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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在頒獎典禮主持人的祝福聲中；在許多老師朋友們的掌聲中；在座位上大大小小同學們

的羨慕眼光中，我們勇奪第 57屆全國科展國小組生物科的第一名，看著手中的獎盃，此刻我

們的心情悸動不已，不禁回想起剛開始加入團隊時的點點滴滴…… 

 去年九月，我們組成「校園遷粉蝶探討」的研究團隊。從認識幼蟲食草開始，每天利用

午休甚至下課時間採集、飼養、觀察記錄不同時期遷粉蝶的形態及行為習性，探討幼蟲在不

同色光紙箱的成長變化等研究，我們還做了多次的戶外調查，蒐集相關文獻，過程中雖然有

許多挫折，但最終還是皇天不負苦心人讓我們一一克服了。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十一月底時，

校園裡的幼蟲幾乎找不到，我們還大老遠的跑到凱旋路上採集幼蟲和卵回校悉心照顧。媽媽

甚至說我根本就是「遷粉蝶魂」上身，連出外踏青時都沒忘記到鐵刀木上觀察幼蟲，甚至拍

照做紀錄，再與老師及夥伴一起討論，一心只想豐富我們的研究內容。 

 經過了無數次的練習，終於到了發表研究成果的時候，我們一路過關斬將進了市複賽後

又獲得高雄市科展第一名的殊榮，順利取得前進全國科展的門票。老師提醒我們爾後團隊更

要一起努力加油迎戰七月份的全國賽。暑假期間絲毫不敢鬆懈的我們，也因為有了高市科展

的經驗而做了更充分的研討及練習。 

 雖然是第一次參加全國賽，但心裡並沒有那麼緊張。當評審老師走到我們面前時，我試

著把他們想像成我的家人一樣，就像我平常在家練習，也是把研究成果以最淺顯的方式讓他

們有最深入的了解。緊張的時刻終究還是到來，當主持人揭曉成績時他們每說一個字，我的

心便跟著撲通跳一下，「國小組生物科第一名，高雄市左營區新莊國小!」我和夥伴不約而同

大叫一聲，心臟差一點就要跳出喉嚨，衝上台後我明白這不是一場夢，謝謝嘉雯老師和健評

老師，我們這些日子以來的努力有被肯定被看見了。 

在這次的比賽過程中，我們要感謝的人很多，感謝嘉雯老師、健評老師的指導、感謝黃

教授、許老師提供寶貴意見，學校老師和同學分享心得，當然還有一直在背後支持我們的家

人，我們會持續努力加油的!在這個寶貴的經驗裡，也讓我們由衷感謝原來每次在家看的科學

人雜誌，背後都深藏著這些科學家們的心血。未來我期許自己也能朝生物科學方面繼續研究，

研究的方向可以多方嘗試；研究過程要大膽假設，細心求證；最後根據研究結果邏輯推論，

並期望喚起大家對生態環境的友善態度。 



 

ii 

 
從林榮耀院士手中接下第一名的獎座，感到無比光榮與興奮 

 
科展團隊一起佈展，展現絕佳的默契 



摘要 

遷粉蝶是我們校園常見蝴蝶，調查校園發現有無紋型及銀紋型兩種。不同型態與顏色的

幼蟲、蛹及成蟲，在不同季節與環境同時發現。幼蟲體色深淺與體側黑線寬窄組成多種表現

形態。化蛹以綠、白、褐組成多種蛹色，白色半透明塑膠盒蓋 40 隻化蛹成多種顏色；部分幼

蟲離開植物向光源的遮光處化蛹。成蟲翅膀斑紋及顏色深淺組成多種表現型。紀錄 9-11 及 4-6

月氣溫較高，幼蟲成長速度較 2 月快。發現體側有黑線幼蟲攝食方式與白線幼蟲不同。幼蟲

棲息於葉面及枝條上，體色與環境相似。防禦策略主要有拉開距離、隱藏、干擾視覺等，多

態現象是較多時期的防禦方式。不同色光源實驗發現對幼蟲體色、化蛹及羽化有影響。幼蟲

缺食實驗發現幼蟲提早化蛹影響羽化為銀紋型。 

 

壹、研究動機 

校園圍牆邊出現很多淡黃色的美麗蝴蝶，我們查了圖鑑知道這些蝴蝶是遷粉蝶，原

來圍牆邊種植整排的鐵刀木，正好是遷粉蝶幼蟲的食草，當幼蟲化蛹羽化成蝶時，就會看

到蝴蝶飛舞的美景。我們發現遷粉蝶的幼蟲、蛹或成蟲，常有不同形態，化蛹位置也多變

化，這些都令我們很好奇，五下的「動物世界面面觀」有認識動物的行為，我們想探討校

園裡遷粉蝶不同時期形態及行為習性，並探究可能的影響因素，希望能分享研究結果讓大

家對校園裡遷粉蝶有更多瞭解，讓遷粉蝶在校園持續翩然飛舞。 

 

貳、研究目的 

一、瞭解遷粉蝶的不同形態與成長 

二、探討遷粉蝶幼蟲的行為習性 

三、探討遷粉蝶的化蛹習性 

四、探討無紋型與銀紋型遷粉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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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文獻探討 

（一）遷粉蝶的認識 

遷粉蝶的學名為 Catopsilia pomona，別名有淡黃蝶、無紋淡黃蝶、銀紋淡黃蝶、

淺紋淡黃粉蝶、鐵刀木粉蝶等，分布於亞洲和澳大利亞部分地區(徐堉峰，2013)。 

本種成蟲的外型可分為「無紋型」及「銀紋型」，過去認為是兩種物種，1970

年代經日本學者驗證此二種為同一物種之高、低溫型態。兩種最主要差別在於「銀

紋型」翅膀腹面中央處有鑲紅邊的銀白色斑紋，而「無紋型」無此斑紋(呂志堅、

陳建仁，2014)。 

一年多代，幼蟲的寄主植物為鐵刀木、阿勃勒、黃槐、異柄決明等豆科植物。

化蛹在寄主葉裡、莖枝或鄰近植物(李俊延、王效岳，2007)。成蟲常在林緣、公園、

荒地、溪流沿岸活動(徐堉峰，2013；李俊延、王效岳，2007)。 

（二）遷粉蝶的相關研究 

我們蒐集到 2 個遷粉蝶的相關研究，如下： 

1.溫度與光週期對淡黃蝶型態之影響(楊士又，2002)，相關結論如下： 

(1)由粒線體 DNA 比對確認銀紋型與無紋型是同種。 

(2)在野外，夏季無紋型出現比例較銀紋型高；冬季相反。 

(3)當溫度與光週期都改變時，會影響淡黃蝶的型態。 

(4)當溫度與光週期都改變時，會影響淡黃蝶幼蟲的體色與體側黑線。 

2.淡黃蝶之生活史及溫度與發育之關係(蘇貞如，2002) ，相關結論如下： 

(1)在 15°C~35°C 溫度條件下，淡黃蝶會隨溫度上升而發育日數減短，生活史約為

37~7 日。 

(2) 1 至 5 齡幼蟲食葉量隨齡期增加，以第五齡蟲吃掉的葉面積最大。 

由相關研究知道，溫度、光週期會影響遷粉蝶的成長與型態。 

 

肆、研究設備與器材 

飼養器材 寶特瓶、玻璃櫃、昆蟲箱、鐵刀木枝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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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器材 數位相機、錄影機、腳架、電腦 

觀察器材 放大鏡、解剖顯微鏡 

測量器材 長尺、照度計、溫度計、濕度計 

實驗器材 鐵刀木枝葉、寶特瓶、厚紙板、玻璃紙、excel 軟體 

採集器材 剪刀、寶特瓶 

 

伍、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過程與步驟 

（一）飼養觀察 

1.從校園捕捉遷粉蝶幼蟲及卵飼養觀察記錄，查圖鑑以確定遷粉蝶的種類與型態。 

2.教室內以數個寶特瓶分別各飼養一隻幼蟲，並編號記錄，定時觀察記錄幼蟲孵化、棲

息、覓食、防禦等行為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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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將成蝶放入玻璃櫃觀察，或放回校園鐵刀木旁繼續生活與繁殖。 

 

 

寶特瓶飼養編號觀察 

 

透過顯微鏡觀察記錄 玻璃櫃飼養觀察 

（二）戶外調查 

1.進行校園不同區域的遷粉蝶觀察記錄，包括 3 個區域(A:垃圾場圍牆邊 7 棵、B: 至○

樓前空地 2 棵、C:校側門旁 1 棵)，共 10 棵鐵刀木。 

2. 2 月及 6 月至凱旋路行道樹調查記錄，觀察統計成蟲產卵位置，及吃食與棲息行為。 

    

校園 A:垃圾場圍牆邊 校園 B:至○樓前空地 校園 C: 校側門旁 凱旋路旁行道樹 

（三）測量統計 

1.每天定時測量遷粉蝶幼蟲的體長、外形變化與行為習性，並記錄拍照。 

2.測量記錄幼蟲、化蛹、羽化成蟲的形態變化，記錄相關環境條件與數據作比較分析，

運用 excel 作統計分析。 

（四）實驗操作 

1.幼蟲缺食提早化蛹實驗 

(1)於 10 至 11 月分四次進行幼蟲缺食提早化蛹的實驗，每次各 2 隻體側白線幼蟲，分

別為控制組(足食 4cm 至化蛹)與實驗組(體長 3.0~3.2cm 開始缺食)，在同一處飼養，

光照與溫度環境相同，觀察幼蟲化蛹及羽化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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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月進行第 5 次幼蟲缺食提早化蛹的實驗，控制組(足食 4.5cm 至化蛹)1 隻白線幼

蟲；實驗組 A(足食 4.5cm 至化蛹)；實驗組 B(體長 3.5cm 開始缺食) ，在同一處飼

養，光照與溫度環境相同，觀察幼蟲化蛹及羽化的型態。 

2.幼蟲在不同光源環境的成長實驗 

(1)將 8 隻 0.7cm~1.3cm 幼蟲分四組(控制組、實驗組-綠、實驗組-紅、實驗組-藍)各 2

隻，分別放在綠、紅及藍色玻璃紙分別製作 20cm×20cm×30cm 三個紙箱，及控制組

無罩箱子，觀察幼蟲在不同色光源環境時體色變化及成長情形，進行比較分析。 

(2)將 10 隻 0.4cm~1.0cm 幼蟲，分五組(控制組、實驗組-無、實驗組-綠、實驗組-紅、

實驗組-藍)各 2 隻，分別放在透明、綠、紅及藍色玻璃紙分別製作 20cm×20cm×30cm

三個紙箱，及控制組無罩箱子，觀察記錄幼蟲在不同色光源環境時體色變化及成

長情形，進行比較分析。 

   

2 隻幼蟲缺食化蛹實驗 缺食幼蟲在枯葉上化蛹 幼蟲在不同顏色環境實驗 

 

陸、研究結果 

一、遷粉蝶的不同形態與成長 

遷粉蝶分類於動物界/節肢動物門/昆蟲綱/鱗翅目/粉蝶科。我們在校園發現的遷粉

蝶主要有二種型態，「無紋型」及「銀紋型」。 

（一）遷粉蝶各生命階段的多樣形態 

遷粉蝶是完全變態，初孵化小幼蟲約 0.2 cm；由一齡成長至終齡幼蟲體長約 4~5 

cm，蛹長約 2-3 cm，生活史各時期的形態個別差異大，分述如下： 

1.產卵位置不同：雌蝶在每個位置產單個卵，產於幼蟲食草葉面、葉緣、葉背或嫩

芽等不同位置。 

2.幼蟲體色體側線多變：幼蟲體色及側邊線條粗細皆有差異，體色有淺綠至深綠或

墨綠，少數幼蟲體色略紅；身體兩側有白線和黑色瘤突，有些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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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黑線明顯或較粗，甚至有少數全身藍黑色幼蟲。 

3.化蛹位置及顏色不同：化蛹位置有在葉背、枝條、牆上或其他物品上；化蛹顏色

有深、淺綠色、白色或深、淺褐色等。 

4.成蟲顏色深淺斑紋差異：無紋型、銀紋型、銀紋紅斑型、中間型，顏色和斑紋深

淺不同，雌、雄成蟲翅膀斑紋也有差異，雌蝶的黑褐色斑

紋較雄蝶多且明顯。 

產

卵

位

置

不

同    

產於鐵刀木嫩葉葉面 產於葉緣，卵長約 0.1cm 產於鐵刀木嫩葉葉背 

幼

蟲 

體

色 

多

變 

   

初孵化小幼蟲約 0.2 cm 體色微紅幼蟲 體側白線幼蟲 

   

體側白線+黑線幼蟲 體側黑線較寬 體色藍黑色幼蟲 

化

蛹 

位

置 

顏 

色 

不

同 

   

綠色蛹 白色蛹 褐色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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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蟲 

顏

色

斑

紋

多

樣 

   

無紋型 銀紋型 銀紋型 

遷粉蝶的幼蟲、蛹及成蟲有多種不同的樣貌與形態。1970 年代日學者實驗證明

「無紋型」及「銀紋型」是由日照長短及發育時溫度引發的多表現型，為同一物種(徐

堉峰，2013)。我們在同時期的相同環境也發現不同樣貌與形態的幼蟲、蛹及成蟲，

推測可能有其他的影響因素。 

（二）遷粉蝶的成長 

遷粉蝶一年多世代，我們飼養記錄不同月份孵化的小幼蟲成長過程，如下圖： 

日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9/25

孵化  
2 3 4 7 13 14 18 20 21 32 40 40 29 29 29 29 29 29 

羽

化 

10/25

孵化 
2 3 6 9 14 21 23 40 40 28 28 28 28 28 28 

羽

化 
   

5/20

孵化 
2 4 6 11 12 21 24 33 40 44 45 27 27 27 27 

羽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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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1. 9/25 日孵化幼蟲 11 天化蛹，10/25 日孵化幼蟲 8 天化蛹，5/22 日孵化幼蟲 10 天

化蛹，平均約 10 天化蛹。 

2.2/20 日孵化幼蟲在第 13 天成長至 1.5cm。 

討論：1.10/25 日孵化幼蟲成長速度最快，2/20 日孵化幼蟲成長速度最慢。文獻提到在 15°

C~35°C 上述溫度條件下，遷粉蝶會隨溫度上升而發育日數減短(蘇貞如，2002)。9、

10、11、5 月的均溫比 2 月高，成長速度比 2 月快。 

2.9/25 幼蟲第 18 天羽化，10/25 幼蟲第 14 天羽化，5/22 幼蟲第 15 天羽化，9、10

及 5 月均溫約 26.5-28.5，幼蟲孵化至羽化平均約 15 天。 

（三）幼蟲在不同顏色光源環境的成長 

我們於 2/24-3/15 日進行幼蟲在不同顏色環境的成長的實驗，觀察記錄幼蟲在不

同色光源環境時體色變化及成長情形，進行比較分析。(上午 12:00 測溫度攝氏 23 度/

箱內 23.5 度) 

1.成長速度 

 

結果：(1)三組實驗組的幼蟲都明顯比控制組幼蟲成長較快。 

(2)三種光源環境，幼蟲成長速度相近。 

討論：實驗組幼蟲明顯比控制組幼蟲成長快速，不同色光源成長速度差異小。文獻提到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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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蝶會隨溫度上升而發育日數減短(蘇貞如，2002)。推測是實驗箱內的成長環境，可

能比較溫暖，因此加快幼蟲成長速度。 

2.體色及體側線變化 

組別 控制組 實驗組-綠 實驗組-紅 實驗組-藍 

LUX 388 91 96 41 

攝氏 23 23.5 23.5 23.5 

幼蟲 控 a 控 b 綠 a 綠 b 紅 a 紅 b 藍 a 藍 b 

體色 淺綠 失蹤 綠 淺綠 深綠 深綠 淺綠 淺綠 

體側 白線  白線 白線 白線 白線 白線 白線 

結果：(1)四組不同顏色光源環境成長的幼蟲，幼蟲體色為淺綠、綠及深綠。 

(2)實驗組-紅的 2 隻幼蟲體色皆較深；實驗組-藍的 2 隻幼蟲體色皆較淺。 

(3)四組不同顏色光源環境成長的幼蟲，體側只有白線與部分黑瘤突，沒有黑線。 

討論：不同顏色的光源雖然沒有明顯改變幼蟲的體色，體側也只有白線與部分黑瘤突，

沒有形成黑線，但是不同光源環境的幼蟲體色深淺不同。 

實驗藍組的光週期較短，但體色較淺，側面沒有黑線。文獻提到幼蟲會隨光週期

及溫度降低，體色由淺變深，側面黑線變寬(楊士又，2002)。但我們常在相同環境看到

體色深淺不同及側面黑線寬窄差異大的幼蟲。幼蟲在相同環境下呈現的多表現性與文

獻結果有差異。 

  

 

白線幼蟲 幼蟲體色深淺不同 

  

白線+黑線幼蟲 幼蟲體色深淺不同 幼蟲體色深淺及側線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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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羽化結果 

組別 控制組 實驗組-綠 實驗組-紅 實驗組-藍 

LUX 390 92 96 40 

攝氏 23 23.5 23.5 23.5 

幼蟲 控 a 控 b 綠 a 綠 b 紅 a 紅 b 藍 a 藍 b 

羽化   無紋型 無紋型 無紋型  
銀紋型(羽

化失敗) 

無紋型(羽

化失敗) 

結果：1.實驗綠和紅組：皆羽化為無紋型，皆羽化成功。 

2.實驗藍組：2 隻各羽化為銀紋型及無紋型，皆羽化失敗。 

討論：1.實驗藍組的成長環境相同，但 2 隻羽化型態不同，與多數文獻提到銀紋型及無

紋型是季節、溫度、日照長短不同影響結果不符。希望有更多的數量再實驗。 

2.實驗綠和紅組的蛹皆羽化成功，而實驗組-藍的蛹皆羽化失敗，翅膀無法順利

張開，推測是光照不足或光週期太短導致羽化失敗。 

    

實驗組-綠，羽化 2 隻

無紋型，成功 

實驗組-紅，羽化無紋

型，成功 

實驗組-藍，羽化銀紋

型，失敗 

實驗組-藍，羽化無紋

型，失敗 

 

二、遷粉蝶的行為習性 

（一）攝食行為 

幼蟲吃食寄主植物葉片，隨著齡期大小不同，吃食葉片位置不同。大幼蟲會把

枝條上葉片吃光。飼養觀察發現缺食時幼蟲會啃食枝條外皮。 

   

小幼蟲中間吃成洞 較大幼蟲從葉緣往內吃食 
白線大幼蟲嚙食整片葉子，

由外往內吃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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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棲息行為 

遷粉蝶幼蟲沒有築巢，初孵化幼蟲有棲息於葉面主脈、葉背或葉緣附近，小幼

蟲主要棲息於葉面主脈，體色與葉面顏色近似，大幼蟲主要棲息於枝條，體色與枝

條顏色相近，當枝條是紅色時，幼蟲也呈現明顯微紅體色。 

  
  

初孵化幼蟲棲息葉片

上不容易被辨認   

小幼蟲棲息在不同的

葉片上 
大幼蟲棲息在枝條上 

幼蟲呈現與枝條相似

的微紅體色 

調查及飼養幼蟲棲息位置，紀錄 178 隻幼蟲分別棲息於葉面、葉背、枝條上，統計如下： 

體

長

(cm

) 

葉

面 

枝

條 

葉

背 

1.2

以

下 

75 5 2 

1.3 - 

2.5 
41 5 4 

2.6 - 

4.5 
11 31 4 

 

 

結果：2.5cm 以下幼蟲棲息位置最多在葉面；2.6cm 以上幼蟲棲息位置最多在葉面在枝條。 

 

（三）防禦行為 

1.天敵 

蝴蝶是被捕食者，包括鳥、蜘蛛、寄生蠅、寄生蜂、螞蟻、蜥蜴、肉食性昆蟲

等都是蝴蝶的天敵。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最常見的是鳥類捕食遷粉蝶幼蟲與蛹，及被

寄生蠅寄生的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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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蟲被寄生蠅寄生，漸漸失

去活力後死亡 

時常在早上 8-9點有 2-3隻白

頭翁在鐵刀木附近捕食幼蟲 

校園平常較少出現的樹鵲，

11 月底成群在鐵刀木捕食 

2.防禦方式 

為了避免天敵的捕食，蝴蝶有發展避敵的策略，我們研究過程中觀察遷粉蝶

的防禦方式，除了文獻提及蝴蝶避敵的策略有隱藏、偽裝、模仿、干擾視覺、威

嚇、警告、自我防衛及擬態(呂志堅、陳建仁，2014)。有部分行為相同外，遷粉蝶

的防禦策略還增加了拉開距離、多態現象及部分時期群聚現象，如下表： 

行為 拉開距離 多態現象 隱蔽 干擾視覺 群聚 彈跳 

出現時期 
卵 

(單顆分產) 

幼蟲 

蛹 

成蟲 

幼蟲 

蛹 

成蟲 

(上下飛行) 

幼蟲 

蛹 

(數量多時) 

幼蟲 

多態現象是遷粉蝶較多時期運用的防禦方式。 

我們於戶外調查成蟲產卵位置，共 300 顆卵，各產於葉面、葉緣、葉背、嫩芽，

統計如下圖表： 

 

 

位置 數量 

葉面 164 

葉緣 57 

葉背 68 

嫩芽 11 
 

 

結果：產卵最多的位置是葉面；其次是葉背。 

討論：1.觀察成蟲產卵發現，雌蝶一次產一個卵，約 1 秒鐘時間，然後飛到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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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條葉片或附近其他鐵刀木的葉片產卵，拉開產卵的距離。 

2.同一個枝條葉片上的卵，可能是不同隻雌蝶產的卵。 

  
 

產卵於嫩葉的葉面、葉緣 產卵於葉面拉開距離 產卵於葉背 

 

三、遷粉蝶的化蛹習性 

（一）化蛹的位置 

研究發現遷粉蝶幼蟲除了在寄主植物的葉背和枝條化蛹外，也會到別處化蛹，

包括附近其他植物、物品、牆上等。 

   

寄主植物鐵刀木葉背化蛹       到其他植物(福木)葉背化蛹 到附近牆上化蛹 

1.在枝葉化蛹與離開化蛹 

在教室飼養過程發現有幼蟲離開食草到別處化蛹的情形，有成功化蛹羽化完

成，也有幼蟲化蛹失敗死掉。 

  

爬到桌面下化蛹成功 離開食草化蛹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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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飼養的 45 隻幼蟲化蛹位置情形，統計如下： 

幼蟲化蛹習性 

隻 

食

草

上

化

蛹

成

功 

食

草

上

化

蛹

失

敗 

離

開

化

蛹

成

功 

離

開

化

蛹

失

敗 

數

量 
31 1 10 3 

比

例 
69% 2% 22% 7% 

  

結果：(1)共記錄 45 隻幼蟲化蛹，有 71%在食草上化蛹，69%成功，2%在食草上化蛹失敗。 

(2)共 29%離開食草化蛹，有 22%離開化蛹成功，7%離開化蛹失敗。 

 

2.教室飼養化蛹習性 

共 20 隻幼蟲進行教室化蛹位置實驗，統計如下： 

化

蛹 

位

置 

區

域 1 

區

域 2 

區

域

3 

區

域

4 

原

枯

葉

背 

數

量 
10 6 0 0 4 

比

例 
50% 30% 0% 0% 20% 

 

 

 

   
窗邊的桌腳下遮光處(區域 1) 窗邊桌面書本下方(區域 1) 有光源紙袋內提帶上(區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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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1)幼蟲化蛹位置，以區域 1 和 2 最多，原枯葉背位於區域 2，其他區域沒有。 

      (2)幼蟲離開化蛹會向光源處移動，並在遮光處或物品下方化蛹。 

 

3.體側線不同幼蟲的化蛹習性 

研究發現有部分幼蟲離開寄主植物化蛹，11 月底看見數隻體側黑線明顯的幼蟲離開寄

主植物化蛹，我們觀察體側有白線及有白線+黑線兩種幼蟲的化蛹情形: 

   

室內白線幼蟲爬離食草化蛹 室外白+黑線幼蟲他處化蛹 
室外白+黑線幼蟲其他植物化

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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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教室飼養 

20 隻幼蟲化蛹習性， 

如下圖表： 

 

結果：白線及有黑線的幼蟲共 20 隻，離開化蛹的比例各為 25%。 

討論：11/21 日左右校園發現數量較多的幼蟲，B 區幼蟲多數離開寄主植物到附近化蛹。文

獻提到遷粉蝶在大發生時有遷移的習性(呂志堅、陳建仁，2014)。是否與此習性有關，

或是因為發現天敵樹鵲捕食而有數量較多的幼蟲遷移到他處化蛹作為防禦行為。 

（二）化蛹的顏色 

觀察記錄遷粉蝶化蛹顏色，主要有三種：深.淺綠色、白+褐色及深.淺褐色。歸

納化蛹顏色與化蛹背景關聯，分類如下： 

1.深.淺綠色蛹—綠色植物、綠色背景、土黃色桌椅 

2.白色或+淺褐蛹—黑色背景、透明塑膠物、陰暗位置 

3.深.淺褐色—枯葉、枯枝條、灰色、褐色牆上等 

遷粉蝶的蛹色由綠、褐及白三色深淺組合。與文獻提到紋白蝶蛹色都是由褐、灰、

綠三色所組成的(黃晨綱、黃晨耘，2009)，蛹色組成的顏色相近。 

   

綠色葉背化蛹-綠色 透明塑膠物品化蛹-白色 欄杆下化蛹-淺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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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塑膠盒蓋上，有 5 個綠色蛹 白色底化蛹為綠色蛹 褐色紙板上的綠色及褐色蛹 

  

同一面灰色牆上 2 個蛹呈現不

同的深.淺褐色 

黑色管線上有白+褐色的蛹，左邊蛹未羽化，右邊蛹已羽化

剩蛹殼，白褐色蛹和已羽化蛹殼相似 

 

探討幼蟲在不同顏色光源環境的化蛹情形：以 8 隻幼蟲均分為四組：控制組、實驗組

-綠、實驗組-紅、實驗組-藍；控制組飼養瓶沒蓋箱子，實驗組的飼養瓶分別蓋上綠、紅、

藍色玻璃紙箱。成長與化蛹情形如下表: 

組別 控制組 實驗組-綠 實驗組-紅 實驗組-藍 

幼蟲 控 a 控 b 綠 a 綠 b 紅 a 紅 b 藍 a 藍 b 

化蛹 失蹤 失蹤 完成 完成 完成 失敗 完成 完成 

位置   
箱頂夾角

白色紙上 
枝條 枝條 

箱上面紅

玻璃紙 
枝條 寶特瓶口 

蛹色   綠 白+褐 綠  白+褐 白+褐 

蛹長   2.9cm 2.9 cm 2.9cm  2.9 cm 2.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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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綠 實驗組-紅 實驗組-藍 

結果：1.實驗綠組的 2 個蛹位置背景不同，蛹色不同。綠光白底為綠色蛹；寶特瓶

與枯葉旁是白+褐色蛹。 

2.實驗紅組的 1 個蛹在枝條上，紅光半透明寶特瓶旁，蛹為綠色。 

3.實驗藍組的 2 個蛹位置不同，背景是照度較低或黑色背景，蛹皆為白+褐色。 

 

四、無紋型與銀紋型遷粉蝶 

無紋型與銀紋型外型差異明顯，雌雄斑紋相異，研究過程同時發現三種型態出現。 

（一）無紋型與銀紋型的差異 

1.無紋型：成蟲翅膀腹面幾乎無紋，雌蝶翅膀背面有明顯黑褐色斑紋。 

2.銀紋型：成蟲翅膀腹面在中室端有銀白色小斑紋，雌蝶翅膀背面黑褐色斑紋較無

紋型縮減。有的個體翅膀腹面有紅斑，被稱為銀紋紅斑型。 

3.中間型：為上述二者的過渡型，銀白色小斑紋較不明顯。 

  
 

無紋型(雄) 銀紋型(雄) 中間型(雌) 

我們調查及飼養在不同月份羽化的不同型態成蟲類型數量共 88 隻，統計如下：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總數 

無紋型 3 4 12 1 0 0 6 5 3 28 60 

銀紋型 0 1 6 1 0 1 1 2 0 7 19 

中間型 0 0 0 1 0 0 0 1 1 6 9 

總數 3 5 18 3 0 1 7 8 4 41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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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1.105.09-106.06 月，除 2 月有 1 隻銀紋型，其他以無紋型成蟲出現較多。 

2.以 106.06 月數量最多，其次是 105.11 月。 

討論：觀察發現夏季也有銀紋型，冬季也有無紋型，中間型是少數。與文獻提到冬季是銀

紋型，夏季是無紋型，季節交替則為中間型 (呂志堅、陳建仁)的介紹不同。 

（二）體側黑線幼蟲羽化類型 

幼蟲體側黑線與和羽化類型是否有關聯呢？飼養記錄 30 隻幼蟲羽化類型統計： 

幼蟲羽化類型 

 
白

線 

有

黑

線 

總

數 

無

紋 
17 3 20 

銀

紋 
7 3 10 

總 24 6 30 
  

結果：1.白線幼蟲有 71%羽化為無紋型，29%為銀紋型。 

 2.有黑線幼蟲有 50%羽化為無紋型，50%為銀紋型。 

討論：1.根據上述結果推論白線幼蟲有較高比例羽化為無紋型，有黑線幼蟲也可能羽化為

無紋型。 

2.有網頁資料提到體側白線幼蟲是無紋型幼蟲，體側有黑線幼蟲是銀紋型幼蟲。與

我們飼養觀察統計結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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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隻白線幼蟲，左側足食羽化

無紋型，右側缺食羽化銀紋型 

白線及有黑線幼蟲各 1 隻，白

線離開，黑線羽化為無紋型 

白線幼蟲於 2/14 日羽化為銀

紋型 

（二）幼蟲缺食化蛹實驗 

飼養過程發現，相同環境飼養的幼蟲，因為食物缺乏，提早化蛹羽化成功為銀紋型。

我們共進行五次實驗，結果如下表： 

實驗序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組別 控制 實驗 控制 實驗 控制 實驗 控制 實驗 控制 實驗 

體側線 白線 白線 白線 白線 白線 白線 白線 白線 白線 白線 

食草 充足 缺乏 充足 缺乏 充足 缺乏 充足 缺乏 充足 缺乏 

化蛹前

體長 
4cm 3 cm 4.1cm 3.2cm 4cm 3.2cm 4.1cm 3.1cm 4.5cm 3.8cm 

化蛹日 9/25 10/2 10/15 10/17 10/28 10/29 11/8 11/10 4/1 4/4 

羽化  

日期 
10/2 10/7 10/21 10/24 11/2 11/3 11/11 11/15 4/10 4/12 

  型態 無紋 銀紋 無紋 銀紋 無紋 銀紋 無紋 銀紋 無紋 銀紋 

結果：1.進行 5 次實驗，實驗組的缺食幼蟲，化蛹前體長為 3.0-3.8cm，皆羽化為銀紋型。 

 2.進行 5 次實驗，控制組的足食幼蟲，化蛹前體長為 4.0-4.5cm，皆羽化為無紋型。 

討論：影響羽化類型差異的因素，目前文獻提到是由日照長短及發育時溫度引發的差異(徐

堉峰，2013；楊士又，2002)。我們進行 5 次實驗，實驗組與控制組的環境相同，化

蛹日期接近，因此，發育時日照長短及溫度相近，而缺食提早化蛹的實驗組羽化皆

為銀紋型，推測幼蟲提早化蛹可能會影響羽化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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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缺食實驗 第二次缺食實驗 第三次缺食實驗 第四次缺食實驗 

    

    

銀紋型 銀紋型 銀紋型 銀紋型 

發現：1.實驗組化蛹的尾端都有蛻皮殘留；控制組沒有。 

2.實驗組的蛹長較短，約 2.0-2.5cm；控制組的蛹長約 2.8-2.9cm。 

3.幼蟲提早化蛹，羽化為銀紋型，且成蟲體型較小。 

柒、研究討論 

一、幼蟲在不同色光紙箱成長的影響 

我們於 5/22-5/31 日，再進行幼蟲在不同色光紙箱成長實驗觀察，成長折線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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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四組實驗組的幼蟲成長速度很接近，都是實驗的 7 天化蛹；對照組的 9 天化蛹。

因此推測在平均溫度為攝氏 28.5 度，色光對幼蟲成長速度沒有明顯影響，在紙箱

內幼蟲成長較快。 

 

二、幼蟲化蛹前體長有差異 

飼養觀察發現 9-12 月與 3-6 月，幼蟲化蛹前體長有差異，統計各月份化蛹前平均體

長如下： 

月份 9 10 11 12 1 2 3 4 5 6 

體長

(cm) 
3.97 3.99 4 3.98   4.51 4.5 4.45 4.5 

 

 

討論：9-12 月幼蟲化蛹前體長約 4cm，3-6 月幼蟲化蛹前體長約 4.5cm，有明顯差異，是否與

溫度光週期有關或是有其他影響因素，希望能繼續探討。 

 

三、幼蟲攝食習性差異 

飼養過程觀察發現，體側白線幼蟲與有黑線幼蟲攝食習性有差異，目前文獻沒找到

相關資料。鳥類花很多時間盯著植物，能認得出被毛蟲破壞過的花葉，毛蟲也有發展因

應之道(張琰譯，2016)。遷粉蝶幼蟲攝食行為的差異，是否與防禦行為有關，令我們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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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差異比較如下：  

白

線

幼

蟲 
   

白線幼蟲由枝葉前端往後吃光沒有留葉的主脈 白線幼蟲吃食沒留葉主脈 

黑

線

明

顯

幼

蟲 
   

黑線幼蟲吃食有留葉主脈 黑線幼蟲吃食有留葉主脈 

 

四、封閉環境內化蛹的顏色與位置 

飼養過程發現，幼蟲化蛹後，部分蛹會調整顏色，由綠色蛹漸漸變色。我們在白色

透明的塑膠盒內，飼養 40 隻幼蟲，觀察化蛹位置與顏色。 

(一)化蛹顏色 

蛹色有綠色、褐色、白色、白+綠、白+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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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色 數量 

綠色 11 

褐色 4 

白色 3 

白+綠 8 

白+褐 14 
 

 

 

討論： 

1.以白+褐色蛹最多有 14 個；其次是綠色蛹。 

2.文獻提到蟲蛹本身會隨著光線明暗度與環境顏色而調整色彩的深淺和色系 (黃晨綱、黃晨

耘，2009)。白色半透明塑膠盒蓋的光線明暗度與環境顏色，可能讓蟲蛹不容易辨別調整顏

色，因此有綠、白、褐且深淺不同結合的蛹色。 

 

(二)化蛹位置 

化蛹位置在盒蓋及盒內葉片夾縫中，統計如下： 

位置 數量 

盒蓋 39 

盒內 1 
 

 

討論：幼蟲化蛹前爬到盒蓋上，找到化蛹位置，絲線黏在盒蓋上化蛹；只有一隻幼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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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內葉縫中化蛹。 

 
  

白色半透明塑膠盒 多數幼蟲爬到盒蓋化蛹 
藍蓋昆蟲箱幼蟲 4 隻化蛹

都在盒蓋上 

 

五、幼蟲缺食化蛹羽化類型 

同一時期飼養的白線、有黑線幼蟲及白線缺食幼蟲，羽化類型有何異同呢？我們於

4/1~4/12 日，進行第 5 次缺食實驗，在同一個透明紙箱中，同時飼養 3 隻幼蟲，溫度、光

照及光週期相同，分為控制組、實驗組 A、實驗組 B，如下表： 

組別 控制組 實驗組 A  實驗組 B 

幼蟲體色、

側線 
綠色、白 綠色、白線+黑線 綠、白線 

化蛹前體長 4.5cm 4.5cm 3.5cm 

化蛹位置 箱子右上後方頂角 箱子左上後方頂角 箱子右上後方頂角 

化蛹顏色 淺褐+白 深褐+白 淺綠 

化蛹照片 

   

羽化型態 無紋型 無紋型 銀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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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蟲照片 

   

 

討論：實驗結果發現足食的白線及有黑線幼蟲 皆羽化為無紋型；缺食白線幼蟲羽化為銀紋

型。根據實驗結果推測，幼蟲缺食提早化蛹可能也是羽化為銀紋型成蟲的因素。 

 

捌、研究結論 

一、遷粉蝶的不同形態與成長 

（一）遷粉蝶各生命階段的多樣形態 

我們在校園發現的遷粉蝶主要有三種型態為「無紋型」、「銀紋型」及「中間型」。

已有研究證明這三種型態為同一物種。遷粉蝶在不同階段有多樣表現形態包括：1.幼

蟲體色多變及體側線差異；2.化蛹位置及顏色不同；3.成蟲斑紋及顏色深淺差異。 

（二）遷粉蝶的成長 

遷粉蝶幼蟲在 9、10、5 月從孵化到羽化平均約 15 日；9-11 月及 4-6 月幼蟲比

2 月幼蟲成長速度較快。9、10、5 月幼蟲孵化至羽化平均約 15 天。 

（三）幼蟲在不同顏色光源環境的成長 

三組實驗組的幼蟲成長速度相近，都明顯比控制組幼蟲成長快速。四組不同顏

色光源環境成長的幼蟲，體色為淺綠至深綠，體側只有白線，沒有黑線，幼蟲在相

同環境下呈現多表現性。實驗綠和紅組皆羽化成功為無紋型；實驗藍組 2 隻羽化失

敗，翅膀無法張開，各為銀紋型及無紋型。 

 

二、遷粉蝶幼蟲的行為習性 

（一）攝食行為 

幼蟲吃食鐵刀木及阿勃勒等植物葉片，齡期大小不同吃食葉片位置不同，從吃

食成葉洞、葉緣缺塊到整片葉子吃光。發現體側線不同的大幼蟲，攝食習性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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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線幼蟲吃光葉片沒有留主脈；有黑線幼蟲吃食葉肉有留葉片主脈。 

（二）棲息行為 

遷粉蝶小、中型幼蟲主要棲息於葉面，大幼蟲主要棲息於枝條，體色與枝條顏

色相近，當枝條是紅色時蟲也呈現明顯微紅體色，形成隱蔽色。 

（三）防禦行為 

研究過程中我們最常見的是鳥類捕食遷粉蝶的幼蟲與蛹，及幼蟲被寄生蠅寄

生。觀察記錄遷粉蝶的防禦方式主要包括：拉開距離產卵、體色蛹色隱藏與偽裝、

幼蟲、蛹及成蟲的多態現象、成蟲飛行時干擾視覺等。多態現象是遷粉蝶較多時期

運用的防禦方式。 

 

三、遷粉蝶的化蛹習性 

（一）化蛹的位置 

1.研究發現遷粉蝶幼蟲除了在寄主植物化蛹外，也會到別處化蛹。飼養紀錄有 71%

在食草上化蛹，29%離開食草化蛹。 

2.飼養化蛹記錄白線幼蟲及有黑線幼蟲，離開化蛹的比例各為 25%。 

3.在封閉的塑膠盒環境，多數幼蟲會離開葉子與枝條到盒蓋上化蛹。 

（二）化蛹的顏色 

1.研究發現遷粉蝶化蛹顏色主要有綠、白、褐的深淺色，多數幼蟲化蛹顏色與化

蛹環境背景有關。綠色背景為綠色蛹；透明及陰暗背景多為白色；褐色及灰色

背景多為深淺褐色；其餘背景為綠、白、褐色的深淺變化。 

2.幼蟲在不同顏色(綠、紅、藍)光源環境的化蛹，顏色分別有綠色、白色及白+褐

色，推測化蛹背景、光的照度或光週期可能會影響遷粉蝶幼蟲化蛹顏色。 

3.白色半透明塑膠蓋上，蟲蛹可能不易辨別背景，因此蛹色多樣且多變。  

 

四、無紋型與銀紋型遷粉蝶 

無紋型與銀紋型成蟲外型差異明顯，研究過程同時發現二種型態出現。調查校園

裡 105.9-106.6 月以無紋型出現較多。飼養觀察發現白線幼蟲有較高比例羽化為無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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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有黑線幼蟲可能羽化為無紋型或銀紋型。實驗結果發現同一環境發育幼蟲，缺食

提早化蛹羽化皆為銀紋型，足食幼蟲化蛹羽化為無紋型。幼蟲提早化蛹可能影響羽化

的類型。 

 

玖、未來展望與建議 

一、遷粉蝶像千面女郎風情萬種，讓我們研究過程不斷感到驚奇，有些研究發現與目前

文獻結果不同，希望未來能持續對於影響不同成蟲型態發生的相關因素、不同幼蟲體

側線及體色變化的影響因素、化蛹習型的規律性等問題繼續探究。 

二、遷粉蝶像校園裡的美麗精靈，引起校園師生對自然環境與生物的關心及學習動機，

希望藉由我們分享的研究結果，能讓大家對遷粉蝶有更深入的瞭解，並喚起大家對生

態環境的友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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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海報 

【評語】080302  

1. 長期在校園研究遷粉蝶的生長、行為及生活史，觀察及記錄

確實，並將結果和文獻做分析比較，探究精神值得鼓勵，若

能對單一變因做深入探討會是一件更有力的作品。 

2. 在探討不同色光影響幼蟲生長實驗中，使用玻璃紙箱的做法

並無對色光的物理性質（例如波長、光亮度）做量測，因此

得到的結果無法正確地做科學性的解釋。 

3. 對於「防禦方式」的討論，認為遷粉蝶的防禦策略是拉開兩

次產卵間的距離，但是這也可能分散風險或是降低資源競爭

的行為．所謂防禦策略考量欠缺實驗數據支持。 

4. 由觀察實驗描述遷粉蝶的成長型態、行為、化蛹，以及比較

遷粉蝶化蛹成無紋型與銀紋型的原因，得到幼蟲因缺食提早

化蛹可能會影響羽化的類型的結論，此結論非常寶貴，值得

更進一步的探討。 

F:\中小科展_57屆\排版\080302-評語 

 








	080302-封面
	080302-感言
	080302-本文
	摘要
	壹、研究動機
	貳、研究目的
	叁、 文獻探討
	肆、研究 設備與器材
	伍、研究 方法
	陸、研究結果
	柒、研究 討論
	捌、研究結論
	玖、未來展望與建議
	拾、參考資料

	080302-評語
	080302-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