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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米象 (Sitophilus oryzae) ，擬榖盜 ( Tribolium castaneum) ，鋸胸粉扁蟲 (Oryzaephilus 

surinamensis)都是常見的穀物害蟲。在飼養米蟲過程中，我們發現當擬榖盜出現時，米象和鋸胸

粉扁蟲的數量急遽下降，近乎滅絕。我們很好奇擬榖盜是透過什麼方式去抑制其他的榖類害蟲。

經過實驗證明，擬榖盜的競爭性強於米象及鋸胸粉扁蟲。我們也發現擬榖盜會聚集且散發出刺鼻

的臭味，我們的實驗證實了這個味道會抑制米象及鋸胸粉扁蟲生長。透過閱讀文獻及顯微鏡的觀

察，我們也找出擬穀盜散發氣味的臭腺。 
    本研究發現昆蟲竟然能透過氣味來抑制其他種昆蟲的生長，未來希望可以針對氣味對他種害

蟲的影響，進行深入探討並藉此研究出更天然且無毒的捕蟲或抑制害蟲的方式。 

 

壹、 研究動機 

    我們在飼養米蟲的過程中，發現在米箱中最早長出來的蟲是米象，米象的數量一直以來

都很穩定，自從米箱中長出數種新的蟲，米象的數量就急遽減少，而其中某種米蟲的數量特

別多。上網查詢後發現此種蟲為擬榖盜。對於這種現象，我們猜測可能是擬榖盜影響了米象，

所以我們想透過實驗來找出是什麼原因。 

 

貳、 研究目的 

一、  了解各種米蟲的身體特徵及結構 

二、  觀察記錄米蟲的生活史 

三、  探討不同種類的米蟲共培養下的生存情形 

四、  探討擬榖盜與米象共培養下的生存情形 

五、  探討擬榖盜生活過的米對米象生存的影響 

六、  探討在擬榖盜氣味存在下米象及鋸胸粉扁蟲的生存情形 

七、  探討擬榖盜氣味對擬穀盜的吸引力 

八、  了解擬穀盜群聚及分散對於散發的氣味的影響 

九、  找尋擬榖盜的臭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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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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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及方法 

 
圖 1、研究流程圖 

 

一、  米蟲的飼養 

      (1) 目的:大量繁殖實驗所需的米蟲 

      (2) 流程: 

     1. 取得數隻同種米蟲 

     2. 放置於米箱中 

     3. 定期加入新米至米箱中 

二、  米蟲型態觀察 

       (1) 目的:了解米蟲的型態、種類 

       (2) 流程:                                                                         

1. 使用毛筆將米蟲輕輕放入培養皿中 

2. 利用解剖顯微鏡觀察外觀型態 

3. 利用相機拍攝顯微鏡下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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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利用顯微鏡觀察米堆中的米蟲，然後將觀察到的畫面拍攝，並上網檢索，比對米蟲

種類 

     5. 手繪米蟲型態、構造 

三、 米蟲獨立培養及交互作用下生存狀況的變化 

      (1) 目的:探討米蟲之間的交互作用 

      (2) 流程: 

     1. 準備實驗容器(1000ml 燒杯) 

            2. 放入不同組別的米蟲至 1000ml 燒杯中 

            3. 放置 18 天紀錄及對照其結果 

四、 米蟲獨立培養及交互作用下生存狀況的變化-米象及擬榖盜 

   (1) 探討米象及擬榖盜之間的交互作用 

   (2) 流程 

     1. 準備實驗容器(50ml 離心管) 

     2. 放入不同組別的米蟲至 50ml 離心管中 

     3. 觀察 10 天後紀錄及對照其結果 

五、擬穀盜生活過的米對米象生存狀況的影響 

      (1) 目的:確認擬穀盜影響米象的因素 

      (2) 流程: 

     1. 將 30 隻擬穀盜放入裝有 25g 的新米的容器中，放置五天 

     2. 將米象放入裝有 9.5g 擬穀盜生活過的米的容器中生活 

     3. 觀察 10 天後紀錄其隻數 

六、 擬榖盜氣味對米象及鋸胸粉扁蟲生存狀況的影響 

     (1) 目的:探討擬穀盜氣味對米蟲的影響 

     (2) 流程: 

     1. 取 15ml 離心管 12 個 

     2. 放入不同組別的新舊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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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放入不同組別的擬榖盜、米象和鋸胸粉扁蟲 

     4. 將管口封上保鮮膜 

     5. 每兩個離心管一組，中間以可彎曲吸管連接並封上石蠟膜 

     6. 放置 10 天後進行觀察 

 

七、擬榖盜的氣味對擬穀盜的吸引力 

  (1) 目的:探討擬榖盜氣味是否會對同伴有吸引力 

  (2) 流程: 

     1.製作 Y 型吸管 

     2.放入不同組別進入封有保鮮膜的小燒杯 

     3.將 Y 型吸管插入保鮮膜進行實驗 

     4.將擬榖盜放入吸管口，等待其選擇結果 

 

八、擬穀盜的聚集是否會讓散發出的氣味更加濃烈 

  (1) 目的:探討擬榖的聚集對散發出的氣味的影響 

  (2) 流程:  

     1. 製作 15 根吸管(有隔開)以及切割過的 50 毫升離心管 

     2. 放入不同組別的擬榖盜、米象 

     3. 將管口封上保鮮膜及石蠟膜 

     5. 每兩個離心管一組，中間以可彎曲吸管連接並封上石蠟膜 

     6. 放置 10 天後進行觀察 

九、找出擬榖盜的臭腺 

   (1)目的:觀察和了解擬穀盜散發氣味的器官 

   (2)流程: 

     1.用顯微鏡重複觀察擬穀盜 

     2.找出位置拍照並標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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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 

 一、 米蟲的飼養 

    我們使用容量 17 公升的乾淨收納箱作為養殖米蟲的容器。主要飼養的米蟲為擬榖盜、米

象、鋸胸粉扁蟲。在飼養的過程中，我們有發現到擬榖盜有群聚的特性。 

             

        圖 2、飼養米蟲的米箱                       圖 3、擬榖盜的聚集 

                                                          

          

 

 

 

 

 

 

   圖 4、攀爬中的米象             圖 5、攀爬中的鋸胸粉扁蟲 

(SGB=鋸胸粉扁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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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米蟲型態觀察 

(一)實驗結果 

1. 米蟲的分類：我們所實驗的米蟲包含 : 

  

 米象(Sitophilus oryzae) 

 擬榖盜( Tribolium castaneum) 

 鋸胸粉扁蟲(Oryzaephilus surinamensis) 

圖 6、米蟲的生物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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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米蟲的生活史觀察 

(1)鋸胸粉扁蟲(Oryzaephilus surinamensis) 代號:SGB(Saw-toothed Grain Beetle) 

               
                                 a.鋸胸粉扁蟲成蟲手繪圖  b.顯微鏡下的鋸胸粉扁蟲 

   圖 7、 鋸胸粉扁蟲的生活史手繪圖              圖 8、鋸胸粉扁蟲成蟲 
 
  a 卵:乳白色，表面光滑 
  b 幼蟲:扁平細長，淡褐色 

  c 蛹:乳白色，頭頂寬大 

  d 成蟲:體型扁平細長、胸部呈鋸齒狀、觸角細長、攀爬能力優 
  e 特性:在打開有飼養鋸胸粉扁蟲的米箱中可以看到鋸胸粉扁蟲攀爬在壁上且移動速度快 

(2)米象(Sitophilus oryzae) 代號:米象 

                 
                                         a. 米象成蟲手繪圖  b. 顯微鏡下的米象成蟲 
        圖 9、米象的生活史手繪圖                  圖 10、米象成蟲 

 
 a 卵:乳白色，半透明   
 b 幼蟲:頭部呈淡褐色，口器呈黑色，腹部寬大。 
 c 蛹:乳白色，頭胸腹區分分明 

生長於米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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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成蟲:口吻細長、可飛行、攀爬力優  
e 特性:米象能攀附在壁上但移動速度較鋸胸粉扁蟲慢，受到驚擾時會爬到米堆上方。 

(3)擬榖盜( Tribolium castaneum) 代號:FB(Flour Beetle) 

               
                                     a. 擬榖盜成蟲手繪圖  b. 顯微鏡下的擬榖盜成蟲 
       圖 11、擬榖盜的生活史手繪圖                 圖 12、擬榖盜成蟲 

 
  a 卵:乳白色且外表粗糙 
  b 幼蟲: 頭呈黃色，口器為黑色 
  c 蛹: 尾部有長刺，有細毛 

d 成蟲: 褐色、體型扁平、可飛行、攀爬能力差 
e 特性:擬榖盜無法攀附在米箱的壁上，但它能飛行一小段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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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米蟲獨立培養及共培養下個數的變化 

    我們在飼養米蟲的過程中，原本數量居多的米蟲為米象及鋸胸粉扁蟲，一陣子後發現牠

們的數量急遽驟減，而擬穀盜的數量卻漸多。我們猜測是不是在米箱中存在著競爭關係，而

其中擬穀盜的競爭能力大於其他兩種，導致其他兩種米蟲的數量減少。為了應證我們的想法，

於是我們製作了以下實驗。 

    我們採用三種米蟲，每種各 60 隻。我們將其分成六組，如圖 13-a 所示 ，並將每組各放

入裝有 150g 新米的 1L 燒杯中，而我們擔心在實驗進行中米裡面會長出米蟲影響數據於是製

作空對照組(只有 1L 的大燒杯裝著 150g 的新米)做比較。在室溫下放置 18 天後觀察結果。 

 

 

a.實驗組別示意圖 (FB=擬榖盜 SGB=鋸胸粉扁蟲)              b.實際照片 

圖 13、米蟲獨立培養及共培養實驗裝置 

(一) 實驗結果 

  此實驗我們做了三次，三次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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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擬榖盜 SGB=鋸胸粉扁蟲) 

圖 14、米象單獨培養及共培養下的生存情形-1L 容器 

   根據圖 14，我們發現在米象單獨培養時，數量從 20 隻上升到平均 21 隻，而在與其他米

蟲共培養時，數量則是分別從 20 隻下降到平均 19.7 隻及平均 18.3 隻，因此可以看出米象單

獨培養時數量有所增加，但與其他米蟲競爭時數量會下降。 

 

(FB=擬榖盜 SGB=鋸胸粉扁蟲) 

圖 15、鋸胸粉扁蟲單獨培養及共培養下的生存情形-1L 容器 

    根據圖 15，發現鋸胸粉扁蟲在共培養的數量分別從 20 隻下降到平均 14 隻和平均 16.3 隻，

而單獨培養中數量由 20 隻下降至平均 15.3 隻。無論是在共培養或是在單獨培養鋸胸粉扁蟲

的數量都會明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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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擬榖盜 SGB=鋸胸粉扁蟲) 

圖 16、擬榖盜單獨培養及共培養下的生存情形-1L 容器 

      根據圖 16，我們發現擬榖盜在單獨培養時，數量並無任何變化，而在與鋸胸粉扁蟲共

培養時，數量從 20 隻上升到平均 21.7 隻，但與米象共培養時，數量卻從 20 隻下降到平均 18.3

隻。 

 

(FB=擬榖盜 SGB=鋸胸粉扁蟲 米=米象) 

圖 17、單獨培養及共培養實驗結果-1L 容器 

    根據圖 15，16 及圖 17，透過數據我們發現鋸胸粉扁蟲與米象及擬榖盜兩兩競爭或單獨

培養時，數量呈現大幅下降的情形，於是我們推測鋸胸粉扁蟲的競爭能力較其他兩種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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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象及擬榖盜的競爭情況不明顯，但在米箱中觀察到的結果卻是擬榖盜的出現導致米象及鋸

胸粉扁蟲大幅減少，於是我們將兩者拿來做更進一步的競爭並觀察。 

 

四、米象及擬榖盜單獨培養及共培養個數的變化 

    根據實驗三的結果我們發現，擬榖盜與米象在競爭情況下的數量並無太大差異，那為何

米箱中的米象會大量減少呢?我們猜想是不是實驗三的競爭空間太大了，導致競爭強度不夠，

看不出明顯的差異，因此我們將米蟲的數量增加並縮小生存空間。 

   我們將原本 1000ml 的大燒杯改為 50ml 離心管，米的克數改為 9.5g。將組別分成 5 組，前

四組如圖 18-a所示，以及空對照組(50ml離心管+9.5g新米)。且將每組放置進 50ml離心管+9.5g

新米中，靜置 10 天觀察其結果。 

                    

a.實驗組別示意圖 (FB=擬榖盜 SGB=鋸胸粉扁蟲)            b.實際照片 

圖 18、米象和擬榖盜單獨培養及共培養實驗裝置-50ml 離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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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驗結果  

 

(FB=擬榖盜) 

圖 19、米象單獨培養及共培養下的生存情形-50ml 離心管 

   根據圖 19，當共培養組米蟲的數量各 10 隻時，第 10 天後，米象的存活率從 100%下降到

平均 96.7%，競爭情況並不明顯。 

 
圖 20、10 隻米象和 10 隻擬榖盜單獨培養及共培養情形示意圖-50ml 離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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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擬榖盜) 

圖 21、米象單獨培養及共培養下的生存情形-50ml 離心管 

根據圖 21，米象及擬穀盜共培養組別的數目為各 20 隻，第 10 天後，米象的存活率由 100%

下降到了平均 60%。比起 10 隻米象與 10 隻擬榖盜共培養，20 隻米象與 20 隻擬榖盜共培養

明顯使米象的存活率大幅降低 

 

圖 22、20 米象和 20 擬榖盜單獨培養及共培養情形示意圖-50ml 離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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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米象和擬榖盜單獨培養及共培養實驗結果-50ml 離心管(FB 為擬榖盜) 

  根據圖 19、21、23，當米象及擬穀盜共培養的數目各為 10 隻，米象的存活率從 100%下降

到平均 96.7%，雙方競爭強度並不明顯，但米象及擬穀盜共培養的數目各為 20 隻時，米象的

存活率由 100%下降到了平均 60%，比起米象及擬穀盜共培養數目各為 10 隻時的競爭情況更

劇烈。因此我們推測擬穀盜的數量越多對米象的存活率更具威脅。 

 

五、擬穀盜生活過的米對米象生存狀況的影響 

    透過實驗四，我們發現擬榖盜的數量達到 20 隻時，對米象造成的傷害比擬榖盜數量 10

隻時還多。為了不讓米箱中米象及鋸胸粉扁蟲的數量越來越少，於是我們將米箱中的擬榖盜

移到別的米箱，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米象及鋸胸粉扁蟲的數量依舊沒有回升。對於這件事

我們感到驚奇，明明擬榖盜已經移出了米箱，為什麼米象及鋸胸粉扁蟲數量依舊沒有回升? 因

為在擬榖盜移出的情況下能影響的只剩下擬榖盜生活過的米，我們猜測是不是米箱中擬榖盜

生活過的米對米象及鋸胸粉扁蟲造成了影響。  

    我們設計了實驗並將組別分成 : 

 對照組 :20 米象+10g 新米 

 處理組 :20 米象+10g 擬榖盜生活過的米 

將兩組放進 50ml 離心管放置十天，觀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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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驗結果 

 

圖 24、飼養過擬榖盜的米對米象造成的影響 

    根據圖 24，處理組米象的數量從 20 隻下降到平均 14.3 隻，對照組米象數量從 20 隻下降

到平均 18.3 隻，處理組米象的數量(18.3 隻)明顯少於對照組(14.3 隻)，可以看出擬榖盜生活過

的米確實會對米象造成影響。 

 

圖 25、生存在擬榖盜生活過的米對米象存活隻數的影響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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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擬穀盜的氣味對米象和鋸胸粉扁蟲存活隻數的影響 

    藉由實驗五發現擬榖盜生活過的米會影響米象的生存，我們猜想是不是擬榖盜在米上殘

留了某種因子，進而影響其他兩種米蟲。我們對比了新米及擬榖盜生活過的米，發現兩者的

外觀、結構大致相同，但有趣的是擬榖盜生活過的米有股刺鼻味，因此我們猜測殘留在擬榖

盜生活過的米上的因子是擬榖盜的氣味。 

我們為了確認對米象造成影響的因子是擬榖盜的氣味，於是我們設計了以下實驗與實驗裝置 

    (一) 此實驗我們把米象及擬穀盜分成三組: 

 10 米象(2.5g 新米)+10 擬穀盜(2.5g 新米) 

 10 米象(2.5g 新米)+2.5g 舊米 

 10 米象(2.5g 新米)+2.5g 新米 

使用的容器為容積 160ml 的塑膠杯，在中間使用吸管連接兩端，將組別放入後用保鮮膜將塑

膠杯上頭密封且用石蠟膜將吸管穿過的洞周圍給封起來，放置 5 天觀察結果。驗收時發現有

擬穀盜那組，米象那端沒有明顯擬穀盜氣味  

            

           a.實驗裝置示意圖                            b.實際照片 

圖 26、擬穀盜氣味對米蟲存活隻數的影響氣味實驗裝置-160ml 塑膠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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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擬榖盜) 

圖 27、米象在氣味影響下生存情形-160ml 容器 

    根據圖 27，160ml 塑膠杯的裝置中擬榖盜的氣味對米象的平均隻數影響不大，我們猜想

是不是因為 160m 容器的容積太大，且放置時間(5 天)太短，因此結果並不明顯。於是我們將

實驗容器改成 15ml 離心管。 

 

圖 28、160ml 塑膠杯氣味裝置結果示意圖 

    在圖 28 中，結算時，我們發現擬榖盜的氣味並沒有對米象造成明顯的影響，我們聞了放

置米象的塑膠杯後，發現塑膠杯中擬榖盜的氣味並不明顯。為了提高擬榖盜的氣味的濃度，

我們決定把容器從 160ml 的塑膠杯改為 15ml 的離心管並將擬穀盜的數量從 10 隻改為 20 隻 

結算實驗六-1 時，我們發現擬榖盜的氣味並沒有對米象造成明顯的影響，為了讓擬榖盜的氣

味更明顯，我們縮小了實驗裝置，增加了放置天數，也放入了更多的擬榖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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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此實驗我們把米象及擬穀盜分成三組: 
  

 10 米象(3g 新米)+20 擬穀盜(3g 新米) 
 10 米象(3g 新米)+3g 舊米 
 10 米象(2.5g 新米)+3g 新米 

                      
  a.裝置示意圖                               b.實際照片 

圖 29、15ml 離心管氣味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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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米象在氣味影響下生存情形-15ml 容器  

根據圖 30，在擬榖盜氣味影響下米象的數量從 10 隻下降到平均 4.3 隻，被擬榖盜氣味影響下

的米象數量比新米(平均 8.3 隻)及舊米(平均 6.3 隻)氣味影響的組別來的少，可以看出擬榖盜

的氣味確實影響了米象的生存，而為了確認擬榖盜的氣味不只是影響了米象，而是會連帶影

響其他米蟲，所以我們決定把米象替換成鋸胸粉扁蟲再進行一次相同的實驗。

 

圖 31、氣味對米象的影響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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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鋸胸粉扁蟲在氣味影響下生存情形-15ml 離心管 

    根據圖 32，可以看出在被擬榖盜氣味影響組別中，鋸胸粉扁蟲數量從 10 隻下降到平均 4
隻，被擬榖盜氣味影響的鋸胸粉扁蟲數量比新米(平均 8.7 隻)及舊米(平均 7.3 隻)氣味影響的

組別來的少，得知擬榖盜所散發出的氣味對鋸胸粉扁蟲的生存情況造成威脅，導致生存數量

減少。我們推測使用氣味去影響其他米蟲的生存是擬榖盜競爭的一種方法。 

 
圖 33、氣味對鋸胸粉扁蟲的影響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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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擬穀盜的氣味對擬穀盜的吸引力 

    在得知擬榖盜的氣味會影響他種米蟲後，我們猜想或許擬榖盜散發出的氣味會吸引擬榖

盜，於是我們製作以下實驗來驗證假說。 
    (一) 此實驗組別分成兩組:  

  擬榖盜生活過的米+新米 
  擬榖盜+空氣 

  
將擬榖盜放進吸管口，紀錄其選擇:  

              

a 裝置示意圖                              b 實際照片 

圖 34、擬榖盜氣味選擇裝置 

 

           

圖 35、擬榖盜氣味選擇結果 

根據圖 35，擬榖盜選擇擬榖盜生活過米的比例(77%)比選擇新米的比例(23%)來的多，而擬榖

盜選擇擬榖盜那端的比例(67%)也高於選擇空氣的比例(33%)，得知擬榖盜的氣味確實會有吸

引擬穀盜的趨勢。 



24 
 

八、擬穀盜的群聚對其散發出的氣味的影響 

 

    在得知擬榖盜的氣味會吸引擬榖盜後，我們聯想到擬榖盜有群聚的特性，於是我們猜想

會不會擬榖盜的群聚是為了讓散發出的氣味更加濃厚，因此我們製作以下實驗來驗證假說。 
    (一) 此實驗組別分成兩組: 
  

  擬榖盜(沒隔開)+10 隻米象 
  擬榖盜(以吸管隔開)+10 隻米象 

         

         a 裝置示意圖         b 實際照片         a 裝置示意圖         b 實際照片 

圖 36、群聚及分散裝置示意圖 

                 

圖 37、聚集及分散氣味影響結果 

 

根據圖 37，聚集的組別米象隻數下降到平均 6.5 隻，而分散的組別米象隻數下降到平均 7.1

隻。結果發現擬榖盜氣味依然能使米象數量下降，但聚集及分散狀態下數量差異並不大，於

是我們猜想或許擬榖盜的聚集可能另有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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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尋找擬榖盜的臭腺 

    透過之前的實驗，我們發現擬榖盜會利用氣味，所以我們想要找出擬榖盜是如何散發出

氣味的，經過查詢後我們發現擬榖盜具有臭腺，但我們在進行實驗時都沒有實際看過，因此

進行以下實驗來找出臭腺並加以瞭解 

    以下是我們透過顯微鏡觀察到的: 

 
圖 38.顯微鏡下擬榖盜的臭腺 

 

根據圖 38，我們找到了擬榖盜臭腺的大概位置，而臭腺也是擬榖盜散發出臭氣的部位。未來

可能將對擬榖盜臭腺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並探討擬榖盜利用更多氣味的機制。 



26 
 

十、實驗流程與結果總圖 

 

 

 

 

 

 

 

 

 

 

 

 

 

 

 

 

 

 

 

圖 39. 實驗過程與結果總圖 

米蟲的飼養，米箱中米象及鋸胸粉扁蟲數量急遽減少 

實驗 1、三種米蟲共培養及單獨培養情形 

實驗 2、擬榖盜吃過的米對米象造成的影

響 

實驗 3、擬榖盜氣味對米象和鋸胸粉扁蟲 

造成的影響 

結果 : 擬榖盜氣味會造成米象和

鋸胸粉扁蟲數量減少 

結果 : 擬榖盜吃過的米會導致米

象的數量減少 

結果 : 共培養時擬榖盜競爭力強

使米象及鋸胸粉扁蟲數量下降 

為何米箱中的米象會減少? 

為何將米箱中的擬榖盜移出後米象及鋸胸粉扁蟲的

數量沒有回升? 

為何擬榖盜吃過的米會抑制米象生長? 

擬榖盜如何呼朋引伴? 

實驗 4、擬穀盜氣味是否會吸引擬榖盜 結果 : 擬榖盜的氣味會吸引擬榖

盜 

實驗 5、擬穀盜的群聚是否會讓氣味更濃

烈 

結果 : 擬榖盜的氣味並不會因為

群聚更濃烈 

擬榖盜的群聚在生態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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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米蟲獨立培養及交互作用下生存狀況的影響 

    透過米蟲的交互作用實驗，我們發現鋸胸粉扁蟲的競爭能力弱於米象及擬穀盜，而米象

跟擬穀盜之間存活數量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又因為在飼養的過程米象一開始的數量最多但到

中期因為擬穀盜的出現反而數量急遽下降，我們推測會導致米象及擬穀盜的競爭結果不明顯

是因為容器太大的關係。於是我們再以擬穀盜和米象做第二次的競爭實驗並縮小實驗空間。 

二、米象及擬穀盜獨立培養及交互作用下生存狀況的變化 

    在共培養組個數各 10 隻時，米象及擬穀盜的存活數量並沒有明顯差異。在共培養組個數

各 20 隻時，我們很明顯地看到米象的存活數量和擬穀盜的存活數量有明顯的落差。我們推測

擬穀盜的數量越多隻對米象的生存情況更具威脅。  

 

三、擬穀盜生活過的米對米象生存狀況的影響 

    透過實驗我們發現擬穀盜生活過的米會影響米象的生存，為什麼擬榖到生活過的米會對

米象造成影響呢?我們猜測會不會是擬榖盜生活過的米有某種因子殘留在擬榖到生活過的米

上，又聯想到打開飼養擬穀盜的米箱時聞到的刺鼻味，於是我們推測該因子為擬榖盜的氣味。 

四、擬穀盜的氣味對米象和鋸胸粉扁蟲存活隻數的影響 

    透過實驗我們得知擬穀盜的氣味確實對米象和鋸胸粉扁蟲的生存有很大的影響。我們猜

測這是因為米箱的空間很大，他們的生存空間夠大所以競爭強度降低，利用散發出的氣味去

影響其他米蟲的生存是對擬穀盜最有利的方式，我們猜想因為米粒本身凹凸不平，所以氣味

更容易吸附在米上，而且米堆中有很多的空隙可以讓氣味有效的停留在整個米箱中，進而替

自己增加生存空間及食物。 

 

五、擬榖盜會散發氣味的原因 

    以演化的角度來看，我們猜想或許擬榖盜為了使整個族群延續下去，於是演化出了利用

氣味來抑制他種米蟲生長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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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圖 40、結論示意圖 

    經由實驗結果我們得知了幾個結論，擬榖盜的競爭能力強於米象及鋸胸粉扁蟲，擬榖盜

也會散發出刺鼻味來影響米象及擬榖盜的生存狀況。綜合上述結果，我們推測擬榖盜可以利

用氣味在不接觸到其他米蟲的情況下有效影響其它種米蟲，散發出刺鼻的氣味使其他種米蟲

數量減少，替自己增加生存空間及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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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未來展望 

    透過米蟲彼此間的氣味關係，我們希望製作出一套能用氣味來防治不同種米蟲的裝置。

在實驗中也發現，擬榖盜有群聚的特性，這或許是他們運用氣味的另一種方式，未來我們將

可以找出更多利用氣味來抑制他種米蟲生長的方法，取代用化學藥劑薰蒸榖類以驅趕米蟲。 

 

圖 41、米蟲防治裝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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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海報 

【評語】030319  

1. 本研究討論擬穀盜與米象與鋸胸粉扁蟲的競爭行為，進而探

討擬穀盜產生氣味的對米象與鋸胸粉扁蟲生存的影響。本研

究在推導過程中有嚴重的問題，米象與鋸胸粉扁蟲單獨飼養

與他們與擬穀盜共同飼養的狀態下，作者認為共同飼養死亡

率有明顯增加，但是從實驗數據不具有說服力(圖 17)，因此

後續探討擬穀盜的氣味抑制另外二種甲蟲的推論不甚合

理。 

2. 第 10頁揭示「實驗我們做了三次」，建議各組實驗的重複試

驗宜有獨立三重複以上。一般科學作品報告的文獻參考資料，

宜以科學書籍、文獻報告、學術期刊等為主軸，避免全部採

用網路資訊(參考文獻 1的網址有誤，無法連結)。 

3. 這個研究結合了觀察，提出假設，實驗驗證，歸納整理結論

幾個完整的內容，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計畫。其研究成果同時

具有商業及產業上的應用價值，非常值得進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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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米象 (Sitophilus oryzae) ，擬榖盜 ( Tribolium castaneum) ，鋸胸粉扁蟲 (Oryzaephilus 

surinamensis)都是常見的穀物害蟲。在飼養米蟲過程中，我們發現當擬榖盜出現時，米象和鋸胸

粉扁蟲的數量急遽下降，近乎滅絕。我們很好奇擬榖盜是透過什麼方式去抑制其他的榖類害蟲

經過實驗證明，擬榖盜的競爭性強於米象及鋸胸粉扁蟲。我們也發現擬榖盜會聚集且散發出刺

鼻的臭味，我們的實驗證實了這個味道會抑制米象及鋸胸粉扁蟲生長。 

        本研究發現昆蟲竟然能透過氣味來抑制其他種昆蟲的生長，未來希望可以找出針對氣味對

他種害蟲影響，進行深入探討並藉此研究出更天然且無毒的捕蟲或抑制害蟲的方式。 

 壹、研究動機 
我們在飼養米蟲的過程中，發現在米箱中最早長出來的蟲是米象，米象的數量一直以來都很穩

定，自從米箱中長出數種新的蟲，米象的數量就急遽減少，而其中某種米蟲的數量特別多。上

網查詢後發現此種蟲為擬榖盜。對於這種現象，我們猜測可能是擬榖盜影響了米象，所以我們

想透過實驗來找出是什麼原因。 

貳、研究目的 
一、  了解各種米蟲的身體特徵及結構 

二、  觀察記錄米蟲的生活史 

三、  了解米蟲對於新舊米的偏好性 

四、  探討米蟲共培養下的生存情形 

 
參、實驗大綱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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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探討擬榖盜與米象共培養下的生存情形 

六、  探討擬榖盜吃過的米對米象生存的影響 

七、  探討在擬榖盜氣味存在下他種米蟲的生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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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蟲單獨培養及共培養下的生存情形 

擬穀盜吃過的米對米象生存狀況的影響 
將擬榖盜移出米堆，但米象的數量並沒有回升，因此想了解擬穀盜生活過的米是否影響米象 

目的 

從結果可以看出，鋸胸粉扁蟲的競爭能力較其他兩種差，擬榖盜的競爭能力強於米象。擬榖盜與米象共
培養時，擬榖盜數量越多，會使米象存活率降低。 

結果 

肆、研究結果 

米蟲獨立培養及共培養下個數的變化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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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養過擬榖盜的米對米象造成的影響 

飼養過擬榖盜的米對米象的生存情形 

從結果可以看出，擬榖盜吃過的米可以對米象造成影響。 結果 

擬穀盜的氣味對米蟲存活隻數的影響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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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擬榖盜的氣味會對米象及鋸胸粉扁蟲造成數量上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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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擬穀盜的氣味 
確認抑制米象的擬榖盜氣味是否會被溶劑沖刷掉或被活性碳吸附目的 

擬穀盜的氣味會被溶劑沖刷掉，同時也會被活性碳吸附，而兩者都會降低氣味對米象的影響。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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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1. 擬榖盜具有可抑制他種米蟲的氣味，以演化的角度來看，擬榖盜為了使族群延續，這是他們運用氣味進

行化學防禦的方式來達成。 

2. 我們發現擬榖盜吸引同伴的氣味應該與抑制米象的氣味不同，顯示昆蟲能利用不同氣味達到不同效果。 

3. 希望以後製作出一套能用氣味來防治不同種米蟲的裝置，取代用化學藥劑薰蒸榖類以驅趕米蟲。 

擬榖盜利用氣味影響其他米蟲影響機制圖 

陸、討論與未來展望 

有擬榖盜氣味的米 

有群聚特性 

競爭 

50ml離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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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鮮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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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榖盜選擇 

擬榖盜散發的氣味會吸引擬榖盜且此氣味可能與抑制米象的氣味不同，透過六組實驗我們也比較
出五種選擇對擬榖盜吸引力的大小(擬榖盜氣味>擬榖盜吃過的米>泡過水的吃過的米>新米>空氣) 

目的 

結果 

擬穀盜呼朋引伴 

米蟲的飼養，米箱中米象及鋸胸粉扁蟲數量急遽減少 

實驗1、三種米蟲共培養及單獨培養情形 

實驗2、擬榖盜吃過的米對米象造成的影響 

實驗3、擬榖盜氣味對米象和鋸胸粉扁蟲 造成的
影響 

結果 : 擬榖盜氣味會造成米象和鋸胸粉扁
蟲數量減少 

結果 : 擬榖盜吃過的米會導致米象的數量
減少 

結果 : 共培養時擬榖盜競爭力強使米象及
鋸胸粉扁蟲數量下降 

為何米箱中的米象會減少? 

為何將米箱中的擬榖盜移出後米象及鋸胸粉扁蟲的數量沒有回
升? 

為何擬榖盜吃過的米會抑制米象生長? 

擬榖盜如何呼朋引伴? 

實驗4、消除擬榖盜的氣味 結果 :擬穀盜氣味可被溶劑或活性碳消除，
而兩者都會降低氣味對米象的影響。 

實驗5、擬穀盜的群聚是否會讓氣味更濃烈 結果 :擬穀盜的聚集不會使氣味更加抑制
米象，可能有其他能呼朋引伴的氣味 
 

擬榖盜的群聚在生態上的意義 

擬榖盜如何呼朋引伴? 

實驗6、擬穀盜氣味是否會吸引擬榖盜 

 

結果:擬榖盜散發的氣味可呼朋引伴，且
此氣味可能與抑制米象的氣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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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穀盜的聚集並不會使散發出的氣味更加抑制米象，可能另有其他能呼朋引伴的氣味存在 結果 

擬穀盜聚集VS分散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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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穀盜聚集及分散對其散發出氣味的影響 

米象 

FB

http://web.tari.gov.tw/techcd/%E5%85%B6%E4%BB%96/%E7%A9%8D%E7%A9%80%E5%AE%B3%E8%9F%B2/%E6%93%AC%E7%A9%80%E7%9B%9C.htm
http://web.tari.gov.tw/techcd/%E5%85%B6%E4%BB%96/%E7%A9%8D%E7%A9%80%E5%AE%B3%E8%9F%B2/%E6%93%AC%E7%A9%80%E7%9B%9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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