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313-封面 

中華民國第 62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作品說明書 
 

國小組  生物科 
 

 

080313 

螳螂捕食行為之生物力學初步探討 
   

學校名稱：臺中市大肚區大肚國民小學 

作者： 指導老師： 

小六 趙云彤 

小六 陳虹汝 

小六 陳宥瑾 

小六 楊佾寧 

小六 楊侑寧 

小六 趙宥崴 

洪語澤 

吳依玲 

 

關鍵詞：螳螂、捕食行為、生物力學 



1 
 

摘要 

    成功捕食獵物對於動物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事，本研究在探討螳螂捕食行為的生物力

學，瞭解螳螂的前足拉力大小以及影響拉力的可能因素。在前人的研究中很少探討到螳螂的

前足拉力，本實驗透過探討螳螂的種類、體長以及螳螂爬行物體的表面材質與前足拉力的關

係，我們發現：不同種類的螳螂，若是體長相近，也會產生相近的拉力；螳螂的體長越長，

所能產生的拉力越大；體長小的螳螂，拉力比較容易受到不同爬行表面材質影響。我們觀察

實驗過程，猜測螳螂的中、後足可能有助於螳螂固定在物體表面，此固定能力是否影響前足

的拉力值得繼續探討。最後，未來可能根據我們的研究成果進一步評估螳螂的體重和拉力的

關係以及螳螂體型和棲息地植物形態是否具關聯性。 

壹、 研究動機 

    在某一次的戶外教學過程中，我們發現公園裡有著不知名的螳螂卵鞘，於是好奇帶回學

校進行觀察，大約過了一個月，竟孵出了大約近百隻的小螳螂，我們將大部分的螳螂放回原

生地後，留下部分螳螂若蟲個體飼養並觀察。在飼養的過程中，我們以活體的麵包蟲、黑蟋

蟀或櫻桃紅蟑餵食螳螂，當我們在使用鑷子夾取活體昆蟲餵食螳螂的過程中，常常會感受到

牠們前足捕食獵物的拉力，開始很好奇牠們捕食獵物時的前足力量到底有多大？透過查詢過

去的科展資料以及圖書館相關書籍，我們沒有發現相關的研究，於是，我們想著手研究螳螂

捕食行為的生物力學原理，剛好在高年級的自然課又有學到，成功捕食獵物對於動物的生存

來說是一件極重要的事，加上捕食行為的差異也和動物的身體構造有關，因此，我們覺得這

是一個重要又有趣的研究主題。 
 

貳、 研究目的 

一、探討螳螂體長和前足拉力之關係。 
二、探討螳螂種類和前足拉力之關係。 
三、探討螳螂站立物體之表面材質與前足拉力之關係。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1. 攝影機  2. 照相機  3. 腳架  4. 方格紙(每格邊長=1mm2)  5. 棉線  6. 剪刀   
7. 鑷子    8. 麵包蟲  9. 飼養箱  10. 麥麩 11. 美紋紙膠帶 12.噴水器 13. 紗網  
14. 樹枝  15. 山型夾  16. 砂紙(AA-80 及 AA-320)     17. 平板    18. 培養土   
19. Image J 電腦軟體   20. 定滑輪   21. PASCO Wireless Force Acceleration Sencor 
PS-3202 無線傳輸力感應裝置 (測量範圍：±50 N，準確度：0.01N，解析度：0.03N)  
(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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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設備與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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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方法 

研究一、研究螳螂體型(以體長代表體型)與前足力量之間的關係 

(一) 生物樣本採集與觀察： 

我們在學校附近的公園隨機進行採集，將採集到的大刀螳螂卵鞘及寬腹螳螂若蟲和成蟲

帶回自然教室照顧並等待大刀螳螂卵鞘孵化，採集到的寬腹螳螂若蟲和成蟲則進行飼養

觀察，寬腹螳螂的若蟲則有一部分來自於活體昆蟲店。當大刀螳螂卵鞘孵化出若蟲後，

我們釋放大部分數量的大刀螳螂若蟲回到原生棲息地，並留下少數大刀螳螂若蟲進行飼

養及實驗。(如圖 2、3、4、5) 
 
 
 
 
 
 
 
 
 
 
 
 
圖 2：大刀螳螂卵鞘                      圖 3：從卵鞘飼養之大刀螳螂 
 
    
 
 
 
 
 
 
 
 
 
 
 
 
 
 
圖 4：大刀螳螂飼養過程蛻皮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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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從野外採集之寬腹螳螂 
 

(二) 飼養生物樣本及餵食訓練： 

    我們安置體型大小不同的螳螂至大小不同的合適飼養箱，並且每兩至三天餵食一次活

體昆蟲，我們使用軟式鑷子夾取大小合適的活體麵包蟲、黑蟋蟀以及櫻桃紅蟑以人工方式

餵食螳螂，並且適度的拉扯活餌，模擬野外活體昆蟲的掙扎狀態，並以頭部被切開的麵包

蟲訓練螳螂使用前足捕食，做為日後實驗的前置準備。每日會以噴水器適度往螳螂飼養箱

噴水，確保螳螂能攝取足夠的水分。飼養箱內部的光滑面會黏貼紗網以及美紋紙膠帶，以

利螳螂的若蟲能倒立吊掛，才能順利蛻皮成長。等到螳螂成長至較大的體型並能夠產生感

應器可偵測的前足拉力時，才會進行實驗操作。 
 
(三) 螳螂的前足捕食力量測量實驗： 

1. 飼養螳螂的過程，將螳螂放在方格紙 (每格面積 1mm2)上拍照，再將照片傳輸至電腦， 

利用 Image J 電腦軟體透過計算螢幕畫素進行螳螂體長的計算。 

2. 將螳螂放置於實驗平台上，靜待螳螂冷靜或不動。 

3. 將棉線綁在頭部被切開的活體麵包蟲上，棉線另一端則固定在力感應裝置的鉤子，並 

   漸漸將麵包蟲靠近螳螂的口器，等到螳螂口器碰到麵包蟲後自行伸出前足捕食。 

4. 待螳螂用前足抓取活餌時，將連接棉線的力感應裝置由同一人操作，以固定速度往遠 

   離螳螂的方向拉動(約每秒鐘移動 1mm，以桌面上的方格紙為依據)，並透過平板和力 

   感應器的網路連接，每秒收集 50 次螳螂前足的力量數據。(實驗週期：50Hz) 

5. 等到螳螂放開前足或是中、後足都離地時，就會結束測量，並以當次測量中力量的最 

   大值為數據。 

6. 同一隻螳螂在不同次的實驗中，以最大的力作為數據分析。 

(如圖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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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研究過程與方法示意圖 
 
 
 
 
 
 
 
 
 
 
 
 
 
圖 7：研究過程與方法 

 
 
 
 
 
 
 
 
 
 
圖 8：利用 Image J 軟體計算螳螂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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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探討不同種類的螳螂在前足的力量上是否有差異 

比較不同種類的螳螂在前足力量的大小是否有差異： 
透過研究一，我們測量到了每隻螳螂前足的拉力，再進一步分析兩種不同種類的螳螂(大刀螳

螂和寬腹螳螂)在前足的拉力上是否有差異。 
 
研究三、研究螳螂捕食獵物時所爬行的物體表面材質是否會影響捕食行為的力量 

比較螳螂在不同表面材質時前足力量的大小是否有差異： 
透過研究一，我們可以測量到每隻螳螂前足的拉力，藉由更換螳螂中、後足下方的不同表面

材質(紗網及兩種砂紙)，就可以分析螳螂站立在不同表面材質時前足拉力的差異，並使用攝

影機側拍，將螳螂利用前足拉扯麵包蟲的實驗過程以及中、後足在接觸不同表面材質的現象

記錄下來，再將影像傳輸至電腦分析統整。(圖 9、10、11) 
 
 
 
 
 
 
 
 
 
 
 
 
 

圖 9：大刀螳螂測量拉力過程 
 
 
 
 
 
 
 
 
 
 
 
 
 

圖 10：寬腹螳螂 (若蟲) 測量拉力過程   圖 11：寬腹螳螂 (成蟲) 測量拉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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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 

研究一、螳螂體型(以體長代表體型)與前足力量之間的關係 

我們在實驗中發現：無論是大刀螳螂還是寬腹螳螂，體型越大 (體長越長)，拉力越大。 
體長從 1.3 cm 至 7.1 cm，拉力最小為 0.03 N，最大可達 0.25 N。 (圖 1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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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紗網表面螳螂體長與前足拉力關係圖 
(不同符號代表不同種類的螳螂，一個點代表一隻螳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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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砂紙表面 (AA-80) 螳螂體長與前足拉力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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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砂紙表面 (AA-320) 螳螂體長與前足拉力關係圖 
 
研究二、不同種類螳螂的前足拉力差異性 

我們在實驗中發現： 
無論是寬腹螳螂還是大刀螳螂，都呈現一種趨勢：螳螂體長越長，所能產生的前足拉力越大。

而且體長相近的螳螂，所產生的前足拉力相近，大刀螳螂和寬腹螳螂這兩種種類在前足拉力

的差異性並不大。(如圖 12、13、14) (如表 1、2、3) 
 
表 1：在紗網表面，兩種螳螂拉力統計表 (紅色為大刀螳螂，黑色為寬腹螳螂) 

編號 
體長 

(cm) 

拉力 

(N) 

體長 

(cm) 

拉力 

(N) 

1 3.9 0.12 5.3 0.07 

2 4.7 0.06 5.6 0.09 

3 5.1 0.12 5.6 0.14 

4 5.2 0.07 6.1 0.16 

5 6.1 0.25 6.5 0.12 

6 7.1 0.18 6.9 0.15 

平均 5.4 0.13 6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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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在砂紙表面(AA-80)，兩種螳螂拉力統計表 (紅色為大刀螳螂，黑色為寬腹螳螂) 
 
 
 
 
 
 
 
 

 
表 3：在砂紙表面(AA-320)，兩種螳螂拉力統計表 (紅色為大刀螳螂，黑色為寬腹螳螂) 

 
 
 
 
 
 
 
 

 
研究三、不同物體表面材質對螳螂前足拉力的影響 
我們在實驗中發現： 

無論是大刀螳螂還是寬腹螳螂，體長較長的螳螂 (3 cm 以上)，在紗網材質表面所表現的前足

平均拉力較大，有 0.12 N，但將物體表面材質換成砂紙後 (無論是 AA-80 或 AA-320)，平均拉

力為 0.1 N，差異不大。相較於大螳螂，體長較小的螳螂 (3 cm 以下) 從紗網材質換成砂紙後，

平均拉力從 0.07 N 下降至 0.04 N，拉力下降幅度較大。而無論大螳螂 (體長 3 cm 以上)或小螳

螂 (體長 3 cm 以下)在兩種粗糙度(AA-80 及 AA-320)的砂紙表面拉力表現並沒有明顯差異。 

(如表 4、5、6) 

 
 
 
 
 
 
 
 
 
 
 

編號 
體長 

(cm) 

拉力 

(N) 

體長 

(cm) 

拉力 

(N) 

1 4.7 0.03 5.6 0.08 

2 5.1 0.08 5.6 0.12 

3 5.2 0.06 6.1 0.18 

4   6.5 0.13 

平均 5 0.06 6 0.13 

編號 
體長 

(cm) 

拉力 

(N) 

體長 

(cm) 

拉力 

(N) 

1 3.9 0.05 5.6 0.09 

2 4.7 0.04 5.6 0.13 

3 5.1 0.07 6.1 0.17 

4   6.5 0.14 

平均 4.6 0.05 6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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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在紗網表面，不同種類螳螂體長及拉力統計表 (紅色為大刀螳螂，黑色為寬腹螳螂)  
編號 體長(cm) 拉力(N) 體長(cm) 拉力(N) 

1 3.9 0.12 1.3 0.14 

2 4.7 0.06 1.4 0.03 

3 5.1 0.12 1.5 0.04 

4 5.2 0.07 1.5 0.06 

5 6.1 0.25 1.5 0.07 

6 7.1 0.18 1.5 0.08 

7 5.3 0.07 1.5 0.09 

8 5.6 0.09 1.6 0.09 

9 5.6 0.14 1.7 0.06 

10 6.1 0.16 2.5 0.04 

11 6.5 0.12     

12 6.9 0.15     

平均 5.7 0.12 1.6 0.07 

 
表 5：在砂紙表面(AA-80)，不同種類螳螂體長及拉力統計表  

(紅色為大刀螳螂，黑色為寬腹螳螂) 
編號 體長(cm) 拉力(N) 體長(cm) 拉力(N) 

1 4.7 0.03 1.3 0.09 

2 5.1 0.08 1.4 0.04 

3 5.2  0.06 1.5 0.04 

4 5.6  0.08 1.5 0.04 

5 5.6  0.12 1.5 0.06 

6 6.1 0.18 1.5 0.06 

7 6.5  0.13 1.5 0.06 

8     1.6 0.04 

9     1.7 0.04 

10     2.5 0.05 

平均 5.5 0.1 1.6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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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在砂紙表面(AA-320)，不同種類螳螂體長及拉力統計表 

(紅色為大刀螳螂，黑色為寬腹螳螂) 
編號 體長(cm) 拉力(N) 體長(cm) 拉力(N) 

1 3.9 0.05 1.3 0.05 

2 4.7 0.04 1.5 0.03 

3 5.1 0.07 1.5 0.04 

4 5.6 0.09 1.6 0.05 

5 5.6 0.13     

6 6.1 0.17     

7 6.5 0.14     

平均 5.3 0.1 1.5 0.04 

 

陸、 問題與討論 

    在本次實驗中我們是首次測量螳螂的拉力，我們發現體長越長的螳螂，所表現出的拉力

也越大，符合我們預先的猜測，我們認為這所代表的生物意義是體型較大(體長較長)的螳螂能

夠承受較大獵物掙扎的力量，藉由體長與拉力的關係，或許當實驗的樣本數量夠多時，就可

以推估出不同體型的螳螂所能捕食的獵物大小，但在實驗中我們也發現，體長最長的螳螂，

拉力不一定最大，這有可能和螳螂的生理狀況、年齡或是體重等因素有關，因此或許當螳螂

體長到達某一個上限後，拉力也不會再上升，但體長越長，拉力越大的整體趨勢不變。根據

我們的實驗結果和這樣的推測，未來可以進一步評估螳螂體重和拉力的關係。 

    另外，在我們第二個實驗項目中發現，無論是大刀螳螂還是寬腹螳螂，只要螳螂的體長

相近，所量測到的拉力也會相近，因此，或許螳螂在不同種類之間有相似的體型與拉力的相

關性與規律性，但還需要更多的樣本數來驗證我們的推測。 

    最後，我們發現不同的表面材質對於螳螂的拉力會有所影響，其中，無論是大刀螳螂還

是寬腹螳螂，在紗網材質的拉力表現都較好，且體長較小的螳螂 (3cm 以下)在紗網材質以及

砂紙材質的表現落差比較大，我們經過討論和查詢資料後猜測，這或許和螳螂的足部構造有

關，螳螂的足部胕節末端有爪子，根據實驗過程的觀察，在紗網的材質表面做實驗時，我們

推測螳螂可以利用中、後足的爪子勾住紗網的細線抵抗，因此能夠產生較大的足部附著力，

因而也能拉住實驗的活餌(麵包蟲)比較久；反之，體長較短的螳螂 (3cm 以下)，足部構造相對

較小，胕節末端的爪子構造也較小，在砂紙的顆粒表面無法發揮作用，也因此拉力表現比紗

網來得差，在紗網和砂紙之間的表現差距就比較大，由此我們可以推測，螳螂的中、後足可

能有助於螳螂固定在物體表面的功能，這種固定在物體表面的能力對前足拉力的影響值得未

來探討，也可以因此進一步探究在大自然的環境中，螳螂體型和棲息地植物形態之間是否具

有關聯性，當螳螂在用前足捕捉獵物時，中、後足能夠抓牢的植物表面多樣化形態，或許也

是影響螳螂生存策略的一大因素，有待我們更進一步進行延續性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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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 

一. 在本實驗中，螳螂的體長越長，所能產生的拉力越大。 
二. 無論是寬腹螳螂還是大刀螳螂，體長相近的個體，拉力也相近，這兩種螳螂的種類對

拉力的影響沒有明顯差異。 
三. 在本實驗中，不同的接觸表面材質對體長較小的螳螂拉力影響較大，對體長較大的螳

螂拉力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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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313 

此研究探討螳螂捕捉足的拉力大小所影響的因子，包括體長與

其爬行表面材質的關係。結果發現了不同種類的螳螂若體長相近拉

力也相近，螳螂體長越長產生的拉力越大。另外，體長小的螳螂拉

力容易受到爬行表面材質的影響。此研究作品相當聚焦，研究者利

用力學原理設計出量測捕捉足的力量，相當用心。 

主題明確，是有趣的題材。以下幾點建議提供給同學參考： 

1. 實驗內容稍嫌簡略。螳螂拉力的初期探討，科學適切性可再

提升，如 1) 應建立螳螂體長與生長年齡的關係。2) 拉力測

驗前，應先對螳螂進行同化處理，如皆斷食一段時間，否則

飽、餓差異會倒至實驗誤差；另外同體型的隻數太少，數據

不規則實，不易看出變化趨勢。

2. 本研究一隻螳螂在不同實驗中所量到的前足最大拉力是以量

到最大值做為唯一數據用來分析，這不符合科學規範，應該

是取所有量到的數據，取平均值來計算。雖然實驗樣本取得

不容易，但宜增加樣本數(螳螂隻數)，提高實驗準確度。研

究內容的重複次數要增加，因子分析可以加強。

3. 螳螂捕捉足的拉力受到的影響因子在此作品中只探討螳螂的

體長以及爬行表面的材質，有點可惜。基於目前的結果，建

議指導老師可導引學生，除了材質影響的摩擦力以及螳螂體

重等因子之外，可以有更深入的探討。可再進行思考將其他



的變項包括體重、性別加入討論，或者中、後足站在不同材

質對前足拉力的影響，其原因的延伸探討.....，可以進一步以

有創意的實驗設計，使整體研究更加深入及精確，會是一件

更有力、更有深度的作品。 

4. 利用統計分析，可以得知組別設計間的顯著差異性，使作品

具有科學依據。



 

 

 

 

 

 

 

 

 

作品簡報



國小組

生物科

螳螂捕食行為之生物力學
初步探討



研究動機

圖1. 餵食麵包蟲 圖2. 飼養的大刀螳螂

餵食螳螂的過程中，常常會感受到牠們前
足捕食獵物的拉力，開始很好奇牠們捕食
獵物時的前足力量到底有多大？



一、探討螳螂體長和前足拉力之關係。
二、探討螳螂爬行物體之表面材質與前足拉力之關係。
三、探討螳螂種類和前足拉力之關係。

研究目的

圖3. 寬腹螳螂測量拉力 圖4. 大刀螳螂測量拉力

若蟲 成蟲 若蟲



研究方法

力感應器載台

定滑輪

棉線

活體昆蟲
螳螂

力感應器

爬行表面

表面材質：紗網、砂紙 (AA-80、AA-320)

圖5. 研究過程與方法示意圖



研究方法

圖7. 使用Image J軟體計算體長圖6. 測量拉力過程

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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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螳螂體長越長，前足拉力越大。

螳螂體長和前足拉力之關係：

(紗網表面) (砂紙AA-80)

(砂紙AA-320)

圖8. 體長與前足拉力關係散佈圖 ( ▼，代表一隻螳螂)



編號
體長
(cm)

拉力
(N)

體長
(cm)

拉力
(N)

1 3.9 0.12 1.3 0.14

2 4.7 0.06 1.4 0.03

3 5.1 0.12 1.5 0.04

4 5.2 0.07 1.5 0.06

5 6.1 0.25 1.5 0.07

6 7.1 0.18 1.5 0.08

7 5.3 0.07 1.5 0.09

8 5.6 0.09 1.6 0.09

9 5.6 0.14 1.7 0.06

10 6.1 0.16 2.5 0.04

11 6.5 0.12

12 6.9 0.15

平均 5.7 0.12 1.6 0.07

編號
體長
(cm)

拉力
(N)

體長
(cm)

拉力
(N)

1 4.7 0.03 1.3 0.09

2 5.1 0.08 1.4 0.04

3 5.2 0.06 1.5 0.04

4 5.6 0.08 1.5 0.04

5 5.6 0.12 1.5 0.06

6 6.1 0.18 1.5 0.06

7 6.5 0.13 1.5 0.06

8 1.6 0.04

9 1.7 0.04

10 2.5 0.05

平均 5.5 0.1 1.6 0.05

編號
體長
(cm)

拉力
(N)

體長
(cm)

拉力
(N)

1 3.9 0.05 1.3 0.05

2 4.7 0.04 1.5 0.03

3 5.1 0.07 1.5 0.04

4 5.6 0.09 1.6 0.05

5 5.6 0.13

6 6.1 0.17

7 6.5 0.14

平均 5.3 0.1 1.5 0.04

研究結果

表1. 體長及拉力統計表 (棕色為大刀螳螂，綠色為寬腹螳螂)

(紗網表面) (砂紙AA-80) (砂紙AA-320)

拉力最大為 0.25 N

拉力最小為 0.03 N體長：1.3 ~ 7.1 cm

拉力：0.03 ~ 0.25 N



編號
體長
(cm)

拉力
(N)

體長
(cm)

拉力
(N)

1 3.9 0.12 1.3 0.14

2 4.7 0.06 1.4 0.03

3 5.1 0.12 1.5 0.04

4 5.2 0.07 1.5 0.06

5 6.1 0.25 1.5 0.07

6 7.1 0.18 1.5 0.08

7 5.3 0.07 1.5 0.09

8 5.6 0.09 1.6 0.09

9 5.6 0.14 1.7 0.06

10 6.1 0.16 2.5 0.04

11 6.5 0.12

12 6.9 0.15

平均 5.7 0.12 1.6 0.07

編號
體長
(cm)

拉力
(N)

體長
(cm)

拉力
(N)

1 4.7 0.03 1.3 0.09

2 5.1 0.08 1.4 0.04

3 5.2 0.06 1.5 0.04

4 5.6 0.08 1.5 0.04

5 5.6 0.12 1.5 0.06

6 6.1 0.18 1.5 0.06

7 6.5 0.13 1.5 0.06

8 1.6 0.04

9 1.7 0.04

10 2.5 0.05

平均 5.5 0.1 1.6 0.05

編號
體長
(cm)

拉力
(N)

體長
(cm)

拉力
(N)

1 3.9 0.05 1.3 0.05

2 4.7 0.04 1.5 0.03

3 5.1 0.07 1.5 0.04

4 5.6 0.09 1.6 0.05

5 5.6 0.13

6 6.1 0.17

7 6.5 0.14

平均 5.3 0.1 1.5 0.04

研究結果
表1. 體長及拉力統計表 (棕色為大刀螳螂，綠色為寬腹螳螂)

(紗網表面) (砂紙AA-80) (砂紙AA-320)

大的螳螂在紗網材質表面的
前足平均拉力達 0.12 N，在
砂紙材質表面，平均拉力下
降至0.1 N，幅度較小。
小螳螂在紗網材質換成砂紙
後，平均拉力從0.07 N下降
至0.04 N，幅度較大。

無論大螳螂或小螳螂，在兩種砂紙的拉力表現
沒有明顯差異。



編號
體長
(cm)

拉力
(N)

體長
(cm)

拉力
(N)

1 3.9 0.12 5.3 0.07

2 4.7 0.06 5.6 0.09

3 5.1 0.12 5.6 0.14

4 5.2 0.07 6.1 0.16

5 6.1 0.25 6.5 0.12

6 7.1 0.18 6.9 0.15

平均 5.4 0.13 6 0.12

編號
體長
(cm)

拉力
(N)

體長
(cm)

拉力
(N)

1 4.7 0.03 5.6 0.08

2 5.1 0.08 5.6 0.12

3 5.2 0.06 6.1 0.18

4 6.5 0.13

平均 5 0.06 6 0.13

編號
體長
(cm)

拉力
(N)

體長
(cm)

拉力
(N)

1 3.9 0.05 5.6 0.09

2 4.7 0.04 5.6 0.13

3 5.1 0.07 6.1 0.17

4 6.5 0.14

平均 4.6 0.05 6 0.13

研究結果

表2. 兩種螳螂拉力統計表 (棕色為大刀螳螂，綠色為寬腹螳螂)

(紗網表面) (砂紙AA-80) (砂紙AA-320)

不同種類螳螂的前足拉力差異性：

體長相近的螳螂，所產生的前足拉力相近，大刀螳螂和寬腹螳螂
體長相近時，前足拉力沒有明顯差異。



問題與討論

一、體長較長的螳螂拉力較大，我們推測大螳螂較能承受獵物掙
扎的力量。

二、我們發現小螳螂的拉力較容易受到表面材質影響，可能和大、
小螳螂跗節上的爪子構造有關，因此螳螂的中、後足是否有
助於螳螂固定在物體表面而影響前足拉力值得探討，根據這
樣的現象，或許能進一步探究螳螂體型和棲息地植物型態是
否有關聯性。

三、不同種類的螳螂，體長相近，拉力就相近，我們在未來的研
究或許可以找出不同種類螳螂在體長和前足拉力之間的關係
是否具有規律性，以及進一步評估螳螂體重與拉力的關係。



結論

一、螳螂的體長越長，所能產生的拉力越大。

二、大螳螂的前足拉力受到接觸表面材質的影響比較小，
小螳螂的前足拉力受到接觸表面材質的影響比較大。

三、體長相近的個體，拉力也相近，兩種螳螂種類在體長相近時對前
足拉力的影響沒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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