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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美洲蟑螂、櫻桃紅蟑及杜比亞蟑螂的嗅視覺及環保防治方法。研究結果

顯示，三種蟑螂皆有負趨光性，對紅光的趨向行為較強。美洲和杜比亞蟑螂對甜味、鹹味有

正趨向行為，櫻桃紅蟑對各種味道有明顯負趨向行為；美洲蟑螂對多醣類有明顯正趨向行

為，杜比亞蟑螂對雙醣類較不明顯正趨向行為，櫻桃紅蟑對各類養分氣味無明顯正趨向行

為。 
環保防治方面，橘子外果皮製成毒餌致死率達 66.7%，致死天數最短。新鮮香茅忌避性

最佳，九層塔持續性強，乾燥後香草忌避性普遍降低。木醋液、椰子油起泡劑、苦楝油、菸

草粉所製噴劑致死效果較佳。澳洲茶樹枝粉末煙燻致死效果最佳。 

廢棄物處理部份，杜比亞蟑螂臆會取食不織布、泡棉和 PE 塑膠袋等廢棄物而存活。 

壹、 研究動機 

    蟑螂是環境中最常見的一種害蟲，大部份的蟑螂都是雜食性，喜歡棲息於人類的房屋的

暗處或潮濕角落，牠們的繁殖力很強，也容易攜帶病源菌的生物，蟑螂對人類環境衛生的困

擾和影響，但畢竟牠們度過了 6500 萬年前地球上多數物種滅絕，連中生代指標性生物~恐

龍都難逃劫難，蟑螂真的或許有非常囂”蟑”。 
在生物課七下演化單元中提到過度使用殺蟲劑，會讓害蟲逐漸演化出抗藥性，新聞指出

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的研究團隊研究居家害蟲--德國蟑

螂過去使用甜味餌誘捕蟑螂，已經造成現在的蟑螂演化成變得比較不愛甜味的行為，使得滅

蟑誘餌的效果大打折扣。我們認為蟑螂是利用單複眼、觸角、味毛等感覺構造感受環境而產

生行為，因此要防治蟑螂要先從牠的感官著手。我們選擇另一種居家常見蟑螂--美洲蟑螂，

想了解其視覺和嗅覺上的偏好，雖然已有相關文獻研究，但我們認為實驗過程可能會有色光

或氣味混淆的疑慮，所以希望改良器材後重新研究，並與同屬於蜚蠊科的櫻桃紅蟑，以及杜

比亞蟑螂加以比較探討。此外，為了避免化學性毒餌的藥物殘留及抗藥性問題，我們也想了

解是否能以植物性材料達到忌避、毒殺的效果，並找出多種適合的材料交替使用。最後，蟑

螂是生物課中提到的清除者，我們能否反過來思考，利用蟑螂處理目前常見卻難以處理的廢

棄物呢？跟老師討論過這些想法後，我們便開始著手進行研究。 

貳、研究目的 

一、探討三種蟑螂的色光偏好差異 
二、探討三種蟑螂的氣味偏好差異 
三、探討三種蟑螂的飢餓忍受度差異 
四、探討植物性滅蟑餌劑對美洲蟑螂的防治效果 
五、探討香草植物氣味對美洲蟑螂的忌避效果 
六、探討環保滅蟑噴劑對美洲蟑螂的防治效果 
七、探討植物性粉末煙燻對美洲蟑螂的防治效果 
八、探討三種蟑螂在飢餓狀態取食廢棄物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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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實驗生物及飼養器材 

（一）實驗生物：三種實驗用蟑螂（杜比亞蟑螂、櫻桃紅蟑、美洲蟑螂）。 
（二）飼養器材：透明箱、昆蟲飼養箱、成貓飼料、棉花、滴管。 

二、 自製設備 

 
圖 1. 自製氣味實驗裝置 

 
圖 2. 氣味實驗裝置用抽氣機 

 
圖 3. 香草氣味忌避裝置 

 

圖 4. 色光選擇裝置 

三、實驗藥品及樣本植物： 
澄粉、各色玻璃紙、食物（醋、砂糖、葡萄糖、澱粉、苦瓜、鹽巴、雞蛋、黃豆、沙拉

油、豬油）、香料植物（左手香、九層塔、香茅、胡椒木、錫蘭肉桂、香椿、香茅、檸檬

香蜂草、薄荷、打拋葉、艾草、天竺葵）、滅蟑材料（紅藜殼、橘子皮、蘇力菌、苦茶

粕、去漬油、澳洲茶樹、柚子皮、苦楝油、椰子油起泡劑、矽藻土、無患子液、菸草

粉、木醋液）、廢棄物（保麗龍塊、紙袋、泡棉、紙板、不織布、珍珠板、PS、軟塑膠袋

(PE)、硬塑膠袋(PP)、手套（乳膠）、塑膠杯子(PE+PP)、寶特瓶(PET)、塑膠盒(OPS) ）。 

四、其他器材 

照度計、解剖顯微鏡、網路攝影機、電腦、電子天平、手機、Led 手電筒、燒杯、量筒、

湯匙、鑷子、實驗手套、酒精、噴霧罐、塑膠桶、抽氣機、錫箔盤、黑布、剪刀、膠

帶、釘書機、標示貼紙、捕蟑器、卡式爐、鐵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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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圖 

 

二、相關文獻整理 

（一）一般蟑螂的外表特徵： 

  蟑螂的體型橢圓扁平，體色大多為褐色，體表泛著油質亮光，所以又稱為「油

研究目的 5 

探討香草植物氣味

對美洲蟑螂的忌避

效果 

九層塔(花、莖葉)、錫
蘭肉桂、香椿、香
茅、檸檬香蜂草、薄
荷、打拋葉、艾草、
左手香、天竺葵、胡
椒木 

研究目的 6 

探討環保滅蟑噴劑

對美洲蟑螂的防治

效果 

無患子、椰子油起泡
劑、苦茶粕、矽藻
土、苦楝油、菸草、
木醋液 

研究目的 7 

探討植物性粉末煙

燻對美洲蟑螂的防

治效果 

澳洲茶樹、柚子皮 

研究目的 8 

探討三種蟑螂在

飢餓狀態取食廢

棄物的差異 

珍珠板 PS、軟塑膠
袋(聚乙烯)、硬塑膠
袋 PP、手套(乳
膠)、塑膠杯子
(PE+PP)、寶特瓶
(PET)、塑膠盒
(OPS)、PE 塑膠袋 

研究目的 3 

探討三種蟑螂的

飢餓忍受度差異 

研究目的 4 

探討植物性滅蟑餌

劑對美洲蟑螂的防

治效果 

紅藜殼、苦茶粕、芳香
萬壽菊、菸草、蘇力
菌、左手香 

 
探討三種蟑螂的

色光偏好差異 

紅綠藍黃黑白 

研究目的 1 

探討三種蟑螂的

氣味偏好差異 

味道：酸甜苦辣鹹 
養分：葡萄醣、蔗
醣、澱粉、蛋白、黃
豆、豬油、沙拉油 

研究目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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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 
身體分為頭部、胸部、腹部三個部分，頭部具有觸角、複眼各一對；口器為咀嚼式。

前胸背板發達，最前方的步足可以用來梳理觸角。中胸和後胸各有 1 對翅。 
（二） 一般蟑螂習性： 

1. 住家蟑螂為避免遭受白天人類的活動的干擾，故為晝伏夜出的夜行性。 
2. 為了減少蟲體營養阻力，蟑螂為雜食性，諸如：食物、垃圾、廚餘甚至連排泄物

等有機物、死或殘廢的同類都照吃不誤，以增加其生存之機會。 
3. 蟑螂的耐饑性很強，在沒食物而有水分時，仍可存活一段時間（見研究 3）；過度

饑餓的成蟲，會咬食其他幼蟲或卵鞘。 
4. 蟑螂的身體上下扁平，演化為趨觸性(Thigmotropism)，遇到敵害攻擊時，能及時遁

入縫隙內。平時亦習慣棲息隱身縫隙中，以減少天敵為害。 

表 1 研究用三種蟑螂原產地及各項生態特性比較 

蟑螂種類 美洲蟑螂 杜比亞蟑螂 櫻桃紅蟑 

學名 Periplaneta americana Blaptica dubia Blatta lateralis 

體型大小 約 3.5cm 約 2cm 約 2cm 

原產地 

原產於非洲，後散布全

世界熱帶地區和部分溫

帶(美東各大城市)地區。 
體長大約三點五公分，

是常見的居家蟑螂。 

原產於阿根廷、烏拉

圭、巴拉圭以及巴西南

部之南美洲，原當作寵

物，後多用於飼料之用

途，體長大約二公分。 

原產於北非到印度之間的

中亞、中東和東北薩哈

拉，是當地常見之居家蟑

螂，多用於飼料之用途。

體長大約二公分。 
用途 害蟲 寵物、飼料 飼料 
體態 略呈橢圓形 近似圓形 略長的橢圓形近 

體色 
翅膀呈棕色，前胸背板

有兩塊黑斑 
棕色帶黑斑 桃紅色或深紅色 

活體照片

(成體) 

   

三、研究目的 1：探討三種蟑螂的色光偏好差異 

 （一）目的說明：我們想了解蟑螂除了紅光之外，在不同色光環境時的趨向反應是否有所

差異。 

（二）實驗流程： 

1. 實驗蟑螂來源：美洲蟑螂由中一中實驗室供應，櫻桃紅蟑及杜比亞蟑螂由市面購得。 

2. 實驗蟑螂飼養環境：飼養空間為市面販售飼養箱，以市售成貓用飼料每週餵養一次，

以棉花每 2 天定量加水 5ml 供應飲水，每週定時清理糞便和殘餘飼料，實驗室採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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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光，因此晝夜節律與環境相同。 
3. 我們製作圓筒形可旋轉色光位置之立體裝置（圖 6、圖 7），將圓形分成 4 區（圖 

5），選擇對面的兩個扇形區域打入 Led 白光作為照光刺激的光源，另外兩個相對區域

則以 Led 燈光穿透不同顏色玻璃紙（紅色、藍色、黃色、綠色），產生不同色光效果

進行比較。為了使實驗誤差縮小，我們透過改變光源距離，將四種色光和白光的亮度

控制在 400lux 左右(±5%)，起始色光位置配置為第二、四區白光，第一、三區色光組

合分別為白光和白光（以下簡稱白-白組）、黑暗和黑暗（以下簡稱黑-黑組）、黃光和

紅光（以下簡稱黃-紅組）、黃光和藍光（以下簡稱黃-藍組）、黃光和綠光（以下簡稱

黃-綠組）、紅光和藍光（以下簡稱紅-藍組）、紅光和綠光（以下簡稱紅-綠組）、藍光

和綠光（以下簡稱藍-綠組）。 

4. 每種色光組合實驗放入 10 隻蟑螂(選擇外觀健康，翻正實驗後仍活力佳者，殘翅或活

動力差者則排除)進行觀察，30 秒紀錄一次活動狀態，每 90 秒轉換一次色光位置，每

組時間約 10.5 分鐘。為防止蟑螂只是一直不斷向前跑（以頭部方向為前進方向），我

們採取不規律的進行色光旋轉順序，旋轉順序如下：順時針轉 90 ﾟ一次→逆時針旋轉

90 ﾟ各三次→順時針轉 90 ﾟ各兩次（回到原位）。 

5. 紀錄並比較三種蟑螂差異。 

 
圖 5. 色光區域編號 圖 6. 色光裝置俯視圖 圖 7. 色光裝置側視圖 

 

四、研究目的 2：探討三種蟑螂的氣味偏好差異 

（一）目的說明：我們想藉由各種食物氣味誘引蟑螂，了解蟑螂的氣味偏好，並進一步作為

研究 4 的誘引物。 
（二）實驗流程： 

1. 氣味樣品選擇：我們將操作變因設定為模擬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各種味道類，包括酸

（食用醋）、甜（台糖二級砂糖）、苦（苦瓜汁）、辣（辣椒粉）、鹹(食鹽水)，以及利用

廚房或食物中常見的材料來調配各種養分類，包括醣類（蔗糖、澱粉）、植物性蛋白質

（黃豆蛋白）、動物性蛋白（雞蛋蛋白）及植物性脂質（沙拉油）、動物性油脂（豬

油）。上述材料以重量百分濃度 10%進行配置備用。 
2. 自製抽氣式氣味選擇裝置（裝置圖構造如圖 1、圖 9）。 

3. 實驗前先將三種蟑螂各 10 隻禁食（仍有供應水）一週，作為實驗對象(選擇外觀健

康，翻正實驗後仍活力佳者，殘翅或活動力差者則排除)。 

第四區 第二區

第一區

第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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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棉花吸附各種氣味樣品後，置放在錫箔盤中，並在錫箔盤上覆蓋紗網，僅引誘蟑螂

靠近但無法取食，避免蟑螂進食影響下一個實驗。 

5. 實驗開始時，於適應區外覆紅色玻璃紙，利用棉花封住氣味通道，然後在適應區放入

10 隻待測蟑螂，在紅光條件下先適應 5 分鐘。 

6. 裝置一端的味源區先放入待測氣味樣品，另一端味源區放入對照組（味道類為水，養

分類為 10%葡萄糖液），啟動抽氣機（空氣流動過程如圖 10）促進裝置內空氣流動，

也避免兩端氣味擴散至另一端，一分鐘後取下

適應區的紅色玻璃紙，並將味源區包覆紅色玻

璃紙，透過光線轉變促使蟑螂活動，在第 1、

3、5 分鐘觀察紀錄分布，如圖 8。 

7. 每種樣品三種蟑螂各測試一次，更換不同氣味

樣品或蟑螂時，先用酒精擦拭裝置，等待一分

鐘氣味消失後再次進行實驗。 

8. 紀錄並比較三種蟑螂差異。 

 
圖 9. 氣味選擇裝置構造示意圖。① 空氣過濾裝置（活性碳）。② 加溼裝置（濕棉

花）。③ 味源區。④ 氣味樣品。⑤ 選擇通道。⑥ 適應區。⑦ 風管。⑧ 抽氣馬達。 

 
圖 10. 氣味選擇裝置氣體通路示意圖。① 空氣進入通過過濾裝置，清除空氣中氣味。

② 空氣通過加溼裝置，增加空氣濕度，以便附著氣味樣品之氣味。③ 空氣通過

氣味樣品，附著氣味。④ 氣味進入選擇通道。⑤ 氣味進入適應區。⑥ 氣味由

適應區抽出，避免擴散至整個裝置，造成相互影響。⑦ 抽氣馬達將裝置空氣抽

出，促進裝置內空氣流動。 

 

①

②
③ ⑥

⑤
④ ⑧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① ②

③

⑥

④空氣過
濾裝置

②

③
④

⑤

⑦

①

加溼
裝置

味源區

氣味
樣品

選擇通道適應區

風管

抽氣馬達選擇通道 味源區

加溼
裝置

空氣過
濾裝置

 
圖 8. 氣味選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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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目的 3：探討三種蟑螂的飢餓忍受度差異 

（一）目的說明：想了解三種蟑螂缺乏食物和水能存活多久，並作為研究 8 的對照。 
（二）實驗流程： 

1. 取三種蟑螂各 3 隻，每盒 1 隻放置於透明盒中（圖 11），並以釘書針、膠帶密封防止

脫逃。 

2. 不提供任何食物、水之條件下，長期觀察各種蟑螂之存活狀況，並進行紀錄比較。 

 

圖 11. 飢餓忍受度實驗裝置。 

六、研究目的 4：探討植物性滅蟑餌劑對美洲蟑螂的防治效果 

（一）目的說明：七年級下學期生物課時曾提到有毒物質可能透過生物累積作用造成的後果

是不堪設想，因此我們期望透過環保無毒材料，嘗試找尋合適之驅蟑或滅

蟑材料。 

（二）實驗流程： 
1. 製作環保滅蟑餌料： 

(1) 為了餌料必須可以誘引美洲蟑螂攝食，根據研究 2 結果選擇吸引性佳的澱粉。我們

利用市售的小麥澱粉（澄粉）和水以 3：1 的方式煮成漿糊狀，方便混入餌料。 

(2) 從居家環境選擇萬壽菊、紅藜殼、蘇力菌、苦茶粕、菸草粉、橘子外果皮等可能有

毒性效果之材料及已被證實有效的硼酸，利用搗碎或浸泡方式取碎粒或汁液，取澱

粉漿糊 2.8 公克加入材料 0.2 公克，將材料均勻攪拌後填置在藥盒中，作為實驗用餌

劑。 

2.  塑膠盒一半包覆紅色玻璃紙（遮光區）放進餌劑及吸水棉花，另一半不遮光處理，促

進蟑螂取食（圖 12）。 

3. 每種材料使用 3 隻飢餓一週的美洲蟑螂(並選擇外觀健康，翻正實驗後仍活力佳者，殘

翅或活動力差者則排除)進行測試，每天固定時間觀察狀況並紀錄。 

4. 兩週觀察結束後，測試存活蟑螂翻正反射動作成功率與耗費時間紀錄（圖 13），以瞭

解毒餌的毒效差異性。將蟑螂置於透明的盒子中，置於網路攝影機鏡頭範圍內全程錄

影，將實驗盒子倒置並輕拍，使蟑螂以腹部朝上的姿態跌落至盒子底部，呈四腳朝天

翻肚狀態，直到翻身成功，並以若翻身花費時間超過 15 秒以上，即定義為未翻身成

功。若在 15 秒(含)內順利翻正，則記錄實際翻正所消耗時間，然後再將盒子翻正，再

進行一次輕拍、跌落的觀察，每隻實驗蟑螂均重複 10 次，計算翻正成功率及翻正所耗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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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滅蟑餌劑實驗裝置 

 

圖 13. 蟑螂翻正反射測試 
 

七、研究目的 5：探討香草植物氣味對美洲蟑螂的忌避效果 

（一）目的說明：除了以餌劑方式滅蟑，我們希望透過其他無毒方式達到家中沒有蟑螂的

目的，像是在食物或櫥櫃內放置特殊氣味材料來驅蟑，使其不敢靠近家中。 

（二）實驗流程： 

1. 選用九層塔（花、莖葉）、錫蘭肉桂、香

椿、香茅、檸檬香蜂草、薄荷、打拋

葉、艾草、左手香、天竺葵、胡椒樹等

具有特殊氣味之香草植物（圖 14）。 

2. 將待測試的物質置於圓形容器（圖 3）

內的圓心位置，畫上 4 個同心 圓且間隔

皆為 2.54 公分（1 英吋）做為測量依

據，中間為第 1 區，愈向外圍，區域數

愈大，一直到第 5 區。 

3. 在圓心分別放入待測蟑螂(並選擇外觀健康，仍活力佳者，殘翅或活動力差者則排除)

到不同的 12 種材料和對照組進行觀察，每次投入不同氣味測試材料後，靜置每隔 1、

3、5 分鐘時，觀察蟑螂與材料間的直線距離。每種氣味測試材料以三隻蟑螂各進行測

試一次。 

八、研究目的 6：探討環保滅蟑噴劑對美洲蟑螂的防治效果 

（一）目的說明：在碰到蟑螂時，為了能有效殺蟑，我們

期望找尋以環保無毒材料，製成適合噴霧方式滅蟑

之材料。 

（二）實驗流程： 

1. 將待測試之天然環保滅蟑噴劑的物質，包括：紅藜

殼、萬壽菊、蘇力菌、苦楝油、木醋液、矽藻土、

菸葉粉、天然無患子液、椰子油起泡劑，按文獻或

製造商所提供之滅蟲(以農業害蟲為主)推薦用量等比

例稀釋。另使用去漬油、硼酸作為化學藥劑比較。 

 
圖 14. 香草氣味忌避實驗選用香草 

 
圖 15. 噴劑滅蟑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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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市售簡易式噴霧罐按比例裝填各種試劑溶液，將美洲蟑螂置放入燒杯中，並以試樣

噴劑噴壓 30 下（合計約 4ml）至蟑螂體表（圖 15），觀察拍照、計時並記錄死亡時

間，每種物質（含對照組-水）測試三隻(均先做過翻正實驗，屬活力佳者)。 

3. 各種材料稀釋比例： 

(1)苦楝油、菸葉粉：加水稀釋 200 倍。(2)無患子液：加水稀釋 150 倍。 (3)矽藻土、苦

茶粕：加水稀釋至 5%濃度。(4)椰子油起泡劑：加水稀釋至 10%。 (5)木醋液：免稀

釋、直接使用。 

 

九、研究目的 7：探討植物性粉末煙燻對美洲蟑螂的防治效果 

（一）目的說明：我們認為在滅蟑方式中，毒餌須有效誘引並注意劑量，噴劑則適用直接噴

灑蟲體，如果蟑螂危害嚴重、需要短時間大量撲殺，則須利用類似市面上的水煙燻蒸

方式。故我們運用七年級實驗過的滅蚊材料，期望透過環保無毒材料，進行煙燻方式

以大量滅蟑。 
（二）實驗流程： 

1. 收集澳洲茶樹粉及柚子皮粉 

(1) 將茶樹摘下，分離樹枝和葉片，兩種部位皆進行二種作法： 

① 經由曝曬法後，以磨碎機（圖 16）磨成粉末。 

② 放入急速冷凍乾燥機（圖 17）完全脫去水分後（凍乾法），以磨碎機磨成粉末。

本研究將冷凍乾燥法，簡稱為凍乾法。原理是將物質置於封閉的容器中，施加冷凍

處理，待物質內的水分被凍結成固態水後，再以抽真空的方式降低真空槽內的壓

力，使物質內的固態水能昇華，進而抽排至真空系統外，以達到乾燥的目的。此冷

凍乾燥過程中，物質之固態粒子一直被「鎖」於基體中而不相互作用，故可以保持

處理後的物品成份及結構與原物品相同，只是除去其中所含之水分而已。 

(2) 柚子果皮比照茶樹操作步驟，分成外果皮（最外層綠色部分）和中果皮（中間白色

厚厚的部分），重複①及②之步驟，收集果皮粉末。 

2. 取 5 公克的曝曬法各樣本粉末（圖 18），以打火機點燃，放置在有對外通氣之壓克力

箱中（圖 19），再取 1 隻美洲蟑螂(並選擇外觀健康，翻正實驗後仍活力佳者，殘翅或

活動力差者則排除)放入透明壓克力箱中。 

 3. 利用點燃樣本產生之煙薰氣味，觀察記錄單位時間內(約半天時間)驅除蟑螂或造成蟑

螂致死狀態情形，按照滅蟑強度概分為 1~5 個等級，1 級活力佳，5 級則為死亡 。 

 
圖 16. 磨碎機 

 
圖 17. 急速冷凍乾燥機 圖 18. 各式實驗粉末 圖 19. 通氣實驗箱 

 



10 
 

十、研究目的 8：探討三種蟑螂在飢餓狀態取食廢棄物的差異 

（一）目的說明：近年來無法分解的塑膠垃圾造成世界極大危害，因此想了解號稱「放進

嘴巴通吃」的蟑螂是否可以從人人喊打的小蟲搖身一變，成為清除地球廢

棄物垃圾的清道夫。 

（二）實驗流程： 

1. 在飼養盒（圖 20）中放入各式的廢棄物，並在蓋子上戳洞，避免蟑螂窒息而死。 

2. 放入禁食飢餓一週之三種實驗用蟑螂(並選擇外觀健康，翻正實驗後仍活力佳者，殘

翅或活動力差者則排除)，用膠帶封住蓋子，並在蓋子上貼上標籤，以方便記錄。 

3. 將所有的蟑螂依照組別順序放上櫃子觀察區（圖 21），每天進行觀察以及紀錄。 

4. 第 1 階段實驗廢棄物(體積)：保麗龍塊（1.5 x 1.5 x 1.5 cm3）、紙袋、PE 塑膠袋及不織

布（均 1.5 x 1.5 cm2）、泡棉（1.5 x 1.5 x 0.2 cm3） 、紙板（1.5 x 1.5 x 0.1 cm3）。 

5.第 2 階段實驗廢棄物（體積大小）：珍珠板 PS（1.5 x 1.5 x 0.2 cm3）、軟塑膠袋(PE)、硬

塑膠袋(pp)、手套（乳膠） 、寶特瓶(PET) 、塑膠杯子(PE+PP) 、塑膠盒(OPS)（均

1.5 x 1.5 cm2）。 

 
圖 20. 實驗飼養裝置盒    

  
      圖 21. 實驗觀察櫃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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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研究目的 1：探討三種蟑螂的色光偏好差異 

（一）在負趨光性表現上，黑暗-黑暗組中三種蟑螂的反應率為 74.3%～81.4%，有相當高的

比例選擇往黑暗區移動，證明三種蟑螂皆具有「負趨光性」，同科的櫻桃紅蟑和美洲

蟑螂差距為 7.1%（見表 2）。 

（二）色光選擇（反應率）：代表色光組合是否能使蟑螂表現出趨向行為 

1. 美洲蟑螂：反應率 48.6%～75.7%，不同色光組合的反應率差異較大，普遍小於黑暗組

74.3%，代表美洲蟑螂對黑暗的偏好大於各種色光組合（圖 22）。 

2. 櫻桃紅蟑：反應率 54.3%～75.7%，不同色光組合的反應率差異較大，小於黑暗組

81.4.0%。代表櫻桃紅蟑對黑暗的偏好也大於各種色光組合（圖 23）。 

3. 杜比亞蟑螂：反應率 70.0%～85.7%，不同色光組合的反應率差異較小，紅-綠組、紅-

藍組大於黑暗組 80.0%，顯示杜比亞蟑螂對色光組合反應效果則較強，

並大於黑暗組（圖 24）。 

（三）色光選擇（選擇係數）：選擇係數＞0，表示蟑螂對前類色光較為偏好，數值愈大，

代表偏好愈強，最大值為 1；選擇係數＜0，表示蟑螂對後類

色光較為偏好（圖 22~24） 

1. 美洲蟑螂：比對各色光組合後，美洲蟑對色光的偏好為紅光＞黃光＞綠光＞藍光。 

2. 櫻桃紅蟑：比對各色光組合後，櫻桃紅蟑對色光的偏好為紅光＞綠光＞黃光＞藍光。 

3. 杜比亞蟑螂：比對各色光組合後，杜比亞對色光的偏好為紅光＞黃光＞藍光＞綠光。 

 
圖 22. 美洲蟑螂對不同色光組合的選擇反應。柱形內數據表示對某類色光做出選擇行為的

蟑螂百分率，右側百分數表示有選擇行為的個體佔總測試蟑螂數量的比率(以下同此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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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櫻桃紅蟑對不同色光組合的選擇反應。 

 

 
圖 24. 杜比亞蟑對不同色光組合的選擇反應 

 

表 2. 三種蟑螂對不同色光的選擇 

色光組合 蟑螂種類 反應率(%) 選擇係數註 1 

黃光-紅光 美洲 48.6 -0.37 

 櫻桃紅 75.7 -0.13 

 杜比亞 75.7 -0.31 

黃光-藍光 美洲 64.3 0.10 

 櫻桃紅 75.7 0.51 

 杜比亞 70.0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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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光組合 蟑螂種類 反應率(%) 選擇係數註 1 

黃光-綠光 美洲 51.4 0.17 

 櫻桃紅 70.0 0.52 

 杜比亞 74.3 -0.59 

紅光-藍光 美洲 75.7 0.54 

 櫻桃紅 54.3 0.23 

 杜比亞 85.7 0.66 

紅光-綠光 美洲 68.6 0.37 

 櫻桃紅 68.6 0.38 

 杜比亞 85.7 0.60 

綠光-藍光 美洲 55.7 0.25 

 櫻桃紅 68.6 0.27 

 杜比亞 77.1 0.48 

黑暗-黑暗 美洲 74.3 0.0 

 櫻桃紅 81.4 0.0 

 杜比亞 80.0 0.0 

註 1：選擇係數＝（前類色光蟑螂數量 — 後類色光蟑螂數量）÷總反應蟑螂數量 

 

二、 研究目的 2：探討三種蟑螂對不同食物類別氣味的偏好 

根據圖 25～圖 30，以及表 3～表 4 的結果發現： 

（一）氣味選擇（反應率）：代表蟑螂對氣味是否能引起蟑螂趨向行為 

1. 味道類 

(1) 美洲蟑螂：醋與苦瓜汁的反應率僅 30～40%，二級砂糖、辣椒、鹽則為 70～90%。 

(2) 櫻桃紅蟑：所有氣味均有 90～100%的反應率。 

(3) 杜比亞蟑螂：苦瓜汁和辣椒的反應率為 40～50%，醋、二級砂糖、鹽則為 70%。 

2. 養分類 

(1)  美洲蟑螂：蛋黃、豬油、沙拉油的反應率僅 20～40%，水、澱粉、蔗糖、黃豆為 70

～100%。 

(2) 櫻桃紅蟑：所有氣味均為 60～100%。 

(3) 杜比亞蟑螂：所有氣味均為 10～40%。 

（二）氣味選擇（選擇係數）：選擇係數＞0，表示蟑螂對前類氣味較為偏好，數值愈大，

代表偏好愈強，最大值為 1；選擇係數＜0，表示蟑螂對後類氣味較為偏好。 

1. 味道類 

(1) 美洲蟑螂：醋為-1，表示美洲蟑螂對醋完全不偏好。其餘偏好程度依序為二級砂糖

＞鹽＞苦瓜汁＞辣椒。 

(2) 櫻桃紅蟑：對所有氣味皆不偏好，其中醋、二級砂糖、辣椒完全不偏好，苦瓜汁、

鹽則為-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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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杜比亞蟑螂：對所有氣味皆不偏好，其中醋、二級砂糖、鹽完全不偏好，苦瓜汁為-

0.5，辣椒為-0.6。 

2. 養分類： 

(1) 美洲蟑螂：蔗糖、黃豆為-0.2～-0.4，不偏好此兩類養分氣味，較偏好葡萄糖，蛋

白、豬油和沙拉油為 0，表示對此三類氣味和葡萄糖無特別偏好。氣味偏好程度依

序為水＞澱粉＞葡萄糖＝蛋白＝豬油＝沙拉油＞蔗糖＞黃豆。 

(2) 櫻桃紅蟑：蛋白、黃豆、豬油、沙拉油為-0.7～-0.8，不偏好此四類養分，較偏好葡

萄糖。氣味偏好程度依序為水＞澱粉＝蔗糖＞蛋白＝蛋黃＝沙拉油＞豬油。 

(3) 杜比亞蟑螂：澱粉為-0.3，不偏好此類養分，較偏好葡萄糖，蔗糖為 1，偏好最強。

氣味偏好程度依序為蔗糖＞水＞葡萄糖＝蛋白＝蛋黃＝沙拉油＝豬油＞澱粉。 

 
圖 25. 美洲蟑螂對不同味道類氣味組合的選

擇反應 

 
圖 26. 美洲蟑螂對不同養分類氣味組合的選擇

反應 

 

圖 27. 櫻桃紅蟑對不同味道類氣味組合的

選擇反應 

 

圖 28. 櫻桃紅蟑對不同養分類氣味組合的

選擇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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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杜比亞蟑螂對不同味道類氣味組合的

選擇反應 

 
圖 30. 杜比亞蟑螂對不同養分類氣味組合的

選擇反應 

 

表 3. 三種蟑螂對不同氣味（味道類）的選擇 

氣味組合 蟑螂種類 反應率(%) 選擇係數註 1 

醋-水 美洲 30.0 -1.00 

 櫻桃紅 100.0 -1.00 

 杜比亞 70.0 -1.00 

二級砂糖-水 美洲 80.0 0.75 

 櫻桃紅 90.0 -1.00 

 杜比亞 70.0 -1.00 

苦瓜汁-水 美洲 40.0 0.50 

 櫻桃紅 100.0 -0.60 

 杜比亞 40.0 -0.50 

辣椒水-水 美洲 70.0 0.43 

 櫻桃紅 100.0 -1.00 

 杜比亞 50.0 -0.60 

鹽水-水 美洲 90.0 0.56 

 櫻桃紅 100.0 -0.60 

 杜比亞 70.0 -1.00 

註 1：選擇係數＝（前類氣味蟑螂數量 — 後類氣味蟑螂數量）÷總反應蟑螂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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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三種蟑螂對不同氣味（養分類）的選擇 

氣味組合 蟑螂種類 反應率(%) 選擇係數註 1 

水-葡萄糖 美洲 100.0 0.80 

 櫻桃紅 100.0 0.60 

 杜比亞 40.0 0.50 

澱粉-葡萄糖 美洲 100.0 0.2 

 櫻桃紅 60.0 0.3 

 杜比亞 30.0 -0.3 

蔗糖-葡萄糖 美洲 100.0 -0.2 

 櫻桃紅 60.0 0.3 

 杜比亞 10.0 1.0 

蛋白-葡萄糖 美洲 20.0 0.0 

 櫻桃紅 70.0 -0.7 

 杜比亞 20.0 0.0 

黃豆-葡萄糖 美洲 70.0 -0.4 

 櫻桃紅 70.0 -0.7 

 杜比亞 20.0 0.0 

豬油-葡萄糖 美洲 20.0 0.0 

 櫻桃紅 80.0 -0.8 

 杜比亞 20.0 0.0 

沙拉油-葡萄糖 美洲 40.0 1.0 

 櫻桃紅 60.0 -0.7 

 杜比亞 20.0 0.0 

註 1：選擇係數＝（前類氣味蟑螂數量 — 後類氣味蟑螂數量）÷總反應蟑螂數量 

 

三、研究目的 3：探討三種蟑螂的飢餓忍受程度差異 

由表 5 的結果發現，蟑螂在缺乏水及食物的情況下，以杜比亞蟑螂活的最久，平均

存活 56 天，其中有一隻甚至達 66 天之久（圖 31、圖 32），其次為櫻桃紅蟑，平均存活

度達 27 天（約 4 個禮拜），表現最差者反而是體型最大的美洲蟑螂，平均存活度僅 16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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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三種蟑螂飢餓忍受度（存活）天數統計表 

編號 開始實驗日期 死亡日期 存活天數 平均存活天數 

美洲蟑螂 1 2 月 8 日 2 月 21 日 14 天 

16 天 美洲蟑螂 2 2 月 8 日 2 月 21 日 14 天 

美洲蟑螂 3 2 月 8 日 2 月 27 日 20 天 

櫻桃紅蟑 1 2 月 8 日 2 月 27 日 20 天 

27 天 櫻桃紅蟑 2 2 月 8 日 3 月 5 日 26 天 

櫻桃紅蟑 3 2 月 8 日 3 月 14 日 35 天 

杜比亞蟑螂 1 2 月 8 日 4 月 11 日 63 天(耐活第 2 久) 

約 56 天 杜比亞蟑螂 2 2 月 8 日 3 月 19 日 40 天 

杜比亞蟑螂 3 2 月 8 日 4 月 14 日 66 天(存活最久) 

 

 
圖 31. 杜比亞蟑螂(a1)存活 63 天 

 
圖 32. 杜比亞蟑螂(a3)存活 66 天 

 

四、研究目的 4：探討植物性滅蟑餌劑對美洲蟑螂的防治效果 

   由表 6 的結果顯示，以致死率來看，各種植物性環保滅蟑餌劑實驗中，明顯看出一般慣

用滅蟑物~硼酸致死率最高（屬於化學性，對哺乳類有弱毒性危害），而其次為橘子外果皮及

萬壽菊處理組致死率達 66.7%，其中橘子外果皮僅需 1 天（圖 33）。 

   以存活者的翻正反射來看，紅藜殼處理組翻正所需時間最久，達 5.6 秒以上（圖 34），翻

正成功率也最低，其次為菸草和苦茶粕均會使翻正所需時間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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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植物性毒餌對美洲蟑螂影響 

組別 存活率(%) 
致死所需 

天數(天) 

存活者翻正 

所需時間(秒) 

存活者翻正 

成功率(%) 

萬壽菊 66.7 10 1.0 ± 0.0 100 ± 0.0 

紅藜殼 100.0 - 5.6 ± 8.0 90± 17.3 

苦茶粕 100.0 - 1.2 ± 0.3 100 ± 0.0 

菸草 100.0 - 1.4 ± 0.7 100 ± 0.0 

蘇力菌 100.0 - 1.0 ± 0.0 100 ± 0.0 

橘子外果皮 66.7 1 1.0 ± 0.0 100 ± 0.0 

左手香 100.0 - 1.0 ± 0.0 100 ± 0.0 

硼酸 0.0 5.3 - - 

無添加 100.0 - 1.0 ± 0.0 100 ± 0.0 

  註：蟑螂翻正成功率=翻正反射成功次數÷翻正反射實驗次數（10 次） 

 
圖 33. 橘子果皮處理蟑螂致死所需天數最短 

 
  圖 34. 紅藜殼處理翻正實驗 

 

五、研究目的 5：探討香草植物氣味對美洲蟑螂的忌避效果 

我們將結果分為第一分鐘時與中心的直線距離，以及第五分鐘時的直線距離減去第

一分鐘時的直線距離，其意義如下： 

1. 第一分鐘時與中心的直線距離（以下簡稱第一分鐘），代表蟑螂接觸香草後短時間內的

位移，也就是香草忌避效果（短時間內）。 

2. 第五分鐘時的直線距離減去第一分鐘時的直線距離（以下簡稱五分鐘距離差），代表較

長時間後的位移變化，也就是香草持續忌避效果。 

（一）新鮮香草忌避實驗結果（圖 35）： 
1. 香草忌避效果（第一分鐘）：香茅＞艾草＞胡椒木＞薄荷＞香椿檸檬＞香蜂草  ＞錫

蘭肉桂＞天竺葵＞九層塔（莖葉）＞打拋葉＞左手香＞對照組＞九層塔（花）。 

2. 香草持續忌避效果（五分鐘距離差）：九層塔（花）＞九層塔（莖葉）＞檸檬香蜂草  

＞對照組＞薄荷＝天竺葵＞錫蘭肉桂＞胡椒木＞左手香＞打拋葉＞艾草＞香茅＞香椿 

（二）乾燥香草忌避實驗結果（圖 35）： 
1. 香草忌避效果（第一分鐘）：九層塔（花）＞九層塔（莖葉）＞檸檬香蜂草＞香茅＞

打拋葉＞胡椒木＞香椿＞艾草＞錫蘭肉桂＞天竺葵＞對照組＞薄荷＞左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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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草持續忌避效果（五分鐘距離差）：對照組＞艾草＞九層塔（莖葉）＞胡椒木＞九

層塔（花）＞錫蘭肉桂＞天竺葵＞檸檬香蜂草＞左手香＞香椿＞打拋葉＞薄荷。 
（三）綜合結果比較（圖 35）： 

1. 多數香草乾燥後忌避效果降低，九層塔效果反而增加。 
2. 多數香草乾燥後持續忌避效果降低。 
3. 使用香草忌避宜採用新鮮香草，九層塔則建議乾燥後使用。 

 
圖 35. 香草（新鮮和乾燥）的忌避效果 

 

六、研究目的 6：探討環保滅蟑噴劑對美洲蟑螂的防治效果 

由表 7 可知自製各種天然滅除美洲蟑螂噴劑實驗中，去漬油（有機溶劑）雖然效果名列

第一名，第一天致死率達 100%且平均存活時間最短，平均僅需 1.56 分可致死，然而並不環

保，其他效果甚佳者一天致死率 100%依序為木醋液（2.03 分）（圖 36）、椰子油起泡劑

（13.48 分）（圖 37）、苦楝油（8.2 小時）、菸草粉（16.1 小時），苦茶粕及無患子液均

約 1 天內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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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自製各種天然滅除美洲蟑螂噴劑可行性實驗觀察結果(107.6.9~6.10) 

代號~添加物 死亡數（隻） 致死率(%)註 平均存活時間 效果排名 

a.界面活性劑(椰子油起泡劑)5% 3 100 13.48 分 3 

b. 無患子液(稀釋 150 倍) 3 100 1 天 6 

c. 苦楝油(稀釋 200 倍) 3 100 8.2 小時 4 

d. 菸草 0.1％ 3 100 16.1 小時 5 

e. 矽藻土 5% 2 67 1 天 8 

f. 苦茶粕 10% 3 100 1 天 6 

g. 去漬油(直接噴 2ml) 3 100 1.56 分 1 

h. 木醋液 (直接噴 4.5ml) 3 100 2.03 分 2 

i. 蘇力菌 (稀釋 500 倍) 1 33 1 天 11 

j. 紅藜殼(稀釋 500 倍) 2 67 1 天 8 

k. 橘子皮 (稀釋 500 倍) 2 67 1 天 8 

ck. 對照組 (純水 2ml) 0 0 >2 天 12 

註：致死率=
死亡隻數

實驗隻數(三重複)
 X 100%  

 

 

 

圖 36. 木醋液及蟑螂致死情形 

  

圖 37. 椰子油起泡劑及蟑螂致死情形 

 

七、研究目的 7：探討植物性粉末煙燻對美洲蟑螂的防治效果 

由表 8 得知：殺蟑所需時間比較澳洲茶樹枝（曝曬）（圖 38）煙霧處理僅需 48 分讓美

洲蟑螂翻肚死亡，效果極佳，其次依序為柚子外果皮（曝曬）（圖 39）1 小時 22 分、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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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果皮（凍乾） 1 小時 44 分，柚子中果皮（曝曬乾燥） 處理者 3 小時 46 分效果最差，較

不推薦。 
 

表 8. 測定各種處理方式取得之茶樹及柚子不同部位粉末滅除美洲蟑螂效果比較 

項次 種類 開始 結束 蟑螂動態 滅蟑強度註 

1 
柚子中果皮

(曝曬乾燥) 
107/2/8 13:20 107/2/7 17:06 

蟑螂掙扎，爬行，無

力，而後翻肚，最後花

了近四個小時 

2 級 

2 
柚子外果皮

(凍乾) 
107/2/8 10:07 107/2/8 11:51 

實驗約 1 個小時 44 分時

立即翻肚，呈致死狀態 

4 級 

(較中果皮強) 

3 
澳洲茶樹葉

(曝曬) 
107/2/9 10:36 107/2/9 12:09 

花了 2 小時 33 分才燻 

昏致死效果較不理想  
3 級 

4 
柚子外果皮

(曝曬) 
107/2/7 14:30 107/2/7 15:52 

花了 1 小時 22 分鐘燻死

蟑螂效果尚可  
4 級 

5 
澳洲茶樹葉

(凍乾) 
107/2/21 16:00 107/2/21 18:12 

花了 2 個多小時才燻昏

蟑螂，極不推薦 
2 級 

6 
澳洲茶樹樹

枝(曝曬) 
107/3/1 14:53 107/3/1 15:41 

花不到一小時就完成任

務，滅蟑效果極強 
5 級 

註：滅蟑能力強度概分為 1~5 級，1 級活力佳，5 級死亡  

   
圖 38. 澳洲茶樹枝（曝曬）煙霧蟑螂致死 

  
圖 39. 柚子外果皮（曝曬）煙霧蟑螂致死 

八、研究目的 8：探討三種蟑螂在飢餓狀態取食廢棄物的差異 

（一）第一次實驗結果（表 9） 

截至 107.6.12 日止，杜比亞蟑螂取食包括（圖 40～圖 43）：不織布、泡棉和

PE 塑膠袋等廢棄物組，存活天數已超過 132 天以上。 

（二）第二次實驗結果（表 10） 

美洲蟑螂（圖 44）取食乳膠手套的存活率為 66.7%，取食軟塑膠袋(PE)、硬塑

膠袋(PP)的存活率為 0%，其餘存活率為 33.3%，死亡者存活天數較高者，分別為取

食軟塑膠袋(PE)、硬塑膠袋(PP)、塑膠杯(PP+PE)，推測美洲蟑螂取食 PP 和 PE 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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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長存活時間，但易造成死亡。 

櫻桃紅蟑（圖 45）取食塑膠杯(PP+PE)的存活率為 66.7%，取食乳膠手套、寶

特瓶(PET)、保麗龍(PS)、硬塑膠袋(PP) 的存活率為 0%，其餘存活率為 33.3%，其

中取食塑膠杯(PP+PE)的存活天數達 17 天，推測櫻桃紅蟑可以消化死亡者塑膠杯

(PP+PE)延長壽命。另外死亡者存活天數較高者，分別為取食塑膠盒(OPS)、寶特瓶

(PET)、保麗龍(PS)。推測美洲蟑螂取食 PET 和 PS 雖可拉長存活時間，但易造成死

亡。 

杜比亞蟑螂（圖 46）取食軟塑膠袋(PE)的存活率為 66.7%，取食其他廢棄物的

存活率為 100%，推測杜比亞取食軟塑膠袋(PE)易造成死亡，亦可能因為杜比亞蟑

螂在缺少食物的環境中會進行休眠，故存活率較高，但觀察糞便和廢棄物咬痕，我

們可以推論杜比亞蟑螂有取用廢棄物，延長壽命之現象可能（圖 47～圖 49）。 

表 9. 蟑螂取食廢棄物實驗（第一次，總實驗日數：132 天） 

廢棄物種類 蟑螂種類 存活率(%) 死亡者存活天數(天) 

保麗龍 櫻桃紅 0 75.0 ± 5.2 

 杜比亞 0 48.0 ± 30.1 

PE 塑膠袋 櫻桃紅 0 54.0 ± 15.6 

 杜比亞 33.3 42.0 ± 41.0 

泡棉 櫻桃紅 0 61.0 ± 3.5 

 杜比亞 33.3 61.0 ± 28.3 

紙板 櫻桃紅 0 54.3 ± 23.2 

 杜比亞 0 70.7 ± 47.9 

不織布 櫻桃紅 0 58.3 ± 53.7 

 杜比亞 66.7 34.0 ± 0 

紙袋 櫻桃紅 0 62.3 ± 19.0 

 杜比亞 0 46.3 ± 32.3 

 

 
圖 40. 櫻桃紅蟑取食廢棄物第一次實驗 

 
圖 41. 杜比亞蟑螂取食廢棄物第一次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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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櫻桃紅蟑取食不

織布(J1)存活 75 天 

 
圖 43. 杜比亞蟑取食

PE 塑膠袋(C1)存活

132 天以上 
 

表 10. 蟑螂取食廢棄物實驗（第二次，總實驗日數 25 天） 

廢棄物種類 蟑螂種類 存活率(%) 死亡者存活天數(天) 

乳膠手套 美洲 66.7 14.0 ± 0.0 

 櫻桃紅 0.0 14.3 ± 2.5 

 杜比亞 100.0 - 

寶特瓶 美洲 33.3 17.5 ± 0.7 

(PET) 櫻桃紅 0.0 18.3 ± 2.3 

 杜比亞 100.0 - 

保麗龍 美洲 33.3 16.0 ± 1.4 

(PS) 櫻桃紅 0.0 17.0 ± 5.0 

 杜比亞 100.0 - 

軟塑膠袋 美洲 0.0 17.7 ± 3.2 

(PE) 櫻桃紅 33.3 13.0 ± 1.4 

 杜比亞 66.7 22.0 ± 0.0 

塑膠盒 美洲 33.3 9.0 ± 0.0 

(OPS) 櫻桃紅 33.3 18.0 ± 1.4 

 杜比亞 100.0 - 

塑膠杯 美洲 33.3 18.5 ± 6.4 

(PP+PE) 櫻桃紅 66.7 17.0 ± 0.0 

 杜比亞 100.0 - 

硬塑膠袋 美洲 0.0 19.0 ± 3.5 

(PP) 櫻桃紅 0.0 16.3 ± 3.1 

 杜比亞 100.0 - 

 

箭頭處為取食咬痕

取食咬痕 

箭頭處為取食破洞

取食咬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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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美洲蟑螂取食廢棄物實驗 

 
圖 45. 櫻桃紅蟑取食廢棄物實驗(第二次) 

 

 
圖 46. 杜比亞蟑螂取食廢棄物實驗（第二次） 

除軟塑膠袋外，其餘均仍存活 

 

圖 47. 杜比亞蟑螂取食廢棄物乳膠後產生排

遺 

   
圖 48. 美洲蟑螂取食保麗龍咬痕 

 
圖 49. 櫻桃紅蟑取食乳膠咬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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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研究目的 1：探討三種蟑螂的色光偏好差異 

    美洲蟑螂和杜比亞蟑螂在紅光搭配藍光或綠光時，反應率較其他組高，我們認為這是這

兩種蟑螂易因紅光引發趨向行為，選擇時也偏好紅光。櫻桃紅蟑則是黃光搭配藍光和綠光時

的反應率較大，選擇時也偏好黃光，所以我們推測櫻桃紅蟑易因黃光引發趨性，但在黃-紅

組可以發現櫻桃紅蟑仍稍偏好紅光（選擇係數-0.13）。 

    如果以黑暗作為蟑螂偏好的基準來看，杜比亞蟑螂在紅藍、紅綠組的反應率高於黑暗

組，選擇時也偏好紅光，所以紅光能促進杜比亞蟑螂正趨向行為。 

    基於考量選擇係數和反應率，因此我們選用紅光作為方便觀察後續實驗的色光，以及研

究 4 製作毒餌實驗裝置。 

二、研究目的 2：探討三種蟑螂的氣味偏好差異 

綜合選擇係數和反應率來看，我們認為反應率高（≥60%）、選擇係數＞0 者，代表蟑螂

能感受到此類氣味並表現正趨向行為；選擇係數＜0 者，代表蟑螂能感受到此類氣味並表現

負趨向行為，或是較偏好水而已；選擇係數＝0 者，代表蟑螂對此類氣味和水的偏好相近。

反應率低（＜60%）、選擇係數＞0 者，代表兩邊氣味無法引起明顯的趨向反應，但前類氣味

仍有稍強正趨向效果；選擇係數＜0 者，代表兩邊氣味無法引起明顯的趨向反應，但前類氣

味仍有稍強負趨向效果，或是稍偏好水而已；選擇係數＝0 者，代表蟑螂對此類氣味和水的

偏好相近，但較無明顯趨向行為，由於飼養過程僅去除食物仍有供應水，所以我們認為可以

排除本實驗中的趨向行為是因為偏好水。 

從味道類來看（表 11），美洲蟑螂對於甜味、辣味、鹹味有明顯正趨向行為，苦味有明

顯負趨向行為，酸味有較不明顯的負趨向行為。櫻桃紅蟑對於甜味、酸味、苦味、鹹味、辣

味有明顯的負趨向行為。杜比亞蟑螂對於酸味、甜味、鹹味有較明顯的負趨向的行為，苦味

和辣味有較不明顯的負趨向行為。 
從養分類來看（表 12），水和葡萄糖組是測試美洲蟑螂對葡萄糖的氣味偏好，因為飼養

過程均有餵食水分，所以蟑螂理論上不會特別趨向水分，但實驗結果顯示三種蟑螂皆正趨向

水，代表單醣（葡萄糖）的氣味無法引發正趨向行為，所以我們認為可以作為之後實驗組別

的對照組。但是葡萄糖是蟑螂所需養分，蟑螂卻沒有表現正趨向行為，我們推測是因為葡萄

糖溶於水後的氣味發散可能較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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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三種蟑螂的氣味（味道類）選擇分析 

 反應率高（≥60%） 反應率低（＜60%） 

選擇係數 美洲蟑螂 櫻桃紅蟑 杜比亞蟑 美洲蟑螂 櫻桃紅蟑 杜比亞蟑 

＞0 

二級砂

糖、辣

椒、鹽 

無 無 苦瓜汁 無 無 

＝0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0 無 

醋、二級

砂糖、苦

瓜汁、辣

椒、鹽 

醋、二級

砂糖、鹽 
醋 無 

苦瓜汁、

辣椒 

 
表 12. 三種蟑螂的氣味（養分類）選擇分析 

 反應率高（≥60%） 反應率低（＜60%） 

選擇係數 美洲蟑螂 櫻桃紅蟑 杜比亞蟑 美洲蟑螂 櫻桃紅蟑 杜比亞蟑 

＞0 水、澱粉 

水、澱粉、

蔗糖、沙拉

油 

無 沙拉油 無 水、蔗糖 

＝0 無 無 無 蛋黃、豬油 無 

蛋白、黃

豆、豬油、

沙拉油 

＜0 蔗糖、黃豆 
蛋白、豬

油、黃豆 
無 無 無 澱粉 

 
美洲蟑螂對於多醣類（澱粉）有明顯正趨向行為，對植物性油脂（沙拉油）有較不明顯

的正趨向行為，對於雙醣類（蔗糖）、植物性蛋白質（黃豆）有明顯的負趨向行為，對於動

物性蛋白質（蛋白）、動物性油脂（豬油）則沒有明顯趨向行為。 
櫻桃紅蟑對於多醣類（澱粉）、雙醣類（蔗糖）、植物性油脂（沙拉油）有較明顯的正趨

向行為，對於動物性蛋白質（蛋白）、動物性油脂（豬油）、植物性蛋白質（黃豆）有明顯的

負趨向行為。 
杜比亞蟑螂對於雙醣類（蔗糖）有較不明顯的正趨向行為，對於多醣類（澱粉）有較不

明顯負趨向行為，對於動物性蛋白質（蛋白）、植物性蛋白質（黃豆）、動物性油脂（豬

油）、植物性油脂（沙拉油）則沒有明顯趨向行為。 
對照前人研究蟑螂是雜食性昆蟲，食物種類非常廣泛，蟑螂有嗜食油脂的習性，故又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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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偷油婆」，在食糖中，紅糖、飴糖對它們的引誘力最強。從上述結果，我們選擇使用澱

粉作為研究 4：美洲蟑螂毒餌實驗的誘引物。 
櫻桃紅蟑的反應率高，可能其對氣味反應較強，對照色光選擇來看，櫻桃紅蟑偏向黃

光，代表櫻桃紅蟑是視覺和嗅覺上與其他兩種蟑螂有較大差異。 

三、研究目的 3：探討三種蟑螂的飢餓忍受度差異 

美洲蟑螂飢餓忍受度最差，我們推測原因是因為美洲蟑螂龐大的體型導致其消耗能量的

速度較快，反之推論櫻桃紅蟑及杜比亞蟑螂因為體型嬌小，活動量較小，能量消耗慢，可以

存活較久。 
另外，美洲蟑螂不斷在飼養箱內進行移動等加速消耗能量，櫻桃紅蟑則只有當飼養箱搖

動時才會來回走動，杜比亞蟑螂則幾乎進入一種類似「休眠」的狀況，動也不動，需要極為

劇烈的搖動飼養箱才緩緩活動，以確保能盡量減少能量消耗。 
根據文獻美洲蟑螂可以只靠消耗體內的養分（包括脂肪），三個月不吃東西；同時，也能

忍受一個月不喝水。甚至有蟑螂在 48 小時的冷凍後，還能存活！這麼堅韌的生命力，大概

是牠可以在地球生存超過三億五千萬年的原因！故蟑螂防治的應先以環境衛生的方法，限制

蟑螂的生存條件，必須把所有的有機物澈底收拾乾淨，讓蟑螂找不到食物、飲水可以吃喝。 

四、研究目的 4：探討植物性滅蟑餌劑對美洲蟑螂的防治效果 

   本研究的毒餌劑量是以常用的滅蟑藥硼酸使用比例為參考，配製各項植物性毒餌比例，

所以在毒物劑量上可能會低於純物質的硼酸，因此除了觀察毒餌的致死率之外，我們也針對

存活蟑螂進行翻正反射測試。翻正反射為蟑螂所表現的本能行為之一，若毒餌劑量不足以致

死，也有可能影響蟑螂健康，導致本能行為異常。研究結果顯示紅藜殼、苦茶粕和菸草均有

影響翻正反射的效果，所以我們認為未來實驗，可以加強探討此三種植物性毒餌的不同劑量

上效果差異，達到有效毒殺蟑螂的目的。 

五、研究目的 5：探討香草植物氣味對美洲蟑螂的忌避效果 

由新鮮香草植物整體分析：一分鐘內香茅忌避性效果最佳，隨著放置時間加長，除了香

椿效果降低，其餘香草大多持續忌避效果，並使蟑螂更加遠離，其中檸檬香蜂草的忌避距離

最遠，而九層塔雖然一開始的忌避效果不明顯，但放置時間久效果漸增強，與對照組相比，

又趣的是~新鮮九層塔(花)非但沒有明顯忌避性效果，反而成為美洲蟑螂食物。 

乾燥香草植物整體分析：一分鐘內九層塔（花、莖葉）效果最佳(與民間推薦方，隨著放

置時間加長，大多數香草持續忌避性效果不明顯，香椿、檸檬香蜂、薄荷、左手香、打拋葉

甚至造成反向效果。與對照組相比，乾燥錫蘭肉桂、乾燥香椿、乾燥薄荷、乾燥打拋葉、乾

燥左手香、乾燥天竺葵均沒有明顯忌避性效果。 

六、研究目的 6：探討環保滅蟑噴劑對美洲蟑螂的防治效果 

觀察自製各種天然滅除美洲蟑螂噴劑實驗中，去漬油（有機溶劑）雖然效果第 1，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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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分即可致死，但並不環保，其他效果甚佳者包括：木醋液乃由接觸作用而達到驅離昆蟲

效果，但坊間未用來滅蟑。椰子油起泡劑則因富含植物性皂素，可破壞油脂的介面，與昆蟲

直接接觸後，會將蟑螂腹部的呼吸孔堵塞，使蟑螂窒息死亡。苦楝油在農業殺蟲方面，不是

將蟲殺死，而是讓蟲吃了樹葉之後失去食慾，因而餓死，也會阻止蟲子的生殖力。至於菸草

粉所含尼古丁大部分身體柔軟的昆蟲接觸後，會產生痙攣現象而被殺死。矽藻土本身的突刺

會刺穿牠的蠟膜及外皮，造成昆蟲的體液外流、喪失太多水份不治死 亡。上述這些非化學性

物質向來被慣行防治農業上害蟲（如蚜蟲、介殼蟲、蟎類、甲蟲、蝗蟲、飛蠅類、薊馬等

等），經嘗試被應用來防治蜚蠊目~蟑螂卻有相當效果，為本研究之重大發現。 

七、研究目的 7：探討植物性粉末煙燻對美洲蟑螂的防治效果 

本研究構想乃針對坊間一般常用之水蒸式、氣霧式滅蟑劑，常添加農藥性、化學性(如：

賽酚寧(Cyphenothrin)、協力克(MGK-264).. 等毒物，且在施放水煙式殺蟲後整個房子迅速

充滿煙霧（毒氣），對人畜都容易造成毒害，因此在取材選擇澳洲茶樹及柚子皮不同部位製

成粉末，雖不至於如噴劑快速有效，但適用於無法直接噴灑、且須大量撲殺的狀況，此時若

使用澳洲茶樹枝（曝曬）粉末及柚子外果皮（曝曬）粉末煙燻處理效果極佳，亦值得推廣。 

八、研究目的 8：探討三種蟑螂在飢餓狀態取食廢棄物的差異 

   本研究重要發現：飼料杜比亞蟑螂取食包括：不織布、泡棉和 PE 塑膠袋等廢棄物處理，

存活天數均已超過 132 天以上(現仍存活)，此項目較少有人研究探討。推論蟑螂在食物短缺

時，有取食廢棄物（含有養分或可以消化的有機化合物）的可能性，來延長蟑螂壽命，並且

對固體廢棄物之再利用及環保處理上，對環境保護具有相當大的貢獻。 

 

九、未來展望 

(一)本研究因秋末冬初開始進行，取得之蟑螂種類受限，未來可進一步研究居家常見之澳

洲蜚蠊、棕帶蜚蠊和德國蜚蠊…等對象了解相關屬性是否相同。 

(二)本組受限於實驗儀器、器材及實驗時間不足影響，無法更深入解剖了解廢棄物取食實

驗之最直接消化道生理證據，未來希望能商借實驗儀器，以便檢測蟑螂體內是否有食

用廢棄物消化後之殘渣。 

(三)使用生理解剖來進行進一步了解蟑螂飢餓忍受度下，體內脂肪是否消耗快速，以便驗

證其耐活度佳之原因。 

(四)研究 1 進行探討蟑螂在不同色光研究時，可以改用不同波長 Led 燈之操作變因進行測

試，進行動態觀察實驗，應更縝密選擇，使實驗資料更完整，更具說服力。 

(五)研究 2 不同氣味測試可以改變操作變因，探討不同距離氣味影響蟑螂誘引程度差異。 

(六)研究 4 製作滅蟑餌劑時，紅藜殼、苦茶粕和菸草等效果甚佳者，可進一步實驗不同濃

度時，再仔細觀察其致死率及活動力狀態，是否可以更加精確提昇致毒有效性，但非

連鎖性反應，來趕盡殺絕，以確保蟑螂在生態系中食物網之重要地位。 

(七)對於研究 5 測定各種香料植物產生之氣味對蟑螂之忌避性實驗觀察，我們宜選擇可能

具有環保藥效滅蟑之植物萃取物，再進一步細分不同部位影響，如老葉、幼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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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只保留莖的部位進行更加多元化的實驗。 

(八)研究 5 中驅蟲香草植物環保材料，可再直接延伸運用來做成粉末、精油和誘餌..等形

式，以深入探討環保藥劑的成份和類型。 

(九)另外除了香料植物外，或許尚有許多天然而環保素材，諸如：無患子之皂素、蘇打、

藥草、特殊氣味植物、硫磺、尿酸、蘇打、果膠或柑桔類水果之萃取物..等；或以自製

滅蟑寶特瓶容器，讓平常居家的害蟲~蟑螂可以有效防治或滅除，使環境更潔淨更環

保。 

柒、結論 

本研究目的乃期望從蟑螂認識基本特徵、各項習性、進而深入了解各種條件、逆境抗性

及各種自製環保滅(驅)蟑防治方法之研發選擇。 

在色光偏好方面，三種蟑螂皆有負趨光性，對紅光的趨向行為較強，櫻桃紅蟑對黃光也

有較強趨向行為。 

在氣味偏好方面，美洲蟑螂對於甜味、辣味、鹹味有明顯正趨向行為。但櫻桃紅蟑對於

甜味、酸味、苦味、鹹味、辣味有明顯的負趨向行為。杜比亞蟑螂對於酸味、甜味、鹹味也

有較明顯的負趨向的行為。 

由本研究重要發現，舉凡：紅藜殼、苦茶粕和菸草等製成毒餌，而木醋液、椰子油起泡

劑、苦楝油、菸草粉等調製成噴劑，另外澳洲茶樹枝（曝曬）粉末及柚子外果皮（曝曬）粉

末煙燻氣霧式處理滅蟑，均達到有效驅逐或滅殺蟑螂的目的。 

在廢棄物利用方面，杜比亞蟑螂取食包括：不織布、泡棉和 PE 塑膠袋等廢棄物處理，

已超過 132 天以上至今(107.6.15)仍存活，具有相當驚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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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海報 

【評語】030321  

1. 此研究主題與科學研究的方法能妥善運用上課所學，適時參

考前人的文獻資料。 

2. 探討環保滅蟑噴劑對美洲蟑螂的防治效果，各種材料稀釋比

例不一，變因難以掌控，恐怕影響實驗結果的精確度。 

3. 此作品的研究目的清楚，然可再聚焦一些，對蟑螂的環保防

制可能有些貢獻。 

4. 本實驗著重在應用且又要防治，較難聚焦導致抓不到實驗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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