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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蠅」不可 

- 蠅進入捕蠅器內活動情形之相關研究  

 

摘要 

 

  本實驗主要針對蠅的特性，以食物誘集法設計了十一款不同的捕蠅器去捕捉蠅，並經過

十二次的實驗，以長期觀察和數據統計的方式，去比較哪一款的捕蠅器成效最佳，最後為十

號捕蠅器的效果最佳，因此我們推論是因為餌離洞較近，蠅能夠輕易地嗅到食物腐敗的味道，

才會進入捕蠅器中，藉由上層透光，下層不透光的反差設計，可有效引誘蠅類進入上層而找

不到原來的出路。同時我們在捕捉到蠅後，將蠅放入我們製作的飼養箱中進行長期的觀察和

錄影。最後發現蠅的生命力旺盛，在捕蠅器中時，多習慣向上移動。它們在溫暖的生活環境

中時，便會在餌上產卵進行繁衍，我們也發現，當蠅在溫度較低時，活動力較小，生長的周

期會比較長。 

 

壹、研究動機 

在學校倒垃圾的同學常常反應垃圾場有許多蠅，驅趕不了，也無法將它們一網打盡，更

不想用對生態環境有傷害的殺蟲劑，我們知道蠅可能成為傳播疾病的媒介及造成農作物的損

傷，於是想到學校曾學過介紹昆蟲的單元，決定要更深入了解蠅的一生，同時也透過飼養蠅

的觀察了解蠅的生長過程、生活習性、飛行方式，以便能設計出一款捕蠅效果最佳的捕蠅器。

此外，我們也蒐集資料，了解如何自製捕蠅器，透過觀察與實驗，更進一步探討蠅為何飛進

去捕蠅器中就飛不出來的現象，並將所得的結果用來製作簡單有效、環保無毒的捕蠅器，以

解決大家的困擾。 

貳、 研究目的 

   一、為何捕蠅器可以捕到蠅類。 

   二、自行製作捕蠅器並比較哪一種捕蠅器效果最佳。 

   三、觀察蠅的飛行方式。 

   四、觀察蠅的生長過程。 

参、研究設備及器材 

   我們所用到的器材和設備有寶特瓶、剪刀、美工刀、膠帶、鐵絲、網子、鑷子、放大鏡、     

    錄影機、固態餌以及液態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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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研究方法 

    我們利用食物誘集法，由於食性的差異，各種蠅類喜好的食物不同，我們試驗各種

不同的誘餌，來引誘蠅類。 

二、誘餌的種類 

     (一)根據我們蒐集資料及調查結果歸納出能吸引蠅類的誘餌為肉類、果汁、特調捕        

蠅劑、蛋液。 

     (二)依據蠅的習性喜好選擇魚肉、豬肉、柳丁當作誘餌，分別放置在一號、二號、        

五號、六號、七號、八號、九號、十號捕蠅器中。三號、四號、十一號捕蠅器使用        

特調捕蠅劑。(如圖 2) 

     (三)特調捕蠅劑內容為蛋汁 1 克、哈密瓜汁 50 毫升、洗衣粉 0.2 克、食用油 15 毫升、        

凍開水 50 毫升、黑糖水 5 毫升。此捕蠅劑參考網路配方，因為捕蠅劑靜置一段時 

        間後會發酵，發出吸引蒼蠅的氣味。(如圖 1) 

   三、捕蠅器製作 

       我們和同學們經過長時間的資料蒐集，以及在對蒼蠅習性有基礎的認識之後，我們利       

用手邊的資源，一起設計了十一款捕蠅器，並且透過實地的操作與實驗去了解哪一款       

的捕蠅器成效最佳。 

       捕蠅器圖示:                 表 1 

Х 洞口  豬肉餌 

# 網子   液態餌 

 

         

 (一)將寶特瓶清洗乾淨從瓶身底部約 4 公分處切開，將誘餌穿在鐵絲上， 再將瓶身與切               

  割處用膠帶黏貼好，選擇距離洞口遠近位置不同處打 0.5X0.5 公分的洞口，觀察哪一種   

 
 

 

圖 1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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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蠅器吸引蠅類的效果最佳。洞口離餌的距離分別為 4 公分、8 公分、12 公分。此為 

  一號捕蠅器。(洞口分別在瓶身高、中、低的位置。)如下圖: 

  

 

 

 (二)二號捕蠅器使用 600 毫升寶特瓶採用平放式，洞口在上面，洞口距離餌約 3 公分， 

     將誘餌平放在寶特瓶中。(如下圖) 

 

 

 

 

 

(三)三號捕蠅器用 600 毫升的寶特瓶，在瓶身中間部分開ㄧ個 0.5X0.5 公分大小的洞口， 

    瓶中放入蛋汁 1 克、哈密瓜汁 50 毫升、洗衣粉 0.2 克、食用油 15 毫升、凍開水 50 毫 

    升、黑糖水 5 毫升，將此捕蠅器垂掛在樹下。(如下圖) 

 

 

 

 

 

 

 

        

 

 

圖 3 

圖 4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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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號捕蠅器是將寶特瓶瓶身一半處割開，將寶特瓶上半部顛倒放置在寶特瓶下半部，瓶    

    中放入蛋汁，放在自然教室前陽台，後來因下雨，便移動到窗台。(如下圖) 

                         

 

 

 

 

 

 

 

 

 

  (五)五號捕蠅器是用昆蟲飼養網袋加上切割一半的 600 毫升寶特瓶，瓶子的底部放置誘 

     餌。(如下圖) 

 

 

 

 

 

 

 

  (六)六號捕蠅器是用 600 毫升寶特瓶從瓶身中央切一半並黏上自製白色網子，並在距離 

     洞口 3 公分處打一個 0.5X0.5 公分的洞。(如下圖) 

 

 

 

 

 

 

 

 

 

圖 6 

圖 7 

圖 8 



 5 

  (七)七號捕蠅器是用 600 毫升的寶特瓶顛倒垂掛，並在離瓶口 8 公分處開一個 0.5X0.5 

      公分的洞口，將誘餌用鐵絲垂掛在洞口附近。(如下圖) 

 

 

 

 

 

 

 

   (八)八號捕蠅器是用昆蟲飼養網袋加上 600 毫升的寶特瓶，將誘餌放置瓶子底部，並在 

      距離瓶子底部 2 公分處沿著瓶身橫向依序打 4 個洞。(如下圖) 

 

 

 

 

 

 

    

 

 

 (九)九號捕蠅器是用透明塑膠桶桶身周圍打很多個洞，並將誘餌用鐵絲垂掛在瓶身中央處。 

     (如下圖) 

                       

 

 

 

 

 

圖 9 

圖 10 

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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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號捕蠅器是用大寶特瓶在上小寶特瓶在下製作二層式捕蠅器，誘餌放置在小寶特瓶底部，在 

    小寶特瓶底部約 4 公分處打一個洞以誘蠅類進入，餌為豬肉。(如下圖) 

 

 

 

 

 

 

 

 

 

 

 

 

 

(十一)十一號捕蠅器我們設計一個平放式的捕蠅器在兩端連接一個開口向上的寶特瓶，另一端 

     是開口朝下的寶特瓶，特調捕蠅劑放置在平放式的寶特瓶，餌為特調捕蠅劑，特調捕蠅劑 

      成分為番茄汁以及西瓜汁，食用油，水，洗衣粉，鹽，蛋汁，糖水。(如下圖) 

 

 

 

 

 

 

 

 

 

 

 

 

 

 

 

 

 

 

 

 

圖 12 

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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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捕蠅器的實驗與使用 

  (一)第一次實驗: 

 將洞口位置分別為高、中、低之一號捕蠅器和三號捕蠅器放置在自然教室前陽 

 台進行實驗。 

  

圖 14:一號捕蠅器 

101 年 11 月 28 日到 12 月 4 日，天氣多為

陰天，我們將一號捕蠅器內的餌固定為魚

肉，洞口分別為高、中、低，放置在自然

教室前的陽台進行觀察，想比較同為一號

捕蠅器，如果改變洞口位置，哪一款的補

蠅效果最佳，最後發現一號捕蠅器洞口高

的捕獲 4 隻、洞口中的捕獲 2 隻、洞口低

的捕獲 0 隻，洞口打在高處捕蠅效果最佳。 

圖 15:三號捕蠅器 

101 年 11 月 28 日到 12 月 4 日天氣多為陰

天，我們參考網路資料製作三號捕蠅器，

裡頭的餌為參考網路資料的特調捕蠅劑，

特調捕蠅劑內容為蛋汁 1 克、哈密瓜汁 50

毫升、洗衣粉 0.2 克、食用油 15 毫升、凍

開水 50 毫升、黑糖水 5 毫升，我們將它放

置在自然教室前陽台進行觀察，實驗是否

能夠成功捕到蠅，最後捕到 1 隻蠅，其餘

皆為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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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實驗: 

    將二號捕蠅器(平放式)放置在自然教室的窗台前進行錄影 

 

 

圖 16: 二號平放式捕蠅器 

101 年 12 月 4 日到 12 月 11 日，天氣晴朗，二

號捕蠅器內的餌為豬肉，我們將洞打在靠近瓶

底的位置， 想試驗平放式捕蠅器的效果是否比

直立式捕蠅器效果佳，將它放置在自然教室窗

台進行實驗，最後捕獲數量為 3 隻，但是最後

蠅皆飛出洞口，並且在瓶中產卵生蛆，我們將

瓶中的蛆移至飼養箱中進行飼養和觀察。 

圖 17: 一號直立式洞口高之捕蠅器 

101 年 12 月 4 日到 12 月 11 日，天氣晴朗

我們用一號捕蠅器直立式洞口位置高的捕

蠅器與二號平放式捕蠅器相互對照，放置

在自然教室窗台進行實驗，瓶中的餌為豬

肉，最後捕獲數量為 4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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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次實驗: 

    將五號捕蠅器(有網之捕蠅器)放置在垃圾場以及校園附近之菜市場，同時將一號捕蠅器

(洞口高、中、低)放置在垃圾場中進行觀察與實驗。 

 

  

 

圖 18: 有網之五號捕蠅器 

101 年 12 月 11 日到 12 月 18 日，天氣為

晴天，五號捕蠅器餌為豬肉，五號捕蠅

器為新聞報導過之捕蠅器，我們想實驗

它的捕蠅效果是否如新聞所報導，我們

將它掛置在垃圾場進行實驗，最後捕獲

數量為 1 隻。 

圖 19: 有網之五號捕蠅器(菜市場) 

101 年 12 月 11 日到 12 月 18 日，天氣為晴

天，五號捕蠅器餌為豬肉，我們將另一個五

號捕蠅器掛置在學校附近的菜市場進行實

驗，但因為攤商將我們的捕蠅器掛置在市場

角落，因此最後並未捕獲蠅類。 

  

圖 20 圖 21:一號捕蠅器(洞口位置高中低) 

101 年 12 月 11 日到 12 月 18 日，天氣為晴天，一號捕蠅器內的餌為豬肉，放置地點為

學校垃圾場，我們想比較一號捕蠅器和五號捕蠅器哪一款的捕蠅效果較佳，最後洞口

高的捕獲 4 隻、洞口中的捕獲 2 隻、洞口低的捕獲 1 隻，一號洞口高之捕蠅器捕蠅效

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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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次實驗: 

    將一號捕蠅器同樣放置於垃圾場進行實驗，同時製作七號捕蠅器放置在垃圾場，想藉此   

    證明是否當餌越靠近洞口所吸引到的蠅越多。 

 

 

圖 22:一號捕蠅器(洞口高中低) 

101 年 12 月 18 日到 12 月 25 日，天氣為晴

天，分別製作洞口高、中、低的捕蠅器，餌

為豬肉，我們將它放置在垃圾場進行實驗，

最後洞口高之捕蠅器捕獲 3 隻、洞口中的捕

獲 2 隻、洞口低的捕獲 0 隻，一號之洞口高

的捕蠅器效果仍為最佳的。 

圖 23: 七號捕蠅器(洞口低) 

101 年 12 月 18 日到 12 月 25 日，天氣為

晴天，我們設計一款餌和洞口皆在低處之

七號捕蠅器，放置在垃圾場和一號捕蠅器

相互對照，最後捕獲數量為 2 隻。 

  

 

 

 

 

 

 

 

 

 

 



 11 

 

  (五)第五次實驗: 

     將一號捕蠅器和八號捕蠅器放置在垃圾場進行實驗。 

 

 

圖 24: 一號捕蠅器 

101 年 12 月 25 日到 102 年 1 月 7 日，天氣

為晴天，分別製作洞口高、中、低的捕蠅器，

餌為豬肉，我們將它放置在垃圾場進行實

驗，最後一號洞口高捕獲的數量為 5 隻、洞

口中為 3 隻、洞口低為 1 隻，一號捕蠅器洞

口高捕蠅效果最佳。 

圖 25: 八號捕蠅器 

101 年 12 月 25 日到 102 年 1 月 7 日，天

氣為晴天，我們設計了八號捕蠅器，八

號捕蠅器為我們改造了新聞報導的五號

捕蠅器，把寶特瓶上的洞口增加為四

個，餌為豬肉，我們將它放置在垃圾場

和一號洞口分別為高、中、低之捕蠅器

相互對照，最後捕獲數量為 2 隻，一號

捕蠅器捕蠅效果仍為最佳。 

 

 (六)第六次實驗: 

    將一號捕蠅器、六號捕蠅器和九號捕蠅器放置在垃圾場進行實驗。 

 
 

圖 26: 一號捕蠅器(洞口高中低) 

102 年 1 月 7 日到 1 月 14 日，天氣為陰雨綿

圖 27: 六號捕蠅器 

102 年 1 月 7 日到 1 月 14 日，天氣為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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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我們再分別製作洞口高、中、低的捕蠅

器，餌為豬肉，我們將它放置在垃圾場進行

實驗，最後洞口為高的一號捕蠅器捕獲 3

隻、洞口中的一號捕蠅器捕獲 1 隻、洞口低

的一號捕蠅器捕獲 0 隻，洞口高的一號捕蠅

器效果最佳。 

雨綿綿，我們設計六號有網捕蠅器，我

們將寶特瓶上黏上自製的白色細網，並

在距離餌 3 公分處打洞，餌為豬肉，放

置在垃圾場和一號捕蠅器對照實驗，最

後捕獲數量為 1 隻。 

  

圖 28:九號捕蠅器 

102 年 1 月 7 日到 1 月 14 日，天氣為陰雨綿

綿，我們設計九號捕蠅器，將透明塑膠罐打

上 20 個小洞，將豬肉的餌懸掛在瓶中，並掛

置在垃圾場進行實驗，最後捕獲數量為 1

隻，但在觀察期間蠅便飛出捕蠅器。 

圖 29: 六號捕蠅器 

102 年 1 月 7 日到 1 月 14 日，天氣為陰

雨綿綿，我們設計六號有網捕蠅器，我

們將寶特瓶上黏上自製的白色細網，並

在距離餌 3 公分處打洞，餌為豬肉，放

置在窗台進行實驗，因為近日天氣較濕

冷，我們想透過此實驗證實溫度和濕度

是否會影響捕到蠅的數量，最後窗台上

捕獲數量為 2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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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七次實驗 

     將一號及十號捕蠅器放置在自然教室前陽台，餌為豬肉。 

  

圖 30 

此次實驗從 102 年 5 月 3 日到 102 年 5

月 9 日，天氣型態多雲至陰天，此為 1

號捕蠅器，洞口在瓶子底部 4 公分處，

餌距離洞口最近，以懸掛方式誘蠅類進

入捕蠅器中，結果捕獲 4 隻蠅類。 

圖 31 

此次實驗從 102 年 5 月 3 日到 102 年 5

月 9 日，天氣型態多雲至陰天，此為

10 號捕蠅器，以大寶特瓶在上小寶特

瓶在下製作二層式，誘餌放置在小寶特

瓶底部，在小寶特瓶底部約 4 公分處打

一個洞以誘蠅類進入，此實驗在觀察蠅

類在密閉空間中是否向上飛。結果在大

寶特瓶底部捕獲 6 隻蠅類。後來小寶特

瓶底部生蛆。 

 

(八)第八次實驗 

   將一號及十號捕蠅器放置在學校垃圾場，餌為豬肉。 

  

圖 32 

此次實驗從 102 年 5 月 9 日到 102 年 5

圖 33 

此次實驗從 102 年 5 月 9 日到 10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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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3 日，天氣型態多雲至陰天，此為一

號捕蠅器，洞口在瓶子底部 4 公分處，

餌距離洞口最近，以懸掛方式誘蠅類進

入捕蠅器中，結果捕獲 2 隻蠅纇。後來

有很多蛆在餌上生成，表示蠅類有進入

捕蠅器產卵。 

月 13 日，天氣型態多雲至陰天，此為

10 號捕蠅器，以大寶特瓶在上小寶特

瓶在下製作二層式，誘餌放置在小寶

特瓶底部，在小寶特瓶底部約 4 公分

處打一個洞以誘蠅類進入，此實驗在

觀察蠅類在密閉空間中是否向上飛。

結果捕獲 10 隻蠅類。小寶特瓶底層 4

隻，上層大寶特瓶與小寶特瓶夾層有 6

隻蠅類屍體。 

 

(九)第九次實驗 

    將一號及十號捕蠅器放置在學校垃圾場，餌為豬肉。 

 
圖 34 (照片左側) 

此次實驗從 102 年 5 月 14 日到 102 年 5

月 17 日，天氣型態晴至多雲，此為一

號捕蠅器，洞口在瓶子底部 4 公分處，

餌距離洞口最近，以懸掛方式誘蠅類進

入捕蠅器中，結果捕獲 1 隻蠅類。 

圖 35  (照片右側) 

此次實驗從 102 年 5 月 14 日到 102 年

5 月 17 日，天氣型態多雲至陰天，此

為 10 號捕蠅器，以大寶特瓶在上小寶

特瓶在下製作二層式，誘餌放置在小寶

特瓶底部，在小寶特瓶底部約 4 公分處

打一個洞以誘蠅類進入，此實驗在觀察

蠅類在密閉空間中是否向上飛。結果捕

獲 5 隻蠅類。小寶特瓶底部 1 隻，上層

大寶特瓶與小寶特瓶夾層有 4 隻蠅類

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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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十次實驗 

   將十號及十一號捕蠅器放置在自然教室前陽台，餌為特調捕蠅劑。 

  

圖 36 

此實驗從 102 年 5 月 17 日到 102 年 5 月

22 日，天氣型態陰雨。餌為特調捕蠅劑，

特調捕蠅劑成分為番茄汁，食用油，水，

洗衣粉，鹽，蛋汁，糖水，此為 10 號捕

蠅器，以大寶特瓶在上小寶特瓶在下製作

二層式捕蠅器，誘餌放置在小寶特瓶底

部，在小寶特瓶底部約 4 公分處打一個洞

以誘蠅類進入，結果在大寶特瓶與小寶特

瓶夾層捕獲蠅類 2 隻。 

圖 37 

此實驗從 102 年 5 月 17 日到 102 年 5 月 22

日，天氣型態為陰雨。餌為特調捕蠅劑，

特調捕蠅劑成分為番茄汁，食用油，水，

洗衣粉，鹽，蛋汁，糖水。此為 11 號捕蠅

器，我們設計一個平放式的捕蠅器在兩端

連接一個開口向上的寶特瓶，另一端是開

口朝下的寶特瓶，特調捕蠅劑放置在平放

式的寶特瓶，藉此觀察蠅類在捕蠅器內除

了向上飛行是否還會向下飛行。實驗結果

顯示 11 號捕蠅器在平放式寶特瓶捕到 1 隻

蠅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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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第十一次實驗 

    將十號及十一號捕蠅器放置在學校垃圾場，餌為特調捕蠅劑。 

  

圖 38 

此實驗從 102 年 5 月 23 日到 102 年 5

月 27 日，天氣型態晴朗。餌為特調捕

蠅劑，特調捕蠅劑成分為番茄汁，食用

油，水，洗衣粉，鹽，蛋汁，糖水。我

們將油的比例減少。此為 10 號捕蠅器，

以大寶特瓶在上小寶特瓶在下製作二

層式捕蠅器，誘餌放置在小寶特瓶底

部，在小寶特瓶底部約 4 公分處打一個

洞以誘蠅類進入，結果在大寶特瓶與小

寶特瓶夾層皆未捕獲蠅類。 

圖 39 

此實驗從 102 年 5 月 23 日到 102 年 5

月 27 日，天氣晴朗。餌為特調捕蠅劑，

特調捕蠅劑成分為番茄汁，食用油，

水，洗衣粉，鹽，蛋汁，糖水。我們有

將油的比例減少此為 11 號捕蠅器，我

們設計一個平放式的捕蠅器在兩端連

接一個開口向上的寶特瓶，另一端是開

口朝下的寶特瓶，特調捕蠅劑放置在平

放式的寶特瓶，藉此觀察蠅類在捕蠅器

內除了向上飛行是否還會向下飛行。實

驗結果顯示 11 號捕蠅器在平放式寶特

瓶未捕到蠅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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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第十二次實驗 

     將十號及十一號捕蠅器放置在學校垃圾場，餌為特調捕蠅劑。 

  

圖 40 

此實驗從 102 年 5 月 28 日到 102 年 5

月 31 日，天氣晴朗炎熱。餌為特調捕

蠅劑，特調捕蠅劑成分為西瓜汁，食用

油，水，洗衣粉，鹽，蛋汁，糖水，此

為 10 號捕蠅器，以大寶特瓶在上小寶

特瓶在下製作二層式捕蠅器，誘餌放置

在小寶特瓶底部，在小寶特瓶底部約 4

公分處打一個洞以誘蠅類進入，結果在

大寶特瓶與小寶特瓶夾層捕獲蠅類 1

隻。 

圖 41 

此實驗從 102 年 5 月 28 日到 102 年 5

月 31 日，天氣晴朗炎熱。餌為特調捕

蠅劑，特調捕蠅劑成分為西瓜汁，食用

油，水，洗衣粉，鹽，蛋汁，糖水。此

為 11 號捕蠅器，我們設計一個平放式

的捕蠅器在兩端連接一個開口向上的

寶特瓶，另一端是開口朝下的寶特瓶，

特調捕蠅劑放置在平放式的寶特瓶，藉

此觀察蠅類在捕蠅器內除了向上飛行

是否還會向下飛行。實驗結果顯示 11

號捕蠅器在平放式寶特瓶未捕獲蠅類。 

 

五、飼養蠅步驟 

   蒼蠅一生要經過卵幼蟲(蛆)蛹成蟲四個時期，因此我們將餌上的卵取下，放入我們   

   設計的飼養箱中，並且架攝錄影機，我們計劃做一個長期的錄影觀察以深入了解蠅的生長 

   歷程。 

(一)我們將蠅在第四次實驗時，在捕蠅器中的餌上產的卵移至培養皿中。 

(二) 卵孵化成為蛆，蛆的數量約為 50~60 隻。 

 

 

圖 42: 瓶中腐肉所長出的蛆 圖 43: 我們將蛆移至培養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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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們將蛆移至飼養箱中繼續飼養 

     1.飼養箱製作過程 

  

圖 44: 我們先將飼養箱清潔乾淨。 圖 45: 製作飼養箱的屋頂 

 

 

圖 46:我們先將蛆放置在培養皿中，再置入

飼養箱中，在飼養箱的上方蓋上網子，並

且用黏土將網子固定住。 

 

圖 47: 最後我們再用紙箱所製成屋頂蓋

到網子上面，以確保蛆在飼養箱中有足

夠的空氣，也不會在成蟲後飛出飼養箱。 

 

 

 (四)觀察並且記錄下蛆在飼養箱中的活動情形: 

      1. 12 月 19 日將蛆放入飼養箱中開始飼養，同時配合錄影機開始記錄。 

日期 時間 活動情形 

12 /19 17:48~18:07 蛆在肉中蠕動 

 19:30~19:59 蛆有些微活動(在肉上) 

 21:30~21:59 蛆漸漸爬出肉塊 

 22:00~22:29 肉似乎變小,舊餌爬出一隻蛆 

12/20 00:00~00:29 蛆爬入肉中 

 1:00~1:29 蛆在肉上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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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活動情形 

 10:00~10:29 蛆不斷在肉上移動 

 16:30~16:59 蛆急速變少,蛆爬到飼養箱邊 

 20:00~20:29 有兩隻蛆在箱子邊緣爬動 

 21:30~21:59 一隻蛆還在動 

12/21 00:00~00:29 有一隻蛆爬出黑色邊框,又折返,並往上爬 

 1:30~1:59 一隻蛆在黑色部分來回爬 

 11:00~11:29 蛆較活躍,許多蛆繞著培養皿爬 

 11:30~11:59 原先在培養皿的蛆動作變慢 

 18:00~18:29 一隻蛆爬到飼養箱中間 

 19:30~19:59 離開培養皿的蛆漸漸爬回培養皿 

12/22 8:00~8:29 換了一塊新肉 

 8:30~8:59 灑了一些水 

 12:00~12:29 肉變少了 

 12:30~12:59 蛆大多從肉底下爬出 

 18:30~18:59 有些蛆在培養皿外活動 

 23:00~23:29 有兩三隻蛆爬到網子上 

12/23 5:00~5:29 有幾隻蛆在黑色邊框停留 

 7:00~7:29 大多蛆已開始活動 

 13:00~13:29 蛆大多在肉底下 

 16:00~16:29 蛆活動速度緩慢 

 18:30~18:59 肉有減少的趨勢 

 22:00~22:29 大多蛆沒有動作 

12/24 3:00~3:29 有兩三隻蛆緩慢移動 

 6:30~6:59 一隻蛆在黑色邊框移動 

 8:00~8:29 肉會讓蛆增加活動量 

 12:00~12:29 少部分的蛆在活動 

 16:00~16:29 所有蛆活動力減少 

 23:00~23:29 少部分的蛆有活動力 

12/25 3:30~3:59 所有蛆都不動 

 8:00~8:29 少部分的蛆有活動力 

 13:30~13:59 蛆緩慢爬行 

 16:30~16:59 蛆大多爬到肉底下 

 20:00~20:29 少部分的蛆在培養皿外活動 

 23:30~23:59 蛆從肉底下爬到肉表面 

12/26 00:00~00:29 蛆的活動力減弱 

 1:30~1:59 蛆移動肉,並開始吃新的肉 

 11:00~11:29 灑水時,蛆的活動量增大 

 11:30~11:59 蛆黏在培養皿和玻璃上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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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活動情形 

 19:00~19:29 有幾隻蛆從肉的內部爬出 

 20:30~20:59 蛆爬到玻璃上 

12/27 00:00~00:29 蛆的活動力比以前更弱 

 9:00~9:29  有些蛆靜止在培養皿外框 

 12:00~12:29 大多蛆爬到肉表面上 

 16:00~16:29 有些蛆繞培養皿爬 

 18:00~18:29 少數蛆已變蛹 

 22:30~23:59 蛆活動速度緩慢 

12/28 2:30~2:59 結蛹的蛆數量變多 

 7:30~7:59 有些蛆往土壤爬,又折返 

 13:00~13:29 又有幾隻蛆結成蛹 

 16:00~16:29 少部分的蛆還沒結成蛹 

 20:00~20:29 有更多更多的蛆結成蛹 

 23:00~23:29 所有的蛆都結成蛹 

 

     2.12 月 27~28 蛆結成蛹，因此蛆在經過 8~9 天後化為蛹 

 

 

 

圖 48:成蛹初期 

蛆結成蛹初期，成淡褐色。 

圖 49:成蛹中期 

蛹緊貼在培養皿上結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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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們將蛹解剖，並且放在倍數為 30 的放大鏡下加以檢視，發現蛹的身長平均為 

 0.4~0.5 公分，而蛆在結成蛹之後，身長並無改變。 

 

 

 

 

 

 

圖 52:初期蛹的身長為 0.5 公分。 圖 53: 到了後期，蛹的身長仍為 0.5 公分。 

 

  4.將蛹解剖後，放在高倍數放大鏡下觀察其生長歷程。 

  
圖 54: 蛆長出觸角。(觸角為黑圈處) 圖 55: 身體成乳白色。 

 

 

 

圖 50:成蛹中後期 

 蛹的顏色逐漸變深，呈現褐色，蛹身上出現

環狀紋路。 

圖 51:成蛹後期 

蛹成深褐色，並長出觸角。圖中黑圈處

為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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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身體成透明偏黃色，觸角伸出蛹 圖 57:身體由乳白色轉為透明偏黃色，已長

出觸角，可看見蛆的身體內部構造。 

 

 5.蛹在 1 月 22 日羽化成蠅，共經過了 30 日。 

 

 

 

圖 58: 剛羽化之蠅多以行走之方式。 圖 59: 大多數時間皆停留在紅色瓶蓋上。 

 

六、觀察蠅在捕蠅器內的移動情形: 

   1.我們在長期觀察蠅在捕蠅器中的活動情形，並將錄影的畫面擷取下來，加以計算其在捕

蠅器中的活動情形和飛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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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蠅在捕蠅器底部 圖 61:蠅往捕蠅器內壁爬行 

  

圖 62:蠅在往上爬行 圖 63:蠅正在向上移動 

  

圖 64:蠅正在向上移動 圖 65:蠅正在向上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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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號捕蠅器改良後實驗效果觀察：  

綜合以上的實驗及觀察我們依照 10 號捕蠅器的樣式，用深色紙包住底部小寶特瓶，以造

成蠅類視覺上的反差效果，並以魚肉為誘餌。 

 

 

圖 66 圖 67 

 

伍、研究結果 

   一、前六次實驗顯示，假設蠅類受到誘餌的氣味吸引而進入捕蠅器中，洞口距離誘餌愈近

蠅類越容易受到吸引而入內，進入捕蠅器是否能長期停留在捕蠅器中，則要有另外的

捕蠅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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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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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次實驗結果顯示，三號捕蠅器捕獲 9 隻蚊子，1 隻蠅類。網路上的特調捕蠅劑的味

道對蠅類的引誘效果不佳，反而對蚊類效果較好。 

三、第二次實驗結果顯示，比較直立式與平放式捕蠅器捕捉效果。實驗結果顯示平放式捕蠅器

亦可捕獲蠅類，但較容易飛出瓶子。 

四、第三次實驗結果顯示，仿造網路流傳的做法，用昆蟲飼養網袋加上切割一半的寶特瓶，

效果比一號捕蠅器差，推測是網子讓氣味飄散，而且有遮光效果，讓蠅不喜歡停留在捕

蠅器內。 

五、第四次實驗結果顯示，七號捕蠅器將一號捕蠅器的洞口與餌移至下方，效果差別不大。 

六、第五次實驗結果顯示，八號捕蠅器改良自五號捕蠅器，將寶特瓶打了 4 個洞，效果未有

太大差異。 

七、第六次實驗結果顯示，六號捕蠅器改良自五號捕蠅器，將網格縮小，捕蠅器的入口只保

留一個，效果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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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七到九次實驗結果顯示，十號捕蠅器將大寶特瓶底部套入小寶特瓶，形成兩段式的效

果，最後捕蠅結果較佳。 

九、第十到十二次實驗我們用十號、十一號捕蠅器做比較，並改用液態餌實驗，結果十號捕

蠅器捕蠅效果較佳，但是液態餌的效果並沒有比肉類當餌的效果來得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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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計算蠅類在捕蠅器內的飛行模式是向上飛的次數居多，特別受驚擾時，更會向上飛行，

如下表所示。 

蠅類在捕蠅器中的飛行方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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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觀察蠅在捕蠅器中活動情形，發現蠅受驚擾後會由小寶特瓶往上飛，最後反而找不到

原來的出路，1 小時內就捕獲 12 隻蠅。 

陸、討論 

  一、我們將蛆放在平放式的二號捕蠅器中，並且將捕蠅器的洞口用膠帶黏上，發現 

      蛆會想盡辦法鑽出洞口，並且破壞膠帶結構，因此我們認為蛆的生命力非常 

      的旺盛。 

  二、在飼養蠅的過程中，發現蛆在氣溫較高的時候活動力比較頻繁，會在肉塊中鑽來鑽去  

      ，一旦氣溫低的時候，蛆則會躲在肉塊中，降低其活動量，因此蛆比較適合生長在 

      溫暖的環境中。 

  三、我們發現蛆結成蛹後並未全數孵化，由此可知，蠅為了能夠順利繁衍下一代，所以一 

      次會產下至少 50~60 顆為數不少的卵，確保每次都有卵能順利羽化讓他們的物種能夠   

      延續。 

  四、蠅類較喜歡腐臭食物，不限於肉類，包括腐爛的水果及蔬菜也喜歡；新鮮的水果較能 

吸引果蠅及蚊類。 

  五、比較冬季夏季蠅類生長週期發現，冬季約 35-40 日蠅類羽化。夏季約 14 天羽化成蟲。 

  六、蛆在移動時身體呈現水滴狀白色，而且前端尖細的一端有一個黑點，後面較圓鈍處深 

      色的部分，我們推測是牠的內臟。牠的移動方式是黑點在前的那一端向前或向上爬行。 

  七、根據我們使用肉類餌及特調捕蠅劑的捕捉效果來看，蛋白質含量較高的餌能吸引較多      

的蠅類。 

  八、從我們仿製的五號捕蠅器觀察到這個捕蠅器沒辦法留住蠅纇，跟影片中能捕獲很多蠅  

       類的捕蠅器相比，我們推測蠅的種類不同，我們捕捉到蠅類較小，而我們的捕蠅器洞  

       口太大，所以都飛出去，但是因為捕蠅器中的誘餌後來都有生蛆，所以證明蠅類有被 

       吸引進來，只是因洞口很大，所以又飛出去。 

九、我們認為蠅的視覺和我們人的很不一樣，我們人的視覺範圍比蠅小，但是蠅的視覺較

不清楚。觀察結果發現蠅類成蟲為正趨光性，而其幼蟲則為負趨光性。我們利用此種

特性設計捕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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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捕蠅器之所以能捕到蠅類是因為我們放置蠅類喜愛的食物，我們發現洞口距離餌越近 

       越能散發氣味吸引蠅類。 

   二、蠅類被吸引進入捕蠅器後，在密閉的空間中蠅類會向上飛行或爬行，我們製作十號捕

蠅器兩段式設計能造成蠅類不易找到回頭路。 

   三、十號捕蠅器如果能採用上層透明下層不透光的反差設計，捕蠅效果會更佳， 

   四、蠅在密閉的罐子中習慣往上飛行，直到體力透支死亡。 

   五、因為蠅有趨光性，在密閉式空間中或受驚擾後都會向上飛行或爬行。 

   六、蠅類的生長會經過卵、幼蟲、蛹、成蟲四個階段屬於完全變態的昆蟲，夏季生長週期  

       短於冬季，蠅類在腐肉上產卵過後會死亡。 

   七、蠅類喜愛腐臭味，用腐敗的肉或蔬果能吸引蠅類，我們捕獲的蠅類為果蠅、肉蠅、麗

蠅。防治方法是要注意環境清潔，防止垃圾散發臭味招引蠅類。但在實驗過程中蠅類

能分解腐敗物，在生態系中亦有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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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314  

1. 本作品設計多種捕蠅器，頗具巧思，但宜補充說明其設計理

念。 

2. 實驗內容應注意控制變因數，並可考慮與市售捕蠅器比較，來

具體說明其結果的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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