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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長腳捷蟻的食性研究發現，液態食物中，對蜂蜜及果糖的喜好度最高，每隻約停

留 17至 18分鐘；而在固態食物裡，以新鮮的果蠅屍體最為愛好，在放下食物時，3

秒內，就將一隻果蠅屍體搬走。接著探討其攻擊行為中發現，在狹小空間，因為容易

發現侵入種，也更能準確的噴灑蟻酸，導致對方死亡，致死率很高，特別是針對體型

相近的大黑山蟻，會以最大量的族群數展開攻擊。最後，在翻巢實驗中，當外在因素

干擾穩定巢穴時，工蟻除了迅速將卵、幼蟲及蛹搬離外，更有多數的工蟻進行混淆，

干擾天敵發現卵、幼蟲及蛹的機會，這些行為皆表現出對幼體的保護以求族群的延續；

實驗期間我們在偶然中，也發現長腳捷蟻為多蟻后形態，且每隻蟻后皆擁有可生產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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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小時候，因為法布爾昆蟲記這套書使的我從小便對昆蟲有相當大的興趣，國中後

開始嘗試飼養螞蟻與野外採集
（文獻 2）。當我在採集時，發現許多地區都出現長腳捷蟻的

蹤跡，在山上農莊中，甚至出現短短幾個月內便數量不少的長腳捷蟻，我與一些志同

道合的朋友便決定研究這種奇妙的小螞蟻。研究初期，我們發現長腳捷蟻屬於雜食性

的螞蟻，雖然為雜食性，但對食物資源仍是有選擇性的，於是我們想了解，長腳捷蟻

最偏好的液態及固態食物分別為何，希望能飼養出長腳捷蟻的最大族群量。

貳、 研究目的

一、探討長腳捷蟻的外型、生活史及食性。

二、觀察長腳捷蟻面對不同蟻種的攻擊反應。

(一)從空曠區域探討長腳捷蟻的蟻酸對其他蟻種的影響。

(二)在狹窄環境探討長腳捷蟻的蟻酸對其他蟻種的影響。

三、翻巢現象對長腳捷蟻防禦應變機制的研究。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螞蟻：長腳捷蟻(A. longipes)、擬大頭家蟻(特化兵蟻) ( Pheidologeton diversus)、大

黑山蟻(C. friedae)、華夏粗針蟻(Pachycondyla chinese)、棕色扁琉璃蟻

(Technomyrmex brunneus)

(二)捕捉工具：吸蟲器、過濾瓶、吸吐氣筒、金屬鑷子、橡皮塞、橡皮軟管

(三)飼養工具：1公升飼養箱、100毫升燒杯、250毫升燒杯、500毫升燒杯、攪拌棒、

石膏粉、滑石粉、滴管、勺子、凡士林、棉花棒

(四)觀察工具：放大鏡、解剖顯微鏡、照相機、培養皿、固態食物(果蠅、米飯、果凍

及餅乾)、液態食物(蜂蜜、黑糖水、果糖水及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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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研究一、探討長腳捷蟻的○1外型、○2生活史及○3食性

過程或方法：

(一) 取長腳捷蟻的工蟻成蟲於放大鏡下觀察，並描述特徵

(二) 將長腳捷蟻的工蟻成蟲置於解剖顯微鏡下觀察，並拍照

(三) 另將長腳捷蟻的蟻后及卵依上述方法觀察

(四) 計算蟲卵發育成成蟲所需的時間，推算出長腳捷蟻的生活史

(五) 選定食物：包括液態食物，如蜂蜜、果糖水、黑糖水、果汁；固態食物：如米飯、

餅乾、果凍、新鮮果蠅屍體…等

(六) 將 0.5公克的蜂蜜置於載玻片上，並開始計算長腳捷蟻取食的效率

(七) 待蜂蜜被全部取食完畢，記錄下時間與長腳捷蟻的隻數

(八) 再依序量取 1公克及 2公克的蜂蜜，循上述方法觀察紀錄

(九) 紀錄完畢後，更換其他液態食物及固態食物，依定量分析其結果

研究二、觀察長腳捷蟻在不同空間面對不同蟻種的攻擊反應

過程或方法：

【空曠地區】

(一) 將長腳捷蟻飼養在的大型箱子內，內部飼養空間，長 27.5cm × 寬 17cm × 高 17cm

(二) 先選定大型蟻種：擬大頭家蟻(特化兵蟻)，取出 10隻放入飼養長腳捷蟻的空曠空

間，觀察雙方攻擊行為及擬大頭家蟻(特化兵蟻)的致死率

(三) 再依序取 15隻及 20隻擬大頭家蟻(特化兵蟻)，按上述方式，觀察並記錄

(四) 待觀察完畢，將蟻種更換為中型蟻：大黑山蟻及小型蟻：華夏粗針蟻、棕色扁琉

璃蟻

(五) 也分別取出 10隻、15隻及 20隻，放入飼養長腳捷蟻的空曠空間，觀察雙方攻擊

行為及入侵蟻種的致死率

【狹小地區】

(一) 將長腳捷蟻飼養在的迷你飼養巢內，內部飼養空間，上直徑 7 cm × 下直徑 cm4.8

× 高 8.25cm

(二) 分次放入大型蟻種：擬大頭家蟻(特化兵蟻)、中型蟻：大黑山蟻及小型蟻：華夏

粗針蟻、棕色扁琉璃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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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每次放入量，依序是 5隻、10隻及 15隻

(四) 放入飼養長腳捷蟻的狹小地區，觀察雙方攻擊行為及入侵蟻種的致死率

研究三、翻巢現象對長腳捷蟻防禦應變機制的研究

過程或方法：

(一) 將長腳捷蟻巢穴，穩定放置在室內三天

(二) 選取一巢穩定的長腳捷蟻巢穴進行翻巢試驗

(三) 翻巢後，迅速記下蟻后、大型工蟻及小型工蟻的動態行為

(四) 每一巢穴皆進行相同試驗

伍、 研究結果

研究一、探討長腳捷蟻的○1外型、○2生活史及○3食性

○1外型：

蟻后 工蟻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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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蟻 卵及幼蟲

蛹

胸部有明顯橘色

背心的紋路
大顎明顯，具強有

力的咀嚼能力

腹部黑橘相間，黑

色面積大於橘色

大顎不明顯，複眼

突出

腹部腹面有局部

的黑斑

胸部的外骨骼，成

倒三角排列

腹部背面呈光亮

橘色，附肢尖細

尖端倒鉤狀

底端膨大

卵及幼蟲均

呈乳白色，

幼蟲以蠕動

方式運動
胸部寬大，型

態似蟻后

羽翅明顯，交

配後脫落

(備註：雄蟻在野外極難發現，本採集
中，僅發現一次，故以圖示代替。)

腹部細長，似蚊

圖一-1

圖一-3

圖一-2

圖二-1 圖二-2

圖二-3 圖二-4

圖二-5

圖三

圖四

圖五

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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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活史

D

E

A B

C

圖七、長腳捷蟻的族群 (A.卵、B.幼蟲、C.蛹、D.工蟻、E.蟻后)

)

圖八、長腳捷蟻的生活史

A.卵

B.幼蟲

D.工蟻

E.蟻后

C.蛹

F.雄蟻

30~34天

已受精，18~20天

未受精，25~30天

16~20天

20天

30~3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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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性

表一：長腳捷蟻對液態食物取食統計

液態食物 蜂蜜 果糖水 黑糖水 果汁

公克數 (g) 0.5 1 2 0.5 1 2 0.5 1 2 0.5 1 2

探索隻數 10 13 15 2 8 12 1 5 7 1 1 2

停留時間/隻 17’32” 18’40” 17’15” 17’05” 15’46” 16’50” 4’50” 4’52” 5’21” 2” 2” 3”

取食完畢

所需時間

35’40” 72’50” 98’51” 32’41” 61’14” 94’25” 10’23” 15’20” 31’52” >120’ >120’ >120’

採取措施
工蟻試探後，立即

吸食，接續更多的

工蟻加入吸食行

列，吸食後的個

體，回巢後，會以

口器吐給另一隻

工蟻。

一隻工蟻經過，立

刻吸食，未溝通其

他工蟻，其他經過

的工蟻也加入吸

食行列。

兩隻工蟻試探，告

知其他工蟻，隨後

繼續吸食，直到黑

糖水乾掉為止。

僅有兩隻工蟻上

前試探，且只待

2~3秒。

取食

圖示

0

2

4

6

8

10

12

14

16

蜂蜜 果糖水 黑糖水 果汁

液態食物

取

食

隻

數

0.5公克

1公克

2公克

圖九、長腳捷蟻對液態食物取食喜好程度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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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長腳捷蟻對固態食物取食統計

固態食物 熟米飯 餅乾 果凍 活體昆蟲

公克數 (g) 0.5 1 2 0.5 1 2 0.5 1 2 0.5 1 2

探索隻數 0 0 0 1 1 2 1 1 1 5 12 19

停留時間/隻 0’ 0’ 0’ 7” 12” 5” 2” 2” 3” 1” 3” 2”

取食完畢

所需時間

>120’ >120’ >120’ 90’31” >120’ >120’ >120’ >120’ >120’ 3’32” 4’15” 15’05”

採取措施
工蟻皆未上前取

食，即使經過，也

未去試探。

工蟻經過，皆試探

後，未直接取食，

僅有兩隻個體將

碎屑搬離。

經過 5分鐘，皆僅
有一隻工蟻上前

試探，但只待 2~3
秒。

一隻工蟻搬運一

隻果蠅，當果蠅數

量增加時，會通知

其他個體前來協

助搬運。

取食

圖示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熟米飯 餅乾 果凍 活體昆蟲

固態食物

取

食

隻

數

0.5公克

1公克

2公克

圖十、長腳捷蟻對固態食物取食喜好程度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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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觀察長腳捷蟻在不同空間面對不同蟻種的攻擊反應

【空曠地區】

表三：長腳捷蟻在空曠地區抵禦入侵蟻種情形

入侵蟻種
擬大頭家蟻
(特化兵蟻) 大黑山蟻 華夏粗針蟻 棕色扁琉璃蟻

體型大小 大型，約 1.5公分 中等，約 0.8公分 小型，約 0.5公分 小型，約 0.4公分

入侵隻數 5 10 15 5 10 15 5 10 15 5 10 15
參與抵禦

隻數
3 7 13 30 40~60 60~90 13 28 42 0 0 0

殲滅時間

(天)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採取措施
長腳捷蟻爬到特

化兵蟻身上，噴蟻

酸，而擬大頭家蟻

不攻擊。

長腳捷蟻用大顎咬

住大黑山蟻的腳，

並噴蟻酸，採群體

攻擊。

長腳捷蟻與華夏

粗針蟻一打一，長

腳捷蟻死亡後，換

另一隻攻擊，約

2~3隻後，華夏粗
針蟻才死亡。

長腳捷蟻對棕色

扁琉璃蟻毫無反

應。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擬大頭家蟻 大黑山蟻 華夏粗針蟻 棕色扁琉璃蟻

入侵蟻種

長

腳

捷

蟻

抵

禦

隻

數

5隻

10隻

15隻

圖十一、長腳捷蟻在空曠地區對入侵蟻種防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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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小地區】

表四：長腳捷蟻在狹小地區抵禦入侵蟻種情形

入侵蟻種
擬大頭家蟻
(特化兵蟻) 大黑山蟻 華夏粗針蟻 棕色扁琉璃蟻

體型大小 大型，約 1.5公分 中等，約 0.8公分 小型，約 0.5公分 小型，約 0.4公分

入侵隻數 5 10 15 5 10 15 5 10 15 5 10 15
參與抵禦

隻數
10 22 28 18 32 40 5 10 15 0 0 0

殲滅時間

(分)
≒60 ≒60 ≒60 40 45 43 25 23 22 0 0 0

採取措施
長腳捷蟻對擬大

頭家蟻噴蟻酸，最

後造成長腳捷蟻

也全死亡。

對大黑山蟻的入

侵，在底層的長腳

捷蟻，較不易發

現；發現時，立即

用大顎咬對方，並

用蟻酸噴灑。

華夏粗針蟻入侵
時，長腳捷蟻容易
發現牠，並採一
對一的攻擊。

長腳捷蟻對棕色

扁琉璃蟻毫無反

應。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擬大頭家蟻 大黑山蟻 華夏粗針蟻 棕色扁琉璃蟻

入侵蟻種

長

腳

捷

蟻

抵

禦

隻

數

5隻

10隻

15隻

圖十二、長腳捷蟻在狹小地區對入侵蟻種防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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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三、翻巢現象對長腳捷蟻防禦應變機制的研究

【A巢穴：大型】─實驗室/擬野外。工蟻 n=125；蟻后 n=6

表五：翻動大型巢穴時，長腳捷蟻的應變行為比例

環境 實驗室 擬野外

蟻后 工蟻 蟻后 工蟻

抱卵 0% 32%~40% 0% 16%~32%
抱蛹 0% 8%~12% 0% 6%~10%
混淆 0% 0% 100% 64%~80%
攻擊 0% 0% 0% 16%~40%
無反應 100% 40%~48% 0% 0%

0

20

40

60

80

100

120

抱卵 抱蛹 混淆 攻擊 無反應

長腳捷蟻應變機制

百

分

比

%

蟻后：實驗室

蟻后：擬野外

工蟻：實驗室

工蟻：擬野外

圖十四、抱卵、抱幼蟲 圖十五、抱蛹 圖十六、攻擊

圖十三、翻動大型巢穴時，長腳捷蟻的應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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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巢穴：中等】─實驗室/擬野外。工蟻 n=56；蟻后 n=4

表六：翻動中等巢穴時，長腳捷蟻的應變行為比例

環境 實驗室 擬野外

蟻后 工蟻 蟻后 工蟻

抱卵 0% 40%~60% 0% 30%~40%
抱蛹 0% 2%~4% 0% 7%~11%
混淆 0% 0% 100% 38%~44%
攻擊 0% 0% 0% 12%~16%
無反應 100% 42%~50% 0% 0%

0

20

40

60

80

100

120

抱卵 抱蛹 混淆 攻擊 無反應

長腳捷蟻應變機制

百

分

比

%

蟻后：實驗室

蟻后：擬野外

工蟻：實驗室

工蟻：擬野外

圖十七、翻動中等巢穴時，長腳捷蟻的應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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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巢穴：小型】─實驗室/擬野外。工蟻 n=30；蟻后 n=2

表五：翻動小型巢穴時，長腳捷蟻的應變行為比例

環境 實驗室 擬野外

蟻后 工蟻 蟻后 工蟻

抱卵 0% 12%~20% 0% 10%~16%
抱蛹 0% 5%~15% 0% 5%~15%
混淆 0% 0% 100% 40%~60%
攻擊 0% 0% 0% 23%~29%
無反應 100% 67%~79% 0% 0%

0

20

40

60

80

100

120

抱卵 抱蛹 混淆 攻擊 無反應

長腳捷蟻應變機制

百

分

比

%

蟻后：實驗室

蟻后：擬野外

工蟻：實驗室

工蟻：擬野外

陸、 討論

研究一、探討長腳捷蟻的○1 外型、○2 生活史及○3 食性

○1外型

長腳捷蟻(Anoplolepis longipes)，屬於膜翅目，蟻科。工蟻體長約 4.5~6mm，體色為橘褐

色，略帶透明狀，體型細長，各腳細長，腹部有較深褐色的環節；蟻后體長約 11.5~12mm，

胸部含有大量的橘褐色並配上黑色條紋，腹部有黑色的環節，在群體中相當顯眼，屬於多蟻

后形態群落。卵為透明白色，約 0.2~0.5mm；蛹則為土黃色，約 3~3.8mm（文獻 6）
；至於雄蟻因

有季節性且個體小，不易發現所以用繪圖表示。

○2 生活史

長腳捷蟻生活史為卵→幼蟲→蛹→成蟲，屬於完全變態，蟻后產下卵後，經過工蟻的照

顧，經過 18~20天，即孵化為幼蟲，幼蟲在巢穴中仍然受到保護，16~20天後化蛹，蛹期約

圖十八、翻動小型巢穴時，長腳捷蟻的應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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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天，就可以孵化為成蟲。而蟻后和雄蟻的蛹期則在 30~34天，即可孵化出帶有翅的個體。

○3 食性

在液態食物的選擇上，喜好排序分別為：蜂蜜＞果糖水＞黑糖水＞果汁（圖九；表一），

特別在蜂蜜及黑糖水的取食上，皆完全利用；相反的，黑糖水及果汁的取食上，都還留有部

份汁液。可見長腳捷蟻對蜂蜜及黑糖水的喜好度高，對於黑糖水的取用，則是等待黑糖水乾

了之後，就不再取食，顯示對於液態食物的取食上，會先吸食，待腹部皆充滿汁液後，就不

吸取。

而在固態食物的選擇上，喜好排序分別為：活體昆蟲＞果凍＞餅乾＞米飯（圖十；表二），

長腳捷蟻對米飯的選擇，絲毫沒有一點興趣，通常只是碰觸一下，隨即離去，並未發現通知

其他工蟻。而其他食物資源，活體昆蟲最吸引長腳捷蟻的注意，工蟻會將新鮮的果蠅屍體搬

至巢中存放，並通知更多的工蟻前來幫忙。

食性食用完畢後，工蟻會將所取食的食物分配給其他未食用的工蟻。每種食性試驗，需間

隔三天後實驗，以免連續餵食，造成工蟻對食物缺乏引誘性，而有誤差。

研究二、觀察長腳捷蟻在不同空間面對不同蟻種的攻擊反應

【空曠地區】

在空曠地區，因為範圍大，發現大型昆蟲時，以圍攻戰術為主，會先攀爬到對方身上向

前舉起腹部噴灑蟻酸，再牽制六腳直到對方因過多的毒性蟻酸而死。但因為空間開闊，長腳

捷蟻噴出的蟻酸，不至於撒在自己身上而致死（表三）。

【狹小地區】

發現其他螞蟻時，以大量主動攻擊為主，具有強烈地盤意識，主要攻擊方式為單挑，但

會輪流向對方噴灑蟻酸，若遇到對方親近，則大顎與蟻酸一同使用。但因為空間狹小，長腳

捷蟻噴出的蟻酸，往往會撒在自己身上而致死（表四）。

綜合以上結果，我們發現長腳捷蟻對入侵者的攻擊中，對於體型相近的入侵者，如大黑

山蟻，則有大量的長腳捷蟻出來抵抗，相對於小型蟻，如棕色扁琉璃蟻，則表現出不在乎，

但在擬大頭家蟻(特化兵蟻)的攻擊上，因為體型較大黑山蟻更巨型，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抵抗，

實驗中發現，長腳捷蟻表現出纏鬥的精神，有少量的個體，對抗擬大頭家蟻的特化兵蟻，整

整一天過後，才發現特化兵蟻死亡（圖十一；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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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三、翻巢現象對長腳捷蟻防禦應變機制的研究

實驗發現，長腳捷蟻對於氣體流動較為敏感，一但對巢穴進行吹氣〈擬野外環境〉干

擾時，便會引起牠們的騷動而爆走，所以多數工蟻，所採取的對策是不斷的混淆，以干擾來

自外在的刺激，當然有部份工蟻，為了維護卵及蛹的安全，開始抱卵及抱蛹，帶到安全且陰

暗的地方安置；相對的，若無氣味〈實驗室環境〉的干擾，單純只照光，則會使工蟻將卵及

蛹帶到陰暗處安置，並不會出現大量工蟻跑出，干擾環境（圖十三；圖十七；圖十八）。

柒、 結論

1.長腳捷蟻對食物的選擇上，液態以蜂蜜為主要選擇對象，而固態食物，則是選擇果蠅屍體。

2.無論在空曠地區或在狹小地區，面對體型相近的入侵蟻種〈大黑山蟻〉，所採取防禦措施較

為積極，能出動大量的工蟻將對方殲滅。

3.在狹小地區，同樣是對體型巨大的入侵蟻種〈擬大頭家蟻〉，防禦措施比空曠地區較積極，

但在狹小地區，空間小，能出動的工蟻，僅有在洞口附近的工蟻，顧防禦隻數較少。

4.為了延續後代，長腳捷蟻在面對環境干擾時，多數工蟻立即抱卵、幼蟲及蛹，快速離開不

穩定的巢穴，而有一部分的工蟻，則藉機混淆。但若是在實驗室，屬於較不空曠的區域，

翻巢干擾不顯著，則僅有少數工蟻出現抱卵、幼蟲及蛹的行為，表現混淆的工蟻也較少數。

5.長腳捷蟻為多蟻后型態且每隻蟻后皆擁有可生產地位，原本繁殖速度已經很快，在多蟻后

的狀況下短期之內便能發展出相當可觀的數量。且蟻后不像大部分螞蟻移動緩慢，一但遭

受攻擊，蟻群便會快速散開，雖說群落便小，卻增加了長腳捷蟻的散佈機會。

捌、未來展望

1.希望能在交配季節中尋找處女蟻時，可以發現雄蟻。

2.可以在嘗試的去尋找其它蟻種，求證它種瑪蟻的世界是否也是多蟻后型態。

3.透過對長腳捷蟻的探討，將來期望能找到一個較佳的防治螞蟻患難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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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30311 

優點： 

螞蟻族群研究清楚，可貴的是也針對不同種螞蟻相比較。 

缺點： 

1. 觀察性雖然強烈，但並沒有針對應用性提出問題。 

2. 實驗設計應比較各種螞蟻蟻酸量、移動速度、繁殖能力，

提出比較，解釋優勢族群原因。 

3. 建立族群強度與環境關係後，方可應用於生活，例如：對

抗紅火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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