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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ん揭開銅翼眥木蜂及跳小蜂的神秘生活史ゐ喜獲榮耀 

我喜歡研究、觀察，テ經連續參加了四年的科展。回想第一次參加科展的時候是在小學

六年級，第一次參加就獲得第三名，給我很大的鼓勵，也讓我對科學研究產生濃厚的興趣。

升上國中後，雖然課業壓力逐漸加重，但我對於科學研究的興趣絲毫未減。國二時的科展成

績，雖進步到台南市第二名，但仍無緣參加全國賽；此時，我面臨了一個重要的抉擇，那就

是國三是否繼續參加科展比賽。在不服輸的心態及校長和媽媽的鼓勵之下，毅然持續研究，

不因為升學而放棄科展，終於獲得國中組生物科全國第一的殊榮。 

當初開始投入科展研究時，完全未考慮到得獎的問題，只是覺得進行實驗是一件有趣又

好玩的事。在進行實驗及老師指導的過程中，我得到了很多寶貴的知識及經驗；對於事物的

觀察與看法，也產生很大的轉變，現在回顧起來，我覺得這些轉變才是我最大的收穫，至於

得不得獎反而變成次要了。在實驗的過程中當然也遇到許多的挫折，包括實驗時鋸開竹竿採

集木蜂蟲卵的過程中，不小心被木蜂蜇到，痛了好幾天；不過，想想這只是動物保護後屈的

自然反應，其實在我的實驗經驗中，只要不做出峤害木蜂的舉動，其實牠們還是相當和善的。

在做實驗時，很多時候會因為太累、找不到答案或方法等，而想放棄；但想想當時的初衷，

既然開始了就不能這樣半途而廢。得到全國第一名的當下真的很開心，也不枉費老師的辛苦

指導和自ヅ的努力了。 

在頒獎的當天，遇到了其中一位評審教授，他笑著對我說：ひ加油，繼續努力ふ。沒錯，

科學研究不能因為我得了第一名就停下腳步。得獎後，校長希望我回學校對學弟妹們分享我

做科展的經驗與成果，也希望能帶給他們一些啟發，讓他們也能對科學研究產生興趣。現在，

我最想對他們說的是，ひ人因夢想而偉大ふ，但更重要的是，有了夢想就要逐夢踏實，對科學

研究要保持耐性，一步一腳峣，絕對不能半途而廢，如此才能有所收穫。 



 

ii  

 
經過多少努力，多少成敗，科學研究精神在心中開花結果~ 

 
來自全國各縣市的第一名擠滿了頒獎會場，對科學教育的熱愛與活力，屉人感動~ 

 
ひ人因夢想而偉大ふ，但更重要的是，有了夢想就要逐夢踏實~ 



  

揭開銅Ċ眥木蜂及跳R蜂的神秘生活史 

摘要 

從 103ツ春㋴起，密集觀察銅Ċ眥木蜂 Xylocopa tranquebarorum (Swederus, 1787)築

巢情形，幼齡期約 16.5㋴ 初蛹期為乳黃色，約 9.6 ± 1.1㋴後變為黑色蛹，憘蛹期約需 18.7 

± 0.7㋴〓 

羽化後在巢愰等待翅27變硬時，需藉由滑動及亞へ蟲之間的抱抱↓ŧ滾讓碎屑清理乾淨〓

從羽化到 巢約需 7~14㋴，從鑿巢洞142亞へ蟲 巢約需 2個庙〓 

研究發現部分木蜂幼蟲被長索跳R蜂 Anagyrus 寄生，幼蟲被寄生率 24.7% N=166 〓

寄生的跳R蜂體長為 1.94 ± 0.41 mmN=40，每隻被寄生的木蜂幼蟲體愰的跳R蜂約病 665 ± 

237隻 N=20 〓 

銅Ċ眥木蜂的繁殖前期↓中期及後期幼蟲的被寄生率 0.0%↓5.9%及 32.2%〓11庙中旬，

銅Ċ眥木蜂及跳R蜂的族群數 到高峰，木蜂的族群｣到跳R蜂的抑鋻，ﾘ時也 入度冬

期〓 

 

關 鍵 詞 銅Ċ眥木蜂↓長索跳R蜂↓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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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從R，べ們P⌒蜜蜂∂就非常熟悉，也愛‘蜜汁，習慣(\衟)牠們在べ們的 遭，校41

愰↓摠41裡↓菜41中，甚142在 外，感覺牠們無所不在〓病一㋴，報章及新聞媒體快 報Q

蜜蜂是一群消失的族群，震撼人心！查知，從 1994ツ國際相繼報Q─不明原因讓蜂群消失〓

國愰K家研究，農藥中的殺蟲劑，讓蜂群學習能力和記憶能力喪失 因袪，忘記Ç蜜，空轉

甚142無法返回，病如∩迷途羔羊∧，最後 へ蜜蜂科的族群生態瓦解〓 

在べ們校41，常見的是銅Ċ眥木蜂↓義大利蜂和細腰黃蜂等〓其中，銅Ċ眥木蜂常築巢

在校41學習角─學習菜41〓校41裡，不噴藥，常見晨間大 Ç蜜↓中Ž過後就很少出現〓雖

然牠們憘身黑，唯獨翅27相當美麗 雄蜂橄欖綠↓雌蜂則是亮紫色〓苶瓜花是主要蜜源，其

次是常開的花，病蜜最好！ 

 

貳↓研究猹的 

一↓ È討族群的消長 

(一)↓銅Ċ眥木蜂的築巢季節，是否和牠們的蜜源病關？還是病其它特殊的原因？ 

二↓ 物競㋴擇的影響 

(一)↓べ們想知 如果當寒冬許多植物開花延遲的話，銅Ċ眥木蜂是否延遲 蜜球？ 

(二)↓銅Ċ眥木蜂一ツ中繁殖幾次 或幾個世代 ？病㋴褫嗎？ 

㎜↓ È討銅Ċ眥木蜂族群繁訤 

(一)↓ 測體型大R，是否摠母大R相ﾘ？  

(二)↓雄的銅Ċ眥木蜂參X照顧後代幼蜂，能增X存活率嗎？ 

四↓ 問題È索 

(一) 銅Ċ眥木蜂的營巢是否病群聚的訠為？ 

(二) 銅Ċ眥木蜂,2㋴褫跳R蜂間的關係？影響族群消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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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研究設備 

研究設備包括 Optima顯微鏡↓Canon數ゅ相機及 Atago Pocket Refractometer PAL–1，如

圖 1〓 

  

圖 1↓研究設備＾顯微鏡↓電腦設備↓Canon數ゅ相機及電子秤〓 

 

二↓器材,2材料 

研究器材及材料包括實驗瓶(R瓶)↓酒精↓瓶罐↓"刀等，㎞圖 2~圖 5〓 

 

圖 2↓器材─塑膠瓶↓壓克力瓶↓漏斗〓 

 

圖 3↓器材─夾子↓針↓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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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器材─電子游標尺↓"刀↓二十養皿〓 

   

圖 5↓器材─撝格二十養皿↓飼養罐↓竹子↓夾鏈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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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驗過程,2結果 

實驗一↓架構銅Ċ眥木蜂的家 

一↓材料及方法 

在 103ツ初，首孖於校41中的苶瓜棚架㎞，架設 100根外直ℵ約 1.5~6摠分粗細不等的

竹子，誘引銅Ċ眥木蜂來築巢，每星期假日㎝Ž到樣ú 訠觀察一次，圖 1-1〓直到 4庙 26

日，發現銅Ċ眥木蜂群聚來架設的竹子鑽洞，並於洞口留㎞花粉痕跡，顯示牠們開始 蜜球

準備產卵，圖 1-2〓 

隔一星期後，以鋸子及鐮刀剖開竹子，發現裡面已病蜜球及幼蟲 11個，圖 1-3〓第 1批

維持在竹子中照顧如㎞圖 1-4~圖 1-6〓第 2批改放在 6格式的二十養皿照顧，如㎞圖 1-7〓 

  

圖 1-1↓在校41中架設竹子誘引銅Ċ眥木蜂來築巢〓 

  

圖 1-2↓發現銅Ċ眥木蜂於洞口留㎞花粉痕跡，顯示牠們開始 蜜球準備產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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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隔一 後，以鋸子及鐮刀剖開竹子，發現裡面已病蜜球及幼蟲〓 

 

圖 1-4↓銅Ċ眥木蜂所 的蜜球及牠的幼蟲〓 

 

圖 1-5↓銅Ċ眥木蜂的一齡幼蟲〓 

 

圖 1-6↓銅Ċ眥木蜂的幼蜂在ﾏ蜜〓 



  6 

 

圖 1-7↓利用 6格式二十養皿分隔飼養以觀察銅Ċ眥木蜂幼蟲的發育情形〓 

二↓實驗結果 

從 103ツ 4庙 26日發現鑽洞，142 5庙 6日剖開，第一批收集銅Ċ眥木蜂的蟲卵 2個↓

幼蟲 5隻(另病 1隻｣傷死亡)〓5庙 8日發現鑽洞，142 5庙 17日剖開，再收集銅Ċ眥木蜂幼

蟲 4隻，繼續密集觀察銅Ċ眥木蜂築巢情形，並J剖開的竹子帶回實驗室觀察並飼養〓 

幼蟲只ﾏ蜜球，へ長得很快，約 8142 17㋴後病些已是終齡幼蟲，身體不㋵動，如圖 1-8〓

其中 2個，從蟲卵孵化開始飼養的幼蟲，其幼蟲期為 16及 17㋴〓初蛹期 蛹由淡乳黃色變

為黑色 約 9.6 ± 1.1㋴ N=7 憘蛹期 蛹由淡乳黃色到完憘褪皮 約 18.7 ± 0.7 ㋴ N=11 ，

圖 1-9↓圖 1-10〓 

103ツ 6庙 14日起142 6庙 25日衤，幼蟲 11隻憘部羽化，其中 5隻雄蟲↓6隻雌蟲〓羽

化後，在巢愰等待翅27變硬時，身㎝還帶病蛹皮的碎屑，牠留在巢愰滑動，磨去較薄還附在

身㎝的蛹皮 圖 1-11↓圖 1-12〓藉由滑動及亞へ蟲之間的抱抱↓ŧ滾讓碎屑清理乾淨，從羽

化142 巢約需 7~14㋴，圖 1-13 從鑿巢洞142亞へ蟲 巢所需時間約 2個庙〓 

銅Ċ眥木蜂的飼養過程，每㋴觀察及記錄，べ們於 6庙底J第 1批羽化的へ蟲，へW放

飛，圖 1-14↓圖 1-15〓 

   

圖 1-8↓分隔飼養銅Ċ眥木蜂以觀察幼蟲的發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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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銅Ċ眥木蜂的裸蛹〓 

  

圖 1-10↓銅Ċ眥木蜂的黑色蛹(接近羽化)〓 

    

圖 1-11↓木蜂羽化後，在巢愰等待翅27變硬時，身㎝還帶病蛹皮的碎屑，牠留在巢愰滑動，

磨去較薄還附在身㎝的蛹皮〓 

  

圖 1-12↓剛羽化不久的銅Ċ眥木蜂身㎝還病些蛹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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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褪去蛹皮的銅Ċ眥木蜂翅27為雄蜂橄欖綠↓雌蜂則是亮紫色，準備放生〓 

     

圖 1-14↓J翅27變硬的銅Ċ眥木蜂帶142校41的苶瓜棚架放生〓 

   

圖 1-15↓J翅27變硬的銅Ċ眥木蜂帶142校41的苶瓜棚架放生〓 

 

實驗二↓銅Ċ眥木蜂的生活史 

一↓材料及方法 

當第 1批銅Ċ眥木蜂放飛後，103ツ 7庙暑假初期，校41中病更多的竹子被銅Ċ眥木蜂

鑿洞，牠們袘準備生㎞第 2代，圖 2-1〓 

到了 7庙 18日，べ們第 2次剖開被銅Ċ眥木蜂鑿洞的竹子 圖 2-2 ，巢洞裡面病第 2

代的幼蟲↓蛹及剛羽化的へ蟲，べ們｢回家飼養〓飼養時分へ二種飼養的方法以比較不ﾘ飼

養方法間的差異，方法如㎞  

第一↓J幼蟲↓蛹及剛羽化的へ蟲｢出放在 6格透明塑膠二十養皿中飼養，以便觀察〓 

第二↓J幼蟲↓蛹及剛羽化的へ蟲放回原巢洞中，每㋴打開觀察，並記錄牠們的發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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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直到ｻ以自由飛訠時，再放飛〓 

 

圖 2-1↓103ツ 7庙 18日在校41的第 2代銅Ċ眥木蜂的新巢洞〓 

   

圖 2-2↓收集第 2代的幼蟲↓蛹及剛羽化的へ蟲〓 

 

二↓實驗結果 

從 103ツ夏㋴ 7庙及 8庙 開始密集觀察銅Ċ眥木蜂築巢情形，並剖開竹子帶回實驗室

飼養〓於 7庙 18↓19及 8庙 28日，共收集 2個蟲卵及 32隻幼蟲，142 10庙 12日衤共 12隻

へW放飛，如圖 2-3〓 

   

圖 2-3↓飼養的第二代羽化後一周へW放飛〓 

幼蟲期 16㋴ N=1 〓初蛹期 由淡乳黃色變為黑色蛹 約 9.0 ± 1.5㋴ N=8 憘蛹期

由淡乳黃色到完憘褪皮 約 18.0 ± 2.2㋴ N=4 ，時間比第一代略長，存活率ょ〓 

蟲卵約 10~15 mm長 裸蛹體長 15 mm↓頭i 6 mm↓身i 9 mm，濕  0.37 g (N=6)〓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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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體長 22.7 mm及濕 0.68 g (N=2)，雌蟲體長 19.6 mm及濕 0.46 g (N=5)，雄蟲略大於雌

蟲，雌蟲只病頭i略大於雄蟲〓 

第一種飼養在 6格透明塑膠二十養皿中的幼蟲，羽化後在二十養皿等待翅27變硬時，腳會往

外滑，無法藉由滑動,2其他亞へ蟲抱抱↓ŧ滾，把蛻皮!的碎屑清理乾淨，放飛時身㎝往往

還帶病褪皮殘留㎞來的碎皮〓 

第二種飼養在原竹洞愰的幼蟲，羽化後在巢愰等待翅27變硬時，ｻ藉由滑動及亞へ蟲之

間的抱抱↓ŧ滾讓碎屑清理乾淨〓 

 

實驗㎜↓木蜂P竹竿粗細的選擇 

一↓材料及方法 

在校41裡，べ們觀察得知，木蜂的鑿洞以約 2摠分為主〓べ們思考，如果以粗細不ﾘ的

竹竿，隨機架構，那麼木蜂是否病不ﾘ的選擇?於 103ツ初，到竹子店購買大中R直ℵ不等的

粗細竹竿，圖 3-1〓隨機佈置在木蜂經常出現的苶瓜棚架㎞，圖 1-1〓密集的觀察木蜂鑿洞的

訠為〓Ç集木蜂蟲卵及幼蟲後，用游標尺測 25支病鑿洞竹竿的外直ℵ↓愰直ℵ及厚度(mm)

實驗結束後，則測 沒病被鑿洞的竹竿 47支〓 

  

圖 3-1↓到竹子店，購買大中R直ℵ不等的粗細竹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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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用游標尺測竹竿的外直ℵ↓愰直ℵ及厚度〓 

 

二↓實驗結果 

於 103ツ142 104ツ，測 25支病被鑿洞竹竿，它們的外直ℵ↓厚度及愰直ℵ的チ均值分

別為 22.9 mm↓3.7 mm及 15.5 mm〓測 沒病被鑿巢洞竹竿 47支，它們的外直ℵ↓厚度及愰

直ℵ的チ均值分別為 31.3 mm↓5.0 mm及 21.2 mm，表 3-1〓分布如圖 3-3及圖 3-4〓 

檢視病鑿洞的的外ℵ範圍為 19.9~27.5 mm之間，,2 外觀察及室愰模擬的結果相ﾘ，圖

3-5及圖 3-6〓顯然，木蜂P竹竿大R的選擇，主要是牠們的後足伸展開之後能環抱竹竿 一

半42周以㎝〓 

木蜂化蛹及羽化後，仍ゎ在竹子愰 因袪↓竹子愰直ℵ的大R需略大於蛹及亞へ蟲的i

度(參考圖 1-11↓圖 1-13及圖 2-2)〓竹子愰直ℵ的 11.5~23.0 mm (N=25)，蛹及亞へ蟲的體i

6.3~8.9 mm (N=14)，愰直ℵ裡面所以蛹跟亞へ蟲ｻ以在裡面自由活動，圖 3-7〓 

 

表 3-1↓木蜂選擇竹子粗細,2竹竿的外直ℵ↓厚度及愰直ℵ的關係 

  竹子厚(mm) 愰直ℵ(mm) 

外直ℵ

(mm) 

沒鑿洞

(N=47) 

病鑿洞

(N=25) 

沒鑿洞

(N=47) 

病鑿洞

(N=25) 

チ均值 31.3 5.0  21.2  

最大值 57.9 10.5  44.5  

最R值 15.0 2.0  8.0  

チ均值 22.9  3.8  15.6 

最大值 33.0  5.0  23.0 

最R值 19.9  2.6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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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木蜂P竹子外ℵ,2厚度大R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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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木蜂P竹子外ℵ,2愰ℵ大R的選擇〓 

 

圖 3-5↓ 外觀察木蜂後足伸展開之後能環抱竹竿 一半42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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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在實驗室觀察木蜂後足伸展開之後能環抱竹竿 一半42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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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比較竹子的愰直ℵ↓蛹的體i↓母蟲體i及摠蟲體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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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四↓寄生蜂寄生在⌒蜂∂中 

一↓材料及方法 

103ツ 10庙 2日 訠第㎜批Ç集，收集 56隻銅Ċ眥木蜂幼蟲 10庙 5日再收集 65隻

幼蟲，總計從樣ú剖開 13個巢洞 121隻幼蟲回家飼養〓其中，病 46隻幼蟲是健康，沒被寄

生蜂寄生 病 39隻幼蟲已｣感萠，｢出放在 6格透明塑膠二十養皿中飼養觀察並隔 ，提Ÿ存

活率〓一部分為死蟲，木蜂幼蟲被⌒螨∂咬的傷痕 一部份木蜂幼蟲被寄生蜂寄生，而寄生

蜂蜂湧而出，準備化蛹羽化時，べ們再J之再移到大的透明塑膠瓶中以方便持續觀察袪種特

別的物種， 訠㎞一個實驗五〓 

 

二↓實驗結果 

第一批(第一子代，5~6庙) 的 2個巢洞的 11隻銅Ċ眥木蜂幼蟲，沒病被寄生〓第二批(第

二子代，7~8庙) 7個巢洞的 34隻銅Ċ眥木蜂幼蟲，只病 2隻幼蟲被寄生，其木蜂幼蟲,2寄生

蜂幼蟲直接泡 75%酒精保存 第㎜批(第㎜子代，9~10庙) 觀察 13個木蜂巢洞在哺育幼蟲的

過程中，部分幼蟲會被寄生蜂寄生，其中病 2隻被寄生的幼蟲因被べ們分隔飼養へW，又活

到羽化外，其餘被寄生的 41隻幼蟲因被寄生143死 32.2%，共病 43隻羽化放飛 病 1隻銅

Ċ眥木蜂因幼蟲時期｣傷，雖順利羽化但翅27｣傷不會飛〓 

べ們為了解何種R寄生蜂來寄生，特別J部分的寄生蜂飼養到化蛹或羽化，㎜批銅Ċ眥

木蜂幼蟲被寄生率約為 24.7% N=166 ，表 4-1〓 

若分へ不ﾘ的繁殖庙份討論，則銅Ċ眥木蜂的繁殖前期，即第一子代木蜂幼蟲沒發現被

寄生〓到了第二子代，病一些木蜂幼蟲被寄生，143死率較ょ 約 5.9% 〓繁殖後期，即第㎜

子代，被寄生143死率較高 約 32.2%〓直到 7~8庙的寄生蜂羽化X入裴個繁殖季，第㎜代的

木蜂被寄生的情形就大大的㎝Ÿ，圖 4-1〓於第㎜子代時，紀錄憘部銅Ċ眥木蜂的幼蟲還沒到

黑色蛹階段，巢洞中病 2隻へ蟲，顯示雄蟲於繁殖期會共ﾘ育雛照顧後代〓 

就ﾐ銅Ċ眥木蜂的裴個巢洞中幼蟲而言，被寄生的比率へ M 型分佈，圖 4-2〓分析ﾐ巢

洞愰的幼蟲數,2被寄生幼蟲數之關係，得到分布矩 表如表 4-2〓べ們推測，若其巢洞愰的幼

蟲被寄生蜂猬㎝，就病ｻ能大部分的幼蟲 或卵 被寄生，而只能活到終齡幼蟲階段，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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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化蛹，其被寄生情形(參見圖 4-2及圖 4-3)〓 

表 4-1↓銅Ċ眥木蜂幼蟲於不ﾘ庙份的被寄生率 

季節 巢數 觀察的幼蟲(隻) 被寄生幼蟲(隻) 寄生率(%) 

5~6庙 2 11 0 0.0  

7~8庙 7 34 2 5.9  

9~10庙 14 121 39 32.2  

合計 23 166 41 24.7  

表 4-2↓103ツ銅Ċ眥木蜂ﾐ巢洞幼蟲被寄生蜂寄生之分佈矩  

 
每個巢洞被寄生蜂寄生的銅Ċ眥木蜂幼蟲數 

0 1 2 3 4 5 6 7 9 10 11 12 R計 

每

個

巢

洞

的

銅

Ċ

眥

木

蜂

幼

蟲

數 

1 1            1 
2 2            2 
3             0 
4 1            1 
5 1 1    1       3 
6 1  1  1        3 
7 1            1 
8 2            2 
9             0 
10         1    1 
11   1          1 
12   2   1       3 
13            1 1 

 R計 9 1 4 0 1 2 0 0 1 0 0 1 19 

 

 

圖 4-1↓銅Ċ眥木蜂幼蟲於不ﾘ繁殖期的幼蟲數,2被寄生蜂寄生數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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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銅Ċ眥木蜂ﾐ巢洞愰幼蟲被寄生蜂寄生比率へ M 型分佈〓 

 

圖 4-3↓103ツ銅Ċ眥木蜂ﾐ巢洞幼蟲被寄生蜂寄生之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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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五↓另類的族群─長索跳R蜂 

一↓材料及方法 

為了È討銅Ċ眥木蜂幼蟲被寄生的情形，べ們J 13組被寄生的木蜂幼蟲從ﾐ竹子的巢洞

移到 6格的二十養皿中照顧,2觀察，等待寄生蜂長142終齡幼蟲↓化蛹或羽化〓 其中 2組，讓

牠們羽化，以方便寄生蜂的後續鑑定外 其餘的 11組都待到∩寄生蜂長翅還沒突破木蜂幼蟲

皮∧之前，收集浸泡 75%的酒精，以方便後續研究之用〓 

針P所收集的 13組∩寄生蜂長翅還沒突破木蜂幼蟲皮∧標望， 訠㎞列研究  

(1).È討病關寄生蜂的分類地ゅ 請教附近大學的教æ ， 

(2).測 木蜂幼蟲的長度↓i度及 ，了解其外部形值， 

(3).計算每隻木蜂幼蟲愰的寄生蜂數 ，È討其寄生繁訤後代的能力〓 

 

二↓實驗結果 

(一)↓長索跳R蜂的形態特徵 

袪種寄生於銅Ċ眥木蜂幼蟲愰的寄生蜂，後足股節不膨脹，腹部鋸齒形，觸角索節 5~7

節〓後翅R但不是長﨨毛狀，前翅'08伸展超過翅長的㎜分之一，痣'08R〓後翅R，長橢42，

但非長條﨨毛狀〓中胸背板隆起，㎜角擐沿中線相遇〓中足脛距粗大而長，中足,2前足営節

幾𥡴相遇等特徵 圖 5-1~圖 5-5 ，鑑定為跳R蜂科 Encyrtidae〓 

體長超過 1 mm，背部病藍色或藍綠色金屬寀澤，盾擐前段沒病毛，前翅超過尾部房端〓

觸角索節 6節，觸角花莖長為i的 3倍以愰，沒病旗樣突起〓後26跗趾 5節，頭 為頭i 1/3〓

前翅後緣'07沒超過痣'08，故為長索跳R蜂屬 Anagyrus，已知望屬在ｼ灣病 5種，鑑定特徵，

如圖 5- 6〓 



  18 

 

圖 5-1↓後足股節不膨脹，腹部鋸齒形〓 

 

圖 5-2↓觸角索節 5~7節〓 

  

圖 5-3↓前翅'08伸展超過翅長的㎜分之一，痣'08R 後翅R，長橢42，但非長條﨨毛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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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中胸背板隆起，㎜角擐沿中線相遇〓 

 

圖 5-5↓中足脛距粗大而長，中足,2前足営節幾𥡴相遇 (中足営節往前靠)，後足股節不膨脹〓 

 

圖 5-6↓長索跳R蜂(Anagyrus sp. )的外部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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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撝↓長索跳R蜂的寄生策略 

べ們剖開病銅Ċ眥木蜂的竹子後， 常見到的情況是 (1).在木蜂幼蟲體愰的長索

跳R蜂幼蟲已へ群孵化接近終齡幼蟲 圖 6-1及圖 6-2 (2).病時木蜂幼蟲壞死 圖

6-3 (3).ｻ飼養到長索跳R蜂化蛹，初蛹如圖 6-4〓 

一↓材料及方法 

1.測 每隻被寄生的木蜂幼蟲的體長↓體i↓濕 及寄生數 〓 

2.測 長索跳R蜂へ蟲的體長↓體i及以總 以個體數估計單隻的濕 〓 

3.評估寄生長索跳R蜂的生殖策略〓 

 

二↓實驗結果 

1.長索跳R蜂的形值,2寄生數  

   被寄生的木蜂幼蟲的チ均體長為 25.5± 2.5 mm，體i為 5.6± 0.7 mm，濕 為 0.37± 0.12 g

每隻木蜂幼蟲體愰約病長索跳R蜂 665± 237隻 N=20 ，如㎞表 6-1〓 

寄生於木蜂的長索跳R蜂，體型微R， 很輕〓長索跳R蜂體長為 1.94± 0.41 mm，體

i為 0.57± 0.12 mm (N= 40)，表 6-2 粗估每隻體 チ均約 0.0006± 0.0003 g (N= 20)〓 

2.寄生長索跳R蜂的生殖策略 

寄生於每個木蜂幼蟲後羽化的長索跳R蜂體型大R病顯著差異，圖 6-5〓長索跳R蜂體

型的大R,2木蜂幼蟲大R 體i↓體長↓濕 無關，圖 6-6〓長索跳R蜂的個體數,2體型大

Rｻ能跟寄生卵的多寡病關〓 

因為母的長索跳R蜂ｻ能讓卵儘 R及卵數儘 多的生殖策略，贏得族群的延續〓每隻

木蜂的幼蟲就ｻ寄生大 的長索跳R蜂 322~1,066隻 因袪，ｻ讓長索跳R蜂的族群快

擴大〓 

3.跳R峰P木蜂族群的影響 

每ツ春㋴許多植物開花，木蜂開始鑽洞巢繁殖，但長索跳R蜂的寄生時機很晚〓

べ們估計入秋後 11庙中旬 ，銅Ċ眥木蜂 第 3代 及長索跳R蜂 第 2代 的蛹都已羽

化， 時戓種蜂的族群數 到高峰，木蜂的族群也｣到長索跳R蜂的抑鋻，開始 入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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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圖 6-7〓 

表 6-1↓103ツ每隻木蜂幼蟲寄生的長索跳R蜂數  

標望 

編號 

Ç集 

日期 

銅Ċ眥木蜂 長索跳R蜂 

數 ** (隻) 

粗估每隻跳R蜂

チ均濕 (g) 
備註 

濕 (g) 長(mm) i(mm) 

1 2014/8/28 0.36  24.0 5.8 623  0.0006    

2 2014/8/28 0.56  27.0 6.8 512  0.0011    

3 2014/8/28 0.38  24.0 6.1 437  0.0009    

4 2014/8/28 0.60  30.0 6.9 1,051  0.0006    

5 2014/8/28 0.27  21.0 5.2 613  0.0004    

6 2014/8/28 0.22  26.0 4.7 591  0.0004    

7 2014/8/28 0.56  28.0 6.5 1,066  0.0005    

8 2014/8/28 0.36  26.0 5.1 705  0.0005    

9 2014/8/28 0.41  27.0 5.5 795  0.0005    

10* 2014/8/28 [0.12] [15.0] [3.3] [4]  - 羽化飛走 

11 2014/7/18 0.34  25.0 5.3 412  0.0008    

12 2014/8/28 0.35  26.0 5.7 1,022  0.0003    

13 2014/8/28 0.32  23.0 4.9 422  0.0008    

14 2014/8/28 0.29  26.0 6 526  0.0005    

15* 2014/7/18 [0.49] [28.0] [5.0] [2] - 羽化飛走 

16 2014/7/8 0.44  27.0 5.1 322  0.0014    

17 2014/10/5 0.56  26.0 5.8 1049 0.0005    

18 2014/10/5 0.29  27.0 4.8 740 0.0004    

19 2014/10/5 0.41  28.0 6.1 869 0.0005    

20 2014/10/5 0.19  21.0 4.2 593 0.0003    

21 2014/10/4 0.21  21.0 5.2 482 0.0004    

22 2014/10/8 0.29  26.0 5.8 479 0.0006    

チ均值(AVG) 0.37  25.5 5.6 665 0.0006  

標準差(SD) 0.12  2.5 0.7 237 0.0003  

註 1 *編號 10及 15Ç集時，長索跳R蜂已羽化飛走，不列入計算〓 

註 2 **長索跳R蜂ｻ能為幼蟲↓蛹↓へ蟲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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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長索跳R蜂在不ﾘ宿主的體長,2體i (mm) 

編號 
宿主木蜂幼蟲 1 宿主木蜂 2 宿主木蜂 3 宿主木蜂 4 

體長 體i 體長 體i 體長 體i 體長 體i 

1 2.83 0.97 1.76 0.60 1.67 0.44 1.67 0.53 

2 2.80 0.67 1.82 0.67 1.67 0.49 2.00 0.67 

3 2.57 0.63 1.78 0.56 1.73 0.53 1.77 0.60 

4 2.13 0.50 1.73 0.44 1.33 0.40 1.80 0.57 

5 2.67 1.00 1.56 0.40 1.56 0.51 1.87 0.53 

6 2.53 0.57 1.78 0.49 1.60 0.49 1.83 0.57 

7 2.43 0.57 1.62 0.56 1.73 0.51 1.67 0.57 

8 2.30 0.53 1.82 0.60 1.67 0.56 2.00 0.63 

9 2.83 0.70 1.67 0.42 1.62 0.49 1.83 0.67 

10 2.67 0.50 1.76 0.60 1.62 0.47 1.87 0.70 

AVG 2.58 0.66 1.73 0.53 1.62 0.49 1.83 0.60 

SD 0.23 0.18 0.09 0.09 0.11 0.04 0.11 0.06 

 體長為 1.94 ± 0.41 mm，體i為 0.57 ± 0.12 mm (N= 40)〓 

 

 

圖 6-1↓被寄生的銅Ċ眥木蜂幼蟲期愰病許多長索跳R蜂幼蟲等待化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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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許多長索跳R蜂幼蟲等待化蛹特h〓 

 

圖 6-3↓被寄生的銅Ċ眥木蜂幼蟲 已壞死 〓 

 

圖 6-4↓寄生於銅Ċ眥木蜂幼蟲愰的長索跳R蜂初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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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不ﾘ木蜂幼蟲宿主愰的長索跳R蜂へ蟲之體長,2體i之分布〓 

 

圖 6-6↓寄生的長索跳R蜂數 ,2被寄生木蜂幼蟲體i(A)↓體長(B)及濕 (C)之關係〓 

 

圖 6-7↓銅Ċ眥木蜂,2長索跳R蜂生活史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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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一↓木蜂的世代交替 

校41裡，不噴藥，常見銅Ċ眥木蜂晨間大 Ç蜜，中Ž過後就很少出現〓很容易分辨，

因為慧看之㎞，牠們憘身亮黑，唯獨翅27顏色不ﾘ 雄蜂橄欖綠↓雌蜂則是亮紫色〓苶瓜花

是主要蜜源，其次是常開的花，病蜜最好！ 

べ們觀察的幾個新舊巢洞並剖開 訠飼養,2觀察，何時開始恢復頻繁的訪花活動，病效

率地È索銅Ċ眥木蜂及長索跳R蜂的神祕生活史〓其中銅Ċ眥木蜂的生殖為世代 疊，早出

生的早生殖，雖然病些晚出生的新へ蟲會逗留在竹洞裡面，但大部分都會 開另建新家〓 

べ們藉由架設新苶瓜棚架，提供第二代銅Ċ眥木蜂營 新家，方便觀察第二世代及第㎜

世代，苯計實驗一及實驗二，得知為銅Ċ眥木蜂的繁殖為世代 疊，早羽化的新生代不斷建

立新家，產卵生㎞更多的木蜂後代，圖 6〓べ們模擬木蜂生殖的時序為世代 疊，圖 7〓 

二↓㋴褫長索跳R蜂抑鋻銅Ċ眥木蜂的族群へ長 

飼養過程中，發現銅Ċ眥木蜂的㋴褫為長索跳R蜂 因袪，ﾘ袽飼養,2照顧長索跳R蜂〓

長索跳R蜂肆無忌憚的啃蝕木蜂幼蟲，並快 へ長羽化〓即使木蜂慘遭破壞，但是只要病機

會，木蜂依然會在原望的舊竹竿附近繼續築新巢↓繁殖㎞一代，牠們和人類一樣都û分努力

營 ,209護家41〓 

當第一代的長索跳R蜂羽化X入寄生蜂族群，第㎜代的木蜂被寄生的機會增X，寄生率

由 5.9%增X142 32.2%，木蜂幼蟲的へW率 族群へ長 大大被抑鋻㎞來，圖 8〓 

 

圖 6↓103ツÇ集時ﾐ巢洞中木蜂之齡層〓 



  26 

 

圖 7↓模擬銅Ċ眥木蜂的生殖為世代 疊〓 

 

圖 8↓銅Ċ眥木蜂的繁殖へW率因長索跳R蜂寄生而大幅降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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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檢討,2建議 

銅Ċ眥木蜂從竹子裡面開始產卵，也按順序羽化，羽化後的亞へ蟲在竹子中滑動，磨ı

蛻皮!㎞的碎屑，然後隔壁一間一間(每個隔間都病弟妹)被衝破，互相摩擦,2擁抱，增X活

動力〓 

べ們發現 5個木蜂巢洞於產卵數較多時，牠們會以出入的洞口為中心，再做㎝㎞層的隔

間，並分別做蜜球產卵育幼，分散風險，降ょ前幾隻羽化後タ擾後面幾隻的化蛹,2羽化，圖

9〓但是產卵最多的是幼蟲 13隻，仍 褫長索跳R蜂的噬虐，僅 1隻へW羽化へW，並於 10

庙 16日放飛〓 估計 5個巢洞的へW率僅病 33.3%，表 1〓多 蜜球多產卵，並沒病獲得更

多子代的主要原因 主要是 10庙時長索跳R蜂已大 出現，產卵寄生 へ木蜂死於終齡幼蟲

期 參考圖 6-1~圖 6-3 ，木蜂幼蟲的ょ存活率 表 1及圖 10 〓 

銅Ċ眥木蜂的巢穴每個蜜球於產卵後就封ゎ，等待幼蟲孵化へ長142化蛹及羽化，木蜂的

每隻幼蟲都病隔板，長索跳R蜂從何 入↓侵入？值得繼續研究〓 

 

表 1↓103ツ 10庙銅Ċ眥木蜂分別在洞口的㎝㎞方育幼へ果(隻) 

序號 洞口㎝方 洞口㎞方 へW數 

1 2 2 4 

2 3 5 4 

3 5 4 1 

4 5 8 1 

5 6 2 4 

合計 21 21 1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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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木蜂巢洞中的隔間分別在洞口的㎝㎞ゅ置〓 

 

圖 10↓5隻木蜂分散築蜜球降ょタ擾巢洞㎝㎞層的幼蟲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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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評語た030311  

1. 本作品觀察入微也發現有趣的結果，作品說明書也呈現很好的

論述，值得鼓勵，作者也很投入研究工作，對作品工作也很了

解。 

2. 本作品也觀察到跳小蜂寄生銅翼眥木蜂的結果，但過程有更進

一步研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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