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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蠟蟲觀察～燈光下的零食！目的在觀察蠟蟲在不同溫度、光線照射下成蟲、

結蛹、羽化成蛾的成長過程，過去資料顯示蠟蟲會吃塑膠，我們便把塑膠作為蠟蟲的零

食，了解蠟蟲食用塑膠的狀況。研究方式為實驗法，將 160 隻蠟蟲分為八組，每組 20

隻，放入八種不同類別的飼養箱當中，觀察蠟蟲的生長。研究結果發現，蠟蟲成蟲不需

要一直進食，24 小時照光會加快蠟蟲羽化成蛾的速度，也會提高蠟蟲食用塑膠的動機，

而塑膠沾上蜂蜜或果汁並未影響蠟蟲食用塑膠的動機。最後探討相關研究過程作為未來

研究之參考。 

 

壹、研究動機 

上次和家人一起去釣魚，看到爸爸把一條條小小白白的小蟲當作魚餌來釣魚，蠕動的

小蟲好像在吐絲，我不知道那是什麼蟲，忍不住問爸爸，原來是蠟蟲，因為牠在水中會蠕動

能吸引魚兒上鉤，所以是很好的魚餌。我回家查了蠟蟲的相關資料，蠟蟲屬於真核生物域－

動物界－節肢動物們－昆蟲綱－鱗翅目－螟蛾科－小蠟螟，可以做為魚餌或是寵物的糧食，

蠟蟲喜歡寄生在蜂巢，牠會吃花粉、蜜蜂脫下來的殼也會食用蜂蠟，被養蜂人視為蜜蜂的天

敵，除此之外，科學家發現蠟蟲的體內有一種酶，可以讓蠟蟲食用蜂蠟，而蜂蠟和塑膠都是

聚合物的一種，科學家研究發現蠟蟲能食用塑膠，這件事實在讓我太驚訝了！很好奇蠟蟲的

生長過程，所以這次科展實驗便決定用蠟蟲作為主題，觀察蠟蟲的生長史。 

相關資料提到蠟蟲成蟲大約會在 2 週的時間內開始結蛹，溫度較高時則會快些，所以

我們想了解溫度對蠟蟲生長速度的影響，同時將塑膠作為蠟蟲的零食，觀察蠟蟲吃塑膠的狀

況。 

 

貳、研究目的與架構 

一、研究目的 

1、觀察蠟蟲成蟲的成長過程 

2、觀察蠟蟲的結蛹過程 

3、觀察蠟蟲羽化成蛾的過程 

4、觀察蠟蟲在不同的溫度、光線照射下食用塑膠的狀況 

5、觀察蠟蟲食用加了蜂蜜、果汁的塑膠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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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三、研究進度 

              

研究步驟 

2018 2019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文獻蒐集與整理       

實驗設計與準備       

開始實驗       

資料整理與分析       

撰寫研究報告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飼養箱 電子磅秤 環境溫度計 燈泡 

  
  

塑膠袋 資料夾 蘋果 蜂蜜 

變 項

實驗設計

觀察範圍

研究方式 實驗觀察

蠟蟲

有無照光 食物

不同塑膠 不同口味

蠟蛹

有無照光

蠟蛾

有無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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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蠟蟲觀察 

 
 

蠟蟲 吐絲 

1. 蠟蟲：長得像一條毛毛蟲，身體是米白色的，身長約 1 公分左右丶身寬約 0.4～0.6 公分。 

2. 吐絲：蠟蟲結蛹前會先吐絲把自己包起來，並在裡頭待著，可以不用進食，如果還沒結

蛹可以把絲撥開，在燈光 24 小時照射下，蠟蟲會跑出來偷吃塑膠，我們還發現蠟蟲吐

絲包起自己時，旁邊會有黑黑的很像排泄物的東西。 

二、飼養過程 

1. 我們購買作為寵物飼料的蠟蟲，剛買來的幾隻已經吐絲把自己包住，賣蠟蟲的老闆說蠟

蟲會待在裡頭兩週才會結蛹，為了觀察，我們只好小心翼翼地把蠟蟲的絲撥開，將蠟蟲

平分成八箱，每箱都是 20 隻。 

2. 我們想觀察蠟蟲生長狀況，但過去有研究發現蠟蟲會吃塑膠，而且蠟蟲只要吃了足夠的

食物以後就不一定需要進食，所以我們放了塑膠作為蠟蟲的零食，使用不同厚度和硬度

的塑膠：塑膠袋和透明資料夾，塑膠袋的成分是聚乙烯、透明資料夾的成分是聚苯乙烯，

使用這兩種塑膠區分蠟蟲是否對不同成分的塑膠有不同喜好，但我們怕蠟蟲不吃，蠟蟲

的食物有蜜糖、花粉、蜂蠟等，所以我們在聚乙烯上分別塗上蜂蜜和蘋果汁，觀察蠟蟲

會不會因為不同的口味增加牠的食慾。我們將塑膠袋和透明資料夾裁切為邊長 10 公分

的正方形塑膠，分為四組：聚乙烯、聚苯乙烯、沾上果汁的聚乙烯、沾上蜂蜜的聚乙烯，

放進八個飼養箱內。 

3. 維基百科上的資料和賣蠟蟲的老闆都提到蠟蟲成蟲大約會在 2 週的時間內開始結蛹，溫

度較高時則會快些，我們想了解溫度對蠟蟲的影響，所以將蠟蟲的組別區分成照光和無

照光兩組。無照光組放置教室陰暗角落，在一至五白天會有教室的日光燈，週末便不會

有日光燈照射；照光組為每天 24 小時照光加溫，使用黃光燈泡照射飼養箱。 

4. 蠟蟲會從飼養箱的透氣洞口中跑了出來，所以我們做了防止蠟蟲再跑出來的隔層，使用

紙包覆飼養箱上層後戳洞，再蓋上飼養箱的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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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組情形： 

無照光組 編號一 編號三 編號五 編號七 

食物 塑膠袋（聚乙烯） 
透明資料夾 

（聚苯乙烯） 

塑膠袋（聚乙烯） 

蜂蜜 

塑膠袋（聚乙烯） 

果汁 

  

照光 

加溫組 
編號二 編號四 編號六 編號八 

食物 塑膠袋（聚乙烯） 
透明資料夾 

（聚苯乙烯） 

塑膠袋（聚乙烯） 

蜂蜜 

塑膠袋（聚乙烯） 

果汁 

 

6. 實驗設置 

 

 

無照光組（編號一、三、五、七）：放置於教室角落 

 

照光加溫組（編號二、四、六、八）：使用燈泡 24 小時照射飼養箱 

 

三、觀察記錄 

1. 吐絲 

  

把蠟蟲放進了飼養箱之後，大約過了幾天蠟蟲就會吐絲包覆自

己，這是讓我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有一些蠟蟲不用吐絲就會

結蛹；有一些蠟蟲會在絲裡面結蛹，吐絲會讓我們無法觀察到

蠟蟲已結蛹或還沒結蛹，也擔心蠟蟲吐絲之後就不吃塑膠了。 

 

實驗分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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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蛹狀況 

 無照光組 照光加溫組 

編號 一 三 五 七 二 四 六 八 

天數 溫度 蛹數量 溫度 蛹數量 溫度 蛹數量 溫度 蛹數量 溫度 蛹數量 溫度 蛹數量 溫度 蛹數量 溫度 蛹數量 

1 25 0 25 0 25 0 24 0 26 0 27 0 27 0 27 0 

2 24 0 23 0 24 0 24 0 25 0 26 0 26 0 26 0 

3 23 0 24 0 24 0 23 0 25 0 27 0 27 0 26 0 

4 22 0 23 0 23 0 22 0 24 0 27 0 24 0 25 0 

5 24 0 22 0 24 0 24 0 25 0 24 0 26 0 24 0 

8 23 0 24 6 23 3 24 3 26 10 27 10 26 8 27 6 

9 27 10 26 11 26 7 27 15 28 14 28 14 29 12 30 15 

10 27 14 26 11 26 10 27 16 28 17 28 16 28 15 30 16 

11 27 15 26 12 27 13 27 20 29 19 30 18 30 16 30 18 

12 26 19 26 14 26 14 25 20 27 19 27 20 28 18 27 18 

 

 

 
由上圖發現，照光組平均比無照光組加快一天結蛹，且照光組比無照光組結蛹數量平均每天多一成。                                                                                                                                                                                 

 

第五天開始，有不少蠟蟲開始吐絲把自己包起來，到了第八天，無照光組約有 15%、

照光加溫組約有 42.5%的蠟蟲已經包在絲裡頭，不確定是否結蛹，為了方便記錄我們統

一記為結蛹。在第九天開始，蠟蟲會結蛹，編號七和八結蛹情形最多、編號五結蛹最少，

無照光組有 53.75%結蛹、照光加溫組有 68.75%結蛹。 

第十天，無照光組因放置於教室角落，編號一、編號三和編號五有螞蟻侵入，我們

觀察到編號三和編號五有蠟蛹和蠟蟲被螞蟻吃掉，而照光加溫組的結蛹數量仍然大於無

照光組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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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蛹長條圖

無照光 有照光

第 1-12 天蠟蛹統計表 

天 

數量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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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天，無照光組結蛹數量為 75%，照光組結蛹數量為 88.75%。 

第十二天，無照光組結蛹數量為 83.75%，照光組結蛹數量為 93.75%。 

 

（沒有被絲包覆的蠟蛹） 

 

 

3. 螞蟻入侵 

第十天，無照光組因放置於教室角落，編號三和編號五有幾隻蠟蟲和蛹都被螞蟻咬

的只剩下軀體而已，我們把蠟蟲和蛹先抓到紙盒上，再把飼養箱清洗、擦乾淨一番，才

把剩下的蠟蟲放回來飼養箱。 

（被螞蟻咬死的蠟蛹和蠟蟲） 

 

 

 

4. 羽化成蛾 

 無照光組 照光組 

編號 一 三 五 七 二 四 六 八 

天數 溫度 蛾數量 溫度 蛾數量 溫度 蛾數量 溫度 蛾數量 溫度 蛾數量 溫度 蛾數量 溫度 蛾數量 溫度 蛾數量 

15 29 0 29 0 29 0 29 0 31 10 30 9 30 5 32 9 

16 26 2 28 0 27 0 27 1 30 10 29 9 30 6 30 9 

17 26 2 28 0 27 0 27 1 30 10 29 9 30 6 30 15 

18 27 4 27 3 28 0 28 1 29 20 29 13 30 10 30 15 

19 26 4 28 3 27 0 27 2 30 20 29 15 30 12 30 15 

22 26 4 26 3 25 1 26 2 28 20 28 16 29 13 30 16 

23 25 5 27 5 28 2 27 5 30 20 29 17 29 14 29 16 

24 26 5 26 5 27 3 26 6 30 20 29 17 30 15 30 16 

 第 15-24 天蠟蛾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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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天，無照光組還沒有蛹羽化成蛾，但是照光組已經有 33 隻破蛹變成蛾。此時照

光組羽化成蛾的蛹殼會與尚未羽化的蛹混淆，所以這天開始只記錄每一個飼養箱裡頭蠟蛾的

數量。 

  第十六天，無照光組只有 3 隻羽化成蛾，照光組的蛾持續增多。我們在檢查編號一有沒

有蠟蛾時，發現裡面有一隻蠟蛾因爲身體虛弱，而沒辦法自己從蛹裡面爬出來，後來我們決

定助牠一臂之力－幫牠把蛹撕開，於是我們小心翼翼的幫牠把蛹撕開，希望不要傷到牠，也

怕不小心把牠弄傷，但因為蠟蛾的腳一直黏在蛹上面，很難幫助牠，最後我們費了好大的功

夫，才幫助牠從蛹裡面掙脫出來，但是牠不能飛，甚至連拍翅膀都不行。 

  第二十四天，無照光組約 23%變成蛾，照光組約 85%變成蛾。照光組幾乎都快羽化成蛾

了，但是無照光組的蛾卻很少。 

由長條圖發現，照光組在的 18 天就有近一半羽化成蛾，而無照光組在 24 天仍然不到一

半成蛾。 

 

 

（照光組已有許多蠟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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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 蠟蟲生物特性 

    

蠟蟲 吐絲 結蛹 蠟蛾 

1. 蠟蟲一生可以分為卵→幼蟲→吐絲包起自己→蛹→蠟蛾，屬完全變態昆蟲。蠟蟲期約

14 天左右，蛹期至少 8 天後會破蛹而出，羽化成蠟蛾。 

2. 蠟蟲：身長約 1 公分左右，不太會到處蠕動或找食物吃，吃了足夠的食物就不會再貪吃

了，喜歡爬到飼養箱上方。 

3. 吐絲：蠟蟲結蛹前會先吐絲把自己包起來，並在裏頭待著，可以不用進食，如果還沒結

蛹可以把絲撥開，在燈光 24 小時照射下，蠟蟲會跑出來偷吃塑膠，我們還發現蠟蟲吐

絲包起自己時，旁邊會有黑黑的很像排泄物的東西。 

無照光組 照光組 

時期 天數 時期 天數 

蛹期 第 8~16 天 8 天以上 蛹期 第 8~15 天 7 天以上 

蛾期 第 16 天之後 8 天以上 蛾期 第 15~24 天 8 天以上 

 

4. 蠟蛹：蠟蛹呈現深棕色，有些會包在絲裡結蛹，有一些不會在絲裡頭就會結蛹。根據上

方的統計表，無照光組的蛹期在 8 天以上，照光組的蛹期最短只要 7 天。 

5. 蠟蛾：蠟蟲破蛹而出會羽化成蛾，身體呈現咖啡色和深褐色，身體似乎有不少白色粉末，

使蠟蛾的身體為灰白色，張開翅膀寬可達 2 公分，長約 1 公分，最長可達 1.5 公分。無

照光組和照光組的蠟蛾期都可以超過 8 天以上。 

6. 比較結蛹與成蛾數量後發現，照光組在經歷平均蛹期七天後羽化成蛾率近九成，無照光

組在經歷平均蛹期八天後羽化成蛾率不到三成。 

（蠟蛾）  （破蛹而出後留下來的蠟蛹） 

 

 

 

蠟蛹期、蠟蛾期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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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蠟蟲生長紀錄 

  蠟蟲會吐絲將自己包覆住，把蠟蟲從絲裡撥開，蠟蟲會蠕動出來，可以拿食

物讓蠟蟲吃，但不一定會吃，只有編號二、六、八有吃塑膠，大部分都會爬到飼

養箱上方，在上方吐絲包覆自己然後結蛹。因有用一般 A4 紙擋住出口，防止蠟

蟲爬出，觀察到也有幾隻蠟蟲會吃紙，但為數不多，大多包覆自己待在絲裡面。 

三、 蠟蟲、蠟蛹、蠟蛾生長速度 

 

 

 

溫度變化與結蛹、羽化成蛾數量折線圖 

本次實驗分為兩組，編號一、三、五、七放置於教室角落為無照光組，編號二、四、六、

八為 24 小時照光組。無照光組平均溫度為 27.25 度 C、照光組平均溫度為 29.79 度 C，溫度

大多介於 24-29 度 C 之間。 

螞蟻入侵編號一、三、五的飼養箱，編號三、五有幾隻蠟蟲被螞蟻咬死，而編號一、七

（無照光組）、二、四、六、八（照光組）的蠟蟲幾乎都有結蛹，在第十九天時照光組的蠟

蟲幾乎超過半數都羽化成蠟蛾，第二十四天，無照光組約 23%變成蛾，照光組約 85%變成蛾，

我們推測 24 小時照光加溫會加速蠟蛹羽化成蛾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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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蠟蟲覓食行為 

 

編號一 

 

第一箱採用的塑膠材料是聚乙烯（軟塑膠），放置於教室

角落，沒有添加任何的口味，蠟蟲都沒有吃。 

編號二 

 

第二箱採用的塑膠材料是聚乙烯（軟塑膠），放置於照光

處，沒有添加任何口味，但蠟蟲有吃。 

  

編號三 

 

第三箱採用的塑膠材料是聚苯乙烯（硬塑膠），放置於教

室角落，沒有任何的口味，而且是硬塑膠，蠟蟲都沒有

吃。 

編號四 

 

第四箱採用的塑膠材料是聚苯乙烯（硬塑膠），放置於照

光處，沒有任何的口味，而且是硬塑膠，所以蠟蟲都沒有

吃。 

編號五 

 

第五箱採用的塑膠材料是聚乙烯（軟塑膠），放置於教室

角落，有加蜂蜜，但是蠟蟲並未吃塑膠。 

編號六 

 

第六箱採用的塑膠材料是聚乙烯（軟塑膠），放置於照光

處，有加蜂蜜，觀察蠟蟲有吃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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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七 

 

第七箱採用的塑膠材料是聚乙烯（軟塑膠），放置於教室

角落，有加蘋果果汁，蠟蟲沒有吃塑膠。 

編號八 

 

第八箱採用的塑膠材料是聚乙烯（軟塑膠），放置於照光

處，加蘋果果汁，蠟蟲有吃塑膠。 

                    

根據上面記錄，編號一和二、編號五和六、編號七和八，同樣的食物下，在編號二、

六、八的照光組下，蠟蟲有吃塑膠，但是無照光的編號一、五、七卻沒有吃塑膠，我們推測

24 小時照光會增加蠟蟲吃塑膠的興趣。 

 

陸、 討論 

一、 蠟蟲不需要一直飲食 

蠟蟲在成蟲時所需要的飲食量很少，吃了足夠的食物就可以結蛹、羽化成蛾，經過

這次的研究，在編號一、三、四、五、七的飼養箱中，蠟蟲都沒有吃塑膠，仍然可以結

蛹羽化成蛾。在觀察蠟蛹羽化成蠟蛾的過程中，有觀察到一隻蠟蛾一直卡在自己的蠟蛹

裡，就算幫牠掙脫出來，牠也看起來很虛弱，不確定是不是沒有吃東西的影響，可以做

為未來的研究去觀察。 

二、 蠟蟲吐絲 

這次實驗在觀察蠟蟲的時候，發現到蠟蟲會提早吐絲把自己包覆起來，這部份是我

們還需要去了解的，因為撥開蠟蟲的絲，蠟蟲尚未結蛹還會爬出來，只是吐絲包覆自己

的蠟蟲我們無法觀察到牠在裡面是不是已經結蛹，這是在研究過程中的一個比較難克服

的困難。 

三、 蠟蟲會吃聚乙烯 

我們放了不同種類的塑膠在編號一、二、三、四的飼養箱中，編號一、二的塑膠袋

是聚乙烯，編號三、四的透明資料夾塑膠是聚苯乙烯，研究發現不管有沒有照光蠟蟲都

不會吃聚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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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4 小時照光加溫會讓蠟蟲食用聚乙烯，味道不影響 

在編號一、二、五、六、七、八放有聚乙烯的塑膠當中，編號一、二沒有添加任何

味道；編號五、六添加蜂蜜；編號七、八添加果汁，只有照光的二、六、八出現了蠟蟲

食用聚乙烯的情形，沒有照光的一、五、七都沒有食用，顯示不管是否有放果汁、蜂蜜，

都不會影響蠟蟲食用塑膠的意願。 

柒、結論 

一、蠟蟲成長 

蠟蟲結蛹至羽化成蛾的過程很明顯受到照光的影響，24 小時照光加溫會加快結蛹、

成蛾的速度。照光組平均比無照光組加快一天結蛹，而照光組比無照光組結蛹數量平均

多一成；照光組在經歷平均蛹期七天後羽化成蛾率近九成，無照光組在經歷平均蛹期八

天後羽化成蛾率不到三成。 

二、吸引蠟蟲吃塑膠 

在過去的資料中，溫度會加快蠟蟲的生長速度，而我們的實驗中發現，增加光照時

間，會促進蠟蟲食用塑膠，但也會讓蠟蛹更快羽化成蠟蛾。本次實驗分為 24 小時照光組

和無照光組，照光組會加快蠟蟲結蛹與羽化成蛾的速度。但是對於不同種類的塑膠（聚

乙烯、聚苯乙烯）、不同氣味、味道的塑膠，並未提升蠟蟲食用的興趣。 

三、照光加溫的影響 

本次實驗照光組為 24 小時照光加溫，無照光組雖放置於教室角落，一到五白天仍有

日光燈，僅週末教室較陰暗，無照光組僅自然光源未專門提供 24 小時充足光源。建議未

來若調整光照的時間，如連續 24 小時照光，照光 12 小時、不照光 12 小時交替，或者更

縝密區分不同溫度影響，是否會影響蠟蟲食用塑膠的意願提供參考。 

捌、參考資料及其他 

曾柏諺編譯(2017)：蟲蟲可以幫我們解決塑膠汙染問題嗎？國家地理頻道。 

蠟蟲：維基百科。 

魏國金編譯(2017)：魚餌蟲愛吃塑膠 垃圾危機有解？自由時報。 

舒超(2017)：科學家發現能進食並分解塑膠的昆蟲。明日科學。 

鄭昱庭整理報導(2017)：大蠟蛾幼蟲吃塑膠 地球環保指望牠。世界民報。 

塞達卡撰文(2017)：吃塑膠的蟲。科學人雜誌。 

你當我吃塑的？－臺灣小蠟蟲攝食環保型塑膠之探討。臺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中華民

國第 58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作品海報 

【評語】080309  

1. 此作品為蠟蟲的養蟲觀察過程紀錄，並對蠟蟲是否會取食塑

膠的行為進行試驗，觀察記錄簡潔清楚，有系統地收集資料。

研究主題清楚且聚焦，研究題材切合環保。 

2. 惟實驗設計宜嚴謹，控制變因應敘明。目前關於蠟蟲已有多

篇相關研究，建議可基於文獻探討後深入觀察。 

3. 實驗設計可以加強變因的定量控制，確認變因，例如照光組

應排除溫度造成影響。實驗過程遇到螞蟻干擾，數據無法呈

現正確性。羽化成蛾之試驗結果，照光組較無照光組為高，

且顯著差異，但是照光組之溫度較不照光組高 2.5度，實驗

無法說明是否亦受溫度之影響。光和溫度的實驗在處理變因

上混淆，這些部分的研究應再加強。 

4. 進一步發現蠟蟲食塑膠與光照的影響蠟蟲吃聚乙烯(軟塑膠)

而不吃聚苯乙烯(硬塑膠)之結果，宜考慮是否因軟硬結構因

素造成，以釐清 PE和 PS偏好性的差異真實性。取食塑膠的

行為觀察應該有更好的實驗設計。 

C:\Users\ShariChen\Desktop\NSF\排版\080309-評語 

 



摘要                             
        本研究蠟蟲觀察～燈光下的零食！目的在觀察蠟蟲在不同溫度、光線照射下成蟲、結蛹、羽化成
蛾的成長過程，過去資料顯示蠟蟲會吃塑膠，我們便把塑膠作為蠟蟲的零食，了解蠟蟲食用塑膠的狀
況。研究方式為實驗法，將160隻蠟蟲分為八組，每組20隻，放入八種不同類別的飼養箱當中，觀察
蠟蟲的生長。研究結果發現，蠟蟲成蟲不需要一直進食，24小時照光會加快蠟蟲羽化成蛾的速度，也
會提高蠟蟲食用塑膠的食慾，而塑膠沾上蜂蜜或果汁並未影響蠟蟲食用塑膠的動機。最後探討相關研
究過程作為未來研究之參考。 
   
 
  

壹、研究動機 
  爸爸釣魚時會把一條條小小、白白的小蟲當作魚餌來釣魚，蠕動的小蟲好像在吐絲，我不知道那
是什麼蟲，忍不住問爸爸，原來是蠟蟲，因為牠在水中會蠕動能吸引魚兒上鉤，所以是很好的魚餌。
我回家查了蠟蟲的相關資料，蠟蟲屬於真核生物域－動物界－節肢動物門－昆蟲綱－鱗翅目－螟蛾科
－小蠟螟，可以做為魚餌或是寵物的糧食，蠟蟲喜歡寄生在蜂巢，牠會吃花粉、蜜蜂脫下來的殼也會
食用蜂蠟，科學家研究蠟蟲的體內有一種酶，可以讓蠟蟲食用並分解蜂蠟和塑膠，這件事實在讓我太
驚訝了！很好奇蠟蟲的生長過程，所以這次科展實驗便決定用蠟蟲作為主題，觀察蠟蟲的生長史。 
  相關資料提到蠟蟲成蟲大約會在2週的時間內開始結蛹，溫度較高時則會快些，所以我們想了解
溫度對蠟蟲生長速度的影響，同時將塑膠作為蠟蟲的零食，觀察蠟蟲吃塑膠的狀況。 
        

  

變   項 

實驗設計 

觀察範圍 

研究方式 
實驗 
觀察 

蠟蟲 

有無 
照光 

食物 

塑膠 加味 

蠟蛹 

有無 
照光 

蠟蛾 

有無 
照光 塑膠袋 資料夾 蘋果 蜂蜜 

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蠟蟲觀察 
 
 
 
 
 
 
 
二、飼養過程 
1.  購買作為寵物飼料的蠟蟲，剛買來的幾隻已經吐絲把自己包住，賣蠟蟲的老闆說蠟蟲會待在裡頭兩
週才會結蛹，為了觀察，小心翼翼地把蠟蟲的絲撥開，將蠟蟲平分成八箱，每箱都是20隻。 
2.  過去研究發現蠟蟲會吃塑膠，但蠟蟲只要吃夠食物後就不一定需要進食，所以將塑膠作為蠟蟲的零
食補給，使用不同厚度和硬度的塑膠，有一些塗上蜂蜜和蘋果汁，觀察蠟蟲會不會因為不同的口味增
加牠的食慾。 
3.  資料顯示蠟蟲成蟲大約會在2週的時間內開始結蛹，溫度較高時則會快些，想了解溫度對蠟蟲的影
響，所以使用燈泡照射飼養箱提高溫度，區分成兩組，無照光組放置教室陰暗角落，在一至五白天會
有教室的日光燈，週末便不會有日光燈照射；照光組為每天24小時照光，使用黃光燈泡照射飼養箱。 

蠟蟲長得像一條毛毛蟲，身

體是米白色的，身長約1公分

左右丶身寬約0.4～0.6公

分。 

蠟蟲結蛹前會先吐絲把自己包起

來，在裏頭可以不用進食，如果還

沒結蛹可以把絲撥開，在燈光24小

時照射下，蠟蟲會跑出來偷吃塑

膠。 

無照光組 
放置於教室角落 

照光組 
燈泡24小時照射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飼養箱 電子磅秤 
環境 
溫度計 

燈泡 

貳、研究目的與架構 
一、研究目的 

1、觀察蠟蟲成蟲的成長過程 

2、觀察蠟蟲的結蛹過程 

3、觀察蠟蟲羽化成蛾的過程 

4、觀察蠟蟲在不同的溫度、光照下食用塑膠狀況 

5、觀察蠟蟲食用加了蜂蜜、果汁的塑膠的情形 

二、研究架構 

無照光組 編號一 編號三 編號五 編號七 

食物 塑膠袋（聚乙烯PE） 透明資料夾（聚苯乙烯PS) 
   塑膠袋（聚乙烯PE）    ＋蜂蜜  

   塑膠袋（聚乙烯PE）    ＋果汁 

照光組 編號二 編號四 編號六 編號八 

食物 塑膠袋（聚乙烯PE） 透明資料夾（聚苯乙烯PS） 
  塑膠袋（聚乙烯PE）    ＋蜂蜜 

  塑膠袋（聚乙烯PE）    ＋果汁 

分組類別 

分組情形 



蠟蛹期、蠟蛾期天數 

一、蠟蟲生長 

1.   蠟蟲一生可以分為卵→幼蟲→吐絲包起自己→蛹→蠟蛾， 

屬完全變態昆蟲。蠟蟲期約14天左右，蛹期至少8天後會破 

蛹而出，羽化成蠟蛾。 

2. 觀察： 

 蠟蟲：身長約1公分左右，不太會到處蠕動或找食物吃，吃了足夠

的食物就不會再吃了，喜歡爬到飼養箱上方。 

 吐絲：蠟蟲結蛹前會先吐絲把自己包起來，並在裏頭待著，可以不

用進食，如果還沒結蛹可以把絲撥開，在燈光24小時照射下，蠟蟲

吃塑膠，我們還發現蠟蟲吐絲包起自己時，旁邊會有黑黑的很像排

泄物的東西。  

 蠟蛹：蠟蛹呈現深棕色，有些會包在絲裡結蛹，有一些不會在絲裡

頭就會結蛹。右上方的統計表顯示無照光組的蛹期在8天以上，照

光組的蛹期最短只要7天。 

 蠟蛾：蠟蟲破蛹而出會變成蛾，身體呈現咖啡色和深褐色，身體似

乎有不少白色粉末，使蠟蛾的身體為灰白色，張開翅膀寬可達2公

分，長約1公分，最長可達1.5公分。無照光組和照光組的蠟蛾期都

可以超過8天以上。 

無照光 有照光 

時期 天數 時期 天數 

蛹期 8天以上 蛹期 7天以上  

蛾期 8天以上 蛾期 8天以上 

蠟蛾 

破蛹而出後留下來的蠟蛹 

二、蠟蟲在不同飼養環境中 

   

蠟蟲、蠟蛹、蠟蛾生長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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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實驗中，編號一、三、五、七為無照光組，編號二、四、六、八為照光加溫組。無照光組平均溫

度為27.25度C、照光組平均溫度為29.79度C。從上圖可以發現，有照光組蠟蟲羽化成蛾的數量較多。 

伍、研究結果 

蠟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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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結蛹折線圖發現，照光組
較快結蛹，平均每天照光組比無
照光組結蛹數量多。 

  由羽化成蛾折線圖發現，照
光組在第24天成蛾數量近九成，
無照光組在第24天成蛾數量不到
三成。 
 

結蛹折線圖 羽化成蛾折線圖 

編號一 編號三 編號五 編號七 

編號二 編號四 編號六 編號八 

天數 



三、蠟蟲覓食行為 

 根據上面記錄，無照光組都沒有吃塑膠的現象；照光組中除了PS塑膠組未吃，蠟蟲都有吃PE

塑膠，我們推測24小時照光加溫會促進蠟蟲吃PE塑膠。 

陸、討論 
一、塑膠非必要飲食 

蠟蟲在成長時所需要的飲食量很少，吃了足夠的食

物就可以結蛹、羽化成蛾，本次研究中，一、三、四、

五、七號飼養箱中，蠟蟲都沒有吃塑膠，但仍可以結

蛹、羽化成蛾。 

 

二、吃聚乙烯PE、不吃聚苯乙烯PS 

在一、二、三、四號飼養箱中，編號一、二的食物

塑膠袋材質是聚乙烯PE，編號三、 四的食物資料夾

材質是聚苯乙烯PS，觀察發現在任何條件下蠟蟲都不

會吃聚苯乙烯PS。 

 

三、光照影響進食，味道不影響 

飼養箱中，編號一、二沒有添加任何味道；編號五、

六添加蜂蜜；編號七、八添加果汁，僅有照光的二、

六、八號飼養箱中的聚乙烯PE有被食用痕跡，顯示果

汁、蜂蜜等蠟蟲喜愛的味道，並不會影響蠟蟲食用聚

乙烯PE的意願。 

 

四、吃飽就會吐絲等待結蛹 

尚未進入結蛹階段，部分蠟蟲會提早吐絲把自己包

覆起來，若撥開蠟蟲的絲，蠟蟲會爬出來但不再進食。

吐絲包覆自己的蠟蟲我們無法觀察到牠在裡面是不是

已經結蛹，是研究過程中較難以克服的障礙。 
 捌、參考資料及其他 
曾柏諺編譯(2017)：蟲蟲可以幫我們解決塑膠汙染問題嗎？   

國家地理頻道。 

蠟蟲：維基百科。 

魏國金編譯(2017)：魚餌蟲愛吃塑膠 垃圾危機有解？自由 

時報。 

舒超(2017)：科學家發現能進食並分解塑膠的昆蟲。明日 

科學。 

鄭昱庭整理報導(2017)：大蠟蛾幼蟲吃塑膠 地球環保指望 

牠。世界民報。 

塞達卡撰文(2017)：吃塑膠的蟲。科學人雜誌。 

你當我吃塑的？－臺灣小蠟蟲攝食環保型塑膠之探討。臺 

中市立溪南國民中學。中華民國第 58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柒、結論 
一、蠟蟲成長 

 蠟蟲結蛹至羽化成蛾的過程很明顯受到照光的

影響，24小時照光會加快羽化成蛾的速度。本次實

驗設計的飼養環境較簡易造成瑕疵，過程中被螞蟻

入侵是我們本次研究最可惜的部分，不然我們就能

有更完整的資料來探討蠟蟲照光後的成長和食用塑

膠的變化。 

二、吸引蠟蟲吃塑膠 

 過去資料提到溫度會加快蠟蟲的生長速度，我

們實驗發現使用24小時黃光燈泡照射，會促進蠟蟲

食用塑膠，也會讓蠟蛹更快羽化成蠟蛾。對於不同

味道（果汁、蜂蜜）的塑膠，並未提升蠟蟲的食慾。 

三、照光加溫的影響 

 實驗照光組為24小時照光，無照光組雖放置於

教室角落，一到五白天仍有日光燈，僅週末教室較

陰暗，若調整光照的時間，如連續24小時照光，照

光12小時、不照光12小時交替，或使用照光但溫度

不會升高的LED燈，了解蠟蟲食用塑膠的意願是受

照光影響或受溫度影響，提供未來研究參考。 

無照光組 有照光組 

PE 沒吃 
 

有吃 

PS 沒吃 沒吃 

PE+ 
蜂蜜 

沒吃 有吃 

PE+ 
果汁 

沒吃 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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