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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活下去—赤腹寄居姬蜘最佳攝食策略之探究 

 

摘要 

本實驗針對赤腹寄居姬蜘自行結網捕食、攝食宿主的蛛網、竊取宿主網上未消化食繭及

與宿主共享已消化獵物等可能攝食方式進行驗證，欲找出最佳攝食方式，另外比較親緣關係

有無對合作攝食族群大小之影響。 

我們得到以下結論：1) 自行結網捕食及攝食宿主的蛛網均無法讓赤腹寄居姬蜘完成其生

活史；2) 攝食已消化獵物或攝食未消化獵物均能達到性成熟，但攝食已消化獵物之個體達到

性成熟時間明顯短於攝食未消化獵物之個體；3) 宿主網上赤腹寄居姬蜘數量少時，主要以攝

食未消化獵物為主，但赤腹寄居姬蜘數量多時，主要以合作攝食與宿主共享已消化獵物為主；

4) 赤腹寄居姬蜘合作攝食族群數以 4 隻為最佳，且親緣關係並不會影響赤腹寄居姬蜘最佳合

作攝食族群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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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校園中我們常常可以在人面蜘蛛的網上觀察到紅色小蜘蛛，經詢問生物老師得知此小型

紅色蜘蛛為寄生在其他蜘蛛網上的赤腹寄居姬蜘；於是這引起我們的興趣，到底它們在他種

蜘蛛網上活動的目的為何？以及如何存活下來？ 

經上網搜尋資料發現，赤腹寄居姬蜘 (Argyrodes miniaceus) 屬於節肢動物門、蛛形綱、

蜘蛛目、姬蜘科、寄居姬蜘屬之蜘蛛；雌蛛體長約 4~5 mm (圖一)，雄蛛體長約 3~4 mm (圖二)，

通常寄居在人面蜘蛛屬、金蜘屬、雲斑蜘屬等大型結網蜘蛛之網上，幼蛛從卵繭孵化之後不

久即四散尋找適合的宿主網寄居，幾乎所有生活史階段均在宿主網上完成，包括攝食、交配 

(圖三)、結卵繭 (圖四)等。 

此屬蜘蛛少數種類行獨立生活，即可自行結簡單條網捕食維生，例如蚓腹蜘 (圖五)，但

大部分種類則寄居在其他大型結網蜘蛛之網上，並以下列攝食方式維生： (1) 攝食宿主的蛛

網 (Vollrath, 1987; Shinkai, 1988; Koh & Li, 2002) (圖六)； (2) 竊取宿主網上被忽略的小型獵物

或宿主遺留的未消化食繭 (Vollrath, 1979; Whitehouse, 1986; Koh & Li, 2002) (圖七)； (3) 與宿主

共同分享已消化獵物 (Vollrath, 1979; Whitehouse, 1997; Koh & Li, 2003) (圖八)。 

然而在我們野外實際觀察中，上述幾種攝食方式中還是以竊取宿主網上被忽略的小型獵

物以及與宿主共同分享已消化獵物兩種攝食方式較常見。 

在高一基礎生物下冊第六章中提到生物間會利用不同交互作用關係，以達到最佳的生存

策略；本實驗即針對赤腹寄居姬蜘在宿主網上的各種攝食方式進行研究，以了解不同攝食方

式對赤腹寄居姬蜘生活史之影響，以及何種攝食方式才是其最佳生存策略，並探討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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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赤腹寄居姬蜘：雌蛛 圖二、赤腹寄居姬蜘：雄蛛 

  

圖三、赤腹寄居姬蜘：於宿主網上交配 圖四、赤腹寄居姬蜘：卵繭 

  

圖五、蚓腹蜘：自行結網捕食種類 圖六、赤腹寄居姬蜘：攝食宿主的蛛網 

  

圖七、赤腹寄居姬蜘：竊取宿主網上未消

化食繭 

圖八、赤腹寄居姬蜘：與宿主共同分享已

消化獵物 

赤腹寄居姬蜘 

人面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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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一、自行結網捕食對赤腹寄居姬蜘生活史長度影響 

二、攝食宿主蛛網對赤腹寄居姬蜘生活史長度影響 

三、竊取宿主網上未消化獵物對赤腹寄居姬蜘生活史長度影響 

四、與宿主共享已消化獵物 

(一) 攝食已消化獵物對赤腹寄居姬蜘生活史長度影響 

(二) 非親緣關係個體，合作攝食族群大小之探究 

(三) 具親緣關係個體，合作攝食族群大小之探究 

五、竊取宿主網上未消化獵物及與宿主共享已消化獵物兩種攝食行為偏好性探究 

(一) 宿主存在情況 

(二) 宿主不存在情況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編號 實驗器材 目的 

1 數位相機、腳架 拍攝蜘蛛照片及影片 

2 電腦 文書處理及實驗數據統計 

3 麵包蟲 餵食蜘蛛 

4 鑷子 夾取食餌 

5 透明飲料杯 飼養實驗用蜘蛛 

6 飼養箱 飼養實驗用蜘蛛 

7 計時器 計算蜘蛛攝食時間 

8 試管 飼養果蠅 

9 糙米粉 製作果蠅培養基 

10 酵母粉 製作果蠅培養基 

11 乙醚 麻醉果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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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圖九、實驗架構示意圖 

赤腹寄居姬蜘可能攝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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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一、自行結網捕食對赤腹寄居姬蜘生活史長度影響 

實驗目標：根據文獻資料，有些寄居姬蜘屬 (Genus Argyrodes) 種類會自行結網，獨立捕

食，但在我們野外觀察裡並未實際記錄到赤腹寄居姬蜘自行結網捕食的現

象，本實驗即在實驗室內以果蠅餵養赤腹寄居姬蜘，以了解其是否能自行結

網捕食，達到完整生活史。 

實驗流程： 

(一) 果蠅培養 

1、將糙米粉與酵母粉加熱水調至不會流動狀。 

2、將其平均分到試管中。 

3、均勻的撒上酵母粉，攪拌，靜置待其發酵。 

4、放入紙絲或其他果蠅可攀爬之物。 

5、放入種蟲約 20 隻，待其繁殖備用。 

 

(二) 赤腹寄居姬蜘飼養 

1、分別從 4 個不同赤腹寄居姬蜘卵繭中孵出之幼蜘中各取 5 隻，共 20

隻。 

2、將此 20 隻赤腹寄居姬蜘幼蜘分開個別飼養在透明飲料杯中 (圖十)。 

3、待其結網，開始以果蠅餵食。 

4、每次每杯中約放入 10 隻果蠅，待果蠅全數死亡，再放入新的一批果

蠅。 

5、觀察並記錄赤腹寄居姬蜘捕食狀況及其成長狀況 (紀錄至個體死亡

或最後一次蛻皮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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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赤腹寄居姬蜘單獨飼養於飲料杯中 

 

實驗二、攝食宿主蛛網對赤腹寄居姬蜘生活史長度影響 

實驗目標：於實驗室內將赤腹寄居姬蜘飼養於無獵物之宿主網上，以了解赤腹寄居姬蜘

僅攝食宿主網對其生活史長短之影響。 

實驗流程： 

1、將人面蜘蛛飼養於飼養箱中 (圖十一)。 

2、待其結網，將人面蜘蛛移除 (圖十二)。 

3、分別從 4 個不同赤腹寄居姬蜘卵繭孵出之幼蛛各 5 隻，共 20 隻，置入人面

蜘蛛網上。 

4、觀察並記錄赤腹寄居姬蜘成長狀況 (紀錄至個體死亡或最後一次蛻皮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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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蜘蛛飼養箱 圖十二、宿主結網中 

 

實驗三、竊取宿主網上未消化獵物對赤腹寄居姬蜘生活史長度影響 

實驗目標：於實驗室內將赤腹寄居姬蜘飼養於有未消化獵物之宿主網上，以了解赤腹寄

居姬蜘僅攝食未消化獵物對其生活史長短之影響。 

實驗流程： 

1、分別從 4 個不同赤腹寄居姬蜘卵繭中孵出之幼蛛各取 5 隻，共 20 隻。 

2、將此 20 隻赤腹寄居姬蜘幼蜘分開，個別飼養在透明飲料杯中。 

3、將麵包蟲切開置放於無人面蜘蛛之網上 (圖十三)。 

4、將赤腹寄居姬蜘置放於此麵包蟲邊，使其取食此麵包蟲 (圖十四)，每隻每

天餵食十分鐘。 

5、觀察並記錄赤腹寄居姬蜘成長狀況 (紀錄至個體死亡或最後一次蛻皮為止)。 

 

  

圖十三、將未經消化之麵包蟲置於人面

蜘蛛網上 

圖十四、赤腹寄居蜘蛛攝食未消化麵包

蟲 

 

未消化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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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四、與宿主共享已消化獵物 

實驗四之一、攝食已消化獵物對赤腹寄居姬蜘生活史長度影響 

實驗目標：於實驗室內將赤腹寄居姬蜘飼養於有已消化獵物之宿主網上，以了

解赤腹寄居姬蜘僅攝食已消化獵物對其生活史長短之影響。 

實驗流程： 

1、分別從 4 個不同赤腹寄居姬蜘卵繭中孵出之幼蜘各取 5 隻，共

20 隻。 

2、將此 20 隻赤腹寄居姬蜘幼蜘分開，個別飼養在透明飲料杯中。 

3、將麵包蟲置放於人面蜘蛛之網上，待其消化 (圖十五)。 

4、將人面蜘蛛移除。 

5、將赤腹寄居姬蜘置放於此麵包蟲邊，使其取食麵包蟲 (圖十六)，

每隻每天餵食十分鐘。 

6、觀察並記錄赤腹寄居姬蜘成長狀況 (紀錄至個體死亡或最後一次

蛻皮為止)。 

  

圖十五、人面蜘蛛正在消化麵包蟲 圖十六、赤腹寄居蜘蛛攝食已消化麵包

蟲 

 

實驗四之二、非親緣關係個體，合作攝食族群大小之探究 

實驗目標：於野外實際觀察時，發現赤腹寄居姬蜘常以集體合作的方式與宿主

共享已消化獵物，本實驗即想了解赤腹寄居姬蜘合作攝食最適合的

族群大小。 

已消化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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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流程： 

1、於野外不同地點採 10 隻赤腹寄居姬蜘 (無親緣關係)。 

2、將麵包蟲置放於人面蜘蛛之網上，待其消化。 

3、將此 10 隻赤腹寄居姬蜘同時置放於宿主網上 (圖十七)。 

4、觀察並紀錄同時合作攝食之赤腹寄居姬蜘數量。 

 

 

圖十七、赤腹寄居姬蜘合作攝食已消化獵物 

 

實驗四之三、具親緣關係個體，合作攝食族群大小之探究 

實驗目標：本實驗欲證明具親緣關係之個體是否具有較強合作意願，而有較大

的合作攝食族群。 

實驗流程： 

1、取 10 隻從同一卵繭孵化之赤腹寄居姬蜘 (具親緣關係)。 

2、將麵包蟲置放於人面蜘蛛之網上，待其消化。 

3、將此 10 隻赤腹寄居姬蜘同時置放於宿主網上。 

4、觀察並紀錄同時合作攝食之赤腹寄居姬蜘數量。 

 



 

第 11 頁 

實驗五、竊取宿主網上未消化獵物及與宿主共享已消化獵物兩種攝食行為偏好性探究 

實驗目標： 於野外觀察中發現，赤腹寄居姬蜘較常以竊取宿主網上未消化獵物及與宿主

共享已消化獵物兩種攝食行為為主，本實驗即在證明赤腹寄居姬蜘對此兩種

攝食方式有無偏好性，並推測赤腹寄居姬蜘辨認已消化及未消化獵物的方

法。 

實驗流程：(一) 宿主存在情況 

1、將人面蜘蛛飼養於飼養箱中，使其結網。 

2、以麵包蟲餵食，待麵包蟲消化，於同一網上放上切開未消化之麵包蟲 

(圖十八)。 

3、將 1 隻赤腹寄居姬蜘放於此網上。 

4、觀察並紀錄赤腹寄居姬蜘對獵物之選擇性。 

 

(二) 宿主不存在情況 

1、將人面蜘蛛飼養於飼養箱中，使其結網。 

2、以麵包蟲餵食，待麵包蟲消化，將人面蜘蛛移除，並於同一網上放上

切開未消化之麵包蟲 (圖十九)。 

3、將 1 隻赤腹寄居姬蜘放於此網上。 

4、觀察並紀錄赤腹寄居姬蜘對獵物之選擇性。 

 

  

圖十八、宿主存在 圖十九、宿主不存在 

未消化獵物 未消化獵物 
已消化獵物 已消化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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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實驗一、自行結網捕食對赤腹寄居姬蜘生活史長度影響 

本實驗分別從四個不同卵繭中孵化之蜘蛛中各取 5 隻，共 20 隻，個別飼養於飲料杯中，

任其自行結網，每隻均能順利結簡單條網 (圖二十)，但所有蜘蛛均無法成功捕食到果蠅，因

此存活天數只有 4~8 天，平均約 5.35 天 (圖二十一)，且此 20 隻蜘蛛均無法完成第一次蛻皮。 

 

圖二十、赤腹寄居姬蜘自行結簡單條網 

 

 

圖二十一、赤腹寄居姬蜘僅自行結網捕食存活天數 

蜘蛛存活天數 (天) 

蜘
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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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攝食宿主蛛網對赤腹寄居姬蜘生活史長度影響 

本實驗分別從四個不同卵繭中孵化之蜘蛛中各取 5 隻，共 20 隻，將其置放於無宿主之人

面蜘蛛網上，使其僅能攝食宿主網 (圖二十二)，實驗結果顯示，蜘蛛存活天數約 7~13 天，平

均 11 天 (圖二十三)，20 隻蜘蛛中有 12 隻可以達到第一次蛻皮。 

 

 

圖二十二、赤腹寄居姬蜘攝食宿主網為食 

 

 

圖二十三、赤腹寄居姬蜘僅攝食宿主網存活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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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竊取宿主網上未消化獵物對赤腹寄居姬蜘生活史長度影響 

本實驗分別從四個不同卵繭中孵化之蜘蛛中各取 5 隻，共 20 隻，將其置放於無宿主之人

面蜘蛛網上，網上有未消化獵物，使其僅能攝食此獵物，其中 1 隻於第 19 天時不明原因死亡；

實驗結果顯示，其餘 19 隻均能完成五次蛻皮，達到性成熟，此 19 隻蜘蛛達到性成熟天數約

46~53 天，平均 49.43 天 (圖二十四)。 

 

 
圖二十四、赤腹寄居姬蜘僅攝食宿主網上未消化獵物達到性成熟天數 

蜘蛛達到性成熟天數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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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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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四之一、攝食已消化獵物對赤腹寄居姬蜘生活史長度影響 

本實驗分別從四個不同卵繭中孵化之蜘蛛中各取 5 隻，共 20 隻，將其置放於無宿主之人

面蜘蛛網上，網上有已消化獵物，使其僅能攝食此獵物，實驗結果顯示，此 20 隻蜘蛛均能完

成五次蛻皮，達到性成熟，此 20 隻蜘蛛達到性成熟天數約 31~39 天，平均 35.25 天 (圖二十

五)。 

 

 
圖二十五、赤腹寄居姬蜘僅攝食宿主網上已消化獵物達到性成熟天數 

 

 

實驗四之二、非親緣關係個體，合作攝食族群大小之探究 

實驗中可觀察到，為了與宿主共享已消化獵物而不被驅趕，當一赤腹寄居姬蜘攝食時，

其餘赤腹寄居姬蜘會以第一對步足碰觸人面蜘蛛，藉以干擾使宿主分心，減少攝食中的赤腹

寄居姬蜘被驅趕的機會 (圖二十六~圖二十八)。 

在 20 次實驗中，無親緣關係的赤腹寄居姬蜘個體間合作攝食的數量為 2 ~ 7 隻，以 3 隻

或 4 隻合作攝食為最常見，平均約 4 隻 (圖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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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蜘蛛 B 干擾宿主，蜘蛛 A 攝食 

 

圖二十七、蜘蛛 B 與 蜘蛛 A 交換中 

 

圖二十八、蜘蛛 A 干擾宿主，蜘蛛 B 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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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非親緣關係赤腹寄居姬蜘合作攝食族群數 

 

實驗四之三、具親緣關係個體，合作攝食族群大小之探究 

在 20 次實驗中，具親緣關係的赤腹寄居姬蜘個體間合作攝食的數量為 2 ~ 8 隻，以 3 隻

或 4 隻合作攝食為最常見，平均約 4 隻 (圖三十)。 

 

 

圖三十、具親緣關係赤腹寄居姬蜘合作攝食族群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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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五、竊取宿主網上未消化獵物及與宿主共享已消化獵物兩種攝食行為偏好性探究 

(一) 宿主存在情況 

在宿主存在情況下，20 次實驗中，每隻赤腹寄居姬蜘在放入宿主網中後，均先往宿主方

向移動，但只有 1 次成功與宿主共享已消化獵物，其餘 19 次因宿主驅趕而離開，而後選擇未

消化獵物 (圖三十一)。 

 

 

圖三十一、宿主存在時赤腹寄居姬蜘對獵物選擇性 

 

針對兩組數據進行百分比差異檢定： 

虛無假設 (H0)：P = 0.5 (捕食未消化獵物機率為 50%) 

信賴區間設為 95% 

Z = p’- p / (p q / N)1/2   ;  

其中 p’= f / N 

故 z = (19 / 20) – 0.5 / ( 0.5*0.5 / 20 ) 1/2 = 4.025 

雙側考驗的臨界值為 z .025 = - 1.96 和 z .925 = 1.96，故拒絕 H0 ：P = 0.5 

即捕食未消化獵物的機率非 50%； 

也就是說赤腹寄居姬蜘捕食到未消化獵物與捕食到已消化獵物之兩組數據有明顯差異，即非

隨機。 

攝食已消化獵物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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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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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宿主不存在情況 

在宿主不存在狀況下，20 次實驗中，每隻赤腹寄居姬蜘在放入宿主網中後，有 12 次選擇

未消化獵物，而有 8 次選擇已消化獵物 (圖三十二)。 

 

 

圖三十二、宿主不存在時赤腹寄居姬蜘對獵物選擇性 

 

針對兩組數據進行百分比差異檢定： 

虛無假設 (H0)：P = 0.5 (捕食未消化獵物機率為 50%) 

信賴區間設為 95% 

Z = p’- p / (p q / N)1/2   ;  

其中 p’= f / N 

故 z = (12 / 20) – 0.5 / ( 0.5*0.5 / 20 ) 1/2 = 0.8945 

雙側考驗的臨界值為 z .025 = - 1.96 和 z .925 = 1.96，故接受 H0 ：P = 0.5 

即捕食未消化獵物的機率為 50%； 

也就是說赤腹寄居姬蜘捕食到未消化獵物與捕食到已消化獵物之兩組數據無明顯差異，即為

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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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自行結網捕食對赤腹寄居姬蜘生活史長度影響 

根據實驗一，若讓赤腹寄居姬蜘單獨生活，其亦能結網，但所結之網僅為簡單條網，並

無法成功捕食到我們所餵食的果蠅，因此在未進食的情況下，其僅能靠孵化後所遺留之養分

維持生命，存活天數僅有 4~8 天，平均約 5.35 天，可想而知赤腹寄居姬蜘也無多餘能量可進

行第一次蛻皮，更遑論達到性成熟。 

在我們野外實際觀察中，的確從未發現過赤腹寄居姬蜘單獨結網狀態，發現的赤腹寄居

姬蜘均寄生在他種結網蜘蛛的網上，偶而在宿主網上結簡單條網以利逃生之用。 

 

二、攝食宿主蛛網對赤腹寄居姬蜘生活史長度影響 

在實驗二中，我們將赤腹寄居姬蜘置於無宿主且無獵物之宿主網上，將宿主移除的目的

是希望赤腹寄居姬蜘能不受宿主干擾、驅離，而因宿主網上無獵物，故赤腹寄居姬蜘僅能攝

食宿主網維生；從文獻資料可知，蜘蛛網成分主要為蛋白質，蜘蛛在回收蛛網時亦會將蛛網

吃掉以回收利用，因此在宿主網上無獵物或獵物不足情形下，赤腹寄居姬蜘亦會輔以攝食宿

主蛛網補充養分；在本實驗中，赤腹寄居姬蜘僅攝食宿主網，其存活天數為 7~13 天，平均約

11 天，且僅有部分赤腹寄居姬蜘可完成第一次蛻皮，推論原因可能是營養成分不足，且食物

量也不夠，故無法使赤腹寄居姬蜘生長至性成熟。 

在野外宿主網上有宿主的情況下，赤腹寄居姬蜘活動時會受到宿主的驅趕，要攝食到足

夠的網更難，因此應該更難僅靠取食宿主網維生；另外赤腹寄居姬蜘若將宿主網攝食破壞太

嚴重，宿主會將網回收重新織網或棄網，則赤腹寄居姬蜘就必須重新尋找宿主網，因此推測

赤腹寄居姬蜘偏向盡量不攝食宿主網，以免破壞寄生關係，危及自己的生存。 

 

三、竊取宿主網上未消化獵物對赤腹寄居姬蜘生活史長度影響 

根據實驗三，赤腹寄居姬蜘僅攝食未消化獵物情況下，除了 1 隻不明原因死亡之外，其

餘 19 隻均能完成五次蛻皮，達到性成熟，而達到性成熟從 46~53 天不等，平均約 49.43 天。 

此天數比起攝食已消化獵物的天數長，推測主要原因與蜘蛛攝食方式有關，蜘蛛攝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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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為先將消化液注入獵物體內，待其消化分解成湯汁狀後再將此湯汁吸收，因此在攝食未消

化獵物時，須先花一段時間等待獵物被分解，所以實際吸取養分時間比攝食已消化獵物來的

短，每次得到養分自然比攝食已消化獵物來的少，生長時間因此拉長。 

 

四、攝食已消化獵物對赤腹寄居姬蜘生活史長度影響 

根據實驗四之一，赤腹寄居姬蜘在僅攝食已消化獵物情況下，所有蜘蛛均能完成五次蛻

皮，達到性成熟，達到性成熟從 31~39 天不等，平均約 35.25 天。 

比起僅攝食未消化獵物之蜘蛛，其成熟時間明顯較短，因為此獵物已被宿主之消化液分

解成湯汁狀，故赤腹寄居姬蜘不需再花時間等待獵物分解，每次實驗攝取到養分自然也較多，

生長時間較僅攝食未消化獵物之蜘蛛縮短許多。 

 

五、竊取宿主網上未消化獵物及與宿主共享已消化獵物兩種攝食行為偏好性探究 

將實驗三與實驗四之一的數據以 Excel 統計軟體進行雙尾 T 檢定，比較其差異性，得到 p

值為 2.73581*10
-14
，遠小於 0.001，代表赤腹寄居姬蜘取食未消化獵物與取食已消化獵物在達

到性成熟所需天數上有明顯差異 (圖三十三)。 

 

 
圖三十三、赤腹寄居姬蜘取食宿主網上不同獵物達到性成熟平均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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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據上述實驗統計值，赤腹寄居姬蜘理論上應該傾向以攝食已消化獵物為主，如此

才能在最短時間內達到性成熟，繁衍後代。 

但在我們實驗五中之數據顯示，當網上無宿主存在時，赤腹寄居姬蜘對已消化及未消化

獵物之選擇性經統計並無明顯差異 (8 次 : 12 次)，即可視為赤腹寄居姬蜘對獵物之選擇為隨

機；但在宿主存在情況下，赤腹寄居姬蜘會先向宿主方向移動，欲與宿主共享已消化獵物，

但宿主會表現出驅趕行為，因此 20 次實驗中只有 1 次成功與宿主共享已消化獵物，其餘 19

次被宿主驅趕後，開始在網週邊搜尋，最後均只能攝食宿主忽略之未消化獵物。 

由上述結果可知，赤腹寄居姬蜘搜尋食物不是靠嗅覺，若是靠嗅覺，則在無宿主情況下，

赤腹寄居姬蜘每次實驗應該都會往已消化獵物方向移動，但實驗結果顯示並非如此。 

而在有宿主情況下，因宿主在攝食時網會震動，故實驗中可觀察到赤腹寄居姬蜘一開始

都向宿主方向移動，故可推測赤腹寄居姬蜘是靠震動來偵測食物方向，但因為宿主會驅趕，

所以雖然赤腹寄居姬蜘知道已消化獵物的方向，但實驗過程中只有 1 次成功與宿主共享已消

化獵物，其餘 19 次只能在被驅趕後隨機在網上找到未消化獵物。 

 

六、親緣關係對赤腹寄居姬蜘合作攝食之影響 

野外觀察發現，當宿主網上赤腹寄居姬蜘只有 1 隻時，因為容易被宿主發現而驅趕，因

此不易與宿主共享已消化獵物，但當赤腹寄居姬蜘族群大時，蜘蛛會表現合作行為，當 1 隻

在攝食時，其餘蜘蛛會以第一對步足干擾宿主，使其分心。 

根據賽局理論，赤腹寄居姬蜘必須合作以取得較大與宿主共享已消化獵物的機會，但又

不希望合作族群太大，造成每隻個體攝食時間不足，影響其生長，因此實驗四之二即在找出

赤腹寄居姬蜘合作攝食最佳族群數；實驗結果顯示，合作攝食族群數平均約 4 隻，所以推測

合作蜘蛛少於 4 隻不容易成功與宿主共享已消化獵物，而超過 4 隻則會減少每隻能夠得到的

養分，影響生長。 

有許多社會性昆蟲會表現利他行為，只要能將親屬的基因傳下去，犧牲本身生命也無所

謂，實驗四之三即在驗證有親緣關係的赤腹寄居姬蜘是否會增加合作攝食的族群數。 

我們針對無親緣關係族群與具親緣關係族群兩組數據以 Excel 統計軟體進行雙尾 T 檢

定，比較其差異性，得到 p 值為 0.32689，遠大於 0.05，即兩者間無明顯差異 (圖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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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具親緣關係並不會增加合作攝食的族群數，合作攝食的族群數大小主要還是取決於

能否讓每隻蜘蛛得到足夠養分。 

 

 

圖三十四、赤腹寄居姬蜘合作攝食平均族群數比較 

 

柒、結論 

根據上述討論結果我們歸納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赤腹寄居姬蜘會結簡單的蛛網，但無法當成捕食工具，故必須終生寄生在宿主網上才能

存活。 

二、赤腹寄居姬蜘會取食宿主網為食，但無法維持其生存所需能量，因此不是其主要攝食策

略。 

三、赤腹寄居姬蜘無論攝食已消化獵物或攝食未消化獵物均能達到性成熟。 

四、攝食已消化獵物之赤腹寄居姬蜘達到性成熟時間明顯短於攝食未消化獵物之個體。 

五、赤腹寄居姬蜘主要是靠蛛網之震動來發現獵物的存在，而非靠嗅覺。 

六、宿主網上赤腹寄居姬蜘數量少時，主要以攝食未消化獵物為主。 

七、宿主網上赤腹寄居姬蜘數量多時，主要以合作方法與宿主共享已消化獵物為主。 

八、赤腹寄居姬蜘合作攝食族群數以 4 隻為最佳。 

九、親緣關係並不會影響赤腹寄居姬蜘最佳合作攝食族群數。 

具親緣關係族群 無親緣關係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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