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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陸棲寄居蟹 (Coenobita)為台灣海岸常見的蟹類，恆春半島後壁湖地區雖已列入

保護區，但周邊開發甚早，人類大量捕食貝類、螺類，寄居蟹因此無法從大自然獲

取螺殼，造成中、大型寄居蟹 70%以上背負的是脆弱、保護力差的蝸牛殼。飼養過

程觀察到寄居蟹嗅覺遠勝於視覺、有弱肉強食、霸凌搶殼等生物野性，同時還發現

選殼的重點除了大小之外，螺殼尾部角度是主要選擇依據，為此我們解剖螺殼做 3D

列印人工殼觀察。我們號召本地海產店響應換殼計畫，從螺殼的收集、清潔、標記

到募集三千顆的海螺殼，提供後壁湖地區寄居蟹換殼，希望藉此喚起大眾對物種保

護的意識。 

壹、研究動機 

一次夜探寄居蟹的墾丁生態課程，親眼看到正值繁殖期的寄居蟹在月光下集體

向著潮水移動，場面壯觀。更令人吃驚的是---寄居蟹身上背的漂亮、堅硬螺殼早已

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脆弱、 一成不變的蝸牛殼。這種不自然的自然現象，引起

我們一探究竟的動機。 

貳、研究目的 

一、了解後壁湖地區寄居蟹的生態行為。 

二、人工飼養觀察後壁湖地區寄居蟹生態。 

三、調查後壁湖地區蝸牛殼寄居蟹的生態成因。 

四、募集三千顆海螺殼大計劃。 

五、後壁湖地區換殼計畫的成效探究。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食物類：各類水果、蔬菜、清水、蝦米、米飯、糖果、餅乾。 

二、材料類：粗棉手套、橡膠手套、油漆、水彩、鹽巴、海砂、鏟子。                                                                                                                                                                                                                                                                                                                                                                                                                                                                                                                                                                                                                                                                                                                                                                                                                                                                                                                                                                                                                                                                                                                                                                            

三、設備類：電子追蹤器、自製頭燈、大型塑膠箱、冷凍庫、照相攝影機、尺規、電

子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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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與結果討論 

一、了解後壁湖地區寄居蟹的生態行為。 

（一）瞭解恆春半島寄居蟹 

恆春半島位於臺灣屏東縣，因恆春鎮得名，是臺灣全島最南處。恆春半島三面環

海，西臨臺灣海峽，南為巴士海峽，東鄰太平洋，唯有半島北端是與臺灣本島銜接，

故有海洋水氣調節，且半島地形高度多數低於 800 公尺，乃為中央山脈陡降所賜而使

海風可輕易越過，特此環境因素有別於臺灣本島。恆春半島亦為旅遊勝地，以墾丁國

家公園著稱。由於觀光業發達，生態受到極大的衝擊，政府於當地劃設生態保護區禁

止採集、捕獵。而後壁湖漁港為生態保護區之起始點，陸生寄居蟹數量龐大，因此作

為此次研究的地點。（圖一） 

寄居蟹常寄居於死亡軟體動物的殼中，以保護其柔軟的腹部，故名。世界上現存

500 多種寄居蟹，絕大部分生活在水中，也有少數生活在陸地。陸生寄居蟹，其幼體

依然是水生的，所以陸生寄居蟹依舊需要水環境來繁殖後代，並在成長得過程中可以

從海邊得到適合體型大小螺殼保護自己。因此陸生寄居蟹依然無法離開海岸太遠。儘

管白天可以發現少量寄居蟹的蹤跡，但大部分寄居蟹為夜行動物。陸寄居蟹在大約二

千二百萬年前，從海中登上陸地，其後腹部膜質化，皮膚進化成可以吸取空氣中的酸

素，並且適應了陸上的生活。本研究所稱寄居蟹指的是陸生寄居蟹(英文學名是

Coenobita / 俗稱 Land Hermit Crab)。（圖二） 

貝殼是一群「軟體動物」（ Mollusks ）的殼。這群軟體動物都擁有外套膜，可

以分泌碳酸鈣來形成具有保護作用的硬殼。 

既然貝殼的主人是這群軟體動物，那麼寄居蟹是怎麼喧賓奪主的？大部分的的寄居蟹

會去撿拾軟體已經死亡的空殼；某些比較霸道的寄居蟹則會直接把原本的主人吃了，

大搖大擺地了住進去。 

陸寄居蟹屬於十足目動物，有五對腳(連兩對螯腳在內)。第一對腳稱螯腳，兩者

大小不同，左螯腳較大，用來爬行和防衛，當牠們躲進螺殼裏時，左螯腳也可以作為

螺殼的「封口」，這不單可以保護自己，「封口」也可以使牠們保存螺殼內的濕度。

而較細的右螯則是用來攝食和爬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1%86%E6%98%A5%E9%8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6%B5%B7%E5%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5%A3%AB%E6%B5%B7%E5%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B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B0%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5%B1%B1%E8%84%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2%BE%E4%B8%81%E5%9C%8B%E5%AE%B6%E5%85%AC%E5%9C%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2%BE%E4%B8%81%E5%9C%8B%E5%AE%B6%E5%85%AC%E5%9C%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B%9F%E9%AB%94%E5%8B%95%E7%89%A9


 

 3 

第二、三胸足是其步行足，而第四、五胸足在正常的情況下是不會露出螺殼外的。

所以驟眼看來，陸寄居蟹好像只有三對腳，但其實只是第四、五胸足隱藏在螺殼內，

支撐著身體，保持平衡。陸寄居蟹的腹部是不對稱的右旋(大部分海生的螺殼也是右旋

的，所以非常適合陸寄居蟹寄居)，而且柔軟，表面沒有甲殼覆蓋(在螺殼中容易進出)，

所以腹部必須奀向一邊以利寄居於螺殼內，而且腹的尾部附有倒鉤(尾節和尾肢)，可

鉤住殼軸，不被敵人拉出。所以陸寄居蟹必須寄居在螺殼裏以保護其腹部。另外，牠

們的第四和第五步足已退化(使身體更能縮入殼內)，使牠非常適合於背負貝類死後留

下的空殼行動，第四和第五步足也可以用作平衡和支撐螺殼。（圖三） 

 

 

（圖一）恆春半島地圖 （圖二）陸寄居蟹生活史 

 

（圖三）寄居蟹身體構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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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壁湖區寄居蟹調查研究 

研究地點為後壁湖漁港左堤為起始點，向右延伸 300 公尺海岸線，作為研究觀察

區域。此區之潮間帶至林投區約為 5~30 公尺。依序為海砂→小礫石→珊瑚礁→泥土與

細砂→林投樹林。（圖四）（圖五） 

 

 

（圖四）研究區域：後壁湖漁港 （圖五）研究區地形 

1. 後壁湖區陸生寄居蟹日夜出沒調查 

調查區域內寄居蟹數量頗為可觀，很難全面清查海岸 300 公尺內大大小小

的寄居蟹。於是在此區域內用繩索劃定十公尺之寬度，由潮間帶至林投區為調

查區域做地毯式的採樣。測量螺殼最寬處，以一元、十元及五十元硬幣大小區

分判定體型為小、中和大，採集日、夜間寄居蟹做調查。（表一） 

表一、後壁湖區陸生寄居蟹日夜出沒調查記錄（單位：隻） 

 

 

潮間區 珊瑚礁區 林投細沙區 合計 

日間 夜間 日間 夜間 日間 夜間 
 

小 12 21 6 7 25 48 129 

中 6 3 4 3 6 11 33 

大 2 3 1 7 3 7 23 

合計 20 27 11 17 34 66 175 

備註      ★  

結果 離潮水遠的林投細沙區夜間寄居蟹最多 

林投 

細沙區 
珊瑚礁區 

潮間區 

日 

夜 

數 

量 
體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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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夜間出沒的寄居蟹 （圖七）寄居蟹體型與出沒時間關係圖 

調查發現： 

（1） 小型寄居蟹數量遠遠大於中型及大型蟹，其體型越大則數量越少，可見

其成長過程中多數被掠食者獵殺。 

（2） 夜間出現的數量大於日間，且大型蟹多在夜間出沒，寄居蟹應近似夜行

生物。（圖六） 

（3） 離潮水遠的林投細沙區數量最多，可能與林投樹提供掩蔽及食物（生物

群落）來源有關。（圖七） 

2. 後壁湖區陸生寄居蟹的螺殼調查 

後壁湖區陸生寄居蟹寄居的螺殼經過撿拾比對螺類圖鑑，大致為下列幾種較為常

見。（表二） 

表二、常見後壁湖區陸生寄居蟹寄居的螺殼種類 

編號 名 稱 圖 片 編號 名 稱 圖 片 

1 玉女 象法 螺 

 

1 1 蚵 岩 螺 

 

2 長 鼻 螺 

 

1 2 栓海蜷螺 

 

3 燈 籠 法 螺 

 

1 3 球織紋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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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珠 螺 

 

1 4 鶉 法 螺 

 

5 台灣 蜷管 螺 

 

1 5 台灣鳳螺 

 

 香 螺 

 

1 6 鐵斑岩螺 

 

7 赤 蛙 螺 

 

1 7 錐 螺 

 

8 刺 繡 筆 螺 

 

1 8 寶島骨螺 

 

9 巴比倫捲管螺 

 

1 9 山形鐘螺 

 

1 0 非洲 大蝸 牛 

 

   

我們以一元、五元、十元硬幣的大小做體型的分類。螺殼最寬處小於一元為

小；十元為中；五十元以上為大，統計撿拾的寄居蟹螺殼。（表三）（圖八）（圖

九） 

（表三）撿拾的寄居蟹螺殼種類統計（單位：個） 

 

 
 

小 

 

中 

 

大 
體 
型 

數 

量 
種

型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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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玉女象法螺 0 1 0 

2 長鼻螺 0 1 0 

3 燈籠法螺 4 0 0 

4 珠螺 11 4 2 

5 台灣捲管螺 23 0 0 

6 香螺 0 2 0 

7 赤蛙螺 1 0 0 

8 刺繡筆螺 15 0 0 

9 巴比倫捲管螺 6 0 0 

10 非洲大蝸牛 2 15 19 

11 蚵岩螺 23 3 1 

12 栓海蜷 6 0 0 

13 球織紋螺 3 1 0 

14 鶉法螺 0 2 0 

15 台灣鳳螺 0 2 0 

16 鐵斑岩螺 16 1 1 

17 錐螺 3 0 0 

18 寶島骨螺 2 0 0 

19 山形鐘螺 
14 1 0 

 寄居蟹數量 129 33 23 

 蝸牛殼數量 2 15 19 

 蝸牛殼所佔比

例 

2% 45% 83% 

 結果 後壁湖地區大型寄居蟹寄居蝸牛殼比例達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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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研究區不同體型寄居蟹寄居蝸牛殼

比例 

（圖九）體型超小的寄居蟹 

 

二、人工飼養觀察後壁湖地區寄居蟹生態。 

後壁湖漁港左堤已劃定為生態保育區，經海巡署港檢所的協助，於漁港右堤（非

保育區）大型垃圾桶下方抓取 21 隻大型寄居蟹，帶回人工飼養，以便就近觀察其生活

習性，方便研究。 

飼養時，為避免飼養密度過高，將寄居蟹分成三區，再依外觀特徵予以命名。以

下為其攝取食物記錄：   

（一）人工飼養寄居蟹攝食記錄：每日放置各種不同食物，以五分鐘內寄居蟹進

食的個數做紀錄，一★代表一隻，判斷其喜愛程度。（表四） 

表四、人工飼養寄居蟹攝食記錄 

 

 
第一區 第二區 第三區 

1 蘋果 ★★★★★★★ ★★★★★★★ ★★★★★★ 

2 麵包 ★★★★★ ★★★★★ ★★★★ 

3 小魚乾 ★★★★★★★ ★★★★★★★ ★★★★★★ 

4 蝦米 ★★★★★★ ★★★★★★★ ★★★★★ 

5 生蘿蔔 ★★★★ ★★★★★ ★★★★ 

6 米飯 ★★★ ★★★★ ★★★ 

分 

區 
數 

量 
食

物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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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蘇打餅 ★★★ ★★★★ ★★★★ 

8 糖果 / ★ / 

9 熟豬肉片 ★★★ ★★ ★★★ 

結果 寄居蟹葷、素均攝食，且生食、熟食均喜歡 

由上表可看出寄居蟹葷、素均攝食，且生食、熟食均喜歡，難怪稱為生態系的清

道夫。（圖十） 

（二）人工飼養觀察寄居蟹行為探討 

1. 寄居蟹覓食是仰賴視覺抑或嗅覺：以小魚干、打洞之不透明免洗杯蓋住之

小魚干及衛生紙擬真小魚干三種方式，放置飼養箱一角，觀察五分鐘內寄

居蟹移動靠近之情形，藉以判斷其覓食仰賴嗅覺或視覺。（一★代表一隻）

（表五） 

表五、寄居蟹嗅覺、視覺覓食實驗記錄 

 

 
第一區 第二區 第三區 

小魚干 ★★★★★ ★★★★ ★★★★★★ 

加蓋小魚干 ★★★★ ★★★★★ ★★★★★ 

衛生紙擬真小魚干 / / ★ 

結果 小魚干和加蓋小魚干均移動前往覓食，可見其嗅覺靈敏。 

 

分 

區 
數 

量 
食

物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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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區覓食情況統計圖可明顯看出寄居蟹對沒味道的擬真小魚干沒興趣 

由上表發現寄居蟹無論有沒有直接看到食物，只要有魚腥味便前往覓食；看

到沒有魚腥味的擬真小魚干，卻沒有覓食動作。由此判斷寄居蟹應該屬於嗅覺型

動物。（圖十） 

2. 寄居蟹對獵食者的警戒行為反應是察覺聲音、震動抑或光線：以拍手製造

聲音、跺腳製造地面震動和開關燈製造光線變化，以寄居蟹躲入殼中的動

作做為警戒反應的判斷。（一★代表一隻）（表六） 

表六、寄居蟹對環境刺激反應記錄 

 

 
第一區 第二區 第三區 

聲音 ★★★ ★★★★ ★★★★ 

震動 ★★★★★ ★★★★★ ★★★★★ 

光線 ★★★ ★★ ★★★ 

結果 寄居蟹對跺腳震動較為敏感 

 

分 

區 
數 

量 
刺

物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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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寄居蟹對環境刺激反應比較圖 

由上表發現寄居蟹對聲音、地面震動抑或光線變化都有停止動作、躲入殼中

的反應，其中又以震動特別敏感。（圖十一） 

3. 寄居蟹換殼行為研究：飼養過程發現兩次的換殼行為。主動者以兩隻螯腳

抓住被動者，以殼撞擊、拉扯，直到被動者讓出所有殼為止。但主動者並

不急於進入換殼，而是以螯腳探索丈量，確定合適之後再爬出原有殼，翻

身進入讓出殼。（圖十二） 

4. 寄居蟹逃亡行為研究：飼養其間發生兩次的逃亡行為，每次逃出一隻。飼

養箱 35 公分高，箱內最高點為休息區 12 公分之植栽盆，兩者高度差距很

大。寄居蟹會彼此堆疊墊高最後爬出飼養箱。 

5. 寄居蟹是否會爭搶地盤：餵食中體型較大的寄居蟹會迅速往食物區移動，

較小的不敢馬上靠近。食物區若已有小寄居蟹，大型蟹靠過來還會把小型

寄居蟹推開。至於體型相當者，往往產生爭鬥。（圖十三） 

6. 寄居蟹逃竄失蹤如何輕易的找到：逃竄失蹤寄居蟹會躲藏在角落掩蔽，很

難發現。擺放一盆水或是打開浴廁的門，當牠缺乏水分便會靠近。 

 
 

（圖十二）寄寄居蟹強迫換殼行為 （圖十三）居蟹爭食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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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後壁湖地區蝸牛殼寄居蟹的生態成因。 

（一）恆春半島東西海岸之寄居蟹取樣調查 

恆春半島三面環海，西臨臺灣海峽，南為巴士海峽，東鄰太平洋，唯有半

島北端是與臺灣本島銜接。為研究蝸牛殼寄居蟹是否為後壁湖該地特有現象，

研究者除了調查位於恆春半島西側的後壁湖外，同時也取樣調查位於半島東側

的滿州鄉港口溪出海口附近的寄居蟹生態。 

在研究所發現的蝸牛殼大多是名為非洲大蝸牛的殼。查證資料這種蝸牛是外來

種。洲大蝸牛於一九三二年日籍教授下條久馬一自新加坡將二十隻非洲大蝸牛引

進，因此這一批引進的個體後來成為臺灣本島的外來種，也是目前臺灣最大型的陸

生軟體動物。在林務局的生態調查中，非洲大蝸牛棲息地多在農業區及低海拔之人

造林、 天然林、檳榔園、市區花圃、矮灌叢、草生地、林下枯枝腐葉陰涼處、夜

間雨後大量出現。 

恆春半島半島地形高度多數低於 800 公尺，完全符合非洲大蝸牛喜愛溫暖環境

的生存條件。拜中央山脈陡降所賜而使海風可輕易越過，每年冬季東北季風越過中

央山脈產生加速作用形成落山風，也為後壁湖地區帶來大量的飛砂沉積形成沙灘。

每年夏季由西南季風越過中央山脈產生加速作用形成落山風，來大量的飛砂形成港

口村沙漠地形。所以此二區除了地理位置不同外，其緯度、地形、氣候、沙灘、山

脈均極為類似，是一個適合的比較點。如果開發度較高的後壁湖地區寄居蟹使用

蝸牛殼比例明顯大於開發度較低的港口村，則可以證明｢寄居蟹蝸牛殼｣現象與

開發度有關係。 

前述研究發現寄居蝸牛殼多半為中、大型寄居蟹，在此調查時將小型寄居

蟹予以排除。（表七） 

表七、恆春半島東西海岸之寄居蟹取樣調查記錄（單位：隻） 

 

 

後壁湖 港口溪 

蝸牛殼 非蝸牛殼 蝸牛殼 非蝸牛殼 

中 15 18 6 32 

大 19 4 6 27 

合計 34 22 12 59 

百分比 61% 39% 17% 83% 

後壁湖區蝸牛殼比例明顯高於港口溪區 

 由上表可以發現中、大型寄居蟹，後壁湖區的蝸牛殼比例明顯高於港口溪區（圖

區 

域 
數 

量 
體 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6%B5%B7%E5%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5%A3%AB%E6%B5%B7%E5%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B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B0%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5%B1%B1%E8%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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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61%

39%

後壁湖

蝸牛殼

非蝸牛殼

17%

83%

港口溪

蝸牛殼

非蝸牛殼

 

（圖十四）恆春半島東西海岸之寄居蟹寄居蝸牛殼的比例圖 

（二）恆春半島東西海岸二區寄居蟹品種分析比較 

後壁湖寄居蟹蝸牛殼化，是否與寄居蟹品種不同而受影響。在此我們調查採樣

的同時，也對取得的寄居蟹對照圖鑑，判斷品種。（表八）（圖十五） 

表八、後壁湖、港口溪路生寄居蟹品種調查紀錄（單位：隻） 

 

 
後壁湖 港口溪 

灰白陸寄居蟹 48 59 

短腕陸寄居蟹 8 12 

其他 / / 

合計 56 71 

結果 後壁湖區與港口溪區寄居蟹品種未有顯著差異 

 

0%

20%

40%

60%

80%

100%

後壁湖 港口溪

其他

短腕陸寄居蟹

灰白陸寄居蟹

 

（圖十五）後壁湖區與港口溪區寄居蟹品種調查比較圖 

 

經由實際調查恆春半島後壁湖區與港口溪區寄居蟹品種均相同，但蝸牛殼的比

區 

域 
數 

量 
種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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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後壁湖地區卻明顯偏高，可見寄居在蝸牛殼是後壁湖區特有現象。可能與該區

觀光業興盛飾品業、海產業發達導致大量海螺殼消失有關。（圖十六）（圖十七） 

 
 

（圖十六）灰白陸寄居蟹顏色灰白 （圖十七）短腕陸寄居蟹顏色深褐 

 

四、募集三千顆海螺殼大計劃。 

在飼養寄居蟹的同時，我們開始進行募集三千個海螺殼的行動。後壁湖區的螺

殼大量減少的原因是人類大量採食海螺，在食用後並沒有回歸到大海。如果能夠將

食用後的螺殼放回海灘，我們認為可以幫助寄居蟹找到合適的殼。後壁湖地區海產

店，雖然容易取得當地的螺殼，但由於距離遙遠，不利於長期實施。而交通方便的

高雄市中心區海產店卻少有販賣螺類，因此我們選擇離我們較近、螺類最多、店家

最集中的旗津地區，作為募集螺殼的基地。我們進行中遭遇困難如下： 

（一）募集三千顆海螺殼 

1. 印製海報，邀請海產店業者共襄盛舉：旗津地區每逢假日人潮洶湧，店家應接

不暇。可能無法抽空接待，因此我們採用書面海報方式表達訴求，希望獲得支

持，並在百忙之中給予協助。（圖十八） 

2. 收集螺殼：我們每週末專車前往旗津地區海產店做收集。但食用過螺殼內部往

往殘留大量未取出的螺類腹部、醬汁、調味料，無法完全清洗乾淨（圖十九）。

存放一段時間後產生的臭味也讓店家十分困擾。各個店家採用的保存方式各有

巧妙：（表九） 

（1） 冷藏保存：可以保存五～七天，超過期限仍然很臭。 

（2） 冷凍保存：效果最好，但店家擔心污染食材。 

（3） 濃鹽水保存：浸泡在飽和食鹽水中抑制細菌滋生。此法實施很方便，但引

來大量的蒼蠅，似乎不太合用。 

（4） 漂白水保存：刺激藥味與腥味混合，很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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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潔劑保存：將螺殼浸泡在加了清潔劑的水中。惡臭、蚊蠅成群，不合用。 

（6） 濃鹽水換水保存法：浸泡在食鹽水中會產生硝化菌分解螺肉，每兩天換水

二分之一，再加鹽巴維持一定濃度，連續約二星期，螺殼會乾淨。過程中

產生的臭味最少。 

表九、螺殼保存方式比較 

優缺 

保存 
優點 缺點 實用性 

1 冷藏保存 ■實施方便 

■保存較長 

■沒有臭味 

■超過七天時產生異味 

■可能污染食材 

■佔用空間 

好 

2 冷凍保存 
■實施方便 

■保存較長 

■沒有臭味 

■可能污染食材 

■佔用空間 

1.  

好 

3 濃鹽水保存 ■抑制細菌滋生 

■實施方便 

■氣味不好 

■引來大量的蒼蠅 
 

4 漂白水保存 ■實施方便 

 

■刺激藥味與腥味混合 

■引來大量的蒼蠅 
 

5 清潔劑保存 ■實施方便 

 

■產生惡臭 

■引來大量的蒼蠅 
 

6 濃鹽水換水保存

法 

■水質清澈 

■臭味較少 

■兩天換一次水較麻煩 

■需要時間較長 
好 

 

 

 

 

 

 

 

 

 

 

 
 

（圖十八）印製海報，邀請海產店業

者共襄盛舉 
（圖十九）收集並清洗螺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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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洗：首先以水柱清除表面菜渣，再以清潔劑去除表面油污。但從各店家收集

到的螺殼均已經擺放一段時間，一從容器中取出，惡臭令人難以忍受。 

4. 除肉：螺殼內殘存大量未食用完畢的螺肉，如果不去除便無法除臭。我們以濃

鹽水換水保存法連續實施兩週去除殼內的螺肉，成效不錯。（圖二十） 

5. 曬乾：在烈日下曝曬，且必須翻面將殼內積水倒出，持續二天。（圖二十一） 

6. 收殼：由於螺殼處理後均經過一周左右的曝曬，保存在漂白水或清潔劑的螺殼

化學刺激味道大多消失，但腥臭味依然不減。 

7. 標記：收集到的螺殼都要做上標記，而殼上非常光滑，一般的原子筆和油性筆

標示效果不佳，必須塗上一層較厚的油漆才能作標示。而標示完畢之後還得靜

置一天待乾。（圖二十二） 

 

 

（圖二十）以濃鹽水換水保存法連續

實施兩週去除殼內的螺肉。 

（圖二十一）在烈日下曝曬，且必須翻面將殼內

積水倒出。 

 

三 

（圖二十二）螺殼塗上油漆做標記 （圖二十三）螺殼耐撞擊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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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螺殼與蝸牛殼耐撞擊之比較 

螺殼的作用主要在保護裡面脆弱的身體，因此保護力的強弱是選殼的重要因

素。蝸牛殼除了色彩單調外，其對寄居蟹的保護程度可能也不夠，以下是蝸牛殼

與我們收集到的鳳螺殼與鶉螺殼做耐撞擊測試比較實驗： 

1. 使用釣魚用五錢重（約 23.5 公克）的球形鉛丸當撞擊物。 

2. 以 2 公尺長的透明塑膠管導引控制鉛丸的墜落方向及撞擊點。 

3. 縫衣線綁住鉛丸，調整墜落高度，以製造不同的撞擊力度。 

4. 同一螺殼同一高度撞擊三次 

5. 觀察記錄螺殼、蝸牛殼受損情形。(表十）（圖二十三）（圖二十四） 

表十、海螺殼與蝸牛殼耐撞擊之比較紀錄 

 

 
鳳螺 蝸牛 蚵岩螺 褐帶鶉螺 

30 ╳ ╳ ╳ ╳ 

60 ╳ 一些碎片 ╳ ╳ 

90 ╳ 一些碎片 ╳ ╳ 

120 ╳ 很多碎片 ╳ ╳ 

150 ╳ 更多碎片 ╳ ╳ 

180 留下撞痕 碎裂 留下撞痕 ╳ 

200 留下撞痕 爆開 留下撞痕 留下撞痕 

結果 蝸牛殼較其他海螺殼保護力更差 

 

（三）海螺殼與蝸牛殼耐酸雨之比較 

「酸雨」顧名思義，雨是酸的。在化學上定義水之 pH(酸鹼)值等於七為中

性，小於則是酸性。自然大氣中含有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在常溫時溶解於

雨水中並達到氣液相平衡後，雨水之酸鹼值 5.6，因此大自然的雨水是酸的。台

灣地區降下的雨水酸鹼值經常達到 5 以下。殼的主要成分為碳酸鈣，屬於鹼性物

質，遇到酸雨容易被侵蝕。本實驗旨在研究螺殼遭遇酸雨之後對寄居蟹保護力

的影響。 

1. 雪碧汽水的酸鹼值為 3.5。而台灣地區曾經降下酸鹼值為 3.7 酸雨，因此本實

驗採用雪碧代替酸雨。 

種 

類 
受 

損 
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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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螺殼秤重紀錄之後浸泡在雪碧之中七天。 

3. 一周之後取出螺殼進行烘乾並測量重量，比較前後重量差異並做紀錄。 

4. 同一螺殼同一高度撞擊三次觀察記錄螺殼、蝸牛殼受損情形。(表十一)（圖

二十五） 

表十一、酸雨對螺殼影響比較紀錄 

 

 
鳳螺 蝸牛 蚵岩螺 褐帶鶉螺 

浸泡前重量 13 4 24 30 

浸泡後重量 13 4 24 30 

外觀 變白 變白 變白 變白 

撞擊實驗 ╳ 120 公分爆開 ╳ ╳ 

結果 蝸牛殼較其他海螺殼耐酸雨保護力更差 

 

  

（圖二十四）蝸牛殼爆裂而岩螺殼在撞擊

點輕微受損 

（圖二十五）雪碧汽水浸泡之後明顯變白 

 

五、後壁湖地區換殼計畫的成效探究。 

換殼計畫的實施必須先經過募集、清洗、標記，之後再移往後壁湖施放。

但通常海產店一盤海螺也不過一、二十顆，想一次就募滿三千顆確實不可能。

我們共經四趟募集、清洗、曬乾、標記。分三梯次送往研究地後壁湖施放。施

放期間前往救國團墾丁青年活動中心專員黃淑凰所設置的「寄居蟹快樂天堂」

參觀學習，希望能把計畫做的更好。(圖二十六) 

種 

類 
受 

損 
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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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蟹殼交換中心 （圖二十七）圈地置放標記殼 

 

（一）首次的換殼成效 

1. 因為螺殼數量龐大，為加快區分螺殼的大小，我們簡化的區分為十元硬

幣以下為小殼、五十元硬幣以上為大殼 

2. 設立兩個放置地點，標記以紅、黃做區分。 

3. 以塑膠繩圍出長寬各一公尺的界線，標記的螺殼放置其中。（圖二十七） 

4. 記錄放置螺殼的大小及數量 

5. 放置後三十分鐘記錄第一次；隔日再記錄第二次；一週之後記錄第三次。

（表十二） 

表十二、第一次換殼效率成效紀錄（單位：隻） 

 
大黃 小黃 大紅 小紅 

投入量 90 590 120 721 

30 分 3 69 24 198 

12 小時 48 206 56 309 

一週 90 590 120 721 

換殼率 100% 100% 100% 100% 

一週之內放置的海螺殼全數換完 

由上表可以看出投入標記殼之後的三十分鐘內有部分換殼，但十二小時之後

則達到近一半換殼，經過一週的時間則全部換殼完畢。可見當地寄居蟹缺殼的嚴

重程度。（圖二十八） 

標 

記 
數 

量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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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換殼效率成效折線圖 

 

觀察與討論： 

1. 圈地集中置放標記殼，寄居蟹的嗅覺非常靈敏，就算在黑夜中，短短的時間

內竟然可以從四面八方向換殼地點集結。 

2. 剛換好螺殼的寄居蟹被中途攔截，出現數蟹爭搶一殼。（圖二十九） 

3. 一週之內全數換完，一顆不剩，可見當地寄居蟹喜歡我們提供的海螺殼。 

4. 換殼之後現場留下數量不少的蝸牛殼和些許破損的海螺殼，其大小與我們提

供的標記殼大小相差不大，可直接判斷為換殼行為。但四周發現遺留數量龐

大的小殼（直徑一公分以下），與我們提供的標記殼體型差距很大，不太可

能是小蟹直接換大殼。推測為中蟹換大殼留下中殼；小蟹換中殼留下小殼；

小小蟹換小殼留下小小殼。如果推測屬實，則一顆標記殼可以提供 2~5 次的

換殼機會。（圖三十）（圖三十一） 

 
 

（圖二十九）數蟹爭搶一殼 （圖三十）四周發現遺留數量龐大的小殼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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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圖三十一）中蟹換大殼:1.熬腳探殼將殼朝上  2.爬出殼外  3.腹部先進入  4.完成換殼 

（二）以現場採集標記蟹推估後避湖區寄居蟹數量 

1. 實施第二次換殼時，尋找第一次的標記殼寄居蟹，藉以推估族群數量。 

2. 利用夜間大型寄居蟹出沒的特性，將研究地區 300 公尺海岸分為三區，採

地毯式的搜索記錄標記殼與非標記殼的數量。 

3. 第一次標記殼之換殼數為 1521 顆。 

4. 採集之標記蟹與寄居蟹數量加以記錄。（表十三） 

表十三、採集寄居蟹之標記殼數量記錄（單位：隻） 

 

 
第一區 第二區 第三區 

寄居蟹數量 86 121 87 

標記殼數量 0 1 1 

標記殼比例 0% 0.8% 1.1% 

三區合計標記殼約佔 1.9%，推估中大型寄居蟹約 8 萬隻 

觀察與討論： 

1. 夜間視線不良，小蟹不容易被發現，所以搜尋寄居蟹以中大型為主。 

2. 海岸林投區進入困難，因此調查區域不包括此區，取樣有可能失真。 

3. 使用群落推估法可以算出該區數量，但有可能大型寄居蟹移動範圍更

廣，離開我們的計數區域，因而造成數量推估的偏差。 

4. 採集中意外發現兩隻有標記的寄居蟹，但此標記並非我們做的，可見該

地區做研究的單位還不少。（圖三十二） 

依此區域標記/未標記寄居蟹比例來計算，短短 300 公尺內便有大約 8 萬隻的 

寄居蟹，顯見此區生氣勃勃，就是缺乏海螺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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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二）採集到其他研究單位的標記

殼 

（圖三十三）經清算消失的標記殼與留下

的更換殼數量有很大出入 

（三）換殼成效檢討 

表十四、三次換殼成效紀錄（單位：隻） 

 

 
第一次(兩週) 第二次(兩週) 第三次(12 小時) 

標記殼 1521 488 1028 

未換殼 0 2 592 

蝸牛殼 61 43 345 

破損殼 8 11 3 

小小殼 93 6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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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三次換殼成效比較圖 

 

1. 前兩次換殼記錄均為實施後兩週才計算，寄居蟹有充分時間換殼。而第

三次因為行程安排的關係只經過十二小時。 

2. 觀察發現，換上標記殼而遺留下來的舊殼會被其他寄居蟹使用，所以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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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的蝸牛殼、破損殼數量遠低於消失的標記殼數量。（圖三十三）（圖

三十四） 

3. 剛換好螺殼的寄居蟹出現被中途攔截，數蟹爭搶一殼。 

4. 現場遺留小小殼若加上蝸牛空殼、破損殼，其總和應當與標記殼消失數

量相當，但在觀察採集中卻遠遠少於標記殼消失量。此一現象值得研究。 

5. 進行採集時撿拾到兩顆到其他研究單位的標記殼，說明此區為寄居蟹研

究熱區。 

（四）殼尾角度是選殼依據 

在執行換殼計畫時發現螺殼殼尾角度過大寄居蟹不會挑選做殼。在換殼區裏

殼尾角度大的褐帶裙螺完全沒有寄居的現象<推測角度過大時，第四、五胸

足無法頂到螺殼，不適宜寄居。（圖三十五）但有文獻紀載寄居蟹寄居在寶

特瓶蓋破酒瓶等特殊容器裡與我們的結論並不吻合於是我們作了以下實驗 

1. 解剖螺殼觀察內部構造。 

2. 用 3D 列印技術列印各種不同殼尾角度的螺殼供其換殼。（圖三十六） 

3. 利用非傷害性方法使寄居蟹進入人造螺殼。（圖三十七） 

4. 以手電筒打光進入半透光之螺殼觀察寄居蟹殼內寄居狀況。 

 

（圖三十五）殼尾角度過大，寄居蟹不會挑選做殼 

 

 

（圖三十六）各類型 3D 列印解剖殼 （圖三十七）蟹殼朝上迫使移居新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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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八）長窄型螺殼 3~4 個螺室 （圖三十九）扁寬型螺殼第二螺室幾乎密合 

 
 

（圖四十）第四、五胸足頂在一、二螺室牢牢

頂住，腹部捲曲在二、三螺室內 

（圖四十一）寄居蟹在螺殼位置示意

圖 

 

從上述實驗可以發現 

1. 螺殼角度小於 90∘的蝸牛殼、鳳螺殼殼內大約有螺旋螺室 3~4 個；但角

度大的裙螺只有兩個螺室(第二螺室幾乎密合)。（圖三十八）（圖三十九） 

2. 寄居蟹需要大約兩個螺室來容納身軀，第四、五胸足頂在第一、二螺室

間。殼尾角度小的螺殼屬於長窄型，容易背負；殼尾角度大螺殼呈扁寬

型，容納空間不足且不容易施力背負。（圖四十）（圖四十一） 

3. 瓶蓋、破酒瓶或大角度螺殼之寄居情況應為特例，如有適當螺殼可供挑

選，應該會選擇殼尾角度不大的螺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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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在飼養寄居蟹將近六個月及實施寄居蟹換殼計畫的過程中我們對寄居蟹的行

為有相當深刻獨到的看法，因此在研究中我們提出的結論如下： 

一、陸生寄居蟹雖移往陸地遷移發展，在水中甚至會溺死。但其幼體依然是水生，

且在成長過程中可以從海邊得到適合體型大小螺殼保護自己。因此活動範圍

仍無法離海邊太遠。 

二、陸生寄居蟹為近夜行性生物，體型碩大者僅在晚上出沒，而體型小的在白天夜

晚都可見蹤影。 

三、寄居蟹為雜食性且生、熟不忌，是良好的清道夫，在生態圈中不可或缺。 

四、寄居蟹的嗅覺遠較視覺靈敏，只要聞到味道，縱使加以遮蓋，仍然前往覓食。

而一般釣魚用擬餌，則不感興趣。顯見長得像而味道不到，牠也不吃。 

五、寄居蟹會利用撞擊、拉扯，強迫同類讓殼。而餵食時也會發生體型大者逼迫體

型小者離開覓食區。 

六、同為恆春半島，後壁湖區寄居蟹大多為蝸牛殼，而港口溪區寄居蟹殼種類及色

彩均更豐富，顯見此一現象是人為造成。 

七、海螺殼在硬度及耐酸雨程度遠高於蝸牛殼，保護能力佳。 

八、每投入一顆海螺殼可以產生 2~5次的連鎖換殼行為。 

九、要寄居蟹移居 3D 列印殼，使用網路流傳加熱殼尾、強力拉扯的方式反而躲的

更深無法達到目的。只要將螺殼倒立黏住使其不能移動，在四下無人時便會自

動進入。 

十、寄居蟹選殼最大的關鍵在殼尾的角度，殼尾角大過 93°，第二螺室空間成扁平

狀，不利第四、五胸足施力，便不輕易進駐。 

 

陸、討論 

一、海螺殼的種類很多，但鳳螺因人工養殖的關係，容易大量取得。所以本換殼

計畫所募得的鳳螺殼除了保護力提升外，色彩及樣式略顯單調。 

二、鹽水浸泡螺殼會產生腐臭味，若能附上水族館所使用的蛋白機去除臭味，未

來可再加研究改善。 

三、換殼計畫實施同時還能搭配追蹤器，透過追蹤訊號便能清楚了解做寄居蟹活

動範圍。我們也一度採用，可惜追蹤器低階，訊號感應不佳功虧一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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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螺殼尾端角度與寄居蟹選殼條件密不可分，往後可朝此方向更精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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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海報 

【評語】080314  

此作品呈現後壁湖地區陸棲寄居蟹的生態調查結果，調查種類

詳盡。內容中比較有趣的亮點為探討殼尾角度是寄居蟹選殼的依據

因子，試驗結果發現寄居蟹不偏好角度過大的殼，此結果與野外發

現寄居蟹利用酒瓶蓋為殼的現象相反，因而推論野外寄居蟹不易覓

得適合的殼換殼。利用社區資源募集螺殼，幫助寄居蟹換殼以延續

生態。能從觀察筆記做到生物標記，並藉此統計生物數量，結構完

整。資料分析及處理可以更仔細，避免過度推論。  

F:\中小科展_57屆\排版\080314-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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