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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據文獻搜尋顯示本研究為首篇發表探討獨角仙的打鬥模式。本研究透過採集、

飼養台灣亞種獨角仙，觀察獨角仙的身體構造與打鬥行為的關係，分析獨角仙在夜晚

七點到十點間的打架機率，找出獨角仙較會打鬥的熱點，再以手機或平板錄下獨角仙

打鬥畫面、分析影片、探究打鬥模式。研究結果顯示獨角仙擅長以頭部獨特構造攻擊

對手，雄蟲攻擊以「頭角」為主；雌蟲擅長以「頭部」攻擊對手，較量力氣。雄蟲與

雄蟲打鬥模式為「插入式」、「拋摔式」、「掀翻式」、「互頂式」、「棒打式」；雌蟲與雌蟲

間打鬥模式為「頭頂式」、「腳攻式」、「爬壓式」；雄蟲與雌蟲打鬥模式為「插掀式」、「爬

壓式」、「頭角攻式」、「頭頂式」。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四年級下學期時，在康軒版第三單元「昆蟲家族」中老師讓我們飼養獨角仙來觀

察獨角仙的成長過程。下課時，聽著同學開心地談論著他們飼養的雄獨角仙放在飼養

箱裡會打鬥起來，令我十分好奇，除了雄與雄獨角仙會打架，雌與雌、雄與雌的獨角

仙會打架嗎?時常打架嗎?獨角仙擅長用哪個部位打架的?牠們的打架有像武俠小說般有

千奇百怪的招式嗎?打鬥時有擅長的招式嗎?在好奇心與喜愛獨角仙的驅使下，我和好

友們一起投入了飼養獨角仙並觀察獨角仙的活動點滴、如何格鬥，並比較雄、雌獨角

仙們之間打鬥的差異。  

二、研究目的 

   (一) 觀察獨角仙的身體構造。 

   (二) 分析獨角仙打架機率。 

   (三) 觀察獨角仙打架的行為。 

   (四) 探討獨角仙打架的模式。 

    三、相關文獻 

       (一) 獨角仙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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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角仙的學名 Allomyrina dichotomus，別名雙叉犀金龜。屬於節肢動物門昆蟲綱鞘翅

目金龜子科兜蟲亞科。由於獨角仙的雄蟲頭部有一隻犄角，故稱為「獨角仙」。 

        台灣俗稱的獨角仙有兩種，分別為獨角仙和姬獨角仙。台灣的獨角仙從平地到 2000

公尺山區都有牠們的蹤跡，而姬獨角仙只分布在台灣南部、綠島、蘭嶼。 

        獨角仙成蟲體色呈現紅褐色或黑褐色。雄蟲頭部上方具一根前端成雙分叉狀的長犄

角，看起來像犀牛的角一樣，所以又被稱雙叉犀金龜。前胸背板中央亦長有短觭角，頂

端也有分叉，體背具有光澤；雌蟲頭上則沒有觭角，而且體背顏色較深也較沒有光澤。 

        獨角仙成長過程歷經卵、幼蟲、蛹及成蟲四個階段(圖 1)。雌獨角仙大約在每年的八

月與雄獨角仙交配之後產卵，卵孵化後進入幼蟲期，幼蟲棲息在泥土裡，母雞常翻土啄

食，又稱雞母蟲。約經過七到八個月的時間才會進到蛹期。而每年大約在四月時才化蛹，

五月到七月就是獨角仙羽化長成成蟲的季節。成蟲的獨角仙生命非常的短暫，牠需交配、

繁殖及延續生命。在交配過後，雌獨角仙便會鑽入土中產卵，在產完卵後，雌蟲便會死

亡，而雄蟲也不會活得太久，因此在每年九月之後就很少看見獨角仙的蹤跡了。 

    

卵 幼蟲 蛹 成蟲 

圖 1 獨角仙成長歷程 

       (二)獨甲仙的生態習性 

         獨角仙是夜行性的昆蟲、有很強的趨光性。獨角仙的成蟲白天鑽進樹洞或在落葉堆

裡躲起來休息、睡覺；黃昏以後，獨角仙就陸續會出來活動，因此在夜晚稍微潮濕的山

區樹幹上，或者朽木及腐植土中，最容易找到獨角仙的蹤跡。 

     野外獨角仙喜愛吸食樹液和腐果為主要的食物，尤其是喜歡光臘樹的樹液，牠們

會用犄角挖破樹皮，加速樹汁流出來吸食。而人工飼養獨角仙時可使用昆蟲專用果凍或

者有甜分的水果餵養，專用果凍中的營養成分好，則能延長獨角仙成蟲的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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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研究對象、設備及器材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飼養的獨角仙為台灣亞種(tunobosonis)―學名 Allomyrina dichotomus 。 

前碼以 1 代表雄蟲，後碼為雄蟲的編號 前碼以 2 代表雌蟲，後碼為雌蟲的編號 

 

 

 

 

 

1-1  體長 6.6 cm 

 
 
 
 
 
 
 
 

1-6  體長 5.9cm 

 
 
 
 
 
 
 
 

2-1  體長 4cm 

 
 
 
 
 
 
 
 

2-6  體長 4.4cm 

 
 
 
 
 
 
 
 

1-2  體長 5 cm 

 
 
 
 
 
 
 
 

1-7  體長 5.3cm 

 
 
 
 
 
 
 
 

2-2  體長 4.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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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體長 5.5 cm 

 
 
 
 
 
 
 
 

1-8  體長 6.1cm 

 
 
 
 
 
 
 
 

2-3  體長 4.5cm 

 
 
 
 
 
 
 
 

2-8  體長 4.4cm 

 
 
 
 
 
 
 
 

1-4  體長 5.2 cm 

 
 
 
 

 
 

 
 

1-9  體長 7.3cm 

 
 
 
 
 

 
 
 

2-4  體長 4.1cm 

 
 
 
 

 
 

 
 

2-9  體長 5cm 

 
 
 
 
 
 
 
 

1-5  體長 5.7 cm 

 
 
 
 
 
 
 
 

1-10  體長 7.4cm 

 
 
 
 
 
 
 
 

2-5  體長 4.6cm 

 
 
 
 
 
 
 
 

2-10  體長 4.3cm 

雄蟲共 10 隻，平均體長(含頭角) 6 cm 雌蟲共 10 隻，平均體長 4.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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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設備與器材 

 (一)一般器材 

       昆蟲飼養箱長 30cm 寬 20cm 高 21cm(含上蓋)20 個、游標卡尺、水苔、果凍台 20

個、甲蟲果凍、噴水器、圓形貼紙、白色油性筆、手套、檯燈、五本獨角仙觀察紀錄

本(圖 2)。 

 (二)電子器材 

       使用檯燈、iPad、手機或相機、電腦(圖 2)。 

  

飼養箱內水苔、果凍台、果凍 

 

游標卡尺、手套 

 

飼養箱 

 

野外採集的獨角仙 

 

檯燈、iPad 

 

    獨角仙觀察紀錄本 

圖 2 研究設備與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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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要研究獨角仙是如何打鬥的?我們必先要了解牠，所以飼養和細心的觀察紀錄，是昆蟲研

究最基本的步驟。我們先在圖書館尋找相關書籍、閱讀相關文獻，了解獨角仙的生態習性再

進一步透過飼育瞭解獨角仙的身體構造。老師於 110 年 6 月 13 日晚上七點到八點間在南投縣

竹山鎮木屐寮生態園區的光蠟樹上採集二十隻獨角仙成蟲，有十隻雄的、十隻雌的，再交給

我們飼養、觀察並記錄。飼養時間自 110 年 6 月 19 日開始至 110 年 8 月 20 日，直到獨角仙

壽命結束，共 62 天，在這期間歷經了暑假與新冠肺炎疫情最嚴峻期。我們五位研究者在家中

進行獨角仙飼養觀察，設計了四個觀察實驗來了解牠們打架的情形，再進行獨角仙打架行為

的研究。 

 一、身體構造探究 

     (一)獨角仙飼養環境布置 

        將取得的二十隻獨角仙研究樣本，放入中型透明昆蟲箱分開飼養，飼養箱底放置水   

    苔、粗樹枝，好讓獨角仙攀爬與活動；果凍臺放入甲蟲專用果凍，作為供給牠的食物， 

    並將飼養箱放置在陰涼通風處，定期噴水保持飼養環境舒適。 

    (二)獨角仙飼養觀察記錄 

    我們分成五組，每人負責養二對雄與雌獨角仙。每隻獨角仙都測量身長，在獨角仙

身上貼上貼紙編號，前碼以 1 代表雄的；以 2 代表雌的，而後碼則為獨角仙的編號。在

飼養期間互相討論飼養心得。 

(三)獨角仙身體構造觀察 

    將獨角仙雄蟲與雌蟲放在白紙上拍照，將雄蟲與雌蟲畫在紀錄紙上。疫情期間線上

會議 Meet 時討論、探究獨角仙身體構造。 

二、觀察獨角仙打架的機率 

    (一)紀錄的時間  

         我們五個人每日晚上觀察三次並記錄三次，以晚上七點到八點之間、八點到九點之

間、九點到十點之間各做一次觀察紀錄，觀察記錄同性別或是不同性別獨角仙放在一起的狀

況，持續觀察紀錄二十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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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紀錄表格 

    設計獨角仙打架次數觀察紀錄表，如圖 3 所示。一張表紀錄五天，一個人紀錄五張，

一共紀錄二十五天。紀錄完畢進行獨角仙打架機率統計分析。 

 

 

 

 

                              

                                  圖 

 

 

 

 

 

   

圖 3 打架機率觀察紀錄表 

(三) 觀察的方法 

    將兩隻獨角仙放置在飼養箱果凍台上，在紀錄表括號處寫下獨角仙編號，計時兩分

鐘，若有打鬥行為則打√，沒有則打╳，紀錄在獨角仙打架機率觀察紀錄表。若有打鬥

行為則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拍攝兩隻獨角仙在飼養箱內的情形。打鬥行為是指獨角

仙與獨角仙身體開始有接觸、頂來頂去、碰撞、打到翻身或一隻逃走、撤離等。 

三、觀察獨角仙打架 

    (一) 觀察與紀錄的方法 

        在白天或夜晚進行雄與雄獨角仙、雄與雌獨角仙、雌與雌獨角仙打架觀察與錄影，    

    將影片儲存在雲端硬碟，以慢動作 0.25 的速度播放來觀察紀錄雄與雄獨角仙、雄與雌獨 

    仙、雌與雌獨角仙身體接觸部位時間軌跡紀錄。  

        以兩隻獨角仙身體同時碰觸的點(部位)，以時間先後依序紀錄 1、2、3……，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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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獨角仙都必須同時紀錄時間軌跡，直到身體間沒有碰觸就結束紀錄。 

    (二) 設計獨角仙打架紀錄紙 

         我們設計三張獨角仙側身圖(雄與雄、雌與雌、雄與雌)，如圖 4 所示，作為獨角仙

打架觀察紀錄紙。 

圖 4 獨角仙打架紀錄紙 

四、探討獨角仙打架的行為  

    (一)找出打架策略 

        暑假飼養獨角仙期間我們錄到獨角仙打架的影片，共 67 段。將打架影片儲存在雲

端硬碟，以「與我共用」方式，分配影片讓組員做獨角仙打架觀察紀錄，開學後在學校

電腦教室進行探討獨角仙打架影片的探討。 

        設定 0.25 的速度播放已儲存的獨角仙(雄＆雄、雌 ＆雌、雄＆雌)打架影片，重複 

    仔細觀看，先用文字敘述記錄打架的過程，記錄在獨角仙打架紀錄紙上，再抽絲剝繭歸

納出獨角仙(雄＆雄、雌＆雌、雄＆雌)打架策略。 

    (二)找出攻擊與被攻擊部位 

       依獨角仙身體接觸部位時間軌跡的紀錄表做統計，找出獨角仙打架時的攻擊部位與被    

    攻擊部位次數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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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找出打架模式 

       完成獨角仙打架影片觀察和記錄後，大家討論獨角仙打鬥是否有明確的打鬥模式，並 

   分析、歸納出獨角仙打鬥的模式。 

 

肆、研究結果 

一、獨角仙飼養觀察 

    獨角仙身體正面有一層如盔甲般的硬殼，身體區分為頭部、胸部、腹部。體色深褐色至

紅褐色。本研究飼養的雄獨角仙包含頭角的體長平均約 6 公分，雌獨角仙體長平均約 4.5 公

分，雄獨角仙體型大於雌獨角仙。以下是獨角仙身體構造名稱圖解說明(圖 5)： 

雌蟲正面 雄蟲正面 

 

 

 

 

 

 

 

 

雌蟲背面 雄蟲背面 

 

 

圖 5 獨角仙身體構造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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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頭部 

 主要由頭角、複眼、觸角、口器所構成(圖 6)。雄獨角仙頭部前方有像鹿角雙分岔，

長長頭角向前伸出，末端向上彎曲並分四岔(圖 8)。頭角不能動，只能靠頭部的擺動來帶

動頭角使其上下活動，而雌獨角仙雖然沒有頭角但頭部前額處有局部微微的隆起(圖 7)，

也是頂撞對手時的重要部位。  

圖 6 雄蟲頭部 圖 7 雌蟲頭部 

 

 

 

 

 

 

 

圖 8 雄蟲頭角分四岔 

 

獨角仙頭部構造 

    (二) 胸部 

  胸部分成前胸、中胸、後胸三節(圖 9、圖 10)，雄蟲前胸背板中央處有前伸出單分

岔的短胸角，略向下彎曲，末端分兩岔(圖 11)，而雌蟲無胸角，雌蟲前胸背板有 Y 字型

淺凹(圖 12)。 

 前胸、中胸、後胸都各別生出一對腳，分別為前腳、中腳及後腳(圖 13)，雄蟲前腳明

顯長於雌蟲。每隻腳由身體內到外分別長腿節、脛節、跗節(圖 15)，腿節是肌肉最發達

部位；脛節上有刺(圖 14、圖 15)，用來攀抓樹木，也可提供自衛防身；跗節分許多小節，

前端有彎曲銳利腳爪，爪子(圖 15)有分叉專門用來牢牢的勾住樹幹，抓住地面時不會滑



10 

倒，打鬥時腳能抓住對手身體，交配時雄獨角仙也能緊抓雌獨角仙。 

獨角仙胸部的構造 

獨角仙腳的構造 

    後胸上緣覆蓋著一對鞘翅，鞘翅堅硬保護身體，下方由一對內翅組成(圖 16)。獨角

仙的氣門(圖 17)是呼吸器官，分布在胸部和腹部兩側，左右各九個。 

 

圖 9 雄蟲胸部 圖 10 雌蟲胸部 

 

 

 

 

 

 

 

圖 11 雄蟲胸角分兩岔 圖 12 雌蟲前胸背板 

  

圖 13 前、中、後腳 圖 14 刺與爪子 圖 15 腳部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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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一對鞘翅與一對內翅展翅圖 圖 17 氣門 

  

獨角仙後胸、腹部的構造 

       (三) 腹部 

           上緣覆蓋鞘翅，下緣由五節腹部組織構成，橫紋柔軟(圖 18)，有氣門、交尾器及

消化器官。 

                                      

 

   

 

 

 

圖 18 獨角仙的腹部 

     以上的觀察，讓我們認識了獨角仙身體各部位構造，同時也幫助探索獨角仙用來打

鬥的部位。 

二、獨角仙發生打架的機率 

      將五位研究者在晚上七點到八點、八點到九點、九點到十點，這三個時段各觀察一次  

  獨角仙在兩分鐘內是否發生打架，持續觀察 25 次做了統計，統計結果彙整如下表格。 

(一)  A 研究者統計獨角仙在不同時段中，兩分鐘內發生打架的機率 

時段          次數 雄蟲＆雄蟲 雌蟲＆雌蟲 雄＆雌 

晚上七點—八點 8/25 5/25 3/25 

晚上八點—九點 14/25 4/25 4/25 

晚上九點—十點 13/25 5/25 9/25 

腹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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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觀察期間內雄蟲和雌蟲共交配十次。 

(二)  B 研究者統計獨角仙在不同時段中，兩分鐘內發生打架的機率 

時段         次數 雄蟲＆雄蟲 雌蟲＆雌蟲 雄蟲＆雌蟲 

晚上七點—八點 0/25 0/25 0/25 

晚上八點—九點 0/25 0/25 0/25 

晚上九點—十點 6/25 1/25 1/25 

      備註:觀察期間內雄蟲和雌蟲共交配兩次。 

(三)  C 研究者統計獨角仙在不同時段中，兩分鐘內發生打架的機率 

時段        次數 雄蟲＆雄蟲 雌蟲＆雌蟲 雄蟲＆雌蟲 

晚上七點—八點 1/25 1/25 0/25 

晚上八點—九點 2/25 1/25 1/25 

晚上九點—十點 5/25 2/25 1/25 

備註:觀察期間內雄蟲和雌蟲共交配兩次。 

(四)  D 研究者統計獨角仙在不同時段中，兩分鐘內發生打架的機率 

時段        次數 雄蟲＆雄蟲 雌蟲＆雌蟲 雄蟲＆雌蟲 

晚上七點—八點 6/25 3/25 0/25 

晚上八點—九點 1/25 1/25 1/25 

晚上九點—十點 2/25 0/25 1/25 

(五)  E 研究者統計獨角仙在不同時段中，兩分鐘內發生打架的機率 

時段        次數 雄蟲＆雄蟲 雌蟲＆雌蟲 雄蟲＆雌蟲 

晚上七點—八點 0/25 0/25 0/25 

晚上八點—九點 0/25 0/25 0/25 

晚上九點—十點 0/25 0/25 0/25 

      備註:觀察期間內雄蟲和雌蟲共交配一次。     

    最後再依上述五位研究者的統計結果算出獨角仙在不同時段發生打架的平均機率，如下

表所示: 

時段        次數 雄蟲＆雄蟲 雌蟲＆雌蟲 雄蟲＆雌蟲 

晚上七點—八點 3/25 2/25 1/25 

晚上八點—九點 3/25 1/25 1/25 

晚上九點—十點 5/25 2/25 2/25 

    在晚上七點到八點時段中，雄與雄獨角仙打架的平均機率是 12%；雌與雌獨角仙打架的

平均機率是 8%；雄與雌獨角仙打架的平均機率是 4%。在晚上八點到九點時段中雄與雄獨角

仙打架的平均機率是 12%；雌與雌獨角仙打架的平均機率是 4%；雄與雌獨角仙打架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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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是 4%。在晚上九點到十點時段中雄與雄獨角仙打架的平均機率是 20%；雌與雌獨角仙

打架的平均機率是 8%；雄與雌獨角仙打架的平均機率是 8%。如下圖 19 所示。 

 

 

 

 

 

 

                                    圖 

    

                              圖 19 獨角仙打架平均機率累積 (%)                                                                                                                                                                                                                                                                                                                                                                                                                    

     綜上所述，從晚上七點到十點之間雄與雄獨角仙發生打架的平均機率累積是 44%；雌與

雌獨角仙打架的平均機率累積是 20%；雄與雌獨角仙打架的平均機率累積是 16%。因此在我

們觀察時段裡雄蟲與雄蟲打架機率最高，雌蟲與雌蟲打架機率次之，而雄蟲與雌蟲打架機率

最低，發生交配的平均機率為 12%。從上圖 19 中發現九點到十點時段，獨角仙打架的機率高

於其他時段，而在九點到十點間雄蟲與雄蟲打架的機率最高。以上的結果幫助我們找到獨角

仙較有機會發生打架的熱點，以利進行打架錄影及打架模式探討。 

 

三、觀察獨角仙打架行為 

     獨角仙發生打鬥的時間點不一定在夜晚，白天有時也是十分活躍。我們在暑假六月 18、

24、25、26 日下午一點到兩點間；六月 27 日晚上九點到十點間；七月 12 日清晨四點到五點

間；七月 15 日中午十二點到下午兩點間；七月 19 日上午六點到八點間；7 月 21 日晚上九到

十點間；7 月 23、24、25 日分別錄到 67 段影片，進行獨角仙打鬥的觀察紀錄分析。 

(一) 雄蟲的打鬥 

(1)打架的策略 

    雄蟲擅長激烈的搏鬥，從錄到雄蟲打架的 30 段影片進而分析，歸納出雄蟲打架是

有規則的戰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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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雄蟲與雄蟲打架的部位、招式、發生次數統計表 

 

         

                                  

                   

「角」是獨角仙的武器，戰術運用上各有巧妙不同。「頭角」長且粗壯，「胸角」

極短小，打鬥主要靠「長頭角」而「小胸角」其次。打鬥策略主要有三種方式: 

1. 第一種是以頭角頂端趁機插入對手身體下方翹起、掀翻對手、甚至用前腳助攻

將對方摔出、拋下，被舉高的一方即是失敗。若勝負未出，變成頭角與腳一起

纏鬥得難分難解，彼此會試圖尋找對方弱點，例如從頭部側面的空隙，趁機插

入對手身體下方機會攻擊(圖 20)。 

   

頭角插入前胸下頂起 頭角頂端舉高對手     頭角頂起後拋摔 

 

 

 

頭角互頂互推 以頭角對峙、威嚇     頭角頂端將對手鏟起 

圖 20 頭角攻擊方式 

打架部位 招     式 次數 

 

頭 

角 

頂 

端 

用頭角插入對手身體下方，將對手頂起拋摔、掀翻 33 

用頭角頂端將對手頂開、頂翻、鏟起、碰撞 32 

用頭角互頂、互推、對峙、威嚇 17 

頭 

角 

分 

岔 

處 

頂對手胸角，將對手頂開、掀翻 15 

頂對手頭角中段 6 

頂對手頭角分岔處 2 

頭角中段 用頭角中段彼此互壓、互打、碰撞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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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種是以身體的力氣較量，雄蟲會壓低頭部以較低的姿勢用「角」推擠、衝

撞對手(圖 21)，常常會以「頭角」頂「頭角」(圖 23)，有時也會以頭角「分岔

處」精準的卡住對手前胸部下彎的「胸角」(圖 24)或「頭角中段」互推或掀翻

對手(圖 22)，使對方知難而退。頭角的大分岔、小分岔皆能卡住對手進行攻擊。 

  

圖 21 用頭角推擠、衝撞對手 頭角分岔處頂頭角中段 

  

 

 

 

 

圖 23 頭角頂頭角 頭角分岔處頂對手「胸角」互推 

3. 第三種則是會彼此用頭角「中段」(圖 25)，猶如使用棍子般互壓、互打，也會

用頭角中段打對手頭部、胸部、腹部，能連戰好幾回合。 

   

頭角中段互打 頭角中段打對手胸部 頭角中段互壓 

圖 25 頭角中段攻擊法 

    「腳」為獨角仙支撐身體，六隻腳的末端 「爪子」可緊抓樹幹、樹皮，幫助施力，

抵抗對手，避免身體被對手舉起，一旦對方腳抓不住東西，無法穩定身體，就會被插

入鏟翻或甩、被拋摔的後果(圖 26)。前腳粗壯、力氣大，能運用前腳抓起對手。強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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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腳也能對抗對手的推擠碰撞(圖 27)。 

 

 

圖 26 腳抓不住果凍台，被拋摔 圖 27 以前腳攻擊對手頭角 

 

     (2)攻擊與被攻擊部位統計: 

                   表 2 雄蟲攻擊部位與被攻擊部位統計表 

 

發動攻擊部位 次數 被攻擊部位 次數 

頭角頂端 233 頭角頂端 84 

頭角中段 70 頭角中段 62 

前腳 43 前胸/中胸/胸角 45/35/36 

「頭角頂端」處是雄獨角仙發動攻擊最多的部位，亦是常被攻擊處。 

     (3)打架模式 

          根據雄蟲與雄蟲打架部位、招式的次數統計歸納出雄蟲彼此打鬥常出現的戰術有

「插頂拋」、「插掀翻」、「頭角頂頭角」、「頭角頂胸角」、「頭角中段互打」。歸納成五大

類型為「插入式」、「拋摔式」、「掀翻式」、「互頂式」、「棒打式」(圖 28)。 

 

 

 

 

 

 

 

 

 

圖 28 雄蟲和雄蟲格鬥模式 

分岔處互頂式
棒打式

掀翻式

頭角互頂式

插入式 拋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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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雌蟲的打鬥 

     (1)打架的策略 

         雌蟲彼此間較少打架，也較溫和，從錄到雌蟲與雌蟲打架的 20 段影片，分析出雌

蟲打架的招式: 

表 3 雌蟲與雌蟲打架的招式、發生次數統計表 

 

招    式 次數 

以頭部互相頂撞(頭頂頭) 

以頭部頂撞對方胸部、腹部 

27 

用前腳互相攻擊 20 

爬到對方身上壓住對方 3 

          

雌蟲彼此會以頭部略下壓，用前額處有「些微的隆起處」的部位與對手頭部展開互

相頂撞的動作(圖 29)，靠推擠比較力氣，較量誰的力量大能將對手推擠走而決定勝負。

也會用頭部頂撞、推擠對手的胸部及腹部(圖 30)，以頭部發動攻擊是雌蟲打架最常出現

的策略。雌獨角仙的腳也是強而有力，具有推擠的力量，也是打架過程中攻擊的部位之

一(圖 31)。體型大的會以身形優勢，向前爬上對方，壓倒對方，獲得勝出(圖 32)。 

  

           

 

 

 

 

   

 

 

 

  

圖 29 以頭部互相頂撞 圖 30 頭部頂撞對方胸部、腹部 

  

圖 31 用前腳互相攻擊 圖 32 爬到對方身上壓住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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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攻擊與被攻擊部位統計:  

表 4 雌蟲攻擊部位與被攻擊部位統計表 

發動攻擊部位 次數 被攻擊部位 次數 

頭部 308 頭部 93 

前腳 71 胸部 73 

胸部 25 腹部尾端 70 

中腳 14 腹部 32 

後腳 12 前腳 29 

          

雌蟲擅長以「頭部」頂、撞、推、擠、壓對手，而「頭部」也是容易被攻擊，胸部

正面、腹部正面及腹部尾端也是雌蟲與雌蟲打架常被攻擊的部位。 

    (3)打架模式 

         雌蟲與雌蟲打鬥時常出現的招式，為「頭頂頭部、胸部、腹部」、「前腳攻擊」、「爬

壓對手身體」，打架模式可歸納成三種類型:「頭頂式」、「腳攻式」、「爬壓式」(圖 33)。 

    

 

圖 33 雌蟲和雌蟲格鬥模式 

 

  (三)雄蟲與雌蟲的打鬥 

     (1)打架的策略 

         雄蟲與雌蟲彼此打架機率低，從錄到雄蟲與雌蟲打架的 17 段影片，分析出雄蟲與

雌蟲打架的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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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雄蟲與雌蟲打架的招式、發生次數統計表 

打架招式 次數 

雄蟲以頭角頂撞或插入雌蟲腹部尾端， 

將母蟲頂開、掀翻或高舉、摔下 

11 

雄蟲爬到雌蟲身上壓住對方 8 

 雄蟲以頭角攻擊雌蟲頭、胸、腹部 7 

雄蟲以頭部頂撞雌蟲頭、胸、腹部 5 

雄蟲以前腳將母蟲抓起、舉高、拋下 4 

        

       雄蟲與雌蟲彼此打架較雄蟲與雄蟲打鬥溫和許多。雌蟲為弱勢一方常被雄蟲攻擊居

多，而雄蟲較常攻擊雌蟲腹部或腹部尾端(圖 34、36、39)，也常爬到雌蟲身上壓住雌蟲

(圖 37)，是因為對雌蟲有交配意圖，而雌蟲不願意時會逃跑。如果雌蟲不配合交配，有

時雄蟲會粗暴的攻擊雌蟲，例如以頭角插入雌蟲，將母蟲頂起摔下(圖 35)。 

 

 

圖 34 雄蟲以頭角插入雌蟲腹部尾端， 

將母蟲頂高 

 

 

 

 

 

 

 

圖 35 雄蟲以頭角插入雌蟲，將母蟲頂起

摔下 

 

圖 36 雄蟲以頭角攻擊雌蟲腹部 

 

圖 37 雄蟲爬到雌蟲身上壓住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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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雄蟲以頭角攻擊雌蟲頭部 

 

圖 39 雄蟲以頭部頂撞雌蟲腹部 

       (2)攻擊與被攻擊部位統計: 

                   表 6 雄蟲攻擊部位與雌蟲被攻擊部位統計表 

發動攻擊部位 次數 被攻擊部位 次數 

雄蟲前腳 65 雌蟲腹部 47 

雄蟲頭角 49 雌蟲腹部尾端 20 

雄蟲中腳 10 雌蟲胸部 14 

         雄蟲攻擊母蟲時並不會一直用他威武的頭角猛烈攻擊雌蟲，而是較多使用「前腳」

抓、爬、壓來對付雌蟲，一種「角」下留情，護雌蟲行為。但頭角畢竟是雄蟲最擅長的

武器，當獸性大發時也會毫不留情的用頭角掀翻拋摔雌蟲(圖 35)。雌蟲腹部有生殖處尾

端是交尾處，「腹部」、「尾端」是雄蟲試圖試探及交配處，因此是較多受攻擊的部位。 

   (3)打架模式 

    根據雄蟲與雌蟲打架招式、發生次數統計表發現雄蟲與雌蟲打鬥時有常出現的招

式，為「頭角插入掀翻」、「爬壓母蟲」、「頭角攻擊雌蟲頭、胸、腹部」、「頭部頂撞」，打

架模式可歸納為四種類型:「插掀式」、「爬壓式」、「頭角攻式」、「頭頂式」(圖 40)。 

 

 

 

 

 

 

圖 40 雌蟲和雌蟲格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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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我們飼養、觀察、紀錄、探索了獨角仙，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體驗。

在去年暑假疫情三級警戒期間我們透過Google Classroom和線上會議Meet和老師進行討論及

連絡。開學後在疫情二級警戒期間，我們在學校繼續分析獨角仙打架影片，克服種種困難才

完成這個討論。 

一、起初我們使用圓形貼紙貼在獨角仙身上是為了辨別樣本。但因為獨角仙活動力強，貼紙

一下就掉落了，因此我們討論後決定以白色油性筆，在獨角仙的前胸背板處寫上編號(圖

41) ，以利於觀察。 

 
圖 41 以油性筆做記號 

二、進行觀察二時，編號 2-6 雌獨角仙在進行第一次打架機率觀察時(6/23)死亡了。推測這隻

雌獨角仙是在抓回時已在野外交配過了。交配後的雌獨角仙會一直有躁動的行為，像是

鑽來鑽去、爬來爬去，原因是因為牠們想找適合產卵的地方，但在容器中並無恰當地方

產卵，所以才會想跑出去。因此交配後的雌獨角仙較容易因躁動而提早死亡。 

三、有同學是第一次飼養獨角仙，因為不敢抓獨角仙，大家互相分享如何抓獨角仙。獨角仙

力氣大，抓牠們的時候，要小心不要碰到腳上的刺，使用手套可保護手。抓雄獨角仙訣

竅是用手捏住胸角(圖 42)。雌獨角仙較難抓，容易躁動、掙脫，可從牠的體側抓(圖 43)，

而且是抓前腳和中腳的中間(圖 44)，獨角仙最多只會用腳踢。若是抓前腳處則容易被獨

角仙抓傷。 

 

 

 

 

 

圖 42 抓雄獨角仙方式 

 

 

 

 

 

圖 43 抓雌獨角仙方式 

 

 

 

 

 

 

圖 44 抓雌獨角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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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飼養期間歷經了幾隻獨角仙死亡的情形。獨角仙羽化成蟲後大約只有短短兩個月的壽

命，如果是五月成蟲，大約在七月就結束牠短暫的一生了。另外為了確定是否還有獨

角仙的蹤跡，老師於七月十日再度到南投縣竹山鎮木屐寮生態園區的光蠟樹尋找，在

光臘樹下看到一堆壽命結束的獨角仙軀體，可見這區的獨角仙已是在季末階段了。我

們將死亡的獨角仙埋葬在土裡，讓牠的身體回到泥土裡，成為下一代的養份。而有的

同學說要將相處一個月的獨角仙製作成標本。 

五、雄雌獨角仙有時會因交配行為引起打架。本研究描述的打架行為也包括交配前的肢體

碰觸，也就是進行交配時會有碰觸的行為，也當成打架紀錄。在觀察雄獨角仙、雌獨

角仙打架機率時，有的雄獨角仙與雌獨角仙竟然在兩分鐘內就交配了。雄獨角仙爬至

雌獨角仙上方，用前腳的脛節與跗節壓在雌獨角仙前翅上方，中腳壓在雌獨角仙前

翅，中部末端的爪子抓住雌獨角仙前翅下方邊緣，前腳與後腳爪子緊緊抓著果凍臺，

嘴部和觸角搖動不停，輕撫著雌獨角仙，接著震動著身體並將腹部的交尾器插入雌獨

角仙腹部裡進行交配(圖 45)，這是牠們一生重要的使命――繁殖後代。 

  

圖 45 交配與交尾器 

六、雄獨角仙打架時叫聲和雌獨角仙叫聲有差異。在觀察的過程中抓雌獨角仙時，牠會發

出「嘶、嘶、嘶」的聲音，這是因為雌獨角仙生氣時發出的叫聲，這種叫聲是由腹部

摩擦鞘翅發出的聲音。獨角仙會發聲，這是一種警戒的作用，當他感受到有外敵時，

警告「不要靠近我」。而雄獨角仙在打鬥時也會收縮腹部發出「嘰、嘰、嘰」示威聲，

我們觀察到雌獨角仙叫聲較大聲、雄獨角仙較少發聲。                         

七、在進行打架機率觀察時，有同學反應在晚上三個時段，兩分鐘內皆沒看到獨甲仙打架。  

    經過討論推測可能原因為:兩分鐘的觀察時間太短了，導致沒看到發生打架、這三個

時段並非他們活力顛峰時間、另外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在光臘樹上活動的獨角仙可能不

是夜行性昆蟲，此證明來自日本的研究發現獨角仙確實會在大白天在光臘樹進行覓食

雄獨角仙 

雌獨角仙 

交 
尾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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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配等活動。因此在進行打架錄影時我們在白天及夜晚也都同時觀察著，後來分別

在上午、中午、下午及深夜、凌晨甚至清晨等時段(非此次研究觀察時間)皆有錄到獨

角仙打架的畫面。建議未來可將兩分鐘的觀察時間加長，例如將觀察時間延長到二十

四小時，或許可以真正了解獨角仙打鬥的狀況。 

 八、本研究結果中雄蟲與雌蟲彼此打架機率最低，只要無特別狀況，雄蟲不會攻擊雌蟲，

反而還會保護雌蟲。雌蟲為什麼被雄蟲攻擊?推測可能原因為雌蟲不想和雄蟲交配而被

雄蟲攻擊、雄蟲遇到不喜歡的雌蟲而攻擊雌蟲、當雄蟲想和喜歡的異性交配時，若有

第三者雌蟲來打擾亦會遭受雄蟲攻擊。 

 九、雄蟲與雌蟲打架時以雌蟲被攻擊居多，原因為雄蟲想交配或者搶奪果凍。雄獨角仙有

時會強迫雌獨角仙進行交配，如果雌獨角仙不願意，雄獨角仙會用頭角頂撞雌獨角仙

腹部尾端、意圖交配。雌蟲也會反擊雄蟲，其招式為爬到雄蟲上壓制雄蟲(圖 46)，但

會被雄蟲頭角頂翻、雌蟲沒有武器，但會用腳攻擊雄蟲，因為體型屬於弱勢方，要贏

實屬不易。    

 

                             圖 46 雌蟲攻擊雄蟲 

十、頭角是打鬥時經常出現的武器，優勢在「長」、「上揚」且構造特殊有「分岔」，能以 

     此優勢對抗對手，胸角構造「短」且「下彎」不利於戰鬥，偶爾見到「胸角」頂「胸角」

(圖 47)，但對於打鬥並無幫助，只是較量力氣頂推對方。而長長的頭角分岔處頂胸角則

對打鬥較有利。 

                                        

 

 

 

                             圖 47「胸角」頂「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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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格鬥時雌雄有別，雄蟲與雄蟲戰況激烈，雌蟲與雌蟲打鬥溫和，共同點為力氣的較量，    

力氣大則能勝出。別小看獨角仙體型雖小，雄獨角仙頭部的巨型頭角，竟可以抬起比自

己體重還要重 100 倍的物體。本研究沒考量到體型大小是否會影響獨角仙的打鬥，雖然

雄獨角仙看起來愛打鬥，但我們有觀察到有些獨角仙，會在面臨打鬥衝突前，牠們會先

評估衡量，若是體型差異大，弱小一方會打退堂鼓，自行退到角落；即使兩隻雄獨角仙

體形差不多也會衡量，若是一方頭角比較短小的話，也不會硬碰硬，牠們懂得適時判斷，

保護自己，所以在觀察獨角仙的打鬥時會發現一方想打架，另一方則逃避。因此個體的

大小差異是否會影響打架的模式?可能是個有趣的實驗，是未來值得研究的方向。 

 

陸、結論 

     

一、雄、雌獨角仙都會打架。在本研究觀察的時段中晚上七點到十點間雄蟲與雄蟲打架機率

最高，雌蟲與雌蟲打架機率次之，而雄蟲與雌蟲打架機率最低。九點到十點間獨角仙打

鬥的機率高於七點到八點與八點到九點的時段，是可以進行觀察獨角仙打鬥的熱點。 

二、獨角仙擅長以頭部獨特構造部位攻擊對手。雄蟲攻擊以「頭角」為主；雌蟲擅長以「頭

部」攻擊對手，較量力氣。 

三、「角」是雄獨角仙的武器，戰術運用各有巧妙不同。雄蟲與雄蟲打鬥主要靠「頭角頂端」。

雄蟲常以頭角頂端趁機插入對手身體下方翹起、掀翻、高舉、拋下，並會以「頭角」頂

「頭角」或以頭角「分岔處」卡住對手「胸角」或「頭角中段」較量力氣，而頭角「中

段」互打互壓也能連戰許久。頭角是雄蟲打鬥攻擊最強武器，也是被攻擊最多的部位。

雄蟲與雄蟲打鬥模式為「插入式」、「拋摔式」、「掀翻式」、「互頂式」、「棒打式」。 

四、雌蟲與雌蟲打鬥擅長以頭部頂、撞、推、擠方式攻擊雌蟲，而雌蟲頭部也是最常被攻擊

的部位。雌蟲間打鬥模式為「頭頂式」、「腳攻式」、「爬壓式」。 

五、雄蟲攻擊雌蟲以前腳部位最多，其次是頭角，最常攻擊雌蟲腹部。雄蟲與雌蟲打鬥模式

為「插掀式」、「爬壓式」、「頭角攻式」、「頭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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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316-評語 

【評語】080316  

本研究探討獨角仙格鬥模式，對於甲蟲的打架行為進行觀察與

描述，歸納出雄蟲與雄蟲、雄蟲和雌蟲、雌蟲和雌蟲之間不同的打

架策略具有規則戰術，透過精緻細微手繪圖和生動文字敘述，將獨

角仙打架招式仔細記錄，詳盡分析。雄蟲與雄蟲的打架攻擊可能是

求偶競爭使然，而雄蟲與雌蟲的打架可能是求偶前的行為，兩者在

研究中很明顯可以從打架的行為與時間區分出來。整體的打鬥行為

分類及量化分析做得很好，顯示研究者的用心。研究團隊亦能分工

合作，值得鼓勵。 

建議： 

1.  架設縮時攝影機延長觀察時間，可以貼近真實情況，提高科

學性。 

2.  不同觀察者所記錄的打鬥機率變異很大，建議可以將其中原

因進行探討。 

3.  若加入科學統計分析，可更清楚了解組別設計間的差異。 

4.  可惜的是此作品較缺乏提出較有創意的科學性問題而研究

之。建議可以實驗設計多種變因探討打鬥，例如體型大小、

頭角長度對打鬥勝負影響，或者基於目前所得到的結果好好

思考較深入的問題及如何利用操作型實驗設計來探討，則作

品會更具深度。



 

 

 

 

 

 

 

 

 

作品簡報



以「獨」攻「獨」

探討獨角仙的格鬥模式



下課時，聽著同學開心地談論著雄獨角仙放在飼養箱裡會打鬥起來，令我十分好奇，
除了雄與雄獨角仙會打架，雌與雌、雄與雌的獨角仙會打架嗎?時常打架嗎?獨角仙
擅長用哪個部位打架的?打鬥時有擅長的招式嗎?

研究對象

台灣亞種(tunobosonis)
學名Allomyrina dichotomus

南投縣竹山鎮木屐寮生態
園區的光蠟樹上獨角仙

觀察獨角仙的身體構造

分析獨角仙打架機率

觀察獨角仙打架的行為

探討獨角仙打架的模式

研究目的

雄蟲10隻 雌蟲10隻





實 驗 一 : 獨 角 仙 飼 養 觀 察

身體構造名稱

腳部構造

頭部構造

胸部構造



實 驗 二 : 獨 角 仙 的 打 架 機 率

實 驗 三 : 觀察獨角仙的打架行為

(%)

(%)

分析30段影片



攻擊與被攻擊部位統計



分析20段影片

攻擊與被攻擊部位統計



分析17段影片

攻擊與被攻擊部位統計



實 驗 四 : 獨 角 仙 的 打 架 模 式





體型大小是否會影響獨角仙的打鬥?有些獨角仙，面臨打鬥前會先評估，若是體型差異大，弱小一方會打
退堂鼓，自行退到角落邊；即使兩隻雄獨角仙體形差不多也會衡量，若是一方頭角比較短小，也不會硬
碰硬，所以觀察獨角仙打鬥時發現一方想打架，另一方則逃避。

。

可將兩分鐘的 ，例如可將觀察延
長到 ，或許可以真正了解獨角仙打
鬥的狀況。

推測:     兩分鐘的觀察時間太短了
這三個時段並非他們活力顛峰時間
光臘樹上活動的獨角仙可能不是夜
行性昆蟲

建議

獨角仙有時會因交配行為引起打架。本研究描述的打架行為也包括交配前的碰觸行為，也當成打架紀錄。

頭角優勢在「長」、「上揚」有「分岔」有利。
胸角「短」、「下彎」不利於戰鬥。
「胸角」頂「胸角」，對打鬥無幫助，是較量力氣頂推
長長「頭角分叉處」頂「胸角」則有利打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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