的葉片也被吃光。 

   

幼蟲葉苞太小藏不住身體，

準備離開重新築巢， 

已經準備化蛹，葉苞枯了，又

離開重新築巢 

幼蟲吐絲黏周圍葉片來吃，沒

有換巢 

 

我們記錄幼蟲 D2準備換巢換巢換巢換巢的過程的過程的過程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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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頭部超出葉苞 2.頭退回葉苞，尾部超出葉苞 3.葉苞藏不住身體，離開葉苞 

4.爬到枝條處轉身 5.爬到黏合葉片處，咬斷絲線 6.咬舊葉苞主脈 

7.咬斷主脈，讓舊葉苞掉落 8.轉身離開 9.爬回枝條離開 

＊ 發發發發現現現現：之前，我們常在飼養的盆栽和寶特瓶旁，撿到葉苞，很好奇，為什麼葉苞會掉

下來？藉由錄影的方式瞭解原來是幼蟲換巢時幼蟲換巢時幼蟲換巢時幼蟲換巢時，，，，會咬掉舊葉苞會咬掉舊葉苞會咬掉舊葉苞會咬掉舊葉苞，這個行為讓我

們驚嘆，也思考著，這是本能嗎？是成熟嗎？還是學習呢？  

因此，我們追蹤記錄幼蟲 F2與 F4，觀察幼蟲成長與咬掉葉苞的關係，如下表： 

F2 

日期 12/27 12/30 1/2 1/5 1/11 1/23 1/30  3/1 

築巢次

數 
第 1次 第 2次 第3次 第 4次 第 5次 第6次 第7次 化蛹 羽化 

身長 cm 0.4 0.6 1 1.4 2.3 2.5 3   

咬斷舊

葉苞 cm 
否 否 否 

否（枯） 

1.8 

是 

2.3 

是 

2.3 

是 

3.2 

否 

5 
 

F4 

日期 12/30 1/2 1/18 1/28 2/7 2/10 2/24 2/28 3/1 

築巢次

數 
第 1次 第 2次 第3次 第 4次 第 5次 第6次 第7次 第8次 第9次 

身長 cm 0.4 0.6 1 1.4 1.5 2 2.5 2.8 3 

咬斷舊

葉苞 cm 
否 否 

是 

0.8 

是 

0.9 

否（枯） 

1.6 

是 

1.5 

剪刀

剪斷 

2.7 

是 

2 

是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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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發發發現現現現：1.被咬掉的舊葉苞大都是比幼蟲身長短。 

2.這兩隻幼蟲在身長 1cm 之前(小幼蟲)，換巢時都沒有咬斷舊葉苞。 

3.開始會咬斷舊葉苞與身長並沒有固定相關，但開始出現會咬斷舊葉苞行為後，大

部分幼蟲在下次換巢時都會咬掉舊葉苞。 

 

陸、研究討論 

一一一一、、、、選擇築巢選擇築巢選擇築巢選擇築巢位置位置位置位置的其他可能因素的其他可能因素的其他可能因素的其他可能因素 

我們觀察發現，盆栽飼養的幼蟲築巢動線較複雜盆栽飼養的幼蟲築巢動線較複雜盆栽飼養的幼蟲築巢動線較複雜盆栽飼養的幼蟲築巢動線較複雜，，，，新舊巢距離也較遠新舊巢距離也較遠新舊巢距離也較遠新舊巢距離也較遠，除了觀測的

築巢位置因素外，歸納發現，如果某個葉片上曾有其他幼蟲築巢或爬行過，幼蟲就會放

棄在這個葉片上築新巢，而改爬到其他葉片，直到找到新葉片才築巢。這發現也令我們

想進一步探討，於是顯微觀察正在葉片爬行的幼蟲，發現幼蟲尾部有細毛，爬行時尾部

拖著絲線，退回葉苞時用尾部找路。另外觀察到曾有幼蟲爬行過的葉片會有絲線，沒有

幼蟲爬行過的葉片沒有絲線。所以我們推測葉片上有絲線也是幼蟲是否築巢的因素之

一，幼蟲會避開幼蟲會避開幼蟲會避開幼蟲會避開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幼蟲爬過的葉幼蟲爬過的葉幼蟲爬過的葉幼蟲爬過的葉片片片片而而而而築巢築巢築巢築巢。且文獻提到蝴蝶幼蟲以單側眼察覺光線變

化，視覺效果不好，看到的範圍也較小（盧耽，2008）。所以我們推測絲線也可能是作為

牠們行動的路標，可再進一步探討。 

  
尾部有細毛，是否可以感受絲線 爬行時尾部常拖著絲線 

 

  
幼蟲爬過，葉片上有絲線 幼蟲沒爬過，葉片上沒有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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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如何躲在巢中生活如何躲在巢中生活如何躲在巢中生活如何躲在巢中生活 

飼養觀察過程中，我們發現幼蟲大部分時間都在葉苞裡，牠們運用吐絲的功能處理

食、住、行的需求，並將便便與蛻皮頭殼等廢棄物彈出葉苞，保持葉苞內乾淨，讓牠們

能過著經常躲在葉苞內的生活，就像隻「宅蟲」。 

 

吐絲黏合葉苞外緣 吐絲鋪外出吃食的路 吐絲拉近葉片，躲葉苞吃食 

葉片間顯微觀察—較粗的絲

拉近葉片，較細的絲網可作為

爬行的絲路 

葉苞內顯微觀察—吐多次的

絲黏合葉片皺折，使其成圓筒

狀，藏身空間較大 

吐絲封住葉苞兩端開口在葉

苞內化蛹 

將便便彈出葉苞外 將舊頭殼推出葉苞外 葉苞內乾淨 

 

    三三三三、、、、為何咬斷葉苞為何咬斷葉苞為何咬斷葉苞為何咬斷葉苞 

 飼養中常發現地上有掉落的葉苞，原以為那是幼蟲吃完葉片時自然掉落的。無意間

發現幼蟲在咬被吃光葉片的主脈，接著咬斷主脈後葉苞掉下去，然後幼蟲才轉身離開。

這現象讓我們察覺，原來掉落的葉苞是幼蟲自己咬斷的掉落的葉苞是幼蟲自己咬斷的掉落的葉苞是幼蟲自己咬斷的掉落的葉苞是幼蟲自己咬斷的，我們拿了被咬斷的葉苞在解剖

顯微鏡下觀察，發現不規則的咬痕，又將收集掉落的舊葉苞拿出來觀察，才發現都有不

規則咬痕。藉由錄影追蹤的方式發現幼蟲有換巢咬掉舊葉苞的行為，但我們想進一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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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為什麼幼蟲會有這樣的行為呢為什麼幼蟲會有這樣的行為呢為什麼幼蟲會有這樣的行為呢為什麼幼蟲會有這樣的行為呢？為什麼有些掉落的葉苞裡有幼蟲呢為什麼有些掉落的葉苞裡有幼蟲呢為什麼有些掉落的葉苞裡有幼蟲呢為什麼有些掉落的葉苞裡有幼蟲呢？如果我們幫牠如果我們幫牠如果我們幫牠如果我們幫牠

剪斷葉苞牠會如何反應剪斷葉苞牠會如何反應剪斷葉苞牠會如何反應剪斷葉苞牠會如何反應？？？？以下分析咬斷葉苞的不同情形： 

 （一）咬斷葉苞內沒蟲 

我們發現幼蟲換巢時，離開葉苞爬到枝條才回頭來咬斷主脈，所以咬斷的葉苞

有殘餘主脈，掉落的舊葉苞裡面沒有蟲。推測這可能是幼蟲換巢時，要湮滅痕跡讓

天敵不容易發現牠們。 

幼蟲爬回主脈咬掉葉苞 咬斷的主脈有不規則咬痕 咬斷的葉苞有殘餘主脈 

  

（二）咬斷葉苞內有蟲 

另外發現一些掉落的葉苞裡面有蟲，咬斷的葉苞沒有殘餘葉脈，掉落地面會移

動。我們把葉苞撿起來用膠帶，黏在植物的葉片上，觀察發現數個被膠帶黏著的葉苞

一兩天後就化蛹。而且，常發現有葉苞消失，又有成蟲不知從哪個葉苞羽化出來的情

形。某次在離盆栽遠處的桌子底下，發現有個葉苞，裡面有大幼蟲。根據這些發現歸

納，我們推測幼蟲即將化蛹時，可能自己將葉苞咬斷掉落地面，再爬行到隱密的地方

躲藏，避免天敵侵害。 

  
咬斷的葉苞沒有殘餘葉脈 將掉落的葉苞黏在葉片上，幼蟲探出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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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斷的葉苞內有蟲，背著葉苞爬到桌腳暗處 咬斷葉苞的外形差異 

 

 

幼蟲咬斷葉苞的目的不同，咬斷位置也不同 

 

（三）剪刀剪斷葉苞，幼蟲反應如何？ 

我們試著在大幼蟲外出吃食時，用剪刀剪斷牠的葉苞，觀察牠的反應： 

 
1.離開葉苞去對面葉片吃食 2.被剪斷葉苞 3.用尾部回來找葉苞 

4.找不到，轉身頭朝前找葉苞 5.找到旁邊葉底部，找不到 6.再原路去剛才吃食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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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沒吃葉，就沿回葉苞的路，

轉身找葉苞 

8.第二次再走剛才外出的路，

半途轉回找葉苞 

9.再次回去葉苞位置尋找 

   

10.第三次外出爬到枝條，就轉

回來尋找葉苞 

11.找不到，咬乾淨沒被剪到的

舊葉苞與絲線 

12.離開舊葉苞的位置，去鄰葉

重新築巢 

＊＊＊＊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當幼蟲外出回來找不到葉包時，出現這種模擬外出回巢模擬外出回巢模擬外出回巢模擬外出回巢以尋找葉苞的行為，令我們

覺得很有趣，而且每次模擬模擬模擬模擬距離拉短，模擬路線找不到巢，才重新築巢，因此我們

推測幼蟲這個行為，有運用記憶力與思考力，與文獻提到昆蟲有記憶力，會思考（李

淳陽，2005）的行為類似。 

 

（四）少數幼蟲沒有咬斷葉苞 

幼蟲並不是從孵化出來後就有咬斷舊葉苞的行為，通常被咬掉的葉苞屬於中或大

幼蟲的葉苞，記錄也發現幼蟲從第三或第四次以後換葉苞，或是身長大於 1cm的幼蟲，

幾乎都有咬斷葉苞行為，我們推測可能是幼蟲成長與成熟後的行為。 

小幼蟲換巢沒有咬掉舊葉苞 枯了的葉苞沒被咬掉 部分化蛹的葉苞沒有被咬掉 

 

柒、研究結論 

一一一一、、、、黑星弄蝶與其生長過程黑星弄蝶與其生長過程黑星弄蝶與其生長過程黑星弄蝶與其生長過程 

   （一）黑星弄蝶屬弄蝶科，後翅中央有黑色斑點，是黑星弄蝶名稱的由來。主要生長於夏

秋季，幼蟲在葉片築巢並吃食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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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黑星弄蝶成蟲在單子葉植物葉面上產單顆或數顆卵，剛孵化的幼蟲約 0.4-0.5cm，吃

掉卵殼就在附近築巢，終齡幼蟲約 3cm在葉苞內化蛹，數週後羽化為成蟲。 

 

二二二二、、、、黑星弄蝶幼蟲在不同植物上的葉苞黑星弄蝶幼蟲在不同植物上的葉苞黑星弄蝶幼蟲在不同植物上的葉苞黑星弄蝶幼蟲在不同植物上的葉苞 

黑星弄蝶幼蟲的食草以棕櫚科植物為主，黃椰子、觀音棕竹、台灣海棗與蒲葵等

植物上都曾發現幼蟲的葉苞，葉苞隨幼蟲體型大小有不同的形式與策略。 

 

三三三三、、、、黑星弄蝶幼蟲築巢的方式與步驟黑星弄蝶幼蟲築巢的方式與步驟黑星弄蝶幼蟲築巢的方式與步驟黑星弄蝶幼蟲築巢的方式與步驟 

我們整理黑星弄蝶幼蟲築巢的步驟如下圖： 

 
 

 
四四四四、、、、影響黑星弄蝶幼蟲築巢位置影響黑星弄蝶幼蟲築巢位置影響黑星弄蝶幼蟲築巢位置影響黑星弄蝶幼蟲築巢位置與大小與大小與大小與大小 

（一）築巢動線：幼蟲會選擇鄰近的上、下葉片，及對面鄰近的葉片築巢，吃光葉苞附近

的葉片再離開換巢。築巢時會避開其他幼蟲的絲線與葉苞。 

（二）位置選擇： 

         1.幼蟲築巢時大部分選擇葉背築巢，或光照量少的葉面築巢。 

         2.大部分幼蟲在葉片的中段築巢，只有小幼蟲會在葉片前端築巢。 

         3.大部分幼蟲不選擇有其他幼蟲爬行過的葉片築巢。 

  （三）蔥汁氣味影響：小幼蟲排斥在塗抹蔥汁塗抹蔥汁塗抹蔥汁塗抹蔥汁的葉片上築巢。 

  （四）葉苞大小與身長關係：一葉葉苞長度約大於幼蟲身長 0.5公分。二葉與三葉的葉苞   

會大於幼蟲身體長度。 

   



 28

五五五五、、、、探討黑星弄蝶幼蟲築巢相關行為探討黑星弄蝶幼蟲築巢相關行為探討黑星弄蝶幼蟲築巢相關行為探討黑星弄蝶幼蟲築巢相關行為 

（一）築巢策略： 

          築巢行為會隨著幼蟲長大而更有技巧，包括速度較快，較少無效時間，運用較

多策略及換巢時咬斷葉苞等。我們將幼蟲築巢行為整理比較如下表： 

築巢行為 選擇位置 拉近葉片 吐絲定位 咬斷葉苞 

小幼蟲 有 沒有 有 沒有 

中幼蟲 有 有 有 有 

大幼蟲 有 有 有 有 

 

（二）攝食行為： 

          幼蟲吃食時會離開葉苞，由頭部向前外出吃食，會先離開葉苞到較遠處吃食較遠處吃食較遠處吃食較遠處吃食，

回巢時由尾部退回，再將糞便噴出葉苞外。 

（三）換巢行為： 

           幼蟲會有數次換巢行為。較大幼蟲換巢時，有咬斷舊葉苞咬斷舊葉苞咬斷舊葉苞咬斷舊葉苞的行為。部分幼蟲化

蛹前也會咬斷葉苞。當幼蟲找不到自己的葉苞時，會有模擬路線模擬路線模擬路線模擬路線尋找葉苞尋找葉苞尋找葉苞尋找葉苞的行為，

換巢時會清理舊葉苞處清理舊葉苞處清理舊葉苞處清理舊葉苞處。 

 

研究過程中，我們常對幼蟲的行為感到疑惑，藉由仔細的觀察與試驗，甚至對不經意發

現的好奇與驗證，漸漸瞭解幼蟲的習性與可能的意義，包括「築巢動線築巢動線築巢動線築巢動線」、「先定位再築巢先定位再築巢先定位再築巢先定位再築巢」、

「吐絲黏葉片吃食吐絲黏葉片吃食吐絲黏葉片吃食吐絲黏葉片吃食」、「咬斷舊葉苞咬斷舊葉苞咬斷舊葉苞咬斷舊葉苞」、「咬斷葉苞咬斷葉苞咬斷葉苞咬斷葉苞躲藏暗處化蛹躲藏暗處化蛹躲藏暗處化蛹躲藏暗處化蛹」及「模擬路線尋找葉苞模擬路線尋找葉苞模擬路線尋找葉苞模擬路線尋找葉苞」等

行為，也讓原本害怕毛毛蟲的我們漸漸喜歡上這些可愛的「宅蟲」。目前對於黑星弄蝶的相關

資料很少，黑星弄蝶幼蟲的築巢行為很有趣，希望我們的研究能讓大家對牠們有更多瞭解。

另外，我們發現影響幼蟲築巢的相關因素，可以作為棕櫚科植物防治黑星弄蝶幼蟲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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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319 

1. 相當不錯的行為學研究，觀察的相當仔細而充分，擴充問更多

問題的空間也很大。 

2. 數據量化可以再加強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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