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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選擇適當的魚種，來探討氣味、光色、群體行動、水溫、不同溶液和音頻對魚

行動力的影響。我們發現，讓魚持續走在一個同樣的路線，會成為他們短暫的記憶；和大肚

魚相比，螢光魚及金魚靈敏許多；飼料比保麗龍味道重，魚的反應也較顯著；在光色測試中，

魚在藍色光遊得較快；魚活動雖然以群體為優先，且螢光魚的隊形都維持在一直線上，一起

到終點，但是單獨一隻魚行動所費時間最少；雖然水溫度在 20°C〜35°C 所花時間平均最短，

但是 15°C〜20°C 所費時間卻是逐次縮短；酒精對於魚活動力大幅提升。而食鹽則無太大的影

響；聲波能使魚的速度大幅提升；魚的記性並不短，只要走過，也會有印象且游得越來越快。 

 

壹、前言（含研究動機、目的、文獻回顧） 

一、研究動機 

    偶然在網路上看見一篇笑話，小魚問大魚為什麼魚的記憶力只有 7 秒。大魚因為聽不清

楚而拜託他再說一遍。小魚卻馬上忘記自己問了什麼。我想到常常在社交軟體上看「金魚腦」

這種詞彙，用來形容頭腦簡單或是常常忘東忘西的人，因此我們就懷疑魚的記憶力是否真的

只有 7 秒，決定設計一個迷宮，透過魚走迷宮的快慢來了解魚的記憶力。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常見魚種以利進行實驗。 

  （二）探討氣味對魚行動力的影響。 

  （三）探討光色對魚行動力的影響。 

  （四）探討群體數對魚行動力的影響。 

  （五）探討水溫對魚行動力的影響。 

  （六）探討不同溶液對魚行動力的影響。 

  （七）探討音頻對魚行動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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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回顧 

  （一）趨光習性： 

    魚類對光敏感，光可以直接影響魚類的生活方式和習性，同種的魚類在不同的環境

下，對光的反應也會有差別。用光誘法捕魚時，例如槍烏賊對紫色的光線反應比其他顏

色光線強烈很多，用強功率穿透性強的橙色、黃色照射水域誘集針魚，效果明顯，很快

就會聚集（釣友之聲，2021）。 

 

  （二）螢光魚： 

    螢光魚又被稱為「基因改造寵物魚」（GM pet fish）。是利用顯微注射法，把一段構

築好的外來 DNA 片段注入熱帶觀賞魚的受精卵內，再經過培育、外表篩選、DNA 檢驗、

繼代培養所得到的一種特殊品系（蔡懷楨，2015）。 

      

  （三）大肚魚： 

        卵胎生動物，也就是讓受精卵留在雌魚的肚子裡發育，孵化後再從雌魚的生殖孔生 

    出來。原產於美國中部，喜歡群居於較溫暖的水域，偏肉食性，主要以水棲昆蟲為食。 

    對環境污染耐受力強。 

        

  （四）記憶力： 

    記憶可視為將外部資訊經處裡後儲存於大腦內的認知過程，其透過登錄、儲存、提

取等階段順序，將接受的刺激訊息轉化成固體記憶，並在需要使用時透過新舊記憶的整

合而快速提取（郭子萱，2019）。 

 

  （五）魚的聽覺： 

    魚除了能接收到聲音，也具備感受聲壓、粒子振動、辨別頻率和辨別方向的能力（邢

彬彬，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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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魚的感官： 

    斑馬魚對 4 種單色光的瞬間適應力由強到弱依次為綠光、紅光、藍光、黃光。不喜

歡黃光，且對紅光、綠光表現強烈趨向性，而對藍光的喜好適中（鄧青燕等，2020）。 

 

貳、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實驗魚種：  

    各取螢光魚與大肚魚 20 隻以上． 

      

螢光魚 大肚魚 金魚 

 

二、材料：  

      

保麗龍球 魚飼料 瓦楞板 

 

 

  

塑膠盆（30cm*40cm*10.5cm) 玻璃紙 (紅、綠、藍、黃) 飲用水  （55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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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實驗器材： 

       

溫度計 手錶 ( 計時 ) 量筒 燒杯 

       

三腳架 熱熔槍 檯燈 照度計 

  

   

手機下載（頻率發生器）APP 

 

四、實驗藥品： 

    

氯化鈉 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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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製作迷宮    

    先在草稿上設計迷宮的路線圖，並按照設計好的大小來切割瓦楞板，最後再將瓦楞

板用熱熔膠黏至盆子上即可。 

（一）製作玻璃紙支架   

首先，將一片瓦楞板挖空成大約 25 公分*35 公分的空洞，以支架支撐在迷宮上，

使色光能順利照射在迷宮上，然後把各種顏色的玻璃紙黏貼在鏤空的瓦楞板上，

最後再將檯燈固定在迷宮上即可。 

（二）製作飼料板（舊版） 

      將一塊瓦楞板剪成 4.5 公分*4.5 公分，並將飼料用熱熔槍黏在上面。 

（三）製作飼料袋(改良版) 

      將一塊約 5 公分*5 公分的紗布，包裹住飼料，並用橡皮筋綁起來。 

 

二、選擇適當魚種進行實驗 

    在大約 20°C 的飲用水中，分別以訓練過的 1 隻大肚魚、螢光魚和金魚進行實驗。首

先，將魚用障礙物困在起點，然後把飼料放置於終點。接下來測量從起點到終點所花費

的時間，各計時三次。實驗用魚都禁食一天整。 

 

三、探討氣味對魚行動力的影響 

    在大約 20°C 的飲用水中，分別以保麗龍球及飼料放在終點作為誘因，進行 2 隻螢光

魚和 2 隻金魚的實驗。首先，將魚用障礙物困在起點，然後把保麗龍或者飼料放置於終

點。接下來測量從起點到終點所花費的時間，各計時三次。實驗用魚都禁食一天整，且

經過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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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討光色對魚行動力的影響 

    在大約 20°C 的飲用水中，分別以紅、黃、綠、藍色的玻璃紙進行實驗。依序將各種

顏色的玻璃紙黏貼玻璃紙支架，創造各種光色。接著，依序把訓練過的螢光魚 1、螢光

魚 2 和金魚 1、金魚 2 困在起點，把飼料放置於終點。測量從起點到終點所花費的時間，

各計時三次。實驗用魚都禁食一天整。 

 

五、探討群體對魚行動力的影響 

    在大約 20°C 的飲用水中，分別以經訓練過的 1、2、3、4 隻螢光魚和金魚進行實驗。

依序將各種數量的魚用障礙物困在起點，然後把飼料放置於終點。接下來測量從起點到

終點所花費的時間，用手錶各計時三次。每次計時，皆以所有魚抵達終點所花費的時間

做為標準。實驗用魚都禁食一天整。 

 

六、探討水溫對魚行動力的影響 

    用 2 隻經過訓練的螢光魚和金魚，分別以 15°C〜20°C、20°C〜25°C、30°C〜35°C

的飲用水進行實驗，首先將魚用障礙物困在起點，然後把飼料放置於終點。接下來測量

從起點到終點所花費的時間，各計時三次。15°C〜20°C 的冷水是利用冰塊去調整溫度，

而 30°C〜35°C 的熱水則是以煮沸的飲用水去調整。實驗用魚都禁食一天整。 

 

七、探討不同溶液對魚行動力的影響   

    在大約 20°C 的飲用水，以食鹽水和酒精，進行 2 隻訓練過的螢光魚及金魚的實驗。

在酒精實驗中，將 75％的 10 克酒精到入 5500 克飲用水的迷宮裡攪拌均勻，再將魚用障

礙物困在起點，測量從起點到終點所花費的時間，用手錶計時三次。而在添加食鹽的實

驗中，則以 100 克的飲用水溶解 10 克的食鹽製成食鹽水，倒入 5400 克飲用水的迷宮裡

攪拌均勻，再將魚用障礙物困在起點，測量從起點到終點所花費的時間三次。實驗用魚

都禁食一天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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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探討音頻對魚行動力的影響 

    在大約 20°C 的飲用水中，首先在終點處放入手機，由低頻至高頻，分別發出 25、

100、200、300、400、500、1000 Hz 的頻率作為誘因，而不放置飼料。接著，依序將訓

練過後的螢光魚 1、螢光魚 2 和金魚 1、金魚 2 用障礙物困在起點，測量從起點到終點所

花費的時間三次。實驗用魚都禁食一天整。 

 

 

 

 

 

肆、研究結果 

 

迷宮示意圖 

 

一、選擇適當魚種進行實驗 

    本研究選擇的大肚魚、螢光魚和金魚的長度皆約 2〜3 公分。將他們從入口放入之後，開

始測試他們到達出口的時間，分別實驗三次。從迷宮起點到迷宮終點最近的距離是 83 公分。 

 

 

 

入口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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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肚魚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時間：5 分 17 秒 時間： 5 分 10 秒 時間： 5 分 01 秒 

 

（二） 螢光魚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時間： 2 分 04 秒 時間：1 分 22 秒 時間： 1 分 05 秒 

 

（三） 金魚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時間： 1 分 48 秒 時間： 1 分 30 秒 時間： 1 分 4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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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肚魚在實驗中，三次的平均大約是 5 分 9 秒，而螢光魚則是花費約 1 分 30 秒。金魚三

次平均大約是 1 分 39 秒。大肚魚在過程中頻繁地停下來，而螢光魚和金魚則較為順利，因此，

我們決定選用較有效率的螢光魚和金魚，進行接下來的所有實驗。其中，這兩種魚在三次走

迷宮的實驗中，皆有時間漸減的趨勢，證明了魚記憶力並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短。 

 

二、選用各種帶有不同氣味的物質做為研究依據 

（一）檢測魚對保麗龍球的敏感度。 

      將一隻螢光魚和金魚放入 20°C 的飲用水中，並將保麗龍球放在終點處計時。 

1. 螢光魚 

 

 

 

 

 

 

 

 

 

 

 

 

 

 

 

 

 

保麗龍球 

 

 

 

螢光魚 1 螢光魚 2  

第一次實驗時間：5 分 21 秒 第二次實驗時間：2 分 13 秒  

第一次實驗時間：5 分 35 秒 第二次實驗時間：2 分 18 秒  

第一次實驗時間：5 分 47 秒 第二次實驗時間：2 分 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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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魚 

 

 

 

 

 

 

 

 

 

 

（二）檢測魚對飼料的敏感度。 

      將一隻螢光魚和金魚放入 20°C 的飲用水中，並將飼料板放在終點處計時。        

1. 螢光魚 

 

 

 

 

 

 

 

 

 

 

 

 

保麗龍球 

 

 

 

金魚 1 金魚 2  

第一次實驗時間：2 分 49 秒 第二次實驗時間：2 分 03 秒  

第一次實驗時間：2 分 42 秒 第二次實驗時間：1 分 58 秒  

第一次實驗時間：2 分 49 秒 第二次實驗時間：1 分 49 秒  

魚飼料 

 

 

 

螢光魚 1 螢光魚 2  

第一次實驗時間：2 分 04 秒 第二次實驗時間：1 分 25 秒  

第一次實驗時間：1 分 22 秒 第二次實驗時間：1 分 22 秒  

第一次實驗時間：1 分 05 秒 第二次實驗時間：1 分 2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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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魚 

 

 

 

 

 

 

 

 

 

 

根據魚飼料和保麗龍球的實驗，螢光魚和金魚對保麗龍所花費時間明顯比魚飼料的實驗

所花的時間長。得知魚在終點放置保麗龍球氣味的不明顯，導致效果不佳。因此，接下下來

的實驗，都以魚飼料作為誘因，我們將魚放在沒放任何誘餌的容器裡，發現魚停留在原地或

漫無目的的游，因此此實驗需要誘餌，才能夠引導魚往目標的地方游去。 

 

三、選用不同玻璃紙探討光色對魚的影響 

    本研究採用色光三原色紅、綠、藍，並加入黃光，來探討光色對於魚的影響。我們使用

了紅、黃、綠、藍四種玻璃紙分別來進行實驗。將螢光魚和金魚放置於入口處後，計時到達

終點所花費的時間。分別用照度計測量各種光色下的照度：白光 1600Lux、紅光 126 Lux、黃

光 795 Lux、綠光 112 Lux、藍光 478 Lux 

 

 

 

 

 

魚飼料 

 

 

 

金魚 1 金魚 2  

第一次實驗時間：1 分 48 秒 第二次實驗時間：1 分 49 秒  

第一次實驗時間：1 分 30 秒 第二次實驗時間：1 分 02 秒  

第一次實驗時間：1 分 40 秒 第二次實驗時間：0分 5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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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螢光魚 

 1. 紅色光對魚的影響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螢光魚 1 時間：3 分 11 秒 時間：0 分 43 秒 時間：1 分 47 秒 1 分 54 秒 

螢光魚 2 時間：2 分 11 秒 時間：2 分 05 秒 時間：2 分 09 秒 2 分 08 秒 

 

2. 黃色光對魚的影響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螢光魚 1 時間：0 分 58 秒 時間：3 分 44 秒 時間：2 分 11 秒 2 分 18 秒 

螢光魚 2 時間：2 分 23 秒 時間：2 分 23 秒 時間：2 分 19 秒 2 分 22 秒 

 

3. 綠色光對魚的影響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螢光魚 1 時間：1 分 56 秒 時間：1 分 53 秒 時間：0 分 55 秒 1 分 35 秒 

螢光魚 2 時間：2 分 15 秒 時間：2 分 10 秒 時間：2 分 19 秒 2 分 1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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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藍色光對魚的影響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螢光魚 1 時間：0 分 44 秒 時間：1 分 04 秒 時間：1 分 30 秒 1 分 06 秒 

螢光魚 2 時間：1 分 35 秒 時間：1 分 36 秒 時間：1 分 40 秒 1 分 37 秒 

 

（二）金魚 

 1. 紅色光對魚的影響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金魚 1 時間： 2 分 36 秒 時間：2 分 30 秒 時間：2 分 22 秒 2 分 29 秒 

金魚 2 時間：1 分 48 秒 時間：1 分 36 秒 時間：1 分 34 秒 1 分 39 秒 

 

 2.  黃色光對魚的影響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金魚 1 時間：1 分 30 秒 時間：1 分 22 秒 時間：1 分 15 秒 1 分 22 秒 

金魚 2 時間：1 分 27 秒 時間：1 分 25 秒 時間：1 分 16 秒 1 分 23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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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綠色光對魚的影響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金魚 1 時間：1 分 18 秒 時間：1 分 27 秒 時間：1 分 16 秒 1 分 20 秒 

金魚 2 時間：1 分 16 秒 時間：1 分 18 秒 時間：1 分 19 秒 1 分 18 秒 

 

4. 藍色光對魚的影響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金魚 1 時間：1 分 32 秒 時間：1 分 16 秒 時間：1 分 16 秒 1 分 21 秒 

金魚 2 時間：0 分 55 秒 時間：1 分 23 秒 時間：1 分 21 秒 1 分 13 秒 

    螢光魚 1：在光照下的速度，藍色光＞綠色光＞紅色光＞黃色光。 

    螢光魚 2：在光照下的速度，藍色光＞紅色光＞綠色光＞黃色光。 

    金魚 1：在光照下的速度，藍色光近似於綠色光＞紅色光近似於黃色光。 

    金魚 2：在光照下的速度，藍色光＞綠色光＞紅色光近似於黃色光。 

    推測由於魚不喜歡黃光，且對紅光、綠光表現強烈趨向性，對藍光的喜好適中，因此反

應在魚的游速上。在紅色光和藍色光照射下兩種魚速度差不多；在黃色光照射下金魚比螢光

魚快；在綠色光照射下金魚比螢光魚快。 

    在每個實驗中，螢光魚和金魚在不同顏色的光照下所花的時間皆不同。所以這個實驗證

明光線會對不同魚種的行動力造成影響，螢光魚和金魚在藍色光照下游得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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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不同數量的魚進行迷宮實驗 

（一）螢光魚 

 1. 1 隻魚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時間：1 分 22 秒 時間：1 分 05 秒 時間：1 分 18 秒 1 分 15 秒 

   

2. 2 隻魚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時間：2 分 21 秒 時間：1 分 58 秒 時間：2 分 20 秒 2 分 13 秒 

  

 3. 3 隻魚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時間：2 分 46 秒 時間：2 分 45 秒 時間：2 分 36 秒 2 分 42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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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隻魚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時間：2 分 35 秒 時間：1 分 44 秒 時間：2 分 00 秒 2 分 06 秒 

 

（二）金魚 

  1. 1 隻魚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時間：1 分 48 秒 時間：1 分 30 秒 時間：1 分 40 秒 1 分 39 秒 

 

2. 2 隻魚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時間：2 分 40 秒 時間：2 分 32 秒 時間：2 分 36 秒 2 分 36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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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隻魚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時間：1 分 46 秒 時間：1 分 57 秒 時間：1 分 17 秒 1 分 40 秒 

 

4. 4 隻魚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時間：1 分 33 秒 時間：1 分 39 秒 時間：2 分 27 秒 1 分 53 秒 

 

我們發現無論是單獨一隻螢光魚或是單獨一隻金魚游的速度都比群體行動還快。我們在

做實驗時會把上一次實驗的魚用到下一個實驗中，我們發現第一次實驗的那隻魚總是會先游

到終點，我們推測魚的記憶力是可以訓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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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整水溫並觀察其影響 

    本研究採用台灣春、夏、秋等季節的平均溫度，來對螢光魚和金魚製作迷宮試驗。將魚

從入口處放下後，計時到達終點的時間。 

（一）螢光魚 

1. 15°C〜20°C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螢光魚 1 時間：2 分 26 秒 時間：1 分 14 秒 時間：1 分 00 秒 1 分 33 秒 

螢光魚 2 時間：2 分 08 秒 時間：2 分 16 秒 時間：2 分 10 秒 2 分 11 秒 

 

 2. 20°C〜25°C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螢光魚 1 時間：0 分 53 秒 時間：1 分 27 秒 時間： 2 分 23 秒 1 分 34 秒 

螢光魚 2 時間：1 分 25 秒 時間：1 分 22 秒 時間：1 分 20 秒 1 分 22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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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0°C〜35°C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  

第三次實驗 

 

 

平均 

螢光魚 1 時間：0 分 43 秒 時間：1 分 06 秒 時間：1 分 50 秒 1 分 13 秒 

螢光魚 2 時間：1 分 16 秒 時間：1 分 36 秒 時間：1 分 22 秒 1 分 25 秒 

 

（二）金魚 

 1. 15°C〜20°C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金魚 1 時間：1 分 50 秒 時間：1 分 45 秒 時間：1 分 43 秒 1 分 46 秒 

金魚 2 時間：2 分 06 秒 時間：2 分 04 秒 時間：1 分 32 秒 1 分 54 秒 

 

 2. 20°C〜25°C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金魚 1 時間：1 分 48 秒 時間：1 分 30 秒 時間：1 分 40 秒 1 分 39 秒 

金魚 2 時間：1 分 49 秒 時間：1 分 02 秒 時間：0 分 55 秒 1 分 1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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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0°C〜35°C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金魚 1 時間：1 分 14 秒 時間：1 分 15 秒 時間：1 分 27 秒 1 分 19 秒 

金魚 2 時間：1 分 31 秒 時間：2 分 04 秒 時間：1 分 56 秒 1 分 50 秒 

     螢光魚 1 在 30°C～35°C 水溫下游的最快，在其他兩個水溫下所花的時間則差不多；螢

光魚 2 則是在 20°C～25°C 下游的最快，與 30°C～35°C 所花的時間相差不多。金魚 1 在 30°C

～35°C 水溫下游的最快，在 15°C～20°C 水溫下游的最慢；金魚 2 在 20°C～25°C 水溫下游

的最快，另外兩個水溫下所花的時間差不多。 

    在每個實驗中，螢光魚和金魚在不同溫度下所花的時間皆不同。所以這個實驗證明溫度

會對不同魚種的行動力造成影響。 

 

六、添加不同溶液對魚行動力的影響 

     本研究皆採用中性溶液來測試。分別是市售濃度 75%的酒精和食鹽，兩者與水的比例皆

為 10 克溶質：5500 克溶劑。將魚從入口放下後，開始計時到達出口的時間。 

（一）螢光魚 

1.添加酒精：以下皆為魚到達出口的照片。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螢光魚 1 時間：0 分 35 秒 時間：0 分 43 秒 時間：0 分 29 秒 0 分 36 秒 

螢光魚 2 時間：1 分 18 秒 時間：1 分 21 秒 時間：1 分 19 秒 1 分 19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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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添加食鹽：以下皆為魚到達出口的照片。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螢光魚 1 時間：2 分 14 秒 時間：2 分 05 秒 時間：1 分 10 秒 1 分 50 秒 

螢光魚 2 時間：1 分 21 秒 時間：1 分 22 秒 時間：1 分 26 秒 1 分 23 秒 

 

（二）金魚 

 1.添加酒精：以下皆為魚到達出口的照片。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金魚 1 時間：1 分 18 秒 時間：1 分 14 秒 時間：1 分 10 秒 1 分 14 秒 

金魚 2 時間：1 分 14 秒 時間：1 分 17 秒 時間：1 分 31 秒 1 分 21 秒 

 

2. 添加食鹽：以下皆為魚到達出口的照片。 

 第一次實驗 

 

第二次實驗 

 

第三次實驗 

 

 

平均 

金魚 1 時間：1 分 23 秒 時間：1 分 30 秒 時間：1 分 28 秒 1 分 27 秒 

金魚 2 時間：1 分 34 秒 時間：1 分 34 秒 時間：1 分 32 秒 1 分 33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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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光魚和金魚在添加酒精的迷宮裡游得較快，螢光魚 1 和螢光魚 2 在酒精的實驗中所花

的時間比金魚 1 和金魚 2 短。透過此實驗，我們得知螢光魚和金魚在添加酒精的迷宮裡皆游

得比較快，證明酒精對魚的刺激比食鹽大。 

在每個實驗中，螢光魚和金魚在不同溶液下所花的時間皆不同。所以這個實驗證明溶液

會對不同魚種的行動力造成影響。 

 

七、探討音頻對魚行動力的影響 

    本實驗利用手機下載頻率發生器應用軟體，分別發出各頻率的聲波，做為引導魚抵達終

點的誘因，再分別測量所花時間。每個頻率皆進行過四次實驗，經過平均後，整理數據做成

以下之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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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螢光魚 1 在放出 200Hz 的情況下游得較快；螢光魚 2 則是在放出 300Hz 跟 500Hz 的情況

下游得較快。金魚 1 在放出 300Hz 的情況下游得較快；金魚 2 則是在放出 25Hz 的情況下游

得較快。各頻率之間的規律並不明顯，但如果與不發出聲波的實驗相比，時間卻大幅縮短。

皆在 1 分鐘內完成實驗。 

    在音頻的實驗中，雖然在少部分的時候他們會亂跑。我們發現螢光魚和金魚在游過幾次

後，會一直沿著同一路線到達終點，因此我們認為魚兒可能因為游過多次而產生記憶。金魚

大部分由低頻到高頻呈現時間差距越來越小的趨勢。 

 

伍、討論 

    經過這次的實驗，魚其實就像人類，同樣也會被各種因素影響。而且，魚的記憶也沒有

像網路上所說，只有7秒，如果讓魚持續走在一樣的路線，這就會成為他們短暫的記憶。以下

是我們在此次實驗中所遇到的困難與應對方式。  

一、尚未完成所有實驗的魚曾經因為死掉，而引發實驗結果不準確的可能性，因此我們便選

擇將實驗從頭到尾重新做一遍，確保數據的精確性。在我們做實驗的過程中，就大約有

十幾隻魚死去。 

二、魚在走迷宮的過程中偶爾會站在原地不動，而延誤時間（大約 10 秒鐘），我們便使用竹

筷驅趕來解決。 

三、天然因素造成每次實驗皆有誤差，例如水溫不同、魚的體力狀況也不一…等。為了盡可

能減少不必要的偏差，我們會不時檢查水溫是否符合實驗要求，並確認魚走迷宮的狀況。 

四、每次實驗測量的時間也會因為人為因素導致誤差的出現。因此，每項實驗我們都會相隔

大約一分鐘的準備時間，再接續計時。 

五、在魚群數較多的實驗中，因為迷宮路寬的影響，魚群沒辦法在同一時間點出發。這時候，

我們便使用瓦楞板將起點處的空間壓縮，強迫魚群維持在一直線上，不過，這也同時造

成魚群在起點處因為恐懼，而游得更加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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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起初，我們是使用瓦楞板來裝載飼料，並用熱熔膠固定在瓦楞板上，放置終點，導致氣

味不夠明顯，使實驗無法順利進行。所以之後，就改以紗布來包住魚飼料，實驗也確實

變得更順利。 

七、由於發出聲波的儀器是使用手機來代替，因此數據會有些許誤差。 

八、由於實驗要花費很多課餘時間，能夠使用的時間也有所限制，因此實驗的魚種與實驗次

數較少，導致數據有不準確的可能性存在。未來，或許能夠更加廣泛的去做延伸。 

九、無法得知魚能夠抵達終點，到底是因為真的被吸引至終點，產生了記憶，或者只是湊巧

抵達。不過在實驗中，確實也有記憶力的存在，每當魚抵達終點，便會自動返回至起點

處。 

十、實驗中只探討酒精與食鹽對魚行動力的影響，並未比較其濃度大小對其行動力的影響，

或許到某一個濃度的酒精會激發魚的游速，未來，或許能夠更加廣泛的去做延伸。 

 

陸、結論 

一、和大肚魚相比，螢光魚和金魚靈敏許多，無論在走迷宮的行動力，或者對氣味的反應都

比較顯著，較適合做為本實驗的對象。 

二、氣味對魚的影響力非常大，即使在迷宮裡，隔了好幾道牆，也能夠察覺到位置。因此，

在引誘魚的情況下，使用味道較重的，通常效果也會更好。 

三、不同光色對魚也會造成影響，根據實驗數據顯示，魚在藍色光的實驗中所花時間較短。 

四、即使在陌生的環境中，魚依舊會以群體為優先。在實驗的大部分時間，螢光魚的隊形都

維持在一直線上，只要首隻魚到達終點處，就會回頭和其他魚會合，帶領大家依序走到

終點；但是還是以單獨一隻魚所花的時間最短。 

五、根據實驗，溫度在 20°C〜35°C 的環境中，螢光魚和金魚所花的平均時間較少，是比較適

合魚游泳的溫度範圍。 

六、螢光魚和金魚皆在添加酒精的水溶液中游得較快。因為接觸到含有酒精的水以後，活動

性將因而大幅提升。食鹽則較為緩和，並無太大的影響。 

七、魚的記性並不短，只要走過，也會有印象，因而游得越來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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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整體而言，各頻率之間的規律並不明顯，但如果與不發出聲波的實驗相比，時間卻大幅

縮短，且皆在 1 分鐘內完成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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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後續展望 

    經過這次的實驗，我們發現，魚通常會跟著群體一起行動，除了有些時候魚會待在原地，

而影響實驗數據，或是因為我們做的迷宮規格較小，造成魚群沒辦法在同一時間點出發，希

望日後可以採用不同規格的魚缸來分析，或製作不同的迷宮來比較，研究對象可選擇海水魚

或其他身型較大的淡水魚來研究。在溶液部分，可以再增加酸性水溶液的測試，只是要考慮

到魚是否可以適應。魚其實就像人類一樣，也會因為各種因素，而遭受影響，所以我們應該

更深入的去理解他們，才不會造成莫大的誤會，希望未來還能延續這個實驗。 

https://ppfocus.com/0/faae9b7f1.html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mj7Zjw/search?q=sc=%22%E8%87%BA%E5%8C%97%E5%B8%82%E7%AB%8B%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030312-評語 

【評語】030312  

本研究探討主題有趣，以大肚魚、螢光魚和金魚為材料，探討

氣味、光色、群體行動、水溫、不同溶液和音頻對魚行動力的影響，

發現讓魚持續走在一個同樣的路線，會成為他們短暫的記憶。即便

如此，本研究架構仍有數點可以進行改善，相信會讓研究成果更為

完整。建議如下所述： 

1. “選用各種帶有不同氣味的物質做為研究依據”的表格數據

標示應該有錯誤，舉例而言，在保麗龍球的敏感度測試中，

使用螢光魚 1，其下方數據應該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實驗，而非現在所標記的全都是第一次實驗時間。因為在這

章節的標示都有誤，所以也顯示出研究者應要仔細且正確紀

錄之實。 

2. 實驗動物隻數過少，缺乏代表性。 

3. 整體的實驗設計原意非常具有創意，但在實驗細部規劃卻不

清楚，對於動物批次與使用次數等等也都會影響到觀測結

果。 

4. 各種操縱變因，例如水溫、鹽分、酒精等等，的實驗目的為

何？應要有合理且清楚的陳述。 

5. 未來對於單獨個體與群體行動的差異性，可以多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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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國中組 
科別：生物科 

魚兒魚兒迷宮游 

1 

中華民國第62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研究背景及目的 

安比林、 
         明膠檢測 

去除草酸 
             淡化樣品 

     進一步分析 
A品牌瓶裝綠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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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是否也具有
記憶力? 

魚是否也具有

記憶力? 

魚種 

螢光魚 

金魚 

大肚魚 

變因 

氣味 

光色 

群體數 

溫度 

溶液 

音頻 
圖1:螢光魚             圖2:金魚                 圖3:大肚魚 

 「金魚腦」這詞彙，常用
來形容頭腦簡單或是常常
忘東忘西的人。 
 

 我們懷疑魚的記憶力是否
真的只有7秒? 
 

 決定設計一個迷宮，透過
魚走迷宮的快慢來了解魚
的記憶力。 



研究問題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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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迷宮示意圖 

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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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鹽溶液 

音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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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Hz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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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適當魚種進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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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大肚魚 圖6:螢光魚 圖7: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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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平均時間 
秒 

圖8:三種魚所花費時間 

 三種魚所花時間，以螢
光魚最少，金魚次之，
大肚魚最多。 
 

 我們決定選用較有效率
的螢光魚和金魚，進行
接下來的所有實驗。 



選用不同氣味的物質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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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螢光魚與金魚對不同氣味所花費時間 

圖10:保麗龍球 圖11:魚飼料 

 螢光魚和金魚對保麗龍所
花費的時間明顯比魚飼料
所花費的時間長。 
 

 接下來的實驗，都以魚飼
料作為誘因。 
 

 我們將魚放在沒放任何誘
餌的容器裡，發現魚停留
在原地或漫無目的游。 
 

 因此實驗需要誘餌，才能
引導魚往目標地方游去。 



選用不同玻璃紙探討光色對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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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光魚1： 
在光照下的速度，藍色光＞
綠色光＞紅色光＞黃色光。 
 
螢光魚2： 
在光照下的速度，藍色光＞
紅色光＞綠色光＞黃色光。 
 
 金魚1： 
在光照下的速度，藍色光近
似於綠色光＞黃色光＞紅色
光。 
  
金魚2： 
在光照下的速度，藍色光＞
綠色光＞黃色光＞紅色光。  

圖13:創造紅色光 圖14:創造黃色光 圖15:創造綠色光 圖16:創造藍色光 

圖12:螢光魚與金魚對不同光色所花費時間 



不同數量的魚進行迷宮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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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單獨一隻螢
光魚或是單獨一隻
金魚游的速度都比
群體行動還快。 
 

 我們會把上一次實
驗的魚用到下一個
實驗中，發現第一
次實驗的那隻魚總
是會先游到終點。 
 

 我們推測魚的記憶
力是可以訓練的。 

圖17:不同數量的螢光魚與金魚所花費時間 

圖18:一隻魚 圖19:兩隻魚 圖20:三隻魚 圖21:四隻魚 



調整水溫並觀察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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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光魚1： 
在30°C～35°C水溫下游
得最快，在其他兩個水溫
下所花的時間則差不多。 
 
螢光魚2： 
則是在20°C～25°C下游
得最快，與30°C～35°C
所花的時間相差不多。 
 
金魚1： 
在30°C～35°C水溫下游
得最快，在15°C～20°C
水溫下游得最慢。 
 
金魚2： 
在 20°C～25°C水溫下游
得最快，另外兩個水溫下
所花的時間差不多。 

圖22:螢光魚與金魚對不同水溫所花費時間 



添加不同溶液對魚行動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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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得知螢光魚和金魚
在添加酒精的迷宮裡皆
游得比較快。 
 

 證明酒精對魚的刺激比
食鹽大。 

圖23:螢光魚與金魚對不同溶液所花費時間 

圖24:添加酒精 圖25:添加食鹽 



探討音頻對魚行動力的影響 

進一步分析A品牌瓶裝綠茶 

10 

螢光魚1： 
在放出200Hz的情況下游得較
快。 
 
螢光魚2： 
在放出300Hz跟500Hz的情況下
游得較快。 
 
金魚1： 
在放出300Hz的情況下游得較
快。 
 
金魚2： 
在放出25Hz的情況下游得較快。 
 
 
 各頻率之間的規律並不明顯。 

 
 如果與不發出聲波的實驗相

比，時間大幅縮短，且皆在1分
鐘內完成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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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平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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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螢光魚在不同音頻所花費時間 

圖27:金魚在不同音頻所花費時間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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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 檢查 

瓦楞板包飼料 紗布包飼料 

記憶力 自動返回起點 

探討 濃度大小 

魚死掉 重做 

魚不動 竹筷驅趕 



結論與後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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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光魚和金魚較靈敏 

藍色光實驗所花時間較短 

依舊以群體為優先 

單獨一隻魚所花的時間最短 

20°C〜35°C的環境所花時間較少 

添加酒精的水溶液游得較快 

只要走過，時間越來越短 

發出聲波的實驗皆在1分鐘內完成 

採用不同規格魚缸 

製作不同迷宮 

選擇海水魚 

選擇體型較大淡水魚 

再增加其他水溶液測試 

結論 後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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