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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降海中陸蟹遭路殺是嚴重的保育議題，本研究探討降海中陸蟹對不同色光的光趨性，評

估光趨地下廊道之可行性。研究於壽山進行白、紅、藍、紫、綠光之趨性實驗，分帳篷和水

管兩種測試，綜合結果顯示毛足特氏蟹對藍光展現最高的光趨性，白光及紅光次之，最後是

紫光及綠光，在綠光閃爍下呈現明顯的迴避性。接著於墾丁香蕉灣進行藍光誘導實驗，得出

多數降海中毛足特氏蟹被光源吸引而由藍光處離開。本研究為國內外首次對降海中陸蟹進行

光趨性實驗，得出以下結論：降海中毛足特氏蟹對藍光有顯著光趨性，此結果可望應用於陸

蟹降海路線的涵道，利用光誘導降低陸蟹於地下廊道的迷航現象並提升其利用，以減少陸蟹

媽媽和數以千計的卵遭路殺的機率。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2021年8月，前往墾丁旅遊時，在路上遇到了「護蟹」的活動，了解到在臺灣南部，

由於公路阻斷了陸蟹釋幼的途徑，因此許多陸蟹從山上至海邊釋幼的途中，經過馬路時

來不及閃躲迎面而來的車輛，而慘遭車輪無情輾壓，讓我們感到十分不捨。 

  新聞報導甚至學校課本都有在探討這個問題，這讓我們不禁覺得，為什麼陸蟹遭路

殺的數量卻還是無法減少？沒有可行的保護方法嗎？我們請教了陸蟹專家，了解到其實

近年來政府與學術單位皆有在進行相關的陸蟹保育研究與行動，第一為每年陸蟹降海季

節於特定路段進行交通管制；第二為以人工圍籬引導陸蟹進入地下涵道，使之從涵道另

一端爬出。但研究人員在這幾年的實地觀察指出，陸蟹進入涵道常產生迷航現象，不會

從涵道另一端爬出。推測原因之一，這些涵道的原始設計是為了排水，因此涵道內經常

有積水與水流，並非陸蟹自然行進之路況。原因之二，可能是因為引導陸蟹的自然訊號

（月光、海風等）被涵道遮蔽，導致成功透過地下廊道通往海邊的比例很低。因此，我

們想針對原因之二採取一些測試，假設我們能夠以人工訊號作為陸蟹引導訊號，是不是

有機會增加陸蟹對地下廊道的成功使用率，進而降低陸蟹遭路殺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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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一）陸蟹的定義 

  本篇研究所稱的陸蟹皆為狹義定義中的陸蟹：「居住在陸地上，且日常生活

不受潮汐影響，但還是需要海水或淡水繁殖的蟹類」〔二〕〔七〕。 

 （二）墾丁香蕉灣 – 砂島地區海岸林的陸蟹生物多樣性 

  陸蟹主要生活於陸地與海洋兩大生態系的交會地帶〔二〕，墾丁國家公園提供

陸蟹生存絕佳棲地的條件〔六〕。根據2009至2010年的研究調查顯示，墾丁國家公

園的香蕉灣海岸林，是2009年世界上海岸林棲地中擁有最高陸蟹物種多樣性的地

區〔九〕〔十〕。 

  在2020年墾丁國家公園陸蟹調查計畫中，研究團隊再次針對國家公園內的陸

蟹作全盤性的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的優勢陸蟹族群都呈現萎縮，數量也明顯下

降。文中歸納陸蟹的生存威脅主要來自棲地破壞、路殺及外來種黃狂蟻的危害，

尤其以帝王仿相手蟹、毛足特氏蟹及紫地蟹皆面臨嚴重路殺威脅〔六〕。 

 （三）陸蟹的繁殖與路殺研究 

  大多數雌陸蟹在繁殖季會走到河口或海邊將卵產出，孵化出浮游性的蚤狀幼

蟲。這種陸蟹抱卵由海岸林走向海邊的過程，我們稱陸蟹的「降海釋幼」現象〔三〕。 

  抱卵雌蟹有繁殖使命，牠們必須在卵孵化前抵達海邊才能夠成功的繁衍下一

代，因此防止陸蟹遭路殺的措施必須讓牠們能順利且及時地趕到海邊釋放幼蟲。

但很不巧地，香蕉灣一帶抱卵雌蟹釋放幼蟲的路線必須橫跨台26線公路，大量車

流導致陸蟹面臨嚴重的路殺。2010年的路殺調查顯示，台26線香蕉灣 – 砂島路段

在1個月的調查內，有663隻陸蟹死於路殺〔十〕；2019年記錄到超過2400隻的陸蟹

遭到路殺〔五〕，2020年陸蟹路殺研究指出，研究期間路殺問題最嚴重的陸蟹分別

為陸寄居蟹、奧氏後相手蟹、印痕仿相手蟹、紫地蟹及毛足特氏蟹。大部分面臨

嚴重路殺的陸蟹，其路殺原因被認為與降海釋幼行為有關〔四〕。 

 （四）墾丁香蕉灣 – 砂島地區陸蟹的保育現況 

  在台26線香蕉灣 – 砂島路段，公路局於公路旁溝渠內架設繩索（圖一），並

建設地下廊道（涵道）橫跨公路（圖二），試圖引導這些降海中陸蟹抵達海邊，但

是，近年的研究觀察發現降海過程雌蟹的路殺問題仍不得改善〔六〕。 

  目前墾丁國家公園具有許多保育志工、研究人員及解說員（圖三、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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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農曆6至9月實施守護陸蟹交通管制措施。2022年7至8月份，香蕉灣 – 砂島

路段共有299隻陸蟹從公路被人為移至海邊釋放，毛足特氏蟹佔其中236隻〔十一〕。 

 

 （五）燈光對蟹類趨性的研究 

  陸蟹專家OOO老師表示，他曾在完全遮光的黑暗環境進行測試，發現在全黑

的環境下，陸蟹沒有爬行動作，但開啟手電筒後，陸蟹則會往光源端爬行。再者，

紐芬蘭的研究團隊針對雪蟹作了不同LED光源的趨性研究，顯示有75%的雪蟹會

趨向藍光和白光，85%的雪蟹會遠離紫光，對綠光和紅光沒有明顯的趨性，此研究

提供了可將特定波長之LED光源作為誘餌陷阱的可能性，藉以提升捕獲率〔一〕。

且在海洋漁業的應用上，燈光誘集是捕捉海洋經濟物種常用的方法之一〔一〕。路

燈的燈光會吸引抱卵橙螯隱蟹往內陸方向遷徙；林投蟹及奧氏後相手蟹會受路燈

或探照燈吸引〔六〕，但以上觀察並未針對光源的性質作進一步實驗分析。 

 （六）光源是否能指引降海中陸蟹的行進方向？ 

  陸蟹降海過程的方向指引被認為與月光強弱有關〔八〕，也因此多種陸蟹的降

海時間落在農曆15日前後。因為目前國內外尚無研究探討光源對陸蟹降海的影響，

我們在閱讀各方的文獻、請教相關的陸蟹研究人員後，引發我們想要探討：「光

源是否可指引降海中陸蟹的行進方向？」了解抱卵陸蟹對不同色光之趨性，期待

藉由特定色光之誘導，進而提高降海中陸蟹對現有涵道的改善與利用。 

三、目的 

  （一）尋找以人工訊號誘導陸蟹降海行進方向之可能性。 

 （二）設計實驗探討降海中陸蟹對不同色光之趨性，探討光趨地下廊道的可行性。 

 

 

  

圖一、公路旁溝渠內誘

導陸蟹之繩索 

圖二、橫跨台26線公路

之涵道 

  

圖三、護蟹宣導志

工 

圖四、墾管處研究

人員執行護蟹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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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設備及器材 

  以下為研究中使用的主要儀器與材料，常見文具及耗材例如剪刀、膠帶、筆等則未列出。 

名稱 手電筒 自製遮光組 長桿網子 水桶 

數量 3 支 3 組 3 支 多個 

圖片 

    

用途 夜間觀察照明 
實驗開始前的

陸蟹穩定裝置 
移動陸蟹使用 陸蟹暫放空間 

名稱 訂製 LED 燈板 自製燈箱 光譜儀 游標尺 

數量 
白、紅、藍、

紫、綠各 4 片 
12 個 1 台 2 支 

圖片 

    

用途 
LED 光線實驗

測試使用 

燈具裝置 

（內含電源） 

測量 LED 燈波

長和照度使用 

測量陸蟹的甲

殼寬 

名稱 實驗記錄板 夜視攝影機 碼表 刮沙器具 

數量 3 個 一台 3 個 3 把 

圖片 

    

用途 
陸蟹行為實驗

記錄用 

陸蟹行為觀察

與拍攝 

陸蟹行為觀察

計時用 

將帳篷內的砂

鏟平 

名稱 自製水管實驗組（約 250 公分） 不透光六人帳篷（約 200x200 公分） 

數量 2 組 3 頂 

圖片 

  

用途 實驗三 實驗裝置 實驗一、二、四 實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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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及方法 

 

  本研究起始自2021年9月，至2023年6月止共進行1年又10個月，下圖為本研究的簡易時間

軸，以下將針對本研究之主要項目，提供細部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目標物種的選定 

  在目標物種的選定上，我們的選擇依據為：路殺比例高、容易觀察且較不易因人為

干擾而影響其降海行為之陸蟹物種。 

  2010年於墾丁國家公園的路殺研究指出，降海季節遭路殺陸蟹數量前三名依序為印

痕仿相手蟹、毛足特氏蟹以及紫地蟹〔十〕；後續研究在2019至2020年香蕉灣－砂島路段

（路殺最嚴重的路段），遭路殺陸蟹數量前五名為陸寄居蟹、奧氏後相手蟹、帝王仿相

手蟹、紫地蟹以及毛足特氏蟹〔六〕。考量實驗易觀察性與行為特性，並與陸蟹專家老師

討論後，其中體型較大的「毛足特氏蟹」為實驗首選。墾丁和壽山地區的毛足特氏蟹為

同一物種，有相同的生殖方式，再加上高雄壽山海邊即為毛足特氏蟹的棲地，能直接以

降海遷徙中的雌蟹為實驗材料，並可避免對墾管處護蟹活動的干擾。因此，我們選定毛

足特氏蟹作為本次科展實驗的目標物種。 

 

決定主題、
文獻探討、
選定目標
物種、製
作實驗光
源與材料
2021.9-10月

【實驗一】

色光趨性
實驗＋結
果分析  

2021.9-10月

【實驗二】

特定色光
趨性實驗 

＋結果分
析
2021.10-12月

【實驗三】

水管實驗 

＋結果分
析
2022.2-6月

【實驗四】

改良版趨
性實驗＋
結果分析
2022.7-10月

【實驗五】

墾丁實驗
＋結果分
析
2022.10月

整體研
究結果
分析討
論＋報
告撰寫
2022.11月
-2023.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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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光源的選擇與製作 

（一）光源的選定 

  2017年「人工燈光可增加雪蟹捕捉率」的研究顯示，雪蟹對白、紅、藍、紫、

綠光有顯著行為差異〔一〕，在缺乏其他光源對陸蟹影響的文獻情況下，我們參考

此研究的實驗光源波長，選定白、紅、藍、紫、綠色的LED光源來進行本次實驗。 

（二）燈板的製作 

1. 購買LED燈光源：市面上的LED燈光源有兩

種形式，一種為透過濾光改變顏色，另一種

為直接發出特定色光的LED燈光源，為了光

源的準確性，選擇使用直接發出特定色光的

LED燈光源（光波長測定於下個段落描述）。 

2. 為了方便調整燈光亮度，使其亮度接近海邊

的月光，減少實驗誤差，我們將LED燈銲接在電路板上，並加入電阻調整亮度。 

3. 於電路板上加上觸控開關，方便實驗操作，並減少接觸不良的可能性。 

（三）光波長的測定 

我們使用光譜儀，確認色光的波長範圍及照度資訊。光譜儀的操作方法如下： 

1. 將環境的光控制為暗室，打開光譜儀，連接手機app。 

2. 扣除背景光後，將光源放置於離光譜儀約5公分處。 

3. 進行量測，並記錄數值。 

 

三、【實驗一】色光趨性實驗 

（一）實驗時間：2021年10月17日（農曆9月12日）18:00-22:00 

（二）實驗地點：壽山海邊（中山大學文學院旁沙灘地區） 

（三）實驗燈光： 

1. 無光實驗：目的為測試在沒有光線情況下，陸蟹是否對其他因素有所趨性。 

2. 色光實驗：白光、紅光、藍光、紫光、綠光，皆為恆亮。 

 

 

  

圖五、實驗用的LED燈板 

左：正面，LED燈珠、電阻、電

源連接處；右：反面，觸控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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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裝置：參考2017年「人工燈光可增加雪蟹

捕捉率」的研究，受測試生物於密閉實驗空

間中給予一側照光，依據其往光源處或非光

源處移動，判定此生物對此光源是否產生趨

性〔一〕。因此我們將陸生的毛足特氏蟹帶至

不透光帳篷內進行實驗。 

（五）實驗步驟： 

1. 於沙灘上搭立帳篷。 

2. 將沙灘上的沙鏟進帳篷中，於帳篷內模擬沙灘地面。 

3. 以漂流木在帳篷內排成180公分x180公分的正方形。 

4. 在正方形內分割出九宮格（圖六）。 

5. 將燈板黏於帳篷左上方（L1）及右下方（R3），離地面約10公分處（圖七）。 

6. 天黑後開始尋找出來降海的毛足特氏蟹。 

7. 在陸蟹的背甲上以油漆筆標示編號（圖八），避免重複對相同的陸蟹進行實驗。 

8. 以游標尺測量陸蟹的甲殼寬兩次，並算出平均（圖九）。 

9. 將陸蟹置於M2，以不透光桶蓋住3分鐘，使其穩定。 

10. 打開不透光桶，進行3分鐘無光實驗，並於R3觀測處觀看，每30秒記錄一次。 

11. 重新將陸蟹放於M2並以不透光桶蓋住3分鐘，分別進行白、紅、藍、紫、綠光

實驗，每30秒記錄一次，每種色光各進行3分鐘實驗。 

12. 將陸蟹帶至海邊釋幼並錄影記錄。 

 

  

圖六、帳篷內的九宮格示意圖 圖七、將燈板直接黏貼於帳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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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以油漆筆於陸蟹背甲上標示編號 圖九、使用游標尺測量陸蟹甲殼寬 

 

（六）實驗記錄： 

我們針對每隻實驗陸蟹記錄以下資訊：陸蟹編號、發現時間、發現位置、當下行為、性

別、甲殼寬、五種色光各3分鐘實驗記錄、實驗結束後是否釋幼及其他資訊（圖十、十一）。 

  

圖十、陸蟹基本資料記錄 圖十一、光線測試實驗記錄（以綠光為例） 

 

四、【實驗二】特定色光趨性實驗 

（一）實驗時間：2021年10月20日（農曆9月15日）18:00-22:00 

（二）實驗地點：壽山海邊（中山大學文學院旁沙灘地區） 

（三）實驗燈光： 

1. 無光實驗：目的為測試在沒有光線情況下，陸蟹是否對其他因素有所趨性。 

2. 色光實驗：白光、藍光、紫光，皆為恆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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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側 

樹林側 門 觀測處 

 

 
燈 

燈 

（四）實驗裝置：於帳篷內實驗，帳篷示意圖如下： 

 

 

 

 

 

 

 

 

（五）實驗調整： 

根據實驗一「五種色光趨性實驗」的實驗結果，我們在本次實驗做了以下調整（其

餘實驗過程和方法皆相似）： 

1. 鎖定三種色光（白光、藍光、紫光）並增加樣本數：選擇實驗一中有明顯趨

性的藍光、具有回避性的紫光，以及混合光白光。 

2. 改變光源放置位置：燈光從L1及R3改為R1及L3，減少因觀測處離R3光源太接

近，導致人為干擾影響實驗結果。 

3. 改變帳篷門的方位：將門開在非樹林、海洋側。 

4. 調整陸蟹休息時間：由三分鐘改為一分鐘，減少陸蟹整體實驗時間。 

5. 每次實驗僅亮一個燈（R1光或L3光）：提供陸蟹較明確的燈光與黑暗區。 

 

五、【實驗三】水管實驗 

（一）實驗時間：2022年6月13日（農曆5月15日）18:00-22:00 

（二）實驗地點：壽山海邊（中山大學文學院旁沙灘地區） 

（三）實驗燈光： 

1. 無光實驗：目的為測試在沒有光線情況下，陸蟹是否對其他因素有所趨性。 

2. 色光實驗： 

(1) 色光選擇：實驗一和二結果顯示陸蟹對藍光之趨性最顯著，並對紫光產生

迴避性，因此本次實驗選擇藍、紫兩種色光。 

(2) 燈箱設計：將燈板固定於盒子上，與盒內電源連接。當燈箱直立時，光線

即能平行照射入水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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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裝置： 

1. 裝置設計：理念以水管模擬地下廊道（涵道）環境，觀察陸蟹是否對特定色光

有趨性，而移動至水管的光源側。 

2. 燈光放置：水管兩側開口處為燈光放置處，以長寬皆大於30公分的紙箱隔絕來

自外部的其他光線，減少實驗誤差。 

3. 其他細節設計（如下圖、圖十二與圖十三所示）： 

 

水管：實驗裝置主體，為一直徑 15 公分、長約 200 公分的水管，供陸蟹於內

部自由行走。 

紙箱：作為其他干擾光線之屏障，並放置實驗燈箱。 

遮光布：實驗過程防止陸蟹逃離及屏蔽干擾光線。 

塑膠遮光盒：開始實驗前，陸蟹會被放置在中間凹槽 1 分鐘，以遮光盒蓋

住，讓陸蟹適應管內環境。 

  

圖十二、水管實驗裝置設計草稿 圖十三、實驗日裝置架設實況 

（五）實驗步驟： 

1. 測量：測量性別、甲殼寬、抱卵情形、抓捕時間。 

2. 編號：以油漆筆，依抓捕時間排序，於陸蟹背甲寫上編號。 

3. 分配：將抓捕到的陸蟹暫放水桶中，分配入藍光或紫光的裝置中，以塑膠遮光

盒蓋住，隔絕其他光源。 

4. 靜置：陸蟹靜置1分鐘，使其適應裝置，將其中一側光源（藍光或紫光）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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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色光趨性實驗： 

 

 

 

  

 

  

圖十四、打開遮光盒，蓋遮光布，開始實驗 圖十五、實驗記錄紙（編號0611為例） 

六、【實驗四】改良版色光趨性實驗 

（一）實驗時間： 

2022年7月12日（農曆6月14日）、7月13日（農曆6月15日）、8月12日（農曆7月15

日）、9月9日（農曆8月14日）、9月10日（農曆8月15日），皆為18:00-22:00 

（二）實驗地點：壽山海邊（中山大學文學院旁沙灘地區） 

（三）實驗燈光：白、紅、藍、紫、綠光，恆亮或閃爍，共10種光源。 

（四）改良項目（其餘步驟皆與實驗一相似）： 

1. 調整觀測開孔：將觀測開孔從帳篷大門拉鏈底調至帳篷側面中間，開一個約直

徑2.5公分的小孔，使觀測者方便觀測陸蟹，也減少拉鍊開關對陸蟹行為的影響。 

 

 

 

 

 

 

 

 

打開遮光盒，以
遮光布擋住外部
光線（圖十四）

讓陸蟹自由於
管內移動1分鐘

記錄陸蟹
最後停留位置
（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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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整工具進出開口：將工具進出開口從帳篷大門（拉鍊處）改至觀測者的右方，

將一面帳篷割開一個約20公分的開孔，並在開孔上方以塑膠布和不透光布覆蓋

（圖十六）。此設計將可減少實驗者與陸蟹的接觸，減少實驗誤差。 

 

 

 

 

 

 

 

 

3. 調整光源：從黏貼兩處燈板改為僅在R1放一個燈箱，並新增閃爍光源。一隻陸

蟹僅實驗一次，降低實驗時間，以達較精準的行為反應。 

 

 

 

 

 

 

 

 

 

 

 

 

 

 

（五）實驗分析 – 趨性等級分類標準 

  我們分析陸蟹在3分鐘內的移動路徑，歸納出以下四種趨性等級（參考圖十七）： 

A – 有明顯趨性：移動路徑停留於紅框處（R1右上、右、上、中）時間超過60秒；

或實驗開始直接往綠框處（R1）前進且移動路徑停留於紫框處（R1、R2、M1、

M2）時間超過90秒。 

圖十六、改良版的工具進出開口 

圖十七、趨性等級分類標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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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有些微趨性：移動路徑停留於紅框處（R1右上、右、上、中）時間未超過60

秒；或經過綠框處（R1）且停留時間在60到90秒之間。 

C – 無趨性：移動路徑有經過紫框處，但方向不明確，且皆無停留於紅框處（R1

右上、右、上、中）；或經過綠框處（R1）且停留時間少於60秒。 

D – 迴避性：移動路徑皆無經過綠框處（R1），且路徑中沒有往光源方向移動。 

（六）統計分析軟體 

本實驗我們將原始數據依分類標準轉換成趨性分數後，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檢驗毛足特氏蟹對五種不同色光的趨性差異是否顯著，若顯著接著以

事後分析了解變異來源，使用的統計軟體為JASP（版本0.17.2）〔十六〕。 

 

七、【實驗五】墾丁實驗 

（一）實驗時間：2022年10月9日（農曆9月14日）16:00-21:30 

（二）實驗地點：台26線公路41-41.5K（香蕉灣-砂島路殺嚴重路段，圖十八） 

（三）實驗燈光：藍光恆亮。 

（四）夜視攝影機：架設於放置陸蟹的對側洞口，從攝影機觀察陸蟹的移動動態。 

（五）實驗步驟： 

1. 測量：性別、甲殼寬、抱卵情形、抓捕時間。 

2. 編號：以油漆筆，依抓捕時間排序，於陸蟹背甲寫上編號。 

3. 進入涵道：將抓捕到的陸蟹放入涵道一側洞口，以

夜視攝影機從另一側洞口觀察陸蟹的移動情形（圖

十九、二十）。 

4. 記錄：當陸蟹由藍光處離開涵道，記錄離開時間。 

5. 結果分析：整理數據，進行分析與討論。 

  
圖十八（左下）、本次實驗環境（路殺嚴重路段之一） 

 

圖二十（右下）、涵道入口 

圖十九（右上）、於洞口使用夜視攝影機觀察陸蟹於涵道內的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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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實驗光源波長與亮度 

  下表一和表二顯示本實驗五種色光經光譜儀測定後之波長、照度與光譜圖，其所測

得的光波長數據與紐芬蘭團隊於2017年研究〔一〕中所使用的LED光源接近，兩者之間的

波長除紫光有50nm的差異外，其餘四種光線的波長差異皆小於15nm以內。 

  本實驗2021年所使用的白光照度為12 lux，明顯高於其餘色光，導致陸蟹產生光閃躲

現象。2022年調整白光照度，降為1 lux以下（波長不變），其餘色光兩年實驗皆無改變。 

 

表一、五種色光之波長與照度 

LED 光

源 

本實驗燈板峰

值波長（nm） 

紐芬蘭團隊 

(2017) 使用波

長（nm） 

照度（lux） 

（2021 年） 

照度（lux） 

（2022 年） 

白光 450 456 12 <1 

紅光 630 632 <1 <1 

藍光 450 464 <1 <1 

紫光 396 446 <1 <1 

綠光 534 519 <1 <1 

 

表二、五種 LED 光源之光譜圖 

LED

光源 
白光 紅光 藍光 

光 

譜 

圖 

 

  

LED

光源 
紫光 綠光 

光 

譜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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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陸蟹移動分布圖之圖示說明 

二、【實驗一】色光趨性實驗 

  實驗一共進行6隻降海中毛足特氏蟹（編號1-6）的光趨性測試，每隻進行無光測試後，隨

機分配順序至五種色光，每種色光皆進行3分鐘的行為觀察（光源皆同時設置於L1及R3角落，

分布圖中以灰色矩形表示）。實驗結束後將陸

蟹的移動路徑繪製成「移動分布圖」（如圖二

十一），並以其「移動方向」及「停留時間」

作為依據，將每次實驗分類成對此光源「有趨

性」（移動方向往光源或停留於光源處超過一

半的時間）、「無明顯趨性」（移動趨性不明

顯）以及「迴避性」（實驗過程完全不經過光

源且未往光源方向移動），本次實驗結果分析

與討論呈現於下表三。 

 

 

表三、五種色光之陸蟹移動分布圖、趨性比例與結果分析（光源位置以灰色矩形表示） 

色光 陸蟹移動分布圖 趨性比例 結果分析 

白光 

 

 六次實驗中有四次陸蟹

對白光有趨性（編號 2、

3、4、6），一次無明顯趨

性（編號 1）、一次迴避性

（編號 5）。 

→有 67%的陸蟹對白光

有趨性。 

紅光 

 

 六次實驗中有四次對紅

光有趨性（編號 1、3、4、

6），一次無明顯趨性（編

號 2）、一次迴避性（編號

5）。 

→有 67%的陸蟹對紅光

有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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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光 陸蟹移動分布圖 趨性比例 結果分析 

藍光 

 

 

六次實驗中有五次陸蟹

對藍光有趨性（編號 1、

2、3、4、5），一次無明顯

趨性（編號 6）。 

→有 83%陸蟹對藍光有

趨性。 

紫光 

 

 

六次實驗中有四次對紫

光無明顯趨性（編號 1、

2、5、6），二次對紫光迴

避性（編號 3、4）。 

→有 33%陸蟹對紫光有

迴避性。 

綠光 

 
 

六次實驗中有兩次有趨

性（編號 1、3），三次無

明顯趨性（編號 2、4、6），

一次迴避性（編號 5）。 

→有 33％陸蟹對綠光有

趨性。 

→有 17％陸蟹對綠光有

迴避性。 

結果 

(1) 陸蟹在藍光下有較為顯著的趨性（有趨性佔 83%），白光與紅光次之（67%），

再來是綠光（33%），最後是紫光（0%）。 

(2) 整個實驗中，所有陸蟹停留在藍光燈光區域（L1 及 R3）的加總時間最長（共

計 570 秒，53%），顯示陸蟹對於藍光相較其他四種色光有較明顯之光趨性。 

(3) 陸蟹對紫光產生明顯的迴避性（迴避性佔 33%），且在紫光的環境中，所有

陸蟹停留於燈光區域（L1 及 R3）的加總時間最短（共計 120 秒，11%），顯

示陸蟹對於紫光相較其他色光，有較明顯之迴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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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1) 本實驗燈光架設於 L1 和 R3 位置，在整個實驗中，陸蟹經過或停留於 M3

和 R3 的比例最低，推論 M3 和 R3 為觀測者的位置，人為活動的干擾使陸

蟹行經此兩區域的比例降低，進而影響 R3 處燈光趨性的準確性。 

(2) 本實驗的行為判斷依據僅分成「有趨性」、「無明顯趨性」以及「迴避性」，

未來實驗可再針對趨性程度做細分。 

 

 

三、 【實驗二】特定色光趨性實驗 

  實驗二共進行11隻降海中毛足特氏蟹（編號0, 9-18），每隻六次（白、藍、紫光分別

於L3或R1），共66次的光趨性測試。 

（一）陸蟹於三種特定色光下的移動分布 

將所有測試的3分鐘移動路徑，依據不同色光繪製成移動分布圖，如表四。 

表四、三種特定色光（白、藍、紫）之陸蟹移動分布圖（光源位置以灰色矩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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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果分析與討論 

  我們依據陸蟹的「移動方向」及「停留時間」，分成對光源「有趨性」（移動方向往

光源或停留於光源處超過一半的時間）、「無明顯趨性」（移動趨性不明顯）以及「迴避

性」（實驗過程完全不經過光源且也未往光源方向移動），實驗結果分析呈現於表五和

圖二十二。 

 

表五、陸蟹對三種特定色光（白、藍、紫）之趨性分類統計表 

（表格中L代表燈光位於L3位置時之分類；R代表燈光位於R1位置之分類） 

白光編號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0 總計 百分比 

有趨性      R L L   R 4 18% 

無明顯趨性 R LR LR LR L L R   L  11 50% 

迴避性 L    R   R LR R L 7 32% 

藍光編號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0 總計 百分比 

有趨性 R LR    LR L  R R R 9 41% 

無明顯趨性 L   LR L  R  L L L 8 36% 

迴避性   LR  R   LR    5 23% 

紫光編號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0 總計 百分比 

有趨性  R   R       2 9% 

無明顯趨性 L  LR L  LR  R LR  LR 11 50% 

迴避性 R L  R L  LR L  LR  9 41% 

 

 

 

 

 

 

 

 

圖二十二、陸蟹對三種特定色光（白、藍、紫）之趨性比例 

綜合以上圖表，歸納結果與討論如下： 

1. 陸蟹對藍光有趨性的比例最高（41%），明顯高於白光（18%）和紫光（9%），且迴

避性最低（23%），顯示此三種色光下，陸蟹對藍光的光趨性最高。 

2. 陸蟹對紫光的迴避性比例最高（41%），高於白光（32%）和藍光（23%），且有趨性

比例最低（9%），顯示此三種色光下，陸蟹對紫光的光趨性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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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實驗中陸蟹對白光沒有較明顯的趨性（無明顯趨性佔50%），我們推測是因為白光

亮度太高（光譜儀測定顯示其照度=12 lux），導致陸蟹產生迴避行為。 

4. 陸蟹很少會移動至R2、R3和M3，推測是因為觀測者（靠近R3）在拉下帳篷拉鍊觀測

時，會造成人為干擾，使陸蟹不敢接近此區域，我們將在下一個實驗提出解決辦法。 

5. 本實驗與實驗一為前後三天內進行，行為判斷依據仍僅分成「有趨性」、「無明顯趨

性」及「迴避性」三個程度，未來實驗需再針對趨性程度做細分。 

四、【實驗三】水管實驗 

實驗三共對 7 隻陸蟹進行光趨性測試，每隻陸蟹在無光測試後，隨機安排順序至藍光和

紫光裝置，分別進行左側和右側的燈光測試，含無光測試共 35 次試驗。記錄陸蟹最後

停留位置，並進行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陸蟹移動分布 

陸蟹被置於水管中間，一分鐘自由移動後，記錄最後停留位置，依光源種類分組繪製於

表六，便於比較分析。 

表六、水管實驗之陸蟹移動分布圖（陸蟹編號對應顏色如下： 0602 橘、0603 紅、0605

紫、0606 藍、0608 粉、0610 綠、0611 土） 

無光實驗 

 

 

結果分析：無光源下，有三隻陸蟹趨於向左移動，其餘則位於中間處。 

藍光於左 藍光於右 

 

 

 

結果分析：14 次試驗中，有 5 次對藍光有趨性，4 次無明顯趨性，5 次迴避性。此

結果顯示陸蟹對藍光無顯著趨性。 

紫光於左 紫光於右 

 

 

 

 

 

 

結果分析：14 次試驗中，有 2 次對紫光有趨性，7 次無明顯趨性，5 次迴避性。此

結果稍顯示陸蟹對紫光的迴避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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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果分析與討論 

  我們依據陸蟹一分鐘後的停留位置，做出趨性判斷，停留在光源側者判定為「有趨

性」；停留在中間者判定為「無明顯趨性」；停留在光源反方向側者判定為「迴避性」。統

計所有陸蟹的趨性，計算趨性比例（表七），以百分率及合計總數繪製藍光、紫光之趨性

比較圖及堆疊比較圖（圖二十三）。 

 

表七、陸蟹於水管實驗之趨性比例 

（其中「左」代表光源於左側之結果，計數＋1；「右」代表光源位於右側之結果，計數

＋1；「雙」代表左、右側皆表現出相同的結果，計數＋2） 

 藍光 紫光 

有趨性 無明顯趨性 迴避性 有趨性 無明顯趨性 迴避性 

0602  右 左  雙  

0603 雙    左 右 

0605  右 左  左 右 

0606 左 右  雙   

0608 左 右    雙 

0610 左  右  左 右 

0611   雙  雙  

總數 5 4 5 2 7 5 

百分率 36% 28% 36% 14% 50% 36% 

 

圖二十三、陸蟹水管實驗對藍光和紫光下之趨性比較（圖左，以表七內的百分率繪製）

及趨性堆疊比較（圖右，以表七內的總數繪製） 

 

 

 

光源 

編號 

0%

10%

20%

30%

40%

50%

60%

有趨性 無明顯趨性 迴避性

陸蟹對於藍光及紫光之趨性比較

藍光 紫光

0

2

4

6

8

10

12

有趨性 無明顯趨性 迴避性

陸蟹對於藍光和紫光之趨性堆疊比較

藍光 紫光

百分率 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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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圖表，歸納結果與討論如下： 

1. 由圖二十三左可得知，陸蟹對藍光表現出「有趨性」、「無明顯趨性」與「迴避性」

的比例無顯著差異（36%、28%、36％）；陸蟹對紫光的「有趨性」比例（14%）則顯

著低於「無明顯趨性」（50%）與「迴避性」（36%）的比例。 

2. 由圖二十三右可得知，本實驗對光源有趨性的陸蟹中，藍光數量（5次）大於紫光數

量（2次），但無明顯趨性與迴避性的陸蟹次數仍高於具有光趨性之次數。 

3. 結果有別於實驗一、二，陸蟹於水管內的移動，在色光間較無顯著趨性，推論與水管

管徑大小、LED燈照射範圍、實驗時間和人為干擾有關，將於討論時進一步探討。 

五、【實驗四】改良版色光趨性實驗 

（一）不同色光下的光趨性分析（趨性等級分類標準詳見本研究第 12 到 13 頁） 

本實驗於 2022 年 7 至 9 月的五個實驗日，共進行 124 隻降海中毛足特氏蟹之趨性實

驗，結果分析如表八與表九所示。 

表八、改良版五種色光之陸蟹移動分布圖（趨性等級A）、趨性比例與結果分析 

色光 陸蟹移動分布圖 趨性比例 結果分析 

白光 

 

 

 

有明顯趨性的

陸蟹比例超過

30%，且整體表

現出有趨性的

比例佔 56％，顯

示超過半數的

陸蟹對白光有

趨性。 

紅光 

 

 

 

有明顯趨性的

陸 蟹 比 例 為

23%，且整體表

現出有趨性的

比例佔 65％，顯

示超過半數的

陸蟹對紅光有

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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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光 陸蟹移動分布圖 趨性比例 結果分析 

藍光 

 

 

 

有明顯趨性的

陸 蟹 比 例 佔

38%，且整體表

現出有趨性的

比例達 69%，顯

示陸蟹對藍光

有最高的趨性

比例。 

紫光 

 

 

 

整體表現出對

紫光有趨性的

比例低於 50%，

且對紫光的迴

避性達 32%，僅

次於綠光。 

綠光 

 

 

 

有約 70%的陸

蟹對綠光有迴

避性，顯示陸蟹

對綠光產生強

烈的迴避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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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陸蟹對改良版五種色光之趨性分數 

光源 

A:有明顯
趨性 

（2 分） 

B:有些微
趨性 

（1 分） 

C:無趨性 

（0 分） 

D:迴避性 

（-1 分） 
總分 總隻數 

每隻陸蟹
平均趨性
分數 

白光 8 6 6 5 17 25 0.680 

紅光 6 11 4 5 18 26 0.692 

藍光 11 9 4 5 26 29 0.897 

紫光 7 6 6 9 11 28 0.393 

綠光 2 2 1 11 -5 16 -0.313 

計算範例：白光 8*2(A)+6*1(B)+6*0(C)+5*-1(D)=+17，17/25=0.680，即為平均趨性分數。 

 

綜合以上趨性分析，歸納結果與討論如下： 

1. 我們發現毛足特氏蟹對藍光有最顯著之趨性（平均 0.897 分），其次為紅光（0.692 分）

與白光（0.680 分），再來為紫光（0.393 分），最後為綠光（-0.313 分）。 

2. 以趨性分數進行分析，檢測白、紅、藍、紫、綠光的差異性，發現五種色光有顯著差

異（p<0.05），我們接著藉由事後分析得知哪組色光間有差異。 

3. 陸蟹在綠光下具有最低的光趨性（平均-0.313 分）。且兩兩色光的光趨性表現，在「綠

光與白光」、「綠光與紅光」和「綠光與藍光」下均具有顯著差異（p < 0.05），顯示

其對綠光的高度迴避行為。紫光雖具有第二低的光趨性，但是與其他色光間無顯著差

異。因此未來可延伸探究於高路殺路段馬路周圍建置綠光的可能性。 

4. 雖然陸蟹在藍光下具有最高的光趨性（平均 0.897 分），但藍光與白光的趨性分數在

統計上差異不顯著，我們推測是因為白光本屬於混和光，且峰值波長位於 450nm（藍

光波段），因此結果與藍光較相似。 

5. 紅光在此實驗中為趨性分數第二高的光源（平均 0.692 分），但紅光與藍光的趨性分

數在統計上差異不顯著。其原因推測如下：實驗中，我們觀察到部分陸蟹在面對紅光

測試時，會移動至紅光前，並舉起第一對螯足。與專家老師討論過後，推論是陸蟹對

紅光有攻擊行為，此行為與光趨性的關聯，以及紅光是否真的誘使陸蟹產生攻擊行為，

皆有待後續研究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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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燈光恆亮與閃爍的光趨性分析 

我們分別計算 42 次恆亮與 82 次閃爍實驗（共 124 次），得到下列十種光源之趨

性結果，以相同標準計算趨性分數（表十），並繪製折線圖比較（圖二十四）。 

表十、陸蟹對五種恆亮與閃爍光源之趨性分數 

光源種類 
A 

(+2 分) 

B 

(+1 分) 

C 

(0 分) 

D 

(-1 分) 
總分 總隻數 

每隻陸蟹 

平均趨性分數 

白光恆亮 2 2 2 1 +5 7 +0.714 

紅光恆亮 3 4 0 2 +8 9 +0.889 

藍光恆亮 3 5 0 2 +9 10 +0.900 

紫光恆亮 1 5 0 2 +5 8 +0.625 

綠光恆亮 2 1 1 4 +1 8 +0.125 

白光閃爍 6 4 4 4 +12 18 +0.667 

紅光閃爍 3 7 4 3 +10 17 +0.588 

藍光閃爍 8 4 4 3 +17 19 +0.895 

紫光閃爍 6 1 6 7 +6 20 +0.300 

綠光閃爍 0 1 0 7 -6 8 -0.750 

 
 圖二十四、陸蟹對五種恆亮與閃爍光源之趨性分數比較   

綜合以上趨性分析，歸納結果與討論如下： 

陸蟹在恆亮光源中有最明顯趨性的色光為藍光（0.900 分），其次為紅光（0.889 分），緊

接為白光（0.714 分）和紫光（0.625 分），最後為綠光（0.125 分）。而閃爍光源中具最明

顯趨性的色光一樣為藍光（0.895 分），其次為白光（0.667 分）、紅光（0.588 分），再來

是紫光（0.300 分），迴避性較明顯的則為綠光（-0.750 分）。綜合以上得知，陸蟹於不同

色光之趨性在恆亮與閃爍光源下無顯著差異。陸蟹在藍光下有最明顯的光趨性，而在綠

光閃爍下明顯遠離光源，產生最顯著的迴避行為。 

0.714
0.889 0.9

0.625

0.125
0.667

0.588 0.895

0.3

-0.75

-1

-0.5

0

0.5

1

白光 紅光 藍光 紫光 綠光

五種恆亮與閃爍光源之光趨性分數比較

恆亮 閃爍

平均 
趨性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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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驗五】墾丁實驗 

（一）實驗結果 

我們陸續將八隻降海中的毛足特氏蟹移動至實驗涵道口，分別記錄其放入時間

（表十一），使用夜視攝影機觀察記錄涵道內陸蟹移動情形（表十二）。 

  

   表十一、墾丁實驗隻數與放入時間 

 

   

 

 

 

   表十二、陸蟹於涵道中所做行為之比例 

陸蟹行為判讀 從藍光處離開 留在涵道中 不明 

百分比 63% 25% 12% 

 

（二）結果分析與討論 

1. 以藍光指引降海中陸蟹方向之可行性 

本實驗共進行 8 隻毛足特氏蟹之藍光趨性測試，8 隻中有 5 隻（63%）在藍光的指

引下成功由藍光處離開涵道，2 隻留在涵道中（25%），1 隻動態不明（12%）。 

2. 實驗涵道與環境干擾 

本實驗涵道與公路平行，非垂直公路往海邊的地下廊道，因此可能造成陸蟹迷航。

過程中我們以夜視攝影機於藍光出口外 2 公尺處觀察，發現陸蟹多以緩慢的速度朝

向光源直線移動，顯示陸蟹對藍光的光趨性。除此之外，人為光線（如手電筒）或

人為震動（如走路等動作）的干擾可能對陸蟹行為造成結果差異。 

 

  

毛足 

隻數 
第一隻 第二隻 第三隻 第四隻 第五隻 第六隻 第七隻 第八隻 

放入 

時間 
18:11 18:26 18:39 19:01 19:08 19:28 19:5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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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降海數量分布統計 

（一）目擊數量統計 

我們記錄 2021-2022 年每次壽山實驗日降海中毛足特氏蟹的數量，並列出當日晚間天氣

（雲量）（表十三），並製作數量趨勢圖（圖二十五）。 

 

表十三、實驗日壽山樣區實驗與未實驗之毛足特氏蟹目擊數量統計 

實驗日期 天氣*〔十二〕 未實驗 實驗 目擊總和 

2021 年 9/21 (農 8/15) 多雲時陰、多雲 24 0 24 

2021 年 10/17 (農 9/12) 多雲時陰 0 6 6 

2021 年 10/20 (農 9/15) 晴時多雲 0 17 17 

2021 年 11/19 (農 10/15) 多雲、多雲時陰 0 0 0 

2022 年 6/13 (農 5/15) 多雲時陰 2 13 15 

2022 年 7/12 (農 6/14) 多雲時陰 20 20 40 

2022 年 7/13 (農 6/15) 多雲時陰 17 19 36 

2022 年 8/12 (農 7/15) 多雲時陰 0 16 16 

2022 年 9/9 (農 8/14) 多雲、多雲時陰 35 30 65 

2022 年 9/10 (農 8/15) 多雲時陰 28 40 68 

*天氣雲量比例：晴 0～20％、晴時多雲 20～40％、多雲 40～60％、多雲時陰 60～80％、陰天 80～100％。 

 

圖二十五、2021-2022 年壽山樣區實驗日毛足特氏蟹目擊數量趨勢 

 

（二）結果分析與討論 

  國內研究報告指出毛足特氏蟹的降海季主要發生在國曆 6 至 10 月（農曆 5 至 9 月）

的滿月前後，本實驗於壽山樣區之結果與國內研究報告相符，2021 年 11 月即不再目擊

到降海的毛足特氏蟹，整個研究期程中以 2022 年 9 月的降海陸蟹最多（農曆 8/15 單日

達 68 隻）。除此之外，本研究結果無法證明天氣雲量比例與陸蟹降海數量有顯著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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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一）實驗一、二、四光趨性實驗的漸進式調整 

  根據實驗一和二的結果，我們發現在五種色光中，毛足特氏蟹對藍光有較顯著的

光趨性，但也在過程中發現多項可修正改進的地方，我們在實驗四改良實驗設計，從

觀測口的調整、帳篷結構的改良以減少觀測者的人為干擾，並縮短每隻陸蟹的實驗時

間，改善燈光裝置。除此之外，我們也加入更多的實驗天數，以達到更高的樣本數來

驗證毛足特氏蟹的光趨性。未來研究將可加入夜間攝錄影設備，除了減少人為活動的

干擾，亦可更仔細觀察到陸蟹的移動路線。 

（二）實驗三水管實驗的結果偏差 

  我們發現實驗三的結果不管在藍光或紫光下，陸蟹的光趨性行為皆不顯著，以下

是我們推測的可能原因： 

1. 光源設置：我們將LED燈箱置於水管末端開口處往中間照，推測因水管不夠長，再

加上水管表面光滑（PVC材質），光射入水管後於內部產生多次反射，造成幾乎整

個水管都有光，導致陸蟹無法準確判斷光源，進而影響實驗設計與結果。 

2. 水管尺寸：我們嘗試以水管模擬台26線公路旁的水溝與涵道，但水管的長度僅200

公分、直徑僅15公分，無法有效模擬涵道實際狀況，進而影響陸蟹的移動選擇。 

3. 人為干擾：實驗過程中觀察者的聲音與動作，以及管內空間小，造成陸蟹抓放過程

中的過度干擾，都可能影響陸蟹對光趨性的判斷。 

  綜合以上問題，未來不建議以PVC水管模擬涵道進行光趨性實驗，可直接於公路

涵道進行實驗，並增加實驗樣本數，預期可得到較符合自然情況之行為結果。  

（三）光源閃爍是否帶來更顯著的光趨性？ 

  我們於2022年（實驗四）開始加入光源閃爍的變因，發現在較有趨性的光源下（藍

光、白光），陸蟹對閃爍與否的光趨性差異性較低；但在光趨性最低的綠光下，閃爍

強化了陸蟹對綠光的迴避性。本研究僅針對單一閃爍頻率與恆亮做比較，未來可進一

步調整光源的閃爍頻率，進而找出對陸蟹光趨性有最顯著影響的閃爍頻率。 

（四）本研究對陸蟹保育之貢獻 

  本研究為國內外首度以 LED 光源對陸蟹進行光趨性測試，並得到顯著的光趨性

差異之研究，未來可針對藍光進行波長區段細分（例如深藍、淺藍等），或加入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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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以外之光源（例如紅外光、紫外光），找出最具顯著光趨性之波段，並加入其他高

路殺風險之陸蟹物種測試。 

  除此之外，本研究之結果可作為相關陸蟹保育研究單位之參考依據，以本研究的

初步結果顯示，可在高路殺路段的公路邊緣設置綠色閃爍光源，以減少陸蟹直接跨越

道路至海邊釋幼的機率；在海岸林至地下廊道的路線上設置藍色光源，一路誘導陸蟹

走入涵道跨越道路，以減少遭路殺之

風險（如圖二十六所示）。2023 年 7 月

起，將由海洋大學、墾管處與相關專

家學者依據本實驗結果，於墾丁香蕉

灣新設的地下廊道進行現地實驗，未

來再依實驗結果評估在公路下方的涵

道或公路旁的溝渠加裝光源，誘導陸

蟹通過涵道。 

 

（五）未來延伸探討議題 

1. 在本次研究中，我們於實驗中發現部分毛足特氏蟹靠近紅光時，會揮動螯足產生

類似攻擊之行為，也因為如此，導致對紅光展現偏高的光趨性比例，未來仍需更

多行為實驗討論此行為帶來之意義。 

2. 本研究同時記錄了壽山樣區2021年10月至2022年9月降海中毛足特氏蟹的數量及

甲殼寬資訊，在161隻的甲殼寬資料中，我們發現最小為43mm，最大為84mm，平

均為59.8mm，本研究未涵蓋陸蟹大小與光趨性之探討，因此未做更多的分析討論，

但是此毛足特氏蟹之基本生態資料可提供其他研究單位作為後續研究參考使用。 

3. 從資料中我們得知毛足特氏蟹的降海日期多落在滿月前後，因此推測其降海行為

與月光有關。月光是太陽光的反射光，為一混合色光，且其平均波長因觀測地點

與時間有所差異，落在400nm到600nm之間〔十三〕〔十四〕〔十五〕，含括大多的可見光

波長。未來可加入墾丁地區滿月時月光波長對陸蟹的光趨性研究。 

4. 本次研究對象為墾丁國家公園內路殺比例前五名之一的蟹種—毛足特氏蟹，未來

研究也可納入其他高路殺比例的陸蟹，如：奧氏後相手蟹、帝王仿相手蟹、紫地

蟹等蟹種，整體性評估降海中陸蟹的光趨性行為。 

圖二十六、依據本研究結果繪製出公路旁燈光

設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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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一）【實驗一】色光趨性實驗 

以白、紅、藍、紫、綠五種色光於帳篷內進行實驗，作為毛足特氏蟹在不同色光下趨

性研究之前測試。結果顯示陸蟹對不同色光有顯著之行為差異，以藍光之光趨性最為

顯著，其次是白、紅光，接下來為綠光，最後為紫光。 

（二）【實驗二】特定色光趨性實驗 

調整帳篷與光源裝置，以降低觀測者的干擾，提供陸蟹明確的光源與黑暗區。於帳篷

內對白、藍、紫三種色光進行光趨性實驗。結果與實驗一吻合，陸蟹對藍光展現最顯

著之光趨性，其次為白光，最後為紫光。 

（三）【實驗三】水管實驗 

以PVC水管模擬涵道環境，探討陸蟹於管內對之前實驗趨性最高和最低之藍、紫光的

光趨性。結果顯示陸蟹對藍光之趨性較紫光高，但差異不顯著，推測為管徑太小，使

光於管內多次反射導致光量在左右兩端差異不大，而影響實驗結果。 

（四）【實驗四】改良版色光趨性實驗 

本實驗大幅改良實驗裝置與設計，縮短每隻陸蟹實驗時間，並設立趨性等級分類標準，

計算分數評估各色光之光趨性。以白、紅、藍、紫、綠五種色光進行實驗，並加入閃爍

光源。結果顯示陸蟹對藍光恆亮表現出最高之光趨性，對綠光閃爍產生迴避現象。特

別的是我們觀察到陸蟹對紅光有攻擊行為，此行為之意義有待後續研究進行更多討論。 

（五）【實驗五】墾丁實驗 

我們選擇研究中趨性最顯著的藍光，於墾丁香蕉灣之公路旁溝渠（陸蟹釋卵的其中一

段路徑），測試以LED光源誘導陸蟹移動方向之可能性。結果顯示多數陸蟹成功移動

至藍光光源，提供研究單位未來發展光趨地下廊道之參考依據。 

（六）研究總結 

本研究結果顯示特定波長（藍光）之LED光源可誘導降海中毛足特氏蟹的移動行為，

增加陸蟹對地下廊道的成功使用率，也可將綠色閃爍光源應用在高路殺公路邊緣，進

而降低陸蟹遭路殺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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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30316 

優點： 

本研究立意良善，旨在分析毛足特氏蟹對不同光源的趨向性行為。此

研究探討降海中陸蟹對不同色光的光趨性，同時評估建構光趨性地下

廊道的可行性，依據此研究結果可以應用光誘導方式來降低陸蟹在地

下廊道中產生迷航現象，減少陸蟹遭路殺的風險。研究主題具有環境

議題的重要性。 

建議及檢討： 

1. 研究結果雖具應用潛力，然與前人的研究成果雷同，而較缺新穎

性。 

2. 實驗五缺乏對照組。實驗五在墾丁陸蟹路殺嚴重的路段進行以藍

光指引陸蟹，觀察陸蟹是否可順利通過實驗涵道，須增加實驗在

無藍光的引導下，陸蟹是否也能順利通過涵道。 

3. 數據的資料呈現宜應有統計與顯著性檢測，以提高實驗的可信

度。建議將陸蟹移動分布的結果進行分類後再呈現。 



4. 相關實驗的結果顯示藍光對陸蟹有較明顯的光趨性，但對於其他

光源如白光、紅光、綠光的趨性部分則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以

充分理解陸蟹對不同光源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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