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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生活在草原的長疣馬蛛，觀察牠如何結網以及網型構造，並探討網的功能。

在觀察及實驗後得到以下結論：長疣馬蛛偏好在強光環境下結網，且對高溫有好的耐受性。

長疣馬蛛視力差，但可以結出用來感應捕食的多層漏斗狀網，結網的方式相當特殊，可分為

「探測期」、「底層網期」、「平面網期」、「皿狀網期」、「漏斗網期」五個階段，且不同層網的

感應偵測上與敏感度與捕食成功率均不相同。我們也進一步探討了長疣馬蛛的捕食行為模式

長疣馬蛛的捕食行為可分為「被動感應模式」、「偵查模式」、「攻擊獵物模式」、「後續處理模

式」、「返回」五個階段。其可以利用最頂層的平面網捕食獵物，且獵物的捕食受到獵物大小

與置入的方式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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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一個下雨天，發現道路旁的草地，有許多小區塊聚集了許多露水，靠近一看，發現是蜘

蛛網。一般結網的蜘蛛，在下雨天會收網。我們好奇這種蜘蛛怎麼不會收網？ 
得知此種為長疣馬蛛，是狼蛛科中唯一會結網。但牠所結出的網較沒有黏性，網為漏斗

狀，但並沒有記載漏斗狀網是如何被結出。 
我們著手觀察其結網行為及網型構造，並試著找出環境因素對結網行為的影響，及如何

利用這個網在草地上覓食？ 
 
 

貳、 研究目的 
一、觀察長疣馬蛛的結網行為 
二、探討環境因子對長疣馬蛛結網之影響 
三、探討長疣馬蛛網上感應行為模式及不同層網的感應效果 
四、探討網上獵物大小與位置對長疣馬蛛捕食行為之影響 
五、探討網上獵物數量對長疣馬蛛捕食行為之影響 

 
 

參、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塑膠杯 
二、 塑膠罐 
三、 吸管 
四、 透明膠帶 
五、 紙箱 

六、 電烙鐵 
七、 乙醚 
八、 鑷子 
九、 燈泡 
十、 西卡紙 

十一、 瓦楞紙 
十二、 不織布 
十三、 噴霧器 
十四、 溫度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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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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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討環境因子對長疣馬蛛結網之影響 
(一) 有無光照環境 

1. 裝置 
    連接兩個觀察杯，用黑紙將其一包裹，使其內部成為完全黑暗的環境。並將另一

置於日光燈下。 
2. 步驟 

(1) 把馬蛛放入吸管中，分別接上述兩杯(見圖六)，置於箱中(見圖七)，觀察結網偏好。 
(2) 對照組裝置如圖八、九，觀察結網偏好。 
(3) 重複十次。 

 
(二) 光照強弱的差異 

1. 裝置 
  將兩觀察杯以吸管連接，以白色珍珠板及黑紙分別套上(見圖十)，對照組則不用。

將裝置等距圍繞在光源周圍，並隔絕外部光源(見圖十一)。 
2. 步驟 

(1) 把馬蛛放入吸管中，接上觀察杯。 
(2) 每一組實驗組與對照組杯內的亮度如表一 
(3) 各重複 10 次，記錄其結網偏好。 

 
(三) 光源位置的差異 

1. 裝置 
  將一個觀察杯用高黑紙包裹周圍，留頂部讓光線進入，裝置定為頂部光源組，另

外一個則定為全光照環境組。       

 
圖六 實驗組 圖七 實驗放置區 圖八 對照組(兩側皆無包裹)

 

圖九 對照組(兩側皆有包裹) 圖十 實驗用觀察杯 圖十一 實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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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 
一、 觀察長疣馬蛛的結網行為 

(一) 結網步驟的觀察 
1. 探測期：馬蛛放入觀察杯後，會不停地沿著觀察杯底部邊緣繞圈探測環境。 
2. 第一層網(底層網)(圖二十七、圖二十八)：馬蛛在探測環境後，以吸管口為基點來回

杯壁間結網，形成從吸管口延伸出的扇形狀網。並在扇形網上來回織網使之緻密。 

 
圖二十七底層網 圖二十八底層網示意圖 

3. 第二層網：(圖二十九~三十四) 
(1) 平面網期：馬蛛利用底層網，在其上方將蛛絲從吸管口的上方延伸到另一端的杯

壁，在底層網上方形成稀疏的網狀構造，再爬上網狀結構繼續結網使之緻密。 
(2) 漏斗網前期：以蛛絲連接底層、平面網(第二層)，將平面網向下拉，形成皿狀網。 
(3) 漏斗網後期：以第一、二對步足將第二層網挖開一個洞，從洞口下到底層網並在

吸管口和第二層網之間來回結網，使底層網和第二層網間出現管狀網，並在平面

網上方向上發展出漏斗狀網。 
 

  
圖二十九 平面網 圖三十 平面網示意圖 

底層網 

平面網(第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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漏斗網 

 

 
圖三十一 漏斗網 圖三十二 被挖洞的平面網示意圖

  
圖三十三 管狀網示意圖 圖三十四 漏斗網示意圖 

 
4. 第三~四層網(圖三十五~三十八)：從漏斗網邊緣上方結出第三層平面網，將第三層網

向下拉，成為皿狀網，完成後馬蛛利用空隙上到第三層網，有時會接續形成漏斗網，

或是不形成皿狀網，繼續向上發展出第四層，形成連續平面網。 

  
圖三十五第三層網 圖三十六第三層網示意圖 

平面網(第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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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七第四層網 圖三十八第四層網示意圖 

 
(二) 觀察馬蛛的「棄網」行為 

  若到新觀察杯結網，或捨棄原網另結新網的行為，稱之棄網行為；若無論是否結

網，仍停留在原網上，稱之為留守行為。 
1. 後面接：10 組當中 6 組棄網、4 組留守。 
2. 對面接：10 組全數棄網，在原位置上方，捨棄舊網，用新環境因子(吸管)結新網。 
3. 後面接(對照組)：10 組全數留守。 

 
 
 
 
 
 
 
 
 
 
 
 
 
 
二、 探討環境因子對長疣馬蛛結網之影響 

(一) 有無光環境 
1. 一側有光、另一側無光的 10 組實驗組中，皆偏好在有光環境。 
2. 兩側皆有光的 10 組，左、右側各 5 隻結網。 
3. 兩側皆無光的 10 組，6 隻在左側、4 隻在右側結網。 

(二) 光照強弱的差異 
1. 光照強度：150lux vs. 650lux 

    從「網的大小」及「網的疏密」來定義偏好位置，均偏好於光線較強處結出較大

較密的網；對照組的 10 隻中，7 隻所結的網在兩側皆一樣大沒有偏好。 

圖表一-1 棄網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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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照強度：650lux vs. 1200lux 
    實驗組 10 隻均偏好於光線較強處結網；對照組 10 隻中，9 隻所結的網在兩側皆

一樣大沒有偏好。 
(三) 不同溫度高低對馬蛛結網的影響 

    實驗組 10 隻當中，7 隻所偏好在溫度高側結較密的網；對照組中結出的網，10
隻中，紙箱的左側 4 隻、右側 6 隻的網大小較另一側大沒有偏好。 

(四) 不同光源位置的差異  
1. 最高網高平均值：頂部光源組為 1.35 cm，全光照環境組為 3.52 cm；最低網高平均值：

頂部光源組為 0.1 cm，全光照環境組為 1.22cm。 
2. 層與層的距離平均值：全光照環境組最大值為 1.17 cm，最小值為 0.28 cm；頂部光源

組則沒有多層網。 
3. 層數平均值：頂部光源組為 1 層，全光照環境組為 2.7 層。 

 
 
 
 
 
 
 
 
 
 
 
 
三、 探討長疣馬蛛網上感應行為模式及不同層網的感應效果 

(一) 在漏斗部及頂層平面網的感應及捕食行為 
 

1. 被動感應模式(無獵物掉落於網上時) 
(1) 巢裡感應行為：位於巢底部時，會以第一、二對步足輕觸漏斗管壁，三、四對步

足弓起呈起跑姿勢，頭胸部與腹部懸空。 
(2) 漏斗網口感應行為：位於漏斗網口時，會以一、二對步足的第一分節平貼於平面

網上，第三對步足輕觸於漏斗管開口外緣，第四對步足弓起處於管內部，頭胸、

腹部懸空，此時對獵物的敏感度較高。 

圖表二-1 光照後兩天的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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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攻擊獵物模式 
(1) 動態獵物鎖定行為：會將第一對步足指向會震動的獵物方向。 
(2) 撲擊行為：當鎖定的獵物時，會以第 4 對步足向後蹬，以跳躍的方式攻擊獵物，

此為游獵蛛的捕食特色。 
(3) 捕捉行為：會分別以前二對步足與觸肢、或以前三對步足與觸足抓起獵物幫助上

顎咬住獵物。 
 

  
  圖四十六 動態獵物鎖定行為   圖四十七 撲擊 

  
   圖四十八 大果蠅捕捉行為    圖四十九 小果蠅捕捉行為 

 
4. 後續處理模式 

(1) 攜回行為：此行為也是游獵蛛的捕食特色，在捕捉到獵物後，再以觸肢扶著獵物

以倒退走或正面走的方式將獵物帶回。 
(2) 巢內囤積：面對數量不多或體積小的獵物時，會將獵物攜回漏斗管內囤積食用。 
(3) 漏斗網口囤積：面對體型較大或數量較多的獵物時，會將獵物囤積於漏斗網口處，

再從漏斗網口處抓一兩隻獵物回巢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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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 攜回行為 圖五十一 巢內囤積食用 圖五十二 漏斗網口囤積食

用 
 

(二) 觀察馬蛛對於掉落在不同層獵物的捕食行為 
1. 不同層網在置入獵物時，馬蛛所需要的感應時間(圖表三-1) 

    在不同網層置入果蠅後，從巢底部到各層平面網進行平面網偵查行為，記錄這段

巢裡感應行為的時間，實驗結果如下：底層網：平均 4.47 秒；第二層網：平均 2.40
秒；第三層網：平均 2.00 秒；頂層網：平均 0.90 秒。 

 
圖表三-1 各層網放入果蠅到離開漏斗網口感應行為所需的時間 

 

2. 在不同層網置入獵物時，馬蛛發生偵查行為的差異(圖表三-2) 
    平面網偵查後，會有不繼續偵查直接攻擊獵物，或主動探測性偵查後攻擊獵物的

行為。本實驗記錄這兩種行為的發生次數： 
(1) 底層網：彈跳偵查行為 5 次、拍網偵查行為 7 次、直接攻擊獵物行為 6 次。 
(2) 第二層網：彈跳偵查行為 8 次、拍網偵查行為 4 次、直接攻擊獵物行為 6 次。 
(3) 第三層網：彈跳偵查行為 8 次、拍網偵查行為 0 次、直接攻擊獵物行為 10 次。 
(4) 頂層網：18 次皆直接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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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三-2 各層網不同感應獵物行為出現次數 

 

 
四、 探討網上獵物大小與位置對馬蛛捕食行為之影響 

(一) 網上獵物大小對馬蛛捕食行為之影響 
1. 同時放大小不同的兩隻果蠅 

(1) 捕食一隻的情況(15 次中有 8 次)：8 次中 7 次捕捉大果蠅、1 次捕捉小果蠅，且無

論捕捉大或小果蠅皆是回管狀巢底部。 
(2) 捕食兩隻的情況(15 次中有 7 次)：7 次中 6 次先捕捉大果蠅再捕捉小果蠅、1 次先

捕捉小果蠅再捕捉大果蠅，且捕捉兩隻果蠅的馬蛛皆會停在漏斗網口。 
2. 同時放入兩隻相同大小的小果蠅 

(1) 15 次中，有 12 次捕捉一隻果蠅；另有 3 次將兩隻果蠅捕捉。 
(2) 15 次均將獵物帶回管狀巢底部食用。 

3. 同時放入兩隻相同大小的大果蠅 
(1) 15 次中，均一次捕捉一隻，最後兩隻大果蠅均會被捕捉。 
(2) 15 次均在捕捉大果蠅後，分別把兩隻大果蠅放置到漏斗網口。 

(二) 網上獵物位置對馬蛛捕食行為之影響 
1. 連殺行為 

(1) 果蠅左右距離 0.5cm 時，大多只抓 1 隻果蠅(80%)。 
(2) 果蠅左右距離 3cm 時，大多分別捕捉 2 隻(90%)。 
(3) 前後距離 3cm 時，大多分別捕捉 2 隻(70%)。 
(4) 前後放置出現連殺的頻率高於相距 0.5cm 的 10%、3cm 的 0%，增加為 30%。 

2. 纏繞行為 
(1) 同時放了 2 隻小果蠅，且馬蛛捕食到 2 隻小果蠅時，皆無出現纏繞行為。 
(2) 同時置入 2 隻大果蠅，且馬蛛捕食到 2 隻大果蠅時出現了 3 次纏繞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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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四-1 馬蛛面對不同大小果蠅的捕食行為差異 

 

 
圖表四-2 捕捉隻數與食用位置的關係 

 

 
圖表四-3 捕食隻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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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四-4 「連殺」行為捕食方式 

 
 

圖表四-5 「纏繞」行為捕食方式 

 

 
五、 探討獵物多寡對長疣馬蛛捕食行為之影響 

(一) 同時間置入果蠅 
1. 馬蛛捕捉果蠅數量(各 15 次) 

(1) 投入 1 隻果蠅 :15 次捕捉 1 隻。 
(2) 同時投入 2 隻果蠅 : 12 次捕捉 1 隻、3 次捕捉 2 隻。 
(3) 同時投入 3 隻果蠅 : 3 次捕捉 1 隻、1 次捕捉 2 隻、11 次捕捉 3 隻。 
(4) 同時投入 4 隻果蠅 : 1 次捕捉 3 隻、14 次捕捉 4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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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五-1 馬蛛捕捉果蠅隻數 

 

 
2. 馬蛛獵物囤積與食用位置(各 15 次) 

(1) 投入 1 隻果蠅 :均直接帶回漏斗底部。 
(2) 同時投入 2 隻果蠅 :均直接帶回漏斗底部。 
(3) 同時投入 3 隻果蠅 : 3 次直接帶回漏斗底部、12 次堆放在漏斗網口處後再帶回漏

斗底部。 
(4) 同時投入 4 隻果蠅 :15 次堆放在漏斗網口處後再帶回漏斗底部。 

 
圖表五-2 馬蛛獵物囤積與食用位置 

 

 
(二) 間隔時間置入果蠅 

1. 馬蛛捕捉果蠅數量(各 30 次) 
(1) 投入 1 隻：均捕捉 1 隻。 
(2) 間隔投入 2 隻：26 次捕捉 2 隻、4 次捕捉 1 隻。 
(3) 間隔投入 3 隻：9 次捕捉 3 隻、15 次捕捉 2 隻、9 次捕捉 1 隻。 
(4) 間隔投入 4 隻：次捕捉 4 隻、5 次捕捉 3 隻、15 次捕捉 2 隻、3 次捕捉 1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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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五-3 馬蛛捕捉果蠅數量 

 

2. 捕捉果蠅後馬蛛的食用位置(各 30 次) 
(1) 投入 1 隻：28 次捕捉後到巢底部食用、2 次捕捉後停留在漏斗網口處食用。 
(2) 間隔投入 2 隻：25 次捕捉後到巢底部食用、5 次捕捉後停留在漏斗網口處食用。 
(3) 間隔投入 3 隻：24 次捕捉後到巢底部食用、6 次捕捉後停留在漏斗網口處食用。 
(4) 間隔投入 4 隻：20 次捕捉後到巢底部食用、10 次捕捉後停留在漏斗網口處食用。 

 
圖表五-4 食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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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研究討論 
一、 觀察長疣馬蛛的結網行為 

(一) 觀察馬蛛的結網過程 
1. 結網流程： 

   在結網前會經過「探測期」，接下來「底層網期」，結完後進入「平面網期」，再進

入「皿狀網期(漏斗網前期)」，馬蛛會在皿狀網底部挖洞，向下結管狀網，向上結漏

斗網，此階段為「漏斗網期(漏斗網後期)」，完成後會再回到「平面網期」，成為一個

循環，稱為漏斗網發展期，向上延伸出更多層的漏斗網。 
    馬蛛也常在第三層以上的「平面網期」後，尚未進入「漏斗網發展期」，再進入

一次的「平面網期」，才會兩層一起進入「漏斗網發展期」，形成兩層距很接近的漏斗

構造。 
2. 結網流程圖： 

 
(二) 觀察馬蛛的棄網行為 

1. 結出失敗的網(無法感應獵物)時，沒有補網及收網的行為，傾向到新環境結網，沒有

到新環境結網，沒有繼續結網的行為出現。 
2. 結出失敗的網時，若有新環境因子加入，均傾向在原本的位置上，放棄原本的舊網，

結出新網。 
3. 如果本來是成功的網，並不會放棄原有的網到新環境結網。 

二、 探討環境因子對長疣馬蛛結網之影響 
(一) 有無光環境：全數皆在有光環境下結網，且在無光環境中，沒有任何絲狀結構出現，

故推測偏好在有光環境下結網。 
(二) 光照強弱：皆偏好在光照較強位置，結出網型較大且較密的網，且馬蛛可以分辨光度

差異，在光照較強的環境結網。 
(三) 溫度高低：全數在溫度較高(38 ~40 )℃ ℃ 的環境結出完整網，推測偏好在溫度高於室

溫的環境結網。 
(四) 光源位置：全光照環境相對於頂部光源下發展出的網型，無論是網高(3.52cm > 

1.35cm)、層數(2.7 層 >1.0 層)、層間距(1.17cm > 0.28cm)，都比頂部光源環境下來的

多與完整。推測偏好在光線量較多、遮蔽較少的環境下結網，因此在僅有頂部光照環

境結網的行為較差。 
 

三、 探討長疣馬蛛網上感應行為模式及不同層網的感應效果 
(一) 在漏斗部及頂層平面網的感應及捕食行為 

1. 被動感應模式： 
(1) 巢裡感應行為：利用其第一、二對步足感應獵物，但巢裡的絲狀構造收斂且堆疊，

導致其傳遞震動的效果大幅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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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口感應行為：利用較多的步足(一、二、三對)提高感應的效果，此位置敏感度較

高，也是捕食時最主要的感應模式。 
2. 偵查模式： 

(1) 被動偵查：推測其四對步足貼於平面網上，有助於其偵測從四周傳遞過來的獵物

震動來源。 
(2) 主動偵查： 

a. 拍網偵查行為：當馬蛛與缺乏活力獵物在同一層網，有很高的機率出現此行為。

推測利用拍打的方式，使平面網產生起伏性震動以刺激獵物產生更強烈的震動。 
b. 彈跳偵查行為：當與獵物處於不同層網時，有很高的機率出現此行為，推測其利

用使整個漏斗網產生起伏性震動的方式，刺激獵物產生更強烈的震動。 
3. 攻擊獵物模式：攻擊獵物前有動態獵物鎖定的行為，再進行攻擊。 

(1) 動態獵物鎖定行為：其會將第一對步足指向獵物並貼於網上，推測此行為有助於

其確認感應前方小範圍的震動。 
(2) 獵物攻擊行為：在此階段則表現出游獵蛛的攻擊行為。 

4. 後續處理模式： 
(1) 一般行為 

a. 帶回：將獵物以上顎咬住，以觸肢抱著帶回。 
b. 不帶回：當辨識為尚可食用時(如剛死的果蠅)產生的行為。 
c. 丟棄：當其辨識為無法食用時(如乾硬的死果蠅)產生的行為。 

(2) 特殊行為：纏繞，其捕捉的較大獵物時，推測其可藉由此行為固定獵物並帶回。 
5. 返回： 

(1) 巢口：網面上同時存在多數的震動源或面對兩隻以上大型獵物時，其會將獵物囤

積於漏斗網口，推測獵物大小與數量為影響此行為的重要因子。 
(2) 巢裡：網面上只存在 1、2 隻獵物時，會直接將獵物帶回巢底部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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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食行為模式流程圖：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被動感應

巢裡感應 網口感應

第二階段：被動平面網偵查 (判斷獵物位置、震動)

平面網上出
現獵物 

強烈震動 不會震動不明顯震動

第五階段：返回巢裡 

第二階段：主動探測性偵查－拍網、彈跳 

第三階段：攻擊獵物 

有感應 無感應

第四階段：後續處理

食用 不食用

獵物處理 丟棄

纏繞
帶回 

分別帶回 一起帶回 

未纏繞
帶回 

動態獵物鎖定 

攻擊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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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馬蛛對於掉落在不同層獵物的感應行為與效果 
1. 不同層網「巢裡感應」所需時間：馬蛛位於巢底時，對感應不同層獵物所需的時間為

底層>第二、三層>頂層，推測巢底是由各層平面網向下收斂而成，頂層為最內層，

其次為二、三層鋪在頂層下面，因此巢裡感應越下層越不敏感，費時越久。 
2. 各層網不同偵查行為出現次數：(圖表三-2) 

(1) 「拍網偵測」行為：發生次數隨著層數增加而遞減，底層(7 次)、第二層(4 次)，推

測底層、第二層平面網較不敏感，須以拍網偵查。 
(2) 「彈跳偵測」行為：當獵物在馬蛛下層網時，由於偵測不到獵物，無論獵物是在

底層、第二、三層，均需主動發出振動刺激獵物，藉此來確定獵物位置。 
(3) 不偵查直接攻擊：行為次數隨層數增加而提升，獵物於頂層時均採取此行為，推

測發生頻率與平面網的敏感度有正相關。 
3. 愈近底層網感應效能愈差(見圖表三-1)，頂層平面網較敏感，不需偵查行為便有高捕

食成功率。預期愈近底層網，捕食成功率越低，但結果顯示，底層與第二層的捕食成

功率無顯著差異，甚至高於第三層網，推測偵查行為的加入(見圖表三-2)，有助於提

升捕食成功率。 
4. 預測第三層捕食成功率應較第二層和底層高，但結果顯示，捕食成功率比底層和第二

層低，推測與此層未發生拍網感應有關。 
 
四、 探討網上獵物大小與位置對長疣馬蛛捕食行為之影響 

(一) 獵物大小對馬蛛捕食行為之影響 
1. 同時放置 2 隻大果蠅的實驗中，均出現捕捉 2 隻獵物的行為；在同時放置 2 隻小果

蠅時，出現較多捕捉 1 隻獵物的行為，據研究結果，推測網上出現較強烈振動時，

回巢後，也能再次感應到振動而到網上捕食另 1 隻大果蠅；反之，2 隻小果蠅在網上

時，馬蛛捕食 1 隻後，會忽略另 1 隻小果蠅的振動。 
2. 在放置 1 大 1 小的果蠅實驗中，馬蛛捕食 1 隻或 2 隻果蠅的機率各半，推測是因小

果蠅的振動可能被大果蠅產生的振動覆蓋，導致馬蛛判斷網上只有 1 隻果蠅，而只

捕捉一隻。無論捕捉 1 隻或 2 隻，皆偏好捕捉大果蠅，推測具有判斷振動大小的能

力且捕捉較大獵物。 
(二) 獵物位置對馬蛛捕食行為之影響 

1. 連殺行為 
(5) 發現當兩隻果蠅左右距 0.5cm 時，大多只抓 1 隻果蠅，與研究目的四、五的結果

相符；但當左右距 3cm 或是前後距 3cm 時，卻出現不一樣的偏好，捕捉 2 隻的機

率提升，當獵物間距越大越偏好分別抓兩隻。推測馬蛛不會連續捕食同一地點的

獵物，無論上一次捕食地點附近是否還有震動，皆會忽略震動不再捕獵，當震動

源距離 3cm 時，馬蛛會因震動源的不同，再度捕獵。 
(6) 將果蠅由左右放置改為前後放置。連殺的頻率增加。推測在捕捉後攜回時，會以

正面走或倒退走的方式帶回，所以能捕捉其正前方或正後方的獵物，因此果蠅前

後放置較易出現連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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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纏繞行為 
同時放 2 隻小果蠅不出現；但同時置入 2 隻大果蠅，且皆被捕食時，卻出現 3

次纏繞行為。在捕食體型較大且較多時，會用絲固定獵物，使之更易攜帶且不易掙脫。 

 

五、 探討獵物多寡對長疣馬蛛捕食行為之影響 
(一) 同時間置入果蠅 

1. 同時投入 2 隻小果蠅時，傾向只帶 1 隻果蠅回巢中，常會忽略另一隻小果蠅，只感應

到一隻小果蠅在震動而只捕食 1 隻果蠅，。 
2. 同時有 3 個以上的振動源存在平面網上時，較傾向捕捉全部的獵物。推測多個震動源

同時存在時，會較清楚感應到多數的獵物在網上，因此傾向採取全數捕殺的捕食行

為。 
3. 研究中也發現，當馬蛛捕捉 3 個以上獵物時，會產生高頻率將獵物囤積於漏斗網口的

行為，待捕捉所有獵物後，再帶回到巢底部食用，推測此行為出現於網上獵物到達一

定數量時，為減少來回所需的時間而產生，此為遊獵蛛為適應網上的感應，發展出的

行為模式。 
4. 當捕捉到的獵物數量大於 3 隻時，不傾向將全部的獵物帶回巢底，推測太多獵物在巢

底會影響感應，故只攜帶部分獵物食用。 
(二) 間隔時間置入果蠅 

1. 在間隔投入 2 隻果蠅的實驗，捕食行為與同時置入 2 隻果蠅的結果不同，雖都是置入

2 隻果蠅，但此實驗傾向攻擊 2 隻果蠅高於同時置入，推測間隔置入果蠅，可以在非

連續振動的環境下，回復捕食感應的敏感度。 
2. 隨著投入的果蠅數增加，仍傾向於捕捉 2 隻果蠅，推測間隔置入的方式，每次均會將

捕捉的果蠅攜回漏斗內，在捕捉2隻果蠅後，因其巢底部囤積的食物影響其感應行為，

使其不再次捕捉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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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研究結論 
一、 結網過程可分為「探測期」、「底層網期」、「平面網期」、「皿狀網期」、「漏斗網期」五個

階段，其中後三個階段合稱為漏斗網發展期。 
二、 無補網或收網行為，結網失敗時，會有「棄網行為」。 
三、 偏好在「有光照」、「光線強烈」、「高溫(38 ~40 )℃ ℃ 」的環境結網。 
四、 利用所結的網進行遊獵的行為可分為「被動感應模式」、「偵查模式」、「攻擊獵物模式」、

「後續處理模式」、「返回」五個階段。 
五、 蛛對越接近頂層的獵物感應越敏感，「直接攻擊」行為發生次數越多，而「拍網行為」

與「彈跳偵測」有助於增加非頂層網的捕食成功率。 
六、 具有分辨獵物振動大小的能力且優先捕捉震動源較大的獵物，再捕捉震動源較弱的獵

物。 
七、 「連殺」行為較容易出現在獵物在捕食的同一直線軸上。 
八、 「纏繞」行為使能攜帶獵物亦能包裹獵物，使之不容易掙扎逃脫，是像真正結網蛛的演

化證據。 
九、 當網上同時出現的獵物越多時，傾向將全數的獵物捕捉，同時為了降低來回捕食所需時

間，並避免獵物佔滿漏斗網內，會先將獵物囤積在漏斗網口，持續捕食獵物，此為遊獵

蛛為適應網的感應，產生新的行為模式。 
十、 當網上間隔出現的獵物越多時，會持續來回並於巢底進行食用，但會因為獵物過多，而

影響到巢裡感應的敏感度，而使之出巢捕捉次數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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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40717  

探討長疣馬蛛結網和捕食行為模式，僅限於捕食行為的探討，

雖然有趣，但是若能有進一步之生化分析，如氣味…etc，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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