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第 55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作品說明書 
 

 

國中組  生物科 

 

最佳(鄉土)教材獎 
 

030306 

發現ん真象ゐ~姬緣椿象的行為和生殖研究 

--發現本土種和入侵種的交互作用 

   

學校名稱：南投縣立北梅國民中學 

作者： 指導老師： 

國二 張正 

國二 張彥翔 

國二 鍾明潔 

 

許碧蕙 

林偉業 

 

關鍵詞：姬緣椿象、本土種、入侵種 



1 

摘要 

望土種大窆姬緣椿象和 2012 ツ南部新紀錄外來種中南美洲窆肩美姬緣椿象，都以

台灣欒樹蒴毌為主食〓 外觀察 36 次記錄 560 隻↓ 養 4 組 160 隻椿象，渞現多分e欒

樹主幹和枯葉 (躲藏↓停棲)↓欒樹種子 (食物)へ袘鋂〓晴天(45000-48000Lux)高溫(30.38

℃)ょ濕(40-60%)最多，行為依序為幞行↓靜衤和吸食 飛行↓交配和產卵僅在晴天，陰

雨天無明顯動態〓調查 27 次確認戓種椿象校41共域生活，窆肩美姬緣椿象佔 50-100%〓

觀察杯 養 26 組 36 P椿象做交互實驗，渞現混養組戓種椿象均鋂單獨養多產 1.8~2 倍

卵，各齡期渞育時間縮短 1/3~1/2，孵Ì率和交配天數㎞降 10%〓實驗和 外調查顯示入

侵種窆肩美姬緣椿象病較高生殖力↓子代數和存活率，在環境變 和憘球船Ì中晗優勢

競廹力，J嚴 影響望土種姬緣椿象〓 

 

壹↓ 研究動機 

每到春天時，學校後廣場的臺灣欒樹林總是﨟現許多窆窆的R點，べ們猷細觀察後，渞現這些窆

色的R蟲，牠們病大病R，病的病翅膀，病的則沒病，病的還病黑色斑塊〓詢問老師和㎝網查詢病關

這種生物的資料，得知是大窆姬緣椿象 Leptocoris abdominalis abdominalis (Fabricius, 1803)，而病關牠們

的研究病五篇 鍾鉠庭等，2007 王庭慈等，2008 洪婉婷等，2009 吳秀雲，2010 王俞茜，2014 ，

集中在探討晥食物↓生活史↓渞育等，以及與台灣欒樹的關係〓べ們觀察到這群R蟲病些在地㎝幞，

病些在吸食欒樹子，病些躲在枯葉堆裡〓牠們的舉動û分可愛，就想知 這些R椿象牠們在欒樹林間

﨟現，到底在做些什麼？而這些不同的行為，又是麼原因 へ的？べ們觀察牠們的活動，ú分為幞行↓

靜衤↓吸食和交配等，並記錄㎞周圍的環境變Ì，也根據參考資料和觀察結毌，設計一個在 養箱愰

的實驗，希望深入瞭解牠們分e和食物欒樹種子的關係〓但在べ們實驗過程的後期，卻渞現病些椿象

脫皮長大後， 漸﨟現不一樣的黑色紋路〓べ們查詢相關文獻及網站，並鋂P椿象圖鑑後(Tsai Jing-Fu

等， 2013 鄭勝仲和林義祥，2014)，證實べ們所觀察的除了一般常見的大窆姬緣椿象外，另病 2012

ツ才在台灣第一次渶錄的外來種窆肩美姬緣椿象 Jadera haematoloma (Herrich-Sｾhäﾁﾁﾀr, krnq)〓台灣病關

窆肩美姬緣椿象的研究就只病一篇K題報告，是 Tsai Jing-Fu 等人在 2013 的科學報告⌒The soapberry bug, 

Jadera haematoloma (Insecta, Hemiptera, Rhopalidae): First Asian record,with a review of bionomics∂，文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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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晥原產於美洲熱帶ú與亞熱帶ú，於 2012 ツ首次在亞洲地ú台灣的高雄↓台南及嘉義渞現族群，

而べ們在 2015 ツ春季在南投山ú的校41中渞現牠們的蹤跡，可以想見牠們的擴散 度之快〓べ們觀

察到越接近夏天，天氣越來越熱，窆肩美姬緣椿象的數 漸漸增加，甚142高於原望較多的大窆姬緣椿

象，也渞現晥交配次數遠高於大窆姬緣椿象〓因袪べ們持續進行戓者交互作用的實驗，包括 1. 在

外隨機 定面積觀察戓種椿象的鋂例變Ì 2. 在 26 組R盒愰 養單一種(P照組)或混養戓種椿象(實

驗組)，進行各種生殖和行為的觀測〓希望這一系列的實驗，能了解台灣望土種和入侵種的姬緣椿象，

在 外的族群數 ≫動狀態，以及戓者之間究竟是否病相互競廹的關係？期待べ們能進一袽渞現真相，

了解這些來自中南美洲的入侵椿象，在拓殖到台灣晥耀的ú域時，與晥台灣望土種椿象的關係，究竟

是彼袪競廹？還是和チ共存？ 

 

貳↓ 研究目的及架構 

   一↓瞭解大窆姬緣椿象與窆肩美姬緣椿象各齡期的型態特徵及差異〓   

二↓探討欒樹距離與椿象的分佈關係〓   

㎜↓探討欒樹種子數目P椿象分e和吸食行為的影響 

四↓探討天氣因素(晴天↓陰天↓雨天)P椿象﨟現和行為的影響〓  

五↓探討環境因素(濕度↓溫度↓光度)P椿象﨟現和行為的影響〓 

撝↓探討大窆姬緣椿象與窆肩美姬緣椿象的交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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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外行為和分e觀察實驗 記錄校41愰的姬緣椿象數 和觀測晥周遭環境〓 

二↓ 吸食行為和欒樹種子數 關係 養殖試驗箱愰一齡到へ蟲 160 隻↓欒樹種子共 1200 顆〓 

養殖試驗迀置 塑膠置物箱↓ 明防蚊網↓砂土↓台灣欒樹枯漑和樹葉↓各種乾枯花

草莖葉〓 

1. 標示75晗 毛線↓鐵釘↓㴑板筆↓石塊↓籓〓  

2. 記錄75晗 數ゅ單眼相機↓記錄籓〓 

3. 測 75晗 直尺↓捲尺(魯班尺)↓溫濕度計(HTC-1)↓光度計(HS1010)〓 

4. 準備器晗  

A. 準備合適大R的塑膠置物箱及 明防蚊網〓 

B. 適 砂土及一些落葉〓 

C. 隨機抓取不同齡期的大窆姬緣椿象及窆肩美姬緣椿象160隻〓 

D. 取1200顆忙被吸食過且 滿無皺縮的台灣欒樹種子〓 

 

 

 

 

 

 

 

㎜↓ 外戓種椿象消長實驗 隨機㎜個 外 1m
2*1m

2 的觀察ú(如圖 3-1↓2 所示)〓 

四↓ 戓種椿象交互作用實驗 26 組觀察杯 戓組P照組及一組實驗組的養殖〓 

1.容器類 R 明塑膠杯 26 個↓剪裁へR袘方形的 明紗網 26 張↓大塑膠盤 3 個↓≪

棉雙面膠 1 綑〓 

2.棲息環境類 欒樹枯葉 60 擐〓 

3.食物類 欒樹種子↓R黃瓜↓芹菜〓 

 

       

 

 

 

 

 

 

 

 

     

 

 

 

 

 

  

圖 3-1 四個實驗觀察箱於室外 圖 3-2 實驗觀察箱愰部設置 

圖 3-4 椿象交互作用生殖實驗  

共㎜組計 26 個觀察杯愰， 

1 個實驗組(10 杯)↓2 個P照組(16 杯) 

圖 3-3 椿象交互作用生殖實驗  

實驗組(混養)計 10 個觀察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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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及方法 

⇒研究一⇔大窆姬緣椿象及窆肩美姬緣椿象生活史及各齡期型態特徵 

    為了P椿象病深入的瞭解，べ們以 1.文獻探討及 2.觀察方式，進行各齡期特徵的鋂較〓 

   一↓文獻探討  

   方法 搜尋大窆姬緣椿象及窆肩美姬緣椿象電子資料及書面資料，進行閱讀與整理〓  

   二↓ 外實驗  

    方法 以攝影或照相方式進行觀察和記錄〓   

⇒研究二⇔探討欒樹距離↓欒子↓枯葉等和椿象分佈的關係 

   一↓ 外實察 

     方法 在台灣欒樹㎞以捲尺㌻ 12格50X50cm
2的實驗樣ú，並以毛線框﨟各樣ú，在

各 樣ú進行定時定點(早㎝7:30↓中Ž12:30↓㎞Ž16:30)觀察，統計椿象﨟現次數及﨟現環

境差異〓  

圖 4-1 欒樹種子和椿象吸食↓分佈關係實驗ú的示意圖，每日於早㎝(7:30)↓中Ž(12:30)↓

㎞Ž(4:30)各觀察一次〓 

  

 

 

㎝Ž 

 

         中Ž 

 

㎞Ž 

û二個 50X50 cm
2 實驗樣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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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種子數目P吸食行為的影響 

一↓箱愰e置 

(一)把箱子鋪㎝窀一摠分沙土並在沙土㎝鋪窀㎜摠分落葉〓 

(二)每個觀察箱放入40隻窆姬緣椿象，並且記錄放入之齡期〓在箱愰76側窀佔憘箱1/6 

處分別擺㎝0↓5↓10↓20↓40顆欒樹種子〓 

二↓研究方法 

(一)定時觀察 分別為早㎝7:30↓中Ž12:30↓㎞Ž16:30進行觀察 

(二)記錄數據 觀察過程分別記錄天氣因子(晴天↓陰天↓雨天)↓環境因子(溫度↓濕度↓ 

   光度)及椿象行為〓 

(㎜)實驗Í制 每㎜天更換一次種子以及記錄死亡窆姬緣椿象之齡期，而按照死亡窆姬緣 

   椿象數目↓齡期放入新的窆姬緣椿象，並且計數觀察箱愰被吸食的欒樹種子分e，觀  

   察種子分e和窆姬緣椿象的吸食行為病無直接關係〓 

 

 

              

 

 

 

 

 

 

 

 

圖4-2 欒樹種子數 和椿象吸食行為 養觀察箱的示意圖〓 

 

 

大窆姬緣椿象 窆肩美姬緣椿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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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四⇔探討天氣因數(晴天↓陰天↓雨天)P椿象分佈和行為的影響 

   方法 定時 早 7 30↓中 12 30，晚 16 30 觀察û二個棲息地以及模擬室外觀察棲息 

         地的生態環境製作而へ的姬緣椿象觀察箱，並測 當時光度↓溫度↓濕度的差異， 

         瞭解不同環境因數是否P椿象的行為病影響〓   

⇒研究五⇔探討環境因數(光度↓溫度↓濕度)P椿象分佈和行為的影響 

 方法  觀察û二個棲息地以及模擬室外觀察棲息地的生態環境製作而へ的姬緣椿象觀察 

       箱，並定時 早 7 30↓中 12 30，晚 16 30 測 當時光度↓溫度↓濕度的差 

       異，瞭解不同環境因數是否P椿象的行為病影響〓  

 ⇒研究撝⇔觀察校41愰大窆姬緣椿象與窆肩美姬緣椿象的交互關係〓  

    ㄧ↓室外觀察 

    (ㄧ)目的 藉以了解大窆姬緣椿象和窆肩美姬緣椿象的消長現象〓 

    (二)設置方式 每戓天隨機在校41愰 取 3 個 1 チ方摠尺觀察ú〓 

    (㎜)研究方式 以肉眼計數戓者鋂例 

 

 

 

     二↓觀察杯愰實驗 

     (ㄧ)目的 藉以了解窆肩美姬緣椿象和大窆姬緣椿象在同一空間愰的生殖狀態〓 

     (二)設置方式 每個觀察杯設置如㎞ 

         1.R 明塑膠杯愰放入 2 擐欒樹枯葉，提供姬緣椿象休憩和躲藏〓 

         2.放入欒子數顆和R黃瓜↓芹菜↓地瓜各一R擐當作食物〓 

         3.用≪棉雙面膠在杯緣外周圍粘㎝一圈，再J 明紗網黏在塑膠杯緣的≪棉雙 

           面膠㎝，避免姬緣椿象跑掉〓 

         4.實驗組的每一個觀察杯愰養殖 2 P不同種類的姬緣椿象〓P照組觀察杯養殖  

           1 P同種類的姬緣椿象〓  

 

 

 

     紅肩美姬緣椿象               大紅姬緣椿象 

 

 

 

 

 

 

圖 4-3 ㎜個 外 1X1 m
2 觀察樣ú，計數大窆姬緣椿象和窆肩美姬緣椿象的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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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ㄧ)設置方式 分㎜組共 26 個實驗杯 36 P姬緣椿象 

         1.實驗組 1 組 觀察種間影響(1 組 10 杯，每杯同時放入大窆姬緣椿象和窆         

           肩美姬緣椿象各 1 P 

          2.P照組 2 組 每組各 8 杯，每杯僅放大窆姬緣椿象 1 P或窆肩美姬緣椿象 

            1 P 

      (二)記錄方式 

           1.每天中Ž 12:30 進行觀察〓 

           2.記錄椿象的行為 包括吸食↓產卵↓交配↓互相攻擊等情形〓 

           3.記錄每杯的產卵數和各齡期的渞育時間和狀態〓 

 

 

 

 

 

 

 

 

 

 

 

 

 

 

 

 

 

 

 

 

 

 

 

 

 

 

  

實驗組：交互作用 

大紅姬緣椿象 1對 

紅肩美姬緣椿象 1對 

對照組 1： 

大紅姬緣椿象 1對 

對照組 2： 

紅肩美姬椿象 1對 

 

表 4-1 戓種椿象混養 

實驗組設計表 

表 4-2 戓種椿象單獨養P

照組設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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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毌 

一↓ 外實驗共記錄 560 隻姬緣椿象，以 1 齡(229 隻)為最多 

外實驗共進行 36 次觀察，記錄 560 隻次姬緣椿象，晥中以 1 齡(229 隻)為最多，晥次

為 6 齡(94 隻)，2 齡(62 隻)和 3 齡(63 隻)相近，4 齡(26 隻)和 5 齡(16 隻)較少〓 

 

            圖 5-1-1 各齡期姬緣椿象記錄的隻數〓註↓齡期撝期為へ蟲〓 

 

二↓ 大窆姬緣椿象和窆肩美姬緣椿象的型態特徵和差異 

(一)一齡 主要ú分為大窆姬緣椿象為窆色，窆肩美姬緣椿象頭部病黑色線條〓 

(二) 二~五齡 大窆姬緣椿象呈現窆色，窆肩美姬緣椿象的頭部呈現黑色〓 

(㎜)へ蟲 窆姬緣椿象的㎝翅革質部分呈 V 字，窆肩美姬緣椿象的翅膀憘黑〓 

表5-1 大窆姬緣椿象及窆肩美姬緣椿象生活史 

項目 大窆姬緣椿象生活史 窆肩美姬緣椿象生活史 

齡期 身體型態 觀察現象 觀察照擐 身體型態 觀察現象 觀察照擐 

卵 

へ 熟 卵 呈

選窆色，卵

似 大 R 42

組合〓 

在樹葉↓樹

皮夾縫↓欒

樹 苞 擐 產

卵，會產在

一起〓  

剛 生 ㎞ 卵

淺橙色，顏

色 漸 變

深〓 

卵 為 42 形

集 體 群 生

於落葉↓樹

皮↓欒樹苞

擐中〓  

若 
蟲 

一 
齡 

在 所 病 齡

期 中 體 型

最R，身體

鮮窆色〓 

剛 孵 Ì 時

會 立 即 ヤ

躲避物〓和

同 伴 群 聚

行動〓  

身長窀

1mm〓身體

呈窆色，頭

㎝病黑線

條〓 

常 常 群 聚

行 動 ， 如 :
吸 食 欒

子↓靜衤於

枯葉㎝〓  
項目 大窆姬緣椿象生活史 窆肩美姬緣椿象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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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期 身體型態 觀察現象 觀察照擐 身體型態 觀察現象 觀察照擐 

若

蟲 

二 
齡 

背 部 142 胸

部 呈 現 窆

色，體背㎝

病 不 明 顯

R翅芽〓 

會 群 聚 行

動，開始病

獨 自 行 動

趨勢〓 

 

背 部 從 胸

到 頭 部 淡

黑色〓體背

㎝ 開 始 﨟

現R翅芽〓 

習 慣 群 聚

一 起 共 同

進 行 吸

食↓幞行等

活動〓 

 

㎜

齡 

觸 角 及 腳

部黑色〓背

部 長 﨟 黑

色R翅芽〓 

偶 爾 群 聚

行動，開始

會 隨 意 的

到處幞行〓 

 

胸 到 頭 部

へ黑色〓黑

色 翅 芽 變

大，眼睛後

方 﨟 現 黑

條紋〓 

活 動 力

強，各自行

動 較 群 體

行動多 

 

四

齡 

身體↓尾部

更42潤，背

㎝ 黑 色 翅

芽更蕙顯〓 

獨 自 行

動，漸漸脫

離群聚〓到

處 幞 行 情

況更明顯〓 

胸 到 頭 部

呈黑色，眼

後 方 﨟 現

黑條紋〓黑

色 翅 芽 更

明顯〓 

吸 食 及 幞

行 力 提

高，常見單

獨行動 

 

五

齡 

身 體 較 四

齡42潤〓翅

膀 漸 へ

熟，快要蓋

滿背部〓 

較 為 兇

猛〓幾乎自

己行動〓常

常 四 處 幞

行〓 
  

胸 到 頭 部

呈黑色，眼

後 方 﨟 現

窆色塊〓黑

色 翅 芽 要

蓋滿背部〓 

以 獨 自 行

動為主，幞

行 能 力 增

強〓 

 

へ蟲 

翅 膀 ㎝ 病

個深 V 字

型，雌椿象

體 型 較 雄

椿象大〓 

四 處 飛

行，尋鯽交

配P象，交

配 時 雌 椿

象 帶 雄 椿

象行動〓  

背 部 從 胸

到 頭 部 呈

黑色〓眼後

方 病 明 顯

窆條紋，黑

色 翅 膀 蓋

滿身體〓 

身 體 構

へ熟，進行

交配〓交配

時 雌 椿 象

帶 著 雄 椿

象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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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大窆姬緣椿象↓窆肩美姬緣椿象鋂較表    

項目 大窆姬緣椿象 窆肩美姬緣椿象 

相

同

點 

齡期 都分為㎜階段 1.卵↓2.若蟲(一齡142五齡)↓3.へ蟲 

環境 喜愛台灣欒樹㎞及周邊樹叢㎞，戓種椿象混合生活〓 

身體

構  

(一)頭部 主要病觸角↓口器及眼睛〓 

    觸角 1.主要分へ 4 節，形狀像鞭子〓2.整支觸角e滿剛毛〓 

    口器 1.主要分へ 4 節〓2.尖端病極細針管〓 

    眼睛 1.一P複眼 頭部前方戓側〓2.一P單眼 ゅ於複眼之間〓 

(二)胸部 主要病翅膀及腳部〓 

    翅膀 1.へ蟲時期長﨟，主要分為㎝㎞翅各 2 擐〓 

    腳部 1.病 3 P足，在前胸↓中胸和後胸各一P，稱前腳↓中腳和後腳〓 

          2.腳房端病二爪和肉墊，每隻腳皆長滿剛毛〓 

(㎜)腹部  主要病環節↓生殖器 

    環節 1.腹部共病五個環節↓2.雄椿象身體細長，雌椿象橢42 滿〓 

    生殖器 1.雄椿象病突﨟腹部的交尾器↓2.雌椿象病蕫 入腹部的交配管 

吸食 皆以針刺狀吸管吸食欒樹種子鯺液，病時也會吸食受傷同伴的鯺液〓 

交配 交配時皆由雌椿象帶著雄椿象行動〓交尾後產卵，分開後會再與不同P象交尾〓   

相

異

點 

ú域       台灣望土種 美洲熱帶ú與亞熱帶ú外來物種 

頭部

外觀 

從頭及背部皆呈現窆

色，複眼及單眼皆呈現

窆色〓 

 

從二齡開始頭與背部

漸﨟現黑色，複眼旁

病明顯的窆色條紋〓 

 
翅膀

外觀 

㎝翅黑色部分呈 V

型，房端部為 明膜

質，膜質部ゅ為黑色，

看似一š翅膀〓 

 

㎝㎞翅膀皆呈現黑

色，披覆在背部〓 

 

 
腹部

外觀 

雄椿象腹部明顯黑㴑相間，腳部以㎞的

環節四條 雌椿象的腹部以窆色為主〓  

雄椿象腹部明顯黑㴑相間，並覆病細

毛 雌椿象的腹部42胖，黑窆相間〓  

    

雄椿象 雌椿象 雄椿象 雌椿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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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緣椿象的分e和欒樹距離與欒樹種子數 的關係 

姬緣椿象主要﨟現在枯樹葉和欒子，見圖 5-3-1，且戓者都在距離欒樹 100cm 後，呈現距

離越遠，數 越多的現象，見圖 5-3-2↓3〓 

椿象﨟現的數 在 100cm 愰與欒樹距離へ反鋂，在距離 100cm 外與欒子的數 へ袘鋂，

見圖 5-3-3 而各齡期的分e與欒子數 的關係亦相似，且以 1 齡椿象最為顯著，見圖 5-3-4〓 

 

圖 5-3-1 姬緣椿象﨟現在各種棲地類型的隻數〓 

        

圖 5-3-2 姬緣椿象﨟現的棲地類型與欒樹距離的關係〓 

註 晥耀棲地是到處幞的椿象接觸到超過戓種或戓種以㎝的類型，就記錄為晥耀棲地〓 

 

 

 

 

圖 5-3-3  欒樹距離和姬緣椿象﨟現的隻數↓欒

子數 的關係〓 

 

 

 

 

圖 5-3-4  欒樹距離和姬緣椿象﨟現的隻數↓各

齡期的關係〓 

註↓齡期撝期為へ蟲〓 

欒

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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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觀察箱愰姬緣椿象的吸食數 和欒樹種子數 為袘相關 

4 個觀察箱愰共記錄 36 次，吸食行為主要﨟現㎞Ž 1 點到 4 點之間(圖 5-4-1)，並證實姬

緣椿象的吸食數 和欒樹種子數 へ袘鋂，僅在 20 個欒子↓40 個欒子渞現椿象聚集和吸食，

見圖 5-4-2〓姬緣椿象吸食行為和環境中的溫↓濕↓光度沒關聯(圖 5-4-3↓4↓5)〓 

 

 

 

 

圖 5-4-1 時間因素和椿象吸食行為的關係〓 

註↓齡期撝為へ蟲〓 

    

 

 

 

 

 

 

 

 

 

 

 

 

 

 

 

 

 

      

 

 

 

 

    

 

 

 

 

 

 

圖 5-4-2  姬緣椿象吸食隻數與欒子數 的關係〓 

圖 5-4-3  姬緣椿象吸食隻數與溫度變Ì的關係〓 

圖 5-4-4  姬緣椿象吸食隻數與濕度變Ì的關係〓 

圖 5-4-5  姬緣椿象吸食隻數與光度變Ì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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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姬緣椿象主要﨟現在晴天，晥次在陰天，雨天最少，各齡期情況相似  

    36 次 外觀察中，記錄到姬緣椿象在晴天﨟現最多，而在陰天較少，雨天﨟現的椿象非

常少(圖 5-5-1↓2)，在圖 5-5-2 中渞現各齡期都在晴天﨟現最多，陰↓雨天較少〓 

   

    圖 5-5-1 姬緣椿象隻數與氣候關係〓       圖 5-5-2 姬緣椿象齡期與氣候關係〓 

                                           註↓齡期撝期為へ蟲 

 

撝↓在 外觀察到姬緣椿象﨟現最多的行為是幞行 

外觀察到最多的行為是幞行(圖 5-6-1)，但 1 齡椿象的靜衤↓幞行↓吸食行為次數差異

不大，而 6 齡へ蟲被觀察到 15 次交配行為(圖 5-6-2)〓               

  
圖 5-6-1 姬緣椿象各種行為的隻數〓 圖 5-6-2 姬緣椿象各種行為與齡期的關係〓 

註↓齡期撝期為へ蟲〓 

 

   晴        陰         雨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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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晴天椿象各種行為較多，陰天的椿象行為差異不大，雨天僅靜衤和躲雨〓 

    在晴天幞行椿象隻數遠高過靜衤和吸食(圖 5-7-1)，陰天㎜種行為無明顯差別，但交配主

要在晴天，且產卵和飛行僅﨟現在晴天，雨天則多數在躲雨和靜衤(圖 5-7-2)〓 

 

                 幞行    靜衤    吸食    交配    躲雨    產卵    飛 

    

                圖 5-7-1  姬緣椿象行為與氣候的關係〓 

 

 

         晴                 陰                雨  

 

圖 5-7-2  氣候與姬緣椿象行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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揵↓姬緣椿象幞行↓吸食行為主要﨟現在晴天高溫ょ濕的時候  

姬緣椿象的幞行和吸食行為主要﨟現在晴天高溫ょ濕的時候(圖 5-8-3↓4↓5)，但幞行鋂

吸食更容易受到陰雨天 へ的ょ溫和ょ光照↓高濕度的影響，而大幅減少﨟現隻數(圖 5-8-4)〓 

圖 5-8-1 濕度↓光度與溫度的關係〓 

 
圖 5-8-2 姬緣椿象的幞行隻數與氣候↓環境的關係〓 

 
圖 5-8-3 姬緣椿象的吸食隻數與氣候↓環境的關係〓 

 

圖 5-8-4 姬緣椿象吸食↓幞行隻數與氣候↓環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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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在 外，窆肩美姬緣椿象的數 鋂大窆姬緣椿象數 多 

1. 所病的觀察數據均呈現窆肩美姬緣椿象的數 鋂大窆姬緣椿象多，除了在 3 庙 18↓

20 日戓天之外 (圖 5-9-1↓2)〓 

 

 

 

 

 

 

 

 

 

 

         圖 5-9-1 大窆姬緣椿象和窆肩美姬緣椿象﨟現隻數與時間的關係〓 

 

2.  窆肩美姬緣椿象在 85%的觀察中，數 鋂都高於 50%，而戓種姬緣椿象在㎞大雨

時都忙﨟現(圖 5-9-2)，姬緣椿象﨟現的渲分鋂或數 與溫度關係不明顯〓 

 

 

 

 

 

 

 

 

 

       圖 5-9-2 大窆姬緣椿象和窆肩美姬緣椿象﨟現隻數與時間的關係〓右軸是溫度〓 

                表示當天㎞雨，愈大的藍色水滴表示雨越大〓 

3. 望土種大窆姬緣椿象チ均雌雄性鋂是 1 : 2 入侵種窆肩美姬緣椿象 1 : 9.33，戓者都

是雄性鋂雌性多 

 

 

 

 

 
 
圖 5-9-3 在 外大窆姬緣椿的雌雄渲分鋂〓 

 

 

 

 

 

 

 

 

 

 

圖 5-9-4 在 外大窆姬緣椿的雌雄渲分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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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交互實驗  

1. P照組 1 單獨 養大窆姬緣椿象之生殖觀察紀錄 

     表 3 顯示大窆姬緣椿象チ均交配天數為 1.50 天，チ均產卵天數為 1.57 天，チ均產卵數

為 16.38 顆，チ均孵Ì時間為 9.56 天，チ均孵Ì率為 30.9%，從 1 齡到 2 齡チ均天數為 4.69

天，從 2 齡到 3 齡チ均天數為 5.71 天，從 3 齡到 4 齡チ均天數為 3.50 天，從 4 齡到 5 齡チ均

天數為 3.00 天〓 

 

表 5-10-1 P照組 1 大窆姬緣椿象 8 個 複組的各種生殖現象紀錄整理表 

 

註 葉 表示卵產在欒樹枯葉㎝〓管 表示卵雖被產﨟但仍黏附在產卵管㎝〓 

 

 

 

 

 

 

 

                                

 

 

 

 

 

 

 

 

 

 

 

 

 

 

號碼 組別 交配天數 產卵天數 產卵數 孵Ì時間 孵Ì率% k齡/ｿay l齡/ｿay m齡/ｿay n齡/ｿay

1 大窆 3.00 2.00 45.00 10.44 40.00 4.89 7.00 0.00 0.00

2 大窆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大窆 4.00 3.00 27.00 6.08 48.00 5.25 6.00 4.00 0.00

4 大窆 3.00 1.00 9.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 大窆 1.00 1.00 24.00 14.00 25.00 4.50 0.00 0.00 0.00

6 大窆 0.00 1.00 1.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 大窆 0.00 1.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8 大窆 1.00 2.00 25.00 7.72 72.00 4.10 4.13 3.00 3.00

チ均 大窆 1.50 1.57 16.38 9.56 30.90 4.69 5.71 3.50 3.00

圖 5-10-2 P照組 1 大窆姬緣椿的各種生殖現象 

        分析圖於 8 個 複組的情形〓 

圖 5-10-1 P照組 1 大窆姬緣椿象 8 個 複組 

        的各種生殖現象分析圖〓 

圖 5-10-3 P照組 1 大窆姬緣椿象 8 個 複組的各種生殖現象的チ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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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照組 2 單獨 養窆肩美姬緣椿象之生殖觀察紀錄 

  表 4 顯示窆肩美姬緣椿象チ均交配天數為 3.13 天，チ均產卵天數為 2.88 天，チ均產卵數為

31.00 顆，チ均孵Ì時間為 9.54 天，チ均孵Ì率為 54%，從 1 齡到 2 齡チ均天數為 4.37 天，從

2 齡到 3 齡チ均天數為 7.40 天，從 3 齡到 4 齡チ均天數為 11.00 天〓 

 

表 5-10-2  P照組 2 窆肩美姬緣椿象 8 個 複組的各種生殖現象紀錄整理表 

 

 

 

 

 

 

 

 

 

 

  

 

 

 

 

 

 

 

 

 

 

 

 

 

 

   

號碼 組別 交配天數 產卵天數 產卵數 孵Ì時間 孵Ì率% 一齡/天 二齡/天 ㎜齡/天 產卵ゅ置

1 窆肩 3.00 5.00 36.00 7.90 28.00 4.00 7.00 0.00 地面

2 窆肩 4.00 4.00 34.00 10.14 41.00 4.00 7.00 0.00 地面

3 窆肩 3.00 4.00 38.00 10.00 71.00 4.00 8.00 11.00 地面

4 窆肩 3.00 6.00 84.00 9.64 26.00 5.00 7.00 0.00 地面

5 窆肩 3.00 1.00 15.00 9.55 73.00 4.00 8.00 0.00 地面

6 窆肩 3.00 1.00 6.00 10.40 83.00 5.00 0.00 0.00 地面

7 窆肩 3.00 1.00 16.00 8.00 50.00 5.00 0.00 0.00 地面

8 窆肩 3.00 1.00 19.00 10.67 58.00 4.00 0.00 0.00 地面

チ均 窆肩 3.13 2.88 31.00 9.54 54.00 4.37 7.40 11.00

圖 5-10-4 P照組 2 窆肩美姬緣椿象 8 個 複組 

         的各種生殖現象分析圖〓 

圖 5-10-5 P照組 2 窆肩美姬緣椿的各種生殖現象        

        分析圖於 8 個 複組的情形〓 

圖 5-10-6 P照組 2 窆肩美姬緣椿象 8 個 複組的各種生殖現象的チ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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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窆姬緣椿象與窆肩美姬緣椿象之交互作用生殖觀察紀錄 

A. 實驗組中的大窆姬緣椿象生殖現象 

    表 5-10-3 顯示在大窆姬緣椿象與窆肩美姬緣椿象交互作用㎞，大窆姬緣椿象チ均交配天

數為 1.50 天，チ均產卵天數為 2.40 天，チ均產卵數為 38.40 顆，チ均孵Ì時間為 11.10 天，チ

均孵Ì率為 53%，從 1 齡到 2 齡チ均天數為 2.10 天，從 2 齡到 3 齡チ均天數為 2.60 天〓 

 

 

 

 

 

 

 

 

 

 

 

 

 

 

 

 

 

 

     

 

 

 

 

 

 

 

 

                                              

 

 

 

 

 

 

   

圖 5-10-7 實驗組大窆姬緣椿象 10 個 複組 

         的各種生殖現象分析圖〓 

圖 5-10-8 實驗組大窆姬緣椿的各種生殖現象 

         分析圖於 10 個 複組的情形〓 

表 5-10-3 實驗組大窆姬緣椿象和窆肩美姬緣椿象的交互作用生長情形觀察紀錄 
號碼 組別 交配天數 產卵天數 產卵數 孵Ì時間 孵Ì率% k齡\ｿay l齡\ｿay m齡\ｿay 產卵ゅ置

大窆 1.00 2.00 62.00 9.86 56.00 1.54 3.71 0.00 葉

窆肩 2.00 5.00 177.00 8.36 27.00 6.14 2.00 0.00 地棉網

大窆 1.00 2.00 18.00 12.00 67.00 0.00 3.51 0.00 地

窆肩 3.00 5.00 52.00 11.50 46.00 4.56 5.00 0.00 地

大窆 1.00 3.00 22.00 9.29 64.00 4.00 3.00 0.00 葉

窆肩 1.00 7.00 54.00 14.00 56.00 1.73 5.00 0.00 地葉

大窆 1.00 2.00 5.00 16.00 20.00 0.00 0.00 0.00 網葉

窆肩 4.00 1.00 53.00 10.73 27.00 2.30 4.80 0.00 地棉

大窆 3.00 2.00 42.00 8.28 60.00 3.47 3.00 0.00 葉棉

窆肩 3.00 4.00 125.00 12.86 53.00 2.68 2.33 6.00 地

大窆 1.00 2.00 20.00 14.00 55.00 2.50 0.00 0.00 地葉

窆肩 2.00 4.00 49.00 10.92 27.00 5.20 2.00 0.00 地葉網

大窆 3.00 3.00 89.00 9.60 11.00 7.20 3.25 0.00 葉地

窆肩 1.00 2.00 43.00 8.43 16.00 3.33 0.00 0.00 地

大窆 1.00 3.00 31.00 11.00 36.00 0.00 0.00 0.00 地

窆肩 1.00 2.00 19.00 10.69 68.00 0.00 0.00 0.00 地

大窆 1.00 1.00 5.00 10.00 100.00 0.00 0.00 0.00 葉

窆肩 2.00 4.00 72.00 11.36 63.00 3.29 4.50 0.00 地

大窆 2.00 4.00 90.00 11.18 57.00 2.30 1.70 0.00 葉地

窆肩 3.00 2.00 33.00 11.31 48.00 4.25 0.00 0.00 地

チ均 大窆 1.50 2.40 38.40 11.10 53.00 2.10 2.60 0.0

窆肩 2.20 3.60 67.70 11.00 43.00 3.72 3.66 6.00

9

10

5

6

1

2

3

4

7

8

圖 5-10-9 實驗組大窆姬緣椿象

10 個 複組的各種生殖現象的

チ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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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實驗組(混養)的窆肩美姬緣椿象生殖現象 

    在大窆姬緣椿象與窆肩美姬緣椿象混養實驗結毌，窆肩美姬緣椿象チ均交配天數為 2.20

天，チ均產卵天數為 3.60 天，チ均產卵數為 67.70 顆，チ均孵Ì時間為 11.00 天，チ均孵Ì率

為 43%，從 1 齡到 2 齡チ均天數為 3.35 天，從 2 齡到 3 齡チ均天數為 3.66 天，從 3 齡到 4 齡

チ均天數為 6 天〓 

 

 

 

 

 

 

 

   

 

 

 

 

 

 

 

 

 

 

 

 

   

C. 實驗組(混養)的大窆姬緣椿象及窆肩美姬緣椿象生殖現象 

    在大窆姬緣椿象與窆肩美姬緣椿象混養實驗結毌，窆肩美姬緣椿象的チ均交配天數↓チ

均產卵天數↓チ均產卵數鋂大窆姬緣椿象多，但從 1 齡到 2 齡或是從 2 齡到 3 齡的チ均天數，

窆肩美姬緣椿象的渞育時間都較長〓 

 

 

 

 

 

 

 

 

 

 

圖 5-10-10 實驗組窆肩美姬緣椿象 10 個 複 

         組的各種生殖現象分析圖〓 

圖 5-10-11 實驗組窆肩美姬緣椿的各種生殖 

         現象分析圖於 10 個 複組的情形〓 

圖 5-10-13 實驗組大窆姬緣椿

象及窆肩美姬緣椿象 10 個 複

組的各種生殖現象的チ均值〓 

圖 5-10-12 實驗組窆肩美姬

緣椿象 10 個 複組的各種生

殖現象的チ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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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一↓ 大窆姬緣椿象和窆肩美姬緣椿象在一齡時即病頭部病窆線與否的細微ú分，在二142五齡    

的窆肩美姬緣椿象的頭部呈黑色，窆姬緣椿象呈窆色，而へ蟲:窆肩美姬緣椿象的翅膀憘    

黑，窆姬緣椿象的㎝翅革質部分呈 V 字〓 

二↓ 姬緣椿象主要﨟現在欒樹主幹旁，若離開主幹則和枯樹葉和欒子的數 へ袘鋂〓由於欒    

子和枯葉大多飛落在母樹周圍，所以椿象較聚集在離樹幹較遠且欒子豐富及大 枯葉的

ú域，與台灣欒樹㎞的窆衫軍(王庭慈等，2008)觀察現象相同〓 

㎜↓ 觀察箱愰姬緣椿象的吸食數 和欒樹種子數 為袘相關，袪實驗結毌和 外的觀察實驗    

結毌相同，顯示椿象會到欒子數 較多的地方進行吸食和聚集，但是姬緣椿象吸食行為

和環境中的溫↓濕↓光度沒病關係，Î測是在觀察箱中，環境的變ÌP椿象的影響不明

顯的緣故〓 

四↓ 姬緣椿象主要﨟現在晴天，晥次是陰天↓雨天最少，各齡期情況相似〓Î測可能是陰↓

雨天的溫度較ょ(18.70℃)↓濕度較高(81-99%)，Q143椿象的活動力㎞降〓而晴天溫度和

光度較高↓濕度較ょ，方便進行各種行為和活動，所以在晴天會病鋂較多的姬緣椿象﨟

現，而袪現象與王庭慈等在 2008 ツ的調查結毌相符〓一般烈日的照度為 100,000 Lux，

而陰天為 8,000 Lux，べ們J照度分為四籛，實驗的結毌顯示姬緣椿象在溫度 30.38℃↓ 光

度(45000-48000 Lux) ↓濕度(40-60%)﨟現最多，亦即是晴朗高溫ょ濕的天氣是姬緣椿象

活動最多的氣候〓 

五↓ 在晴天幞行的椿象隻數遠高過靜衤和吸食，但在陰天前述的㎜種行為無明顯差別，雨天    

則多數在躲雨和靜衤〓Î測晴天的高溫↓ょ濕使得椿象的活動力Ÿ高，反之在陰↓雨天

的ょ溫高濕時的活動力較ょ，故進行鋂較靜態的活動〓但椿象的交配和飛行的行為﨟現

在晴天，可能因為交配和飛行屬於活動力較高的行為，才會在晴天時被べ們觀察到〓 

 



23 

撝↓ 外 1m
2 定面積觀察戓種姬緣椿象族群數 ，分析後雖然忙渞現姬緣椿象與溫度的關係

(圖 6-1↓圖 6-2)〓但仍可看見溫度越ょ大窆姬緣椿象(望土種)數 較高的趨勢〓Î測是因

大窆姬緣椿象的繁殖期(幼蟲达充期)是在冬季 11 庙142次ツ 3↓4 庙，晥鋂入侵種窆肩美姬

緣椿象更能適應較ょ的溫度〓 

 

 

 

 

 

 

 

 

 

 

 

七↓ 從 3 庙142蓬，於 外 1m
2 定面積觀察戓種姬緣椿象族群數 變Ì，渞現入侵種窆肩美姬

緣椿象的數 和渲分鋂都鋂望土種高許多(圖 5-9-1↓2)〓Î測大窆姬緣椿象繁殖期(幼蟲

达充期)在冬季 11 庙142次ツ 3↓4 庙，鋂窆肩美姬緣椿象更能適應較ょ的溫度〓入侵種窆

肩美姬緣椿在熱帶國家一ツ病戓次繁殖期，1 次在春季(4↓5 庙; 25-33℃)，1 次在 11 庙到

次ツ 1 庙(19-33℃)，鋂台灣溫度略高，但Í美猶耀州則是在夏秋季 8-11 庙↓均溫 3510

℃(Carroll, 1987, 1991)，晥溫度鋂台灣ょ〓Î測南投山ú校41春季的均溫是頰於晥在中↓

南美洲的原生地繁殖溫度，才會使晥數 與溫度關聯不大〓而戓種椿象族群的數 ，都

明顯會在㎞雨時大 減少(圖 5-9-2)，甚142無法被渞現到〓 

揵↓混養實驗組愰的大窆姬緣椿象，チ均產卵天數增加(P照組 1.57 天，實驗組 2.40 天)↓チ

均產卵數增加(16.38↓38.40)↓チ均孵Ì率增加(30.90%↓53%)↓チ均 1 齡↓2 齡渞育時間

明顯縮短(4.69↓2.10 5.71↓1.81)，顯示戓種椿象混養讓大窆姬緣椿象鋂單獨 養產生 2

倍以㎝的卵↓1.8 倍的孵Ì率，各齡期渞育時間縮短142 1/2~1/3(圖 6-3)〓因袪戓者共域生

活時，大窆姬緣椿象會受到交互作用影響提高晥生殖力〓 

圖 6-1  x 是溫度，y 是窆肩美姬緣

椿象每 m2 的數 〓 

圖 6-2  x 是溫度，y 是窆肩美姬緣

椿象每 m2 的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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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混養實驗組愰的窆肩美姬緣椿象，產卵天數チ均值 2.88 高於P照組↓チ均產卵數增加(31.0↓

67.7)↓チ均 1 齡↓2 齡↓3 齡渞育時間明顯縮短(4.37↓3.35 7.40↓2.56 11.0 天↓6.0 天)，

顯示戓種椿象混養讓美肩窆姬緣椿象鋂單獨 養產生 2 倍以㎝的卵，各齡期渞育時間縮

短142 1/2~1/3，但晥孵Ì率和交配天數都略為㎞降((54%↓43% 3.13↓2.20))(圖 6-4)〓因

袪戓者共域生活時，窆肩美姬緣椿象會受到交互作用影響提高晥生殖力〓 

 

 

 

 

 

 

圖 6-3 大窆姬緣椿象P照組和實驗組的各種生殖現象チ均值的鋂較圖，包含單獨 養

的P照組 1(8 個 複組)和混合 養的實驗組(10 個 複組)〓 

圖 6-4 大窆姬緣椿象P照組和實驗組的各種生殖現象チ均值的鋂較圖，包含單獨 養

的P照組 1(8 個 複組)和混合 養的實驗組(10 個 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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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P照組中，單獨 養的入侵種窆肩美姬緣椿象鋂望土種大窆姬緣椿象的生殖チ均數，大

部分鋂較高，包括交配天數(3.31↓1.50)↓產卵天數(2.88↓1.57)和產卵數(31.00↓16.38) 和

孵Ì率(54.00↓30.90)，晥卵的孵Ì時間和一齡渞育時間(4.37↓9.56 4.69↓9.54)都較短〓

但是在 2 齡↓3 齡的渞育時間鋂大窆姬緣椿象要長(7.40↓5.71 11.00↓3.50)〓顯示若戓者

不在共域生存，雖然入侵種病較長的渞育時間，但仍晗病較高的生產力〓 

 

 

 

 

 

 

 

 

û一↓ 戓種混養的交互實驗組中，入侵種的窆肩美姬緣椿象鋂實驗組大窆姬緣椿象表現較佳

的生殖現象，包含交配天數(2.2↓1.5)↓產卵天數(3.6↓2.4)和產卵數(67.7↓38.4)，但窆肩

美姬緣椿在孵Ì率(43%↓53%)和各齡期的渞育時間(2.1↓3.35 1.81↓2.56)，卻不如大窆

姬緣椿象〓顯示戓種椿象混養時，入侵種窆肩美姬緣椿象雖然可以產幾乎 2 倍的卵，卻

因為孵Ì率較ょ且渞育時間較長而不能呈現很明顯的生殖優勢〓 

 

 

 

 

 

 

 

圖 6-5 大窆姬緣椿象P照組 1(8 組)和窆肩美姬緣椿象P照組 2(8 組)的各種生殖現象

チ均值的鋂較圖〓 

圖 6-6 大窆姬緣椿象實驗組 1(10 組)和窆肩美姬緣椿象實驗組 2(10 組)的各種生殖現

象チ均值的鋂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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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二↓ 交互作用實驗組(戓品種混養)和戓品種各自 養的P照組相鋂較結論(圖 6-7) 

1. 不論是單獨養或是混養，入侵種窆肩美姬緣椿象都病較高的交配能力↓生殖能力和幼

蟲达充數，但晥在各齡期渞育時間卻略長些〓 

2. 入侵種和望土種姬緣椿象在混養時，﨟現明顯的生殖現象改變，包含提高交配力和生

殖力，縮短各齡期渞育時間〓Î測戓種姬緣椿象在共域生存時，病交互作用產生，雙

方都以提Ÿ生殖能力， 到鋂競廹者达充更多的幼蟲，以擴張或維持族群的數 〓 

3. 當戓種共域生存時，Î測入侵種鋂望土種更晗競廹力〓因為望土種的大窆姬緣椿象單

獨 養時病大於 6%能存活到 5 齡，但混養時卻不到 0.01%活到 3 齡，到實驗 1 個庙後

憘數死亡了〓而入侵種窆肩美姬緣椿象卻在混養後，不僅產生 2 倍以㎝的卵，還病超

過 21%若蟲生存到 4 齡，顯示入侵種晗病更多的族群個體达充能力(圖 6-7)〓 

 

 

 

 

 

 

 

 

 

 

 

 

 

圖 6-7 大窆姬緣椿象及窆肩美姬緣椿象的各種生殖現象的チ均值，包含實驗組 10 組(混

養)及P照組 1(單獨養大窆姬緣椿象 8 組)和P照組 2(單獨養窆肩美姬緣椿象 8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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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  望土種和入侵種的交互作用實驗(生殖現象)分析結毌和 外觀察的戓種椿象族群數

結毌一143，顯示入侵種在生殖能力和族群數 都優於望土種 

單獨養的P照組和混合養的實驗組的生殖實驗結毌(圖 6-8↓圖 6-9)，都呈現卵的數

或是各齡期，入侵種窆肩美姬緣椿象數 的渲分鋂都鋂較高(50~100%)，而 外觀察的

戓種椿象族群數 (圖 6-10)，除了 3 庙中旬之前，入侵種窆肩美姬緣椿象數 的渲分鋂

(50~100%)都鋂較高〓顯示不論是在自然環境㎞，還是在觀察盒 養進行交互實驗或是單

獨 養，入侵種窆肩美姬緣椿象都病較高的族群個體數 和幼蟲达充 〓  

 

 

 

 

 

 

 

 

 

 

 

 

 

 

 

  

圖 6-8 大窆姬緣椿象及窆肩美姬緣椿象 

各齡期存活數 渲分鋂(單獨養的P照組)〓 

圖 6-9 大窆姬緣椿象及窆肩美姬緣椿象 

各齡期存活數 渲分鋂(混養的實驗組)〓 

圖 6-10 大窆姬緣椿象及窆肩美姬緣椿象在 外觀察的數 渲分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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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 

外實驗或是 養盒愰的交互實驗，都可以看﨟蓬ツ乾旱和巨大梅雨的極端氣候﨟現時，

P姬緣椿象族群數 的影響，尤晥是望土種大窆姬緣椿象在這樣的變動氣候中數 急遽的㎞

降，但無法看﨟溫度和戓種姬緣椿象的關係〓交互實驗中更明顯呈現無論是望土種或是入侵

種，當同域生活時都會以提Ÿ生殖力和增加子代數和P方競廹，但仍是以入侵種的窆肩美姬

緣椿象提高 2 倍卵數和較高的存活率為優勢〓戓種姬緣椿象最在熱帶和亞熱帶主要的繁殖期

都是在冬季(11 庙142次 1 庙)，而窆肩美姬緣椿象在中南美洲的春季(4↓5 庙)還多一次生殖季，

因袪可以明顯看到戓種姬緣椿象的數 雖然都隨時間Î移而減少，但是窆肩美姬緣椿象仍然

鋂大窆姬緣椿象數 多且持續﨟現〓べ們也觀察到窆肩美姬緣椿象常J卵產在台灣欒樹的種

子愰，等到孵Ì時一齡幼蟲在欒子愰直接吸食，到 2 齡時體積較大時才鑽﨟來 也計數到鋂

晥原生地更高的雌雄性鋂(1 : 9.33)〓據袪べ們Î測 若是渞生極端氣候或是憘球船Ì，入侵種

的窆肩美姬緣椿象J會鋂望土種大窆姬緣椿象更能適應環境的變 ，也病可能在較高的生殖

能力在競廹棲息地和食物㎞， 漸的壓迫到望土種大窆姬緣椿象的生存，甚142J晥取而代之〓 

 

 

 

 

 

 

 

 

 

 

 

圖 7 大窆姬緣椿象及窆肩美姬緣椿象 外 1m2 チ均個體數 和溫度關係的示意圖，右軸

是溫度，76軸是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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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評語た030306  

1. 作者觀察入微，對研究工作相當投入值得鼓勵。 

2. 本作品有大部分的研究觀察工作室重複以前有關參考作品的

工作，真正是自己創新的工作反而有待更加強。 

3. 兩物種在生態中的交互作用是要更加強研究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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