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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好奇目前淪為寵物餌食的櫻桃紅蟑(Blatta lateralis) 的小強本能還有多少?所以我們設計與

自製了四格透光紙盒討論櫻桃紅蟑對於不同照度與不同色光的負趨光性表現、自製沙盤紙箱

與不同接觸面來探討櫻桃紅蟑趨觸性的機制、自製軟管通道紙箱探討櫻桃紅蟑對各種氣味的

喜好、與自製八岔路軟管紙箱測驗其對水分的感知能力等…得到主要結論為櫻桃紅蟑在有人

為干擾下趨觸性的表現優先於負趨光性與對食物、水分的需求，於無干擾狀況下櫻桃紅蟑是

平均分散於環境中不喜碰觸的、在光照強度約 100 lux 以下對光的明暗較敏銳、對於氣流的擾

動感知大於對震動、水分的吸引力優於對糖、魚飼料等的吸引…我們期許這些結論有助於應

用在蟑螂防治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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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上學期班上去生物老師家拜訪時，我們一群好奇心過剩的學生不斷的從老師家掏了許多

寶，怪怪的老師養了刺蝟、螳螂、蠍子等等，可怕的是居然還有一大箱沒見過的小紅蟑螂，

問老師才知小紅蟑，中文名稱:土耳其斯坦蟑螂，國內取其外觀，都稱其為櫻桃蟑螂或櫻桃紅

蟑，是近幾年常用來當高級寵物餌食的首選，因為櫻桃紅蟑容易飼養沒有攀爬能力與怪味，

很適合在家自行繁殖，我們驚訝之餘不禁納悶?難道這種「小強」已經失去了所謂「人類滅亡

了仍然可活下去的本能，淪為寵物食品?」因此我們想到生物學過的趨性，想以透過研究櫻桃

紅蟑的各種趨性來探討其避敵及適應環境的能力。 

 

貳、 研究目的 

一、 櫻桃紅蟑對不同光照強度的負趨光性表現 

二、 櫻桃紅蟑對不同色光照射下的趨性與分布 

三、 櫻桃紅蟑趨觸性的反應機制 

四、 櫻桃紅蟑對各種氣味的趨避反應 

五、 櫻桃紅蟑對水分的感知能力 

六、 櫻桃紅蟑對聲波與氣流的感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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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與器材 

    

 

 

 

 

 

 

 

 

 

 

 

 

 

 

 

 

 

 

 

 

 

 

 

 

 

 

 

     

 

 

 

 

 

 

 

自製底部沙盤的趨觸性紙箱 

酸掉排骨肉、醋酸、酒精、砂糖、魚飼料、水 

照度計(櫻桃紅蟑對不同光照強度的負趨

光性表現實驗)(櫻桃紅蟑對不同色光照射

下的趨性與分布實驗) 

自製方形四格透光紙盒（櫻桃紅蟑對

不同光照強度的負趨光性表現實驗） 

自製四條長軟管通道紙箱（櫻桃紅蟑

對各種氣味的趨避反應） 

不同顏色玻璃紙（櫻桃紅蟑對不同色光照

射下的趨性與分布） 

自製軟管八岔路紙箱（櫻桃紅蟑對水

分的感知能力） 

實驗用的櫻桃紅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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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步驟 

一、 櫻桃紅蟑對不同光照強度的負趨光性表現 

(一) 第一代實驗裝置示意圖 

   

實驗步驟 

1. 將四格透光紙箱的各個開口以檯燈照射，調整檯燈高度來改變照度，並用照度計

測量數值，為本組實驗的操縱變因。 

2. 將約 200 隻櫻桃紅蟑置於示意圖中的放置口。 

3. 靜置三十分鐘觀察蟑螂在各區的分布數量，為本實驗的應變變因。 

 

(二) 第二代實驗裝置示意圖 

 

1. 改良後的紙箱按原實驗流程，將四區用紙板加以隔開，但是底部是互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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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櫻桃紅蟑對不同色光照射下的趨性與分布 

(一) 利用第二代實驗裝置進行本實驗 

(二) 實驗步驟 

1. 此組實驗的器材仍然使用(實驗一)的四格透光紙箱，並將四格透光紙箱的各個開口

以檯燈照射，覆蓋各色玻璃紙，並用光度計測量數值，將光的照度控制在相同。 

2. 為了避免環境其他光源的干擾，我們實驗的時間選擇在晚上七~八點的暗室進行。 

3. 將約 200 隻櫻桃紅蟑置於示意圖中的放置口。 

4. 靜置十分鐘觀察其移動後在不同色光的分布數量，並一隻隻數出數量。 

  

三、櫻桃紅蟑趨觸性的反應機制實驗 

(一)實驗裝置示意圖 

 

(二)實驗步驟 

1. 初步實驗時以厚紙板製成可改變角度的斜角，想研究接觸角度對蟑螂的影響，但是

實驗時發現角度較低時亮度同時也變暗，亮度的變因難以控制，所幸，偶然看到養

在一旁水族箱中可愛的櫻桃紅蟑有好幾隻鑽到裝水的玻璃蒸發皿下方，因此想到以

玻璃片製成斜角與接觸物，即可控制負趨光性的影響。 

2. 組別一與組別二實驗是分別在沙盤紙箱中置入多組不同角度的接觸面，放入約 100

隻櫻桃紅蟑後，靜置十分鐘，反覆操做五次觀察其數量分布求平均值。 

3. 組別三實驗是在沙盤紙箱中置入多組不同高度的接觸面，放入約 100 隻櫻桃紅蟑

後，靜置十分鐘，反覆操做五次觀察其數量分布求平均值。 

 

 

 

 

 

組別三 組別二 組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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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櫻桃紅蟑對各種氣味的趨避反應實驗 

(一)實驗裝置示意圖 

 

 

 

(二)實驗步驟 

 

1. 將待測試的物質置於通道末端的封閉容器內，考慮容器大小所以每次投放 12 隻，並把

12 隻櫻桃蟑螂投入後靜置一天才觀察蟑螂數量，實驗的櫻桃紅蟑都於一天前停止供應

水與食物。 

2. 櫻桃紅蟑攀爬能力很弱，因此當其掉入接近垂直的塑膠杯容器時無法爬出，其次考慮

到趨觸性的影響，所以各個通道的位置與相隔距離皆取相等，並且同組物質的實驗均

會對調位置重覆實驗。 

3. 選定測試的物質以網路搜索到一般蟑螂喜歡或討厭的氣味為主，驗證櫻桃蟑螂對於不

同氣味的趨避狀況。 

4. 關於液體物質的處理是以棉花吸收後放置杯內，防止櫻桃紅蟑掉入溺死。 

5. 考慮吸引力的強弱需要一個參照的標準，因此在實驗的各組別的四杯容器中，除了有

一杯放置待側實驗物質外，另選一杯放置水來作為比較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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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櫻桃紅蟑對水分的感知能力實驗 

(一)實驗裝置示意圖 

 

 

(二).實驗步驟 

 

1. 軟管通道的設計是將一般家用水槽的軟管串接，採取一管分成二管、二管分成四

管，四管分成八管，而長度的改變則是設計成串加在最末端管子的數量，藉此實

測蟑螂對水分的感知能力。 

2. 考慮容器大小與蟑螂群聚時可能分泌的聚集費洛蒙影響，因此我們各組實驗皆投

放 14 隻，並且投放的櫻桃紅蟑於前一天停止供應水。 

3. 依序將吸有水分棉花放置於 A~G 杯的其中一杯，如實驗數據(表 5-1)所示，並靜

置一天，觀察櫻桃紅蟑數量。 

 

 

 

 

 

 

 



 8 

六、櫻桃紅蟑對聲波與氣流的感知能力實驗 

(一)實驗裝置示意圖 

        

       氣流組 

 

   

       震動組:    

 

 

(二)實驗步驟 

 

1. 氣流組:分別將吹風機熱氣、人吹氣、風扇吹氣常溫、風扇吹氣(低溫)，觀察櫻桃蟑 

  螂反應，風力大小控制則是以相同距離下吹動紙帶的角度來控制。 

2. 震動組:以音叉震動空氣，並用分貝計測量響度，逐漸增加響度來觀察櫻桃蟑螂反 

  應，而響度大小以不超出正常人講話音量約 80 分貝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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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櫻桃紅蟑對不同光照強度的負趨光性表現 

初幾次的第一代實驗裝置中櫻桃紅蟑四散後，完全呈現無序狀況，分布於紙箱

的四個角落，我們猜測可能是角落的光線較弱與趨觸性的影響。因此實驗改為利用第

二代實驗裝置。 

(一) 櫻桃紅蟑對不同光照強度的負趨光性的結果圖(1-1) 

 

 

(二)實驗結果 

1. 由(圖 1-1)的實驗組別一、組別二的數量分布，發現當照度較強時(約 400 lux 以上)，

櫻桃紅蟑的分布受光強度的影響並不明顯，在實驗的四分格紙箱中都約各佔總數的

1/4。 

2. 由組別三可看出，櫻桃紅蟑在相對較暗的 200 lux 與 100 lux 方格中數量約佔總數的

60%，略高於較亮的其他兩個方格。 

3. 由組別四結果則可看出在光線較弱時(約 100 lux 以下)，櫻桃紅蟑有明顯聚集在照度

相對較弱的 50 lux 與 1 lux 區塊，約佔總數的 80%，但並不會全部移動到最暗區域。 

 

(三)結果討論 

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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蟑螂在各色光對白光分布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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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驗初期蟑螂並不如預期的產生負趨光性的分布，而是一放入盒中就散亂的逃跑，

並靜止在角落，即使刻意用強光照射角落，蟑螂仍然不為所動，原以為此項實驗設

計失敗，沒想到將四格透光觀察紙箱靜置於一旁不管時，蟑螂不再躲在角落，開始

出現了不同區塊的分布，此現象在接下來各項變因實驗都有出現，因此我們認為櫻

桃紅蟑隨光照強度不同要產生不同的數量分布必須在安定的狀況下才會呈現。 

2. 由組別一、組別二，我們判斷櫻桃紅蟑在強光下(約 400lux 以上時)，對光的亮度大

小已失去了敏感度，即例如無法判斷出 1000 lux 與 900 lux 的區別。 

3. 由組別三、組別四，我們判斷櫻桃紅蟑在弱光下(約 100 lux 以下時)，最能明顯表現

出負趨光性，推測是因為蟑螂的活動時間為夜間，因此對於較昏暗的光線需演化出

足夠的判斷能力，例如能區別出 50 lux(約小夜燈亮度)與 1 lux(約滿月亮度)的差別。 

 

二、 櫻桃紅蟑對不同色光照射下的趨性與分布 

 

    實驗設計時考慮到環境其他光源的影響與各種色光照度不同可能的影響，因此實驗

地點都選定在暗室內，並用光照度計測量照度，使不同顏色光線的照度相同。且櫻桃紅

蟑對不同色光的分布必須在沒有外在干擾下才會出現，將蟑螂放入實驗紙箱出其蟑螂都

呈慌亂的無序狀況，約半小時後會整個群體逐漸安定停下，同時彼此間距幾乎相等。 

 

(一)櫻桃紅蟑在各色光對白光時的分布實驗 

1. 蟑螂在各色光對白光時的分布百分比(圖 2-1) 

 

 

 

 

 

 

 

 

 

 

 

 

(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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蟑螂在各色光下分布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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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驗結果 

(1)由(圖 2-1)可看出除了紅光對白光此組數據，蟑螂分布有明顯的偏向紅光外，大約

是 65:35 的比例；其餘三組色光對白光的分布只是略高，大約都是 55:45 的比例。 

3.結果討論 

 (2)由此結果我們初步得到櫻桃紅蟑對紅色光有較強的趨性，但是對黃、藍、綠光較

無辨識度。 

 

(二)櫻桃紅蟑在各色光下分布實驗 

 1. 蟑螂在各色光下分布百分比實驗結果(圖 2-2)  

 

 

 

 

 

 

 

 

 

 

 

 

 

 

 

2.實驗結果 

(1)由圖(2-2)四種色光同時照射下，以紅色光佔總數的 43%為最高，黃光佔 28%居次，

而綠光、藍光都約佔 15%左右。 

 

3.結果討論 

(1)在實驗數據(圖 2-2)想探討櫻桃紅蟑對紅、綠、黃、藍色光是否有偏好或厭惡的現

象，因此採取同時比較的方式，而從實驗的結果來看，我們可以得到櫻桃紅螂對色

光的趨性是紅>黃>綠>藍，但並不會完全集中在一區，我們猜測這應該是跟保留活

動空間有關。  

(2) 探討產生紅>黃>綠>藍的趨性規律原因，發覺跟光的波長有遞減的關係，且以紅

光下蟑螂比例偏高來判斷，蟑螂可接收的光線波長應比紅光略高，而黃光本身是紅

光與綠光的混合光，所以我們推測在照度相同時，蟑螂只能接收其中的綠光因此光

線較弱，所以黃光的數量居次，而藍光與綠光應當都在蟑螂視覺的接收範圍內，因

此數量差異不大 。 

 

 

(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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蟑螂於兩兩色光下比較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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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蟑螂在兩兩各色光下比較實驗 

1. 蟑螂在兩兩各色光下比較分布實驗結果(圖 2-3) 

 

 

 

 

 

 

 

 

 

 

 

 

 

 

 

 

 

2.實驗結果 

  (1)由(圖 2-3)的數據可看出紅綠與紅藍光兩組比例差異最大，約差距 55 個百分比。 

  (2)紅黃、黃綠、黃藍光三組的比例差距則居中，約差距 20 個百分比。 

  (3)綠藍光此組分布比例則很接近，綠光稍大 3 個百分比。 

 

3.結果討論 

  (1)(圖 2-3)的實驗結果更加印證我們在(圖 2-2)的判斷，紅色光是在櫻桃紅蟑視覺所

能接受的波長範圍外，才會出現紅綠與紅藍兩組的分布差距最大，因為對櫻桃紅

蟑而言紅光幾乎是等同黑暗的。 

 

  (2)而紅黃、黃綠、黃藍光三組的比例差距會居中，我們判斷是黃光是紅光與綠光的

混合光，所以對櫻桃紅蟑仍可接收到綠光的部分，因此對蟑螂而言接收到的亮度

並不相同，例如黃綠光此組以蟑螂而言應當是半亮與全亮的差別。 

   

三、櫻桃紅蟑趨觸性的反應機制實驗 

 

(一) 組別一: 櫻桃紅蟑在各種不同水平夾角的分布實驗  

 

1. 櫻桃紅蟑在各種不同水平夾角的數量分布表格 

 

(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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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夾角 A(度) 

180 150 120 90 60 30 15 

蟑螂數

目(隻) 

6 10 17 36 38 39 39 

 

 

       接觸面夾角 A 如右圖所示 

 

 

2.結果討論 

(1)在實驗過程中發現，櫻桃紅蟑趨觸性現象於剛剛將蟑螂放入紙箱中或對其干擾時

最明顯可看到，而當環境安全時，櫻桃蟑螂大多時間處於靜止狀態，並且不一定會

接觸物體，因此此項實驗是設定在將蟑螂放入沙盤紙箱後約 10 分鐘，觀察其躲藏

於何處。 

 

(2)觀察表 (3-1)的數據，發現櫻桃紅蟑於低於 90 度時有較明顯的趨觸現象，而由沙

盤上的痕跡顯示無序亂跑後,沿著先碰到的壁面移動，在遇到低於 90 度的轉角較會

停下，所以我們推測在蟑螂感受到環境改變時，在逃跑過程是無序的，直到碰到接

觸面，而且與身體的接觸面積越大，蟑螂越會遵循本能停下，並非是直接往縫隙或

角落躲去。 

 

(3)為驗證此一想法我們設計了組別二，將夾角方向改變，測試蟑螂反應。 

 

(二)組別二: 櫻桃紅蟑在各種不同與地面夾角的分布實驗 

1. 櫻桃紅蟑在各種不同與地面夾角的數量分布表格 

       表(3-2) 

 

 

夾角 B(度) 

150 

 

120 90 60 45 30 15 

蟑螂數

目(隻) 

0 1 21 23 23 31 32 

 

接觸面與地面夾角 B 如右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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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果討論 

(1)根據(表 3-2)夾角 150 度與 120 度的結果，蟑螂數目皆為零推測，應該與實驗組別

一的結論相符，在這兩個角度之下，櫻桃紅蟑身體的接觸面積與平地是一樣的，對

蟑螂同樣沒有「安全感」，當角度到達 90 度以下時，數據顯示躲藏的數量明顯增加，

尤其角度越小時蟑螂數目也更多，因此我們推測蟑螂身體側面與上面接觸面積增

加，同時也增加了蟑螂停下來的本能。 

 

(2)為了進一步確認蟑螂躲藏的機制是因為側面與上面的接觸面積，因此我們又設計

了實驗組別三，將玻璃片平行地面放置。 

 

(三)組別三 : 櫻桃紅蟑在各種不同接觸面高度的分布實驗 

 

1. 櫻桃紅蟑在各種不同接觸面高度的數量分布表格 

(表 3-3) 

 

 

高度 H(cm) 

 

3 2 1 0.8 0.6 0.4 0.2 

蟑螂數

目(隻) 

0 0 0 0 2 37 38 

 

高度 H 如右圖所示 

 

 

2.結果討論 

(1)由整組數據與實驗時的實際觀察，高度 3cm~0.8cm 的狀況，蟑螂於四處逃跑時幾

乎是完全不停留，由此可見平時蟑螂會躲在物品底下是因負趨光性的影響，當我們

將遮蔽物該成玻璃片時，只要沒接觸到蟑螂身體，蟑螂並不會停下。 

 

(2)而由 0.6cm~0.2cm 的狀況觀察，0.6cm 約略有碰觸到蟑螂上側，0.4cm 時大約平貼

蟑螂身體，而 0.2cm 幾乎是完全卡住蟑螂，櫻桃紅蟑必須刻意費力鑽入，因此我們

推測蟑螂的趨觸性是因接觸面積大時，相對身體的壓迫感也大所觸發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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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櫻桃紅蟑對各種氣味的趨避反應 

(一) 櫻桃紅蟑對各種氣味的數量分布實驗結果表格  

     (表 4-1) 

組

別 

物質 

糖

水 

糖 100％

酒精 

100％ 

醋酸 

5％ 

酒精 

5％ 

醋酸 

酸掉

排骨

肉 

魚

飼

料 

水 空

杯 

停留

在紙

箱 

躁

動 

 

甲 2 - - - - - - - 8 1 1 ＊ 

乙 - 3 - - - - - - 7 1 1 ＊ 

丙 - - 0 - - - - - 1 5 6 ○ 

丁 - - - 0 - - - - 2 3 7 ○ 

戊 - - - - 5 - - - 5 2 0 ＊ 

己 - - - - - 0 - - 4 4 4 ○ 

庚 - - - - - - 0 - 7 2 3 ＊ 

辛 - - - - - - - 4 6 1 1 ＊ 

附

註 

「-」 表示非該組別的實驗物質  

「＊」表示蟑螂無躁動現象，「○」表示有躁動現象 

 

(二)結果討論 

1.由丙、丁、己三組推測，櫻桃紅蟑對強烈的氣味非常排斥，在此確定的是醇類與酸類

在高濃度時都會讓櫻桃蟑不安逃竄，計算數量時仍處在亂跑的狀態。 

 

2.由（表 4-1）各組的實驗結果來看，水對櫻桃紅蟑的吸引力很強大，但是前提在沒有強

烈刺激時，即如丙、丁、己三組落入水杯的數量較其他組低，因此判斷當環境中有濃

烈的氣味時，水分的吸引則不會呈現。 

 

3.由丁、己兩組可看出醋酸濃度降低時，仍讓櫻桃紅蟑很不安，因此推測庚組的酸掉排

骨肉也是基於相同原因(酸味)使蟑螂不喜靠近。 

 

4.由丙、戊兩組，100%與 5%的酒精討論，選擇酒精則是因為網路上盛傳的酒瓶捕蟑螂

法，結果發現 5%的酒精不至於使蟑螂逃竄但吸引力與純水是差不多的，故我們認為

低濃度酒精吸引蟑螂主要是因為水的成分。 

 

5.由辛組實驗討論，因為魚飼料是櫻桃蟑螂平時飼養時的食物，想藉此推測食物與水分

對蟑螂的吸引，由平均數量來看，水分仍然佔優勢。 

 

6.由於各組皆顯示水對櫻桃蟑螂的趨性，因此我們設計了（五）櫻桃紅蟑對水分的感知

能力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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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櫻桃紅蟑對水分的感知能力 

(一)蟑螂到達各種不同長度的隻數實驗數據 

      (表 5-1) 

 

 

組別 

軟管

總長 

(m) 

濕棉

花放

置處  

A 杯

數量 

B 杯

數量 

C 杯

數量 

D 杯

數量 

E 杯

數量 

F 杯

數量  

G 杯

數量 

H 杯

數量 

甲 4  A 杯 13 1 0 0 0 0 0 0 

乙 5  B 杯 2 12 0 0 0 0 0 0 

丙 6  C 杯 1 0 13 0 0 0 0 0 

丁 7  D 杯 0 0 2 10 1 1 0 0 

戊 8  E 杯 0 0 0 1 11 1 1 0 

己 9  F 杯 0 0 0 0 1 13 0 0 

 

(二)結果討論 

1.由(表 5-1)整體實驗數據顯示櫻桃紅蟑對水分感知頗為敏銳，在實驗的長度內(九公

尺)，時間夠長時，櫻桃紅蟑都能找到水分，在此長度內看不出距離的影響，我們推

測也可能是管道為封閉狀況，水分子易擴散到管各四處的原因。 

 

2.各組實驗結果中除了有水的杯中佔了大多數的蟑螂外，尚有 1~2 隻會跑到其他杯子，

我們觀察這些杯子的位置時，發現都是靠近有水的杯子，例如甲組中 A 杯佔 13 隻，

而 B 杯佔 1 隻，但 B 杯的位置是最靠近 A 杯的，因此我們判斷應當是水氣擴散至 B

杯的緣故。 

 

3.由於櫻桃紅蟑螂現在成功得定居在南加利福尼亞，德克薩斯最南端以及亞利桑納少

數地方的半沙漠地區，因此我們推測在此環境下櫻桃紅蟑為了生存所以演化出了對

水分的高度感知能力，此點在我們實驗中也得到了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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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櫻桃紅蟑對聲波與氣流的感知能力 

(一)蟑螂對於氣流與震動的觀察表 

 吹風機吹氣 人吹氣 風扇吹氣 

氣流組 順著風向四散，迅速

躁動並往牆角擠 

順著風向四散，迅速躁

動並往牆角擠 

受風干擾移動，但不

明顯 

 音叉震動 40 分貝 音叉震動 60 分貝 音叉震動 80 分貝 

聲波組   無影響   無影響 無影響 

 

(二)結果討論 

 

1.此部分設計是來自於網路上流傳的說法，「噓聲」可以趕走蟑螂，因此想實驗看看蟑

螂對所謂「噓聲」的反應，是來自聲音的震動或吹氣造成。 

 

2.根據我們觀察兩組的結果，氣流組明顯蟑螂受到影響，而聲波組蟑螂幾乎不為所動，

因此我們可以肯定並非是聲音趕走蟑螂而是吹氣所造成，而對氣流敏銳這點推測也

和蟑螂躲避外在危機的本能有關。 

 

陸、結論 

 

(一) 櫻桃紅蟑的趨觸性強過其負趨光性、攝食、地域性等本能，遇到危機時以逃命優先，會

先往角落或接觸物鑽。 

 

(二) 櫻桃紅蟑的趨觸性是不包括同類間的接觸，有群聚的現象但不互相碰觸，彼此間會把生

活空間平均分配，我們猜測這點應與其生存策略有關，不碰觸將可減少病毒或毒物的傳

遞。 

 

(三) 要看到櫻桃紅蟑的負趨光性，必須在弱光(100 lux 以下)才能較明顯看到差異性的分布，

並且在環境安全時會以保持互相距離為主，並不會全擠到最暗區塊，而當周圍環境皆為

強光時，則會適應光照靜止不動，並且無法判斷強光間的差異。 

 

(四) 蟑螂在色光下的分佈比例有紅>黃>綠>藍的趨性規律，發覺跟光的波長有遞減的關係，

尤其以紅光下蟑螂比例最為偏高來判斷，蟑螂可接收的光線波長應比紅光略高，而黃光

本身是紅光與綠光的混合光，所以我們推測在照度相同時，蟑螂只能接收其中的綠光因

此光線較弱，所以黃光的數量居次，而藍光與綠光應當都在蟑螂視覺的接收範圍內，因

此數量差異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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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櫻桃紅蟑逃跑時是無規律方向，碰到接觸物時沿接觸物移動，當遇到角度到達 90 度以

下的轉角或物體下的縫隙時，蟑螂身體側面與上面接觸面積增加，而增加了蟑螂停下來

的本能。 

 

(六) 櫻桃紅蟑排斥強烈的氣味，本實驗結果以酸味特別明顯，且水分對其吸引力很大甚至高

於食物，對水分的感知距離以本實驗而言至少九公尺。 

 

(七) 網路上流傳的說法，「噓聲」可以趕走蟑螂的正確解讀應該是噓聲所吹出的氣流造成，

而非聲音，也就是櫻桃紅蟑對氣流改變很敏銳但對聲波則不太有反應。 

 

(八) 綜合以上觀察，櫻桃紅蟑的求生策略可用「安全第一」來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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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30314 

一、本作品詳實分析櫻桃紅蟑趨觸性。期望對蟑螂防治有好的助

益。 

二、本作品櫻桃紅蟑雖是一種蟑螂，但其習性與台灣常見之美洲

蟑螂和德國蟑螂之防治可能有些差異，若要找出防治策略，

可直接利用常見之蟑螂進行較適合。 

三、櫻桃紅蟑為寵物餌食，應朝如何增加櫻桃紅蟑的養殖方向進

行較適當。 

 

030314-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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