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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幽靈竹節蟲（Extatosoma tiaratum ）是澳洲引進的外來種，在臺灣已經廣為飼養，若逃逸至野

外，是否會大量繁衍，影響生態環境？本研究探討其在台灣的適應與防衛方式，結果發現幽

靈竹節蟲在環境的適應性方面，可食用多種果樹和本土植物；風吹時身體會隨風搖擺，融入

所處的枝葉環境中；在生存策略方面，幽靈竹節蟲主要採取有性生殖、孤雌生殖為輔的繁殖

方式，卵會偽裝成種子以增加孵化率。其防衛方法有剛孵化時會擬態成蜘蛛蟻、若蟲擬態成

蠍子、雄成蟲擬態成大螳螂，此外雌蟲會偽裝成帶刺的枝葉等。其體色也能隨著所處的環境

改變以融入環境中。若幽靈竹節蟲若逃逸到自然環境中，可能對芭樂等果樹產生衝擊，於相

關的飼養與管理，須儘早謹慎因應處理！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四年級下學期第三單元「昆蟲世界」的自然課，有同學家裡養了很多的棉桿和幽靈竹節

蟲，分送給班上同學觀察飼養，大家對於竹節蟲充滿了好奇心。我們發現幽靈竹節蟲的外形

特徵和棉桿竹節蟲很不一樣，老師說幽靈竹節蟲是從澳洲引進的外來種，和印象中的竹節蟲

很不一樣！有同學問：既然是外來種，牠是怎麼來到臺灣的？再從網路上查詢，發現幽靈竹

節蟲在臺灣已經到處有人在飼養了！我們不禁擔心了起來，萬一有人棄養，很有可能已經在

野外繁衍開來，那麼就有可能會破壞臺灣的生態環境。而環境工作者簡士傑（2009）也在環

境資訊中心投稿提出幽靈竹節蟲可能會破壞生態的警訊。所以我們決定透過研究來了解幽靈

竹節蟲的環境適應性與生存策略，期待能了解幽靈竹節蟲也才能防範未然，阻止可能的生態

浩劫發生。 

二、 研究目的 

（一）幽靈竹節蟲的環境適應性 

1. 探討幽靈竹節蟲是否能適應臺灣的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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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探討幽靈竹節蟲的食草是否具有多樣性且容易在臺灣取得 

3. 探討幽靈竹節蟲是否能模仿枝葉隨風搖擺 

（二）幽靈竹節蟲的生存策略 

1. 探討幽靈竹節蟲的生殖方式 

2.探討幽靈竹節蟲的防衛方式 

 

三、文獻回顧 

（一）歷屆科展與竹節蟲相關之研究 

題目 研究發現與結論 

竹節蟲夜未眠—棉桿竹節蟲斑

紋辨識與夜間活動行為探究 

(第 60 屆科展國小組生物科) 

1. 可利用中胸背板黑色斑點數量及排列圖形，可辨識棉桿

竹節蟲個體。 

2. 不同的光照環境，會影響棉桿竹節蟲活動行為的時段分

布與時間長短。 

林間隱者---影響棉桿竹節蟲生

長因子之探究 

(第 51 屆科展國小組生物科) 

1. 若蟲體色會因低溫改變原本翠綠的體色自然轉而成為麥

褐色。 

2. 專一食用朱槿全花的棉桿竹節蟲可存活天數較長。但卵

的孵化率極低，若蟲存活率為『0』。 

不要一直注意人家的美腿啦！ 

〈棉桿竹節蟲的步行晃動與擬

態晃動頻率〉 

(第 49 屆科展國小組生物科) 

1. 若蟲步行會晃動，但成蟲不會。 

2. 擬葉晃動原因可能是模擬葉片晃動的偽裝能力 

3. 利用身體搖晃，可增加足部末端的吸附力。 

樹上忍者－棉桿竹節蟲的生態

研究 

(第 49 屆科展國中組生物科) 

1. 複眼會隨著光線改變顏色。 

2.具有負趨地性、有趨光性但不明顯。 

3. 光線顏色對體色變化有影響，綠光與藍光會使軀幹與步

足的體色趨褐色，軀幹上斑點更為突起、明顯。 

台灣皮竹節蟲和飛竹節蟲生活

史與食草之比較 

(第 42 屆科展國小組生物科) 

1. 兩種竹節蟲的食草都屬多食性。 

2. 飛竹節蟲是孤雌生殖；臺灣皮竹節蟲是兩性生殖。 

3. 飛竹節蟲比較耐乾旱；臺灣皮竹節蟲則喜陰暗、潮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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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1. 根據上表可知目前為止，有關竹節蟲的研究，幾乎都是針對棉桿竹節蟲。 

2. 其中關於防衛的部分，有關研究棉桿竹節蟲的步行晃動與擬態晃動頻率，發現若蟲步

行會晃動，但成蟲不會，此發現可做為幽靈竹節蟲擬葉晃動的實驗參考。 

3. 「樹上忍者－棉桿竹節蟲的生態研究」則發現綠光與藍光會使軀幹與步足的體色趨褐

色，軀幹上斑點更為突起、明顯，其實驗方法可用於幽靈竹節蟲體色變化的實驗中。 

4. 在台灣皮竹節蟲和飛竹節蟲生活史與食草之比較研究中，兩種竹節蟲的食草都屬多食

性。其食草的種類與餵食實驗可做為幽靈竹節蟲食草的實驗參考。 

（二）網路蒐集資料： 

 1.幽靈竹節蟲基本資料： 

學 名 Extatosoma tiaratum  

科別 竹節蟲科 

產 地 澳洲 

食草 金絲桃科、殼斗科、桃金孃科等植物的葉片 

外型特徵 1. 卵的階段任務：假裝成種子，吸引螞蟻咬回溫暖而保濕的蟻窩，蟻窩會保

持25℃的常溫，以利卵之孵化。 

2.一齡階段任務：擬態成螞蟻快速暴走，迅速的向上與向光直衝尤加利樹上。 

3.二齡階段任務：開始變得不躁動，行為與外表模仿荊棘枝葉隨風搖曳，遇威

脅時總把前雙腳抬高並把尾部往上翹，形成蠍子狀來警告入侵者！此雙態

模仿狀況會持續到成蟲。 

4.五齡蟲：雄蟲五齡就會成蟲，體型會模仿肉食的褐色大螳螂。 

5.六齡蟲：雌蟲此時已是亞成體，身體的尺寸已與成蟲相仿，外型上就如同帶

有棘刺的身體及具有斑駁葉片的六肢。 

生態習性 1. 屬於夜行性昆蟲。 

2. 當有雄蟲時，雌蟲行有性生殖，沒有雄蟲時，可以單獨行孤雌生殖，所產

下的都是雌的。 

3. 屬於漸進不完全變態的昆蟲，生活史從卵→若蟲→成蟲三個階段。成長期

需經過六次脫皮，才能長大成蟲，時間約為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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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卵像個超迷你手榴彈，經過5個月漫長成長後才會破殼而出。 

繁殖策略 1. 主要採取有性繁殖，但當雌性沒有交配時，就會採取孤雌生殖。 

2. 孤雌生殖的若蟲通常比較弱，卵化所需要的時間幾乎是受精卵的兩倍。受

精卵在4到6月後孵化，孤雌生殖卵則會6到12月後孵化。 

資料來源 台灣常見昆蟲（蔡秀錦2017） 

幽靈竹節蟲大解密-一生都在模仿變身的高手 

Giant Prickly Stick Insect - Extatosoma tiaratum 

2.幽靈竹節蟲的原生環境氣候調查： 

     (1)根據全球多樣性機構的調查顯示：從 1826 年至 2023 年 1 月，在澳洲採集到的幽靈

竹節蟲樣本共計 484 隻，發現幽靈竹節蟲的分佈區域集中在東北部和東南部的靠海

岸森林裡。再與澳洲的氣候分布圖做比對（將兩圖做重疊處理），幽靈竹節蟲一部

份分佈於東北部的熱帶莽原氣候區，較大部份分佈於東南部的副熱帶溼潤氣候和一部

分的海洋性氣候區。 

 幽靈竹節蟲在澳洲的分佈圖與澳洲氣候分佈圖（兩圖重疊） 

 
資料來源：澳大利亞地理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wikipedia.org) 

 Extatosoma tiaratum (Macleay, 1826) (gbif.org) 

(2)再調查臺灣的氣候型態，發現臺灣與幽靈竹節蟲分佈最多的澳洲東南部沿海，都是

屬於副熱帶溼潤氣候區，而且地理分佈也都是靠海，兩者完全吻合，但是南、北半

球的季節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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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副熱帶溼潤氣候區分佈圖（右下套疊幽靈竹節蟲在澳洲的分佈圖） 

 

 

 

 

 

 

 

 

資料來源：夏雨型暖溼氣候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wikipedia.org) 

3. 幽靈竹節蟲的體色變化： 

在「幽靈竹節蟲大解密-一生都在模仿變身的高手」的文章中指出在澳洲的幽靈竹節

蟲只有一個物種，但卻有地衣幽靈，綠幽靈，黑幽靈，白幽靈等不同體色，這就是幽

靈竹節蟲更微妙之處，因為澳洲幽靈竹節蟲能感應環境變化，為了生存讓自己融入環

境，以獲得最佳的保護！ 

4.幽靈竹節蟲在被風吹拂時會左右搖擺： 

 在「The swaying behavior of Extatosoma tiaratum: motion camouflage in a stick insect?」

Xue Bian（2016）的研究中發現：在所有試驗中，搖擺頻率隨時間而下降，但與恆定

風力條件相比，可變風條件下的搖擺次數顯著更高。這說明昆蟲注意環境線索並相應

地調整其行為。 

5. 擬態與偽裝的差別： 

(1)擬態：不同種的生物，以假冒的身體外型、顏色與斑紋，警告可能的掠食者。 

(2)偽裝：動物以顏色、斑紋或舉止，使自己好像是棲息環境的一部分，讓獵物或掠食 

者不易發現。 

6. 綜合上述文獻資料整理如下： 

      (1)幽靈竹節蟲為了要生存，在各個成長階段，都會有不同的擬態和偽裝以欺騙天敵，所

以我們決定透過實際飼養來了解幽靈竹節蟲的防衛能力。 

      (2)幽靈竹節蟲會隨著環境產生不同體色，以融入背景環境中，而不被天敵發現，我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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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實驗，找出幽靈竹節蟲改變體色的機制。 

(3)幽靈竹節蟲受到風吹拂時會像與其所在葉子左右搖擺的角度一致，比對前述棉桿竹節蟲的

步行晃動與擬態晃動頻率實驗，兩者的實驗結果有些差異，我們決定也進行兩種竹

節蟲的受風實驗，以了解牠們受風後的反應。 

 

貳、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研究器材： 

0.001～20g 微量電子秤×1 個 5 倍放大鏡×2 支 昆蟲觀察盒×2 個 平板×5 台 

45cm×45cm×120cm 大型網箱 昆蟲飼養箱×20 個 圓形塑膠筒×10 個 水彩筆 5 支 

各色壓克力水彩×12 支 紗布×6 綑 食草：芭藥葉 食草：蓮霧葉 

樹枝×10 枝 青苔×10 片 含地衣樹枝×10 枝 白碎石×1Kg 

課桌專用切割墊×1 張 顏色對照表×1 張 保水瓶×20 個 黑碎石×1Kg 

大型量角器×2 吹風機×1 風速器×1 氣溫計×1 

二、使用餵食植物： 

芒果葉 臺灣欒樹葉 桑葉 櫻花葉 玫瑰葉 龍眼葉 福木葉 構樹葉 薔薇葉 

樟樹葉 梅樹葉 梨葉 島榕葉 酪梨葉 九芎葉 茄冬葉 桂花葉 芭樂葉 

番薯葉 饅頭果葉 榕葉 蓮霧葉      

 

參、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研究流程 

 

 

 

 

 

 

想要了解幽靈竹節蟲的環境適應性能力與生存策略 

上網查詢幽靈竹節蟲相關資料 

進行設計實驗 

 

環境適應性 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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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幽靈竹節蟲的環境適應性 

1. 探討幽靈竹節蟲是否能適應臺灣的氣候 

探討問題 實驗方法 

研究 1-1： 

了解幽靈竹節蟲的生命週期是否

已能配合臺灣的季節 

1. 以 45cm×45cm×120cm 的大型網箱，裡面放置芭樂樹

盆栽做為食草，飼養幽靈竹節蟲，找出幽靈竹節蟲的

生命週期，並與臺灣的季節做比對，飼養時間為 111

年 4 月～112 年六月。 

2. 探討幽靈竹節蟲的食草是否具有多樣性且在容易在臺灣取得 

探討問題 實驗方法 

研究 2-1： 

找出幽靈竹節蟲喜歡吃哪

些食草 

1. 準備21種校園中能取得的桃金孃科、桑科、無患子科、薔

薇科等植物：芒果葉、臺灣欒樹葉、桑葉、櫻花葉、玫瑰

葉、龍眼葉、福木葉、構樹葉、薔薇葉、樟樹葉、梅樹

葉、梨葉、島榕葉、酪梨葉、九芎葉、茄冬葉、桂花葉、

芭樂葉、番薯葉、饅頭果葉、榕葉等。 

2. 準備23個方型飼養罐，在每個飼養罐中各放入一段上述枝

葉，再各放入一隻竹節蟲，進行為期一天的餵食實驗。各

重覆三次實驗。 

研究 2-2： 

探討棉桿竹節蟲的食草做

為對照 

將上述食草對食棉桿竹節蟲進行相同實驗，比較兩者的食性。 

 

繁

殖

策

略 

食

草

多

樣

性 

防

衛

能

力 

氣

候

適

應

性 

融

入

背

景

環

境

 

實驗檢討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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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討幽靈竹節蟲是否能模仿枝葉隨風搖擺 

探討問題 實驗方法 實驗方法圖片 

研究 3-1： 

幽靈竹節蟲受到

不同風力的搖擺

情形 

1. 使用4吋電風扇，使用第一段風

力，在距離蟲體位置30cm 處，

測得的風速為2m/s，使用風扇第

二段風力，在距離蟲體位置

30cm 處，測得的風速為3m/s，

使用這兩種風速，觀察幽靈竹

節蟲的搖擺情形。 

2. 使用4吋風扇的擺動模式，在距

離蟲體位置30cm 處，測得的風

速為3m/s，對著幽靈竹節蟲吹，

觀察幽靈竹節蟲受到非恆定風

的搖擺情形。 

 研究 3-2： 

以棉桿竹節蟲為

對照隨風搖擺 

1. 對棉桿竹節蟲使用上述3-1的實

驗方法進行相同實驗，比對棉

桿竹節蟲的搖擺情形。 

研究 3-3： 

幽靈竹節蟲受到 

不同風向的搖擺 

情形 

用定向風3m/s 的風速，對著距離

30cm 處幽靈竹節蟲，以 

0°、45°、90°等不同角度吹，觀察

幽靈竹節蟲的搖擺情形。 

 

研究 3-4： 

探討棉桿竹節蟲 

不同風向的搖擺 

情形做為對照 

用定向風3m/s 的風速，對著距離

30cm 處棉桿竹節蟲，以 

0°、45°、90°等不同角度吹，觀察

棉桿竹節蟲的搖擺情形。 

（二）幽靈竹節蟲的生存策略 

1. 探討幽靈竹節蟲的生殖方式 

  



9 
 

探討問題 實驗方法 圖片 

研究 1-1： 

探討幽靈竹節蟲的

生殖方式 

從成蟲開始飼養，分成有性繁殖與孤雌

繁殖兩組各放入5隻雌成蟲，有性繁殖

組放入一隻雄成蟲，再將產下的卵分別

記錄並讓其孵化和飼養。 

飼養時間：111年9月～112年06月。 
 

研究 1-2： 

探討棉桿竹節蟲的

生殖方式做為對照 

從成蟲開始飼養，再將產下的卵記錄並

讓其孵化和飼養。 

飼養時間：111年9月～111年06月。 
 

研究 1-3： 

探討蟲卵偽裝成種

子誘食螞蟻實驗 

分別在巨黑山蟻、矛巨山蟻和高雄巨山

蟻的飼養盒中，各放入2顆幽靈竹節蟲

的卵，再觀察誘食情形。  

2. 探討幽靈竹節蟲如何利用偽裝與擬態能力來進行防衛 

探討問題 實驗方法 圖片 

研究 2-1： 

幽靈竹節蟲的偽裝能力 

在網箱內放置食草，放入10

隻幽靈竹節蟲飼養，從中找

出幽靈竹節蟲各蟲齡的偽裝

能力。 

 

研究 2-2： 

幽靈竹節蟲的擬態能力 

在網箱內放置食草，再放入

10隻幽靈竹節蟲飼養，從中

找出幽靈竹節蟲各蟲齡的擬

態能力。 
 

研究 2-3： 

探討棉桿竹節蟲的偽裝與擬 

態能力做為對照 

在網箱內放置食草，再放入

10隻棉桿竹節蟲飼養，從中

找出各蟲齡棉桿竹節蟲的偽

裝與擬態能力。 

 

研究 2-4： 

幽靈竹節蟲是

在昆蟲飼養箱內分別佈置成青苔、葉狀地衣、片狀地衣、黑色樹枝、白色

樹枝等環境，再分別放入3隻幽靈竹節蟲飼養，觀察其體色如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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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靠觸覺辨別

環境顏色轉變

體色 

 

研究 2-5： 

幽靈竹節蟲是 

否靠視覺辨別 

環境顏色轉變 

體色 

將每一個圓形塑膠罐打洞並貼上紗布，再蓋在方形塑膠罐，分別塗上黑、

白、紅、黃、藍、綠及迷彩等顏色，再分別放入3隻幽靈竹節蟲飼養其

中，觀察其體色如何變化。 

 

 

 

研究 2-6： 

驗證幽靈竹節 

蟲是對紅光反 

應特別明顯 

我們發現紅色罐子的變色能力最強，推測幽靈竹節蟲對紅光反應特別強

烈，所以就改良實驗，在飼養箱放置3隻幽靈竹節蟲，再將飼養箱用紅色

玻璃紙包起來，再用紅光全天照射，看看是否能讓體色變得更紅，。 

研究 2-7： 

探討棉桿竹節 

蟲的體色變色 

能力做為對照 

在飼養箱內同時放入3隻棉桿竹節蟲

做為對照實驗。 

 

 

肆、研究結果 

（一）幽靈竹節蟲的環境適應性 

(1)幽靈竹節蟲的生命週期期：根據實際飼養結果，並與上網調查販賣與飼養幽靈竹節

蟲的相關訊息做比對，發現幽靈竹節蟲的生命週期已經能配合臺灣的季節進行生命

的循環。 

(2)有性繁殖的生命週期：雌、雄成蟲在 6 月成蟲後，雄成蟲尋找雌成蟲交配，約 1 個

月左右雌成蟲開始產卵。平均每天產下一顆卵。雌成蟲壽命約 5 個月。所產下的卵

最早於 3 月初孵化，開始新的生命週期。 

(3)無性繁殖的生命週期：雌蟲在 6 月成蟲後，沒有與雄成蟲交配，約 1 個月左右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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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也開始產卵。平均每天產下一顆卵，雌成蟲壽命約 5 個月，和交配過的雌成蟲生

命週期大致相同。但是所產下的卵最迄今（6 月初）仍未孵化。 

 

2. 幽靈竹節蟲的食草實驗結果： 

   (1)在21種植物中，有13種植物幽靈竹節蟲會吃，以雌成蟲為例，以玫瑰葉、芭樂葉和蓮霧

葉取食最多，其次是饅頭果、臺灣欒樹、櫻花葉、龍眼葉等。 

     (2)幽靈竹節蟲和棉桿竹節蟲，其中有 7 種食性是相同的，但是幽靈竹節蟲雌成蟲的體

型大於棉桿竹節蟲，其體重約為 23 倍，其中芭樂葉、玫瑰葉、和蓮霧葉都是牠們

取食最多的食草，，就算是 4 齡蟲的食量都比棉桿竹節蟲大。再從前三名食草比較，

幽靈竹節蟲雌成蟲的食量大約為棉桿竹節蟲成蟲的 5 倍。 

 

3. 幽靈竹節蟲隨風搖擺實驗結果 

(1)幽靈竹節蟲受到不同風力的搖擺情形 

         A.風力愈強，搖擺幅度愈大。 

B. 不定向風的搖擺幅度小於定向風，只有被風吹到時才會擺動。 

C. 雄蟲和雌蟲在 4 齡的時候擺動幅度最大，原因是 3 齡蟲會想要爬走，雄成蟲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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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翅膀所以被風吹時會想要飛走，所以兩者的擺動較不穩定。 

D. 受到風吹時，只有三或四隻腳抓住樹枝，以腳為支點，被風吹動身體，也就是

隨風擺動，而不是用自己的力量擺動，這也解釋了體型愈大的雌蟲搖擺幅度愈

小。 

  

(2) 幽靈竹節蟲受到不同風向的搖擺實驗結果： 

A.平均來說，在受到 0°側風吹拂時，因蟲體受風面積大，所以搖擺幅度也大。 

B. 雄成蟲因為會飛，在受到 45°和 0°側風吹拂時，會大幅擺動並掙扎，甚至張開翅

膀企圖飛走。 

  

(3) 棉桿竹節蟲隨風搖擺實驗結果： 

        A. 棉桿竹節蟲的體型愈小，擺動幅度愈大。 

        B. 在 0°側風時 3 齡蟲會逃走，無法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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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幽靈竹節蟲的生存策略 

1. 幽靈竹節蟲的生殖實驗結果： 

A. 幽靈竹節蟲的受精卵與未受精卵的數量比例為125：133，受精卵略少於未受精卵。 

B.受精卵自去年九月開始產卵到目前為止，最早孵化的若蟲是在112月3月3日，卵期約六個

月，目前孵化數量是36隻。其中有20隻雌蟲、16隻雄蟲，雌雄比例約為5：4；但是

未受精卵截至6月初仍未孵化。 

      C. 對照組的棉桿竹節蟲只有孤雌生殖的卵，共產下 78 顆卵，卵期約六個月，目前孵

化數量是 61 隻。孵化數量多於幽靈竹節蟲。 

 

2. 蟲卵偽裝成種子誘食螞蟻帶回巢以利孵化實驗結果： 

(1) 將蟲卵與網路找到的資料做比對，根據資料顯示幽靈竹節蟲的卵會偽裝成金合歡

的種子，雖然幽靈竹節蟲的卵長得很像種子，但是一經比對發現兩者外形不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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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考量螞蟻的視力不佳，猜想可能是利用味道吸引螞蟻。 

(2)實驗結果：只有巨黑山蟻將蟲卵凸出誘食的部位吃掉了，但並沒有把卵搬回巢穴。

雖然並不是每一種山蟻都會取食，證實蟲卵確實能偽裝成種子吸引螞蟻取食。 

幽靈竹節蟲的卵 澳洲金合歡的種子 

資料來源：wikimedia.org 

被巨黑山蟻吃掉凸出

部位的卵 

 

 

 

3. 幽靈竹節蟲防衛能力實驗結果 

(1)偽裝能力實驗結果 

A.偽裝成帶刺枝葉：雌蟲從六齡蟲開始，外型上就會長出如同帶有棘刺的身體及具

有斑駁葉片的六肢，躲在枝葉中。 

六齡以上雌蟲身上長滿棘刺。 六肢扁平，長得像斑駁的葉片。 

 

 

(2) 幽靈竹節蟲的擬態能力實驗結果 

A.一齡階段擬態成螞蟻：根據外國資料顯示，幽靈竹節蟲會被 Leptomyrmex 屬的

螞蟻誤認為是金合歡的種子，並作為食物帶到巢穴，在那裡它們將安全地完成

孵化，剛孵化的若蟲更會擬態成寄養它們的螞蟻，快速逃出蟻穴。我們在網路

上找到澳洲蜘蛛蟻的圖片（見右下圖），與一齡幼蟲比對，兩者果然很相似，而

且一齡幼蟲的爬行速度很快。 

 
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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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孵化的一齡若蟲 澳洲蜘蛛蟻 

  

資料來源：Leptomyrmex unicolor - AntWiki 

B.擬態成蠍子：根據資料顯示二齡階段開始，無論是雌蟲或雄蟲遇到威脅時，都會

把前雙腳抬高並把尾部往上翹，擬態成蠍子來警告入侵者，而且會一直持續到成

蟲。但是依據我們的觀察發現一齡若蟲孵化後，紅色的頭部會慢慢轉變成黑色，

此時就會擬態成蠍子。 

偽裝成蠍子的一齡若蟲 偽裝成蠍子的雌蟲。 偽裝成蠍子的雄蟲。 

 

 

 

 

 

  

C.擬態成螳螂：雄蟲到了五齡就已經成蟲，這時體型會擬態成肉食性的褐色大螳螂

根據找到的資料發現幽靈竹節蟲擬態對象可能是澳洲樹枝螳螂；但是雌成蟲不會擬

態成螳螂，而是偽裝成有刺的植物枝葉。 

  

1mm 

5mm 1cm 1cm 

https://www.antwiki.org/wiki/Leptomyrmex_uni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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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螳螂的雄成蟲。 澳洲樹枝螳螂(資料來源：台灣螳螂研究院) 

  

長滿棘刺的雌成蟲 澳洲木蠍（資料來源：中文維基百科） 

  

4. 幽靈竹節蟲的變色能力驗結果 

(1)環境顏色影響體色實驗 

        A. 在葉狀地衣環境中飼養結果：雄成蟲的六肢和尾部變綠；而雌的若蟲芽翅、六肢和

棘刺變綠。 

實驗前 實驗後 

 

 1cm 

1cm 

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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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莖狀地衣環境中飼養結果：其中一隻雌若蟲只有六肢有點變綠，身體則是變得比較棕色。

另一隻則是六肢和尾部變成有點棕綠色。 

實驗前 實驗後 

 

 

 

 
 

C. 在青苔環境中飼養結果：雄的若蟲身體變成灰綠和六肢關節處變綠色；而雌若

蟲的芽翅變成綠色，靠近頭部的地方變成淺綠色。是受到環境變化最大的一組。 

實驗前 實驗後 

  

1cm 1cm 

 

1cm 1cm 

 1cm 

 1cm 

 1cm  1cm 



18 
 

 
 

D. 在白色環境中飼養結果：其中雄的三齡若蟲，在二齡的時候身體有變淺，但是

脫皮成 3 齡時，身體又變深。而雌若蟲也是身體變深了白色的環境對牠們沒有

影響。 

實驗前 實驗後 

  

  

E . 在黑色環境中飼養結果：我們故意將體色較白的若蟲放到黑色的環境中，發現

第一隻的背部顏色變得比較深一點；另一隻的背部變得比較灰，對體色有些影

響。 

  

1cm 

 1cm 

 1cm 

 1cm  1cm 

 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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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前 實驗後 

 
 

  

(2)幽靈竹節蟲視覺辨別環境顏色實驗 

A. 在白色罐子中飼養結果：我們發現雌若蟲成蟲後，只有在脖子附近變比較白。 

實驗前 實驗後 

 
 

B. 在黃色罐子中飼養結果：我們發現雌若蟲成蟲後，發現體色變棕綠色，尾部則變

成棕色。 

  

 1cm 
1cm 

1cm  1cm 

 1cm 
 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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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前 實驗後 

  

C. 在紅色罐子中飼養結果：我們發現雌若蟲在脫皮後全身都變成淺粉紅色，是所有

各色罐子中變化最明顯的一隻。 

實驗前 實驗後 

  

D. 在藍色罐子中飼養結果：我們發現雌若蟲在成蟲後，背部顏色變得比較深，體

側變綠。 

實驗前 實驗後 

  

E. 在淺綠色罐子中飼養結果：我們發現脫皮後體色還是沒有變化，真是出乎意料之

外。 

 

 1cm 2cm 

 1cm 1cm 

2cm 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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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前 實驗後 

 
 

F. 在深綠色罐子中飼養結果：我們發現脫皮後體色還是沒有變化，和淺綠色結果一

致。 

實驗前 實驗後 

 
 

G.在黑色罐子中飼養結果：我們發現脫皮後，雌若蟲的體色只有變深一點點。 

實驗前 實驗後 

  

       H. 紅光照射實驗結果：原來全身呈現粉紅色的雌若蟲，成蟲後全身變成紅棕色，證實紅

光會讓雌蟲變蟲色；但是雄蟲不會變色。 

 

 

 1cm 

1m 

1cm 

 1cm  1cm 

2cm 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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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前 實驗後 

 

 

 
 

I. 棉桿竹節蟲紅光照射實驗結果：雌若蟲沒有變化，但成蟲後卻比未經照射紅光的成蟲的體

色綠，是很意外的結果。 

實驗前 實驗後 

  

 

伍、 討論 

一、在幽靈竹節蟲的環境適應性方面： 

   1. 幽靈竹節蟲的原生環境氣候與臺灣的氣候同屬於副熱帶溼潤氣候，雖然南、北半球的季節

相反，但是幽靈竹節蟲有性繁殖的生命週期已經調整成與臺灣的季節同步，完全適應臺

灣。 

    2.在食草方面，除了芭樂葉、蓮霧葉和玫瑰葉外，還有臺灣欒樹、櫻花葉．龍眼葉和饅頭

 1cm  1cm 

 1cm 
 1cm 

 1cm  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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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葉等也都是牠的食草，而幽靈竹節蟲的體型大於棉桿竹節蟲，以雌成蟲為例，其體重

約為 23 倍，食量大約為棉桿竹節蟲的 5 倍。不論是果樹、本土植物都會造成有很大危

害。 

   3.幽靈竹節蟲在受風時，不論風力強、弱，不定風力或是不同風向，會以 3～4 隻腳為支點，

採取隨風搖擺的方式，既能融入所處的枝葉背景環境中，不被天敵發現，也能更省力。 

二、幽靈竹節蟲的生存策略 

    1. 幽靈竹節蟲在繁殖策略方面，異於一般的竹節蟲，主要是採取有性繁殖，如此可使基因

多樣化、以適應各項環境變異，也能因應環境的變化而進行孤雌生殖，以延續後代。 

    2. 幽靈竹節蟲為了要使卵能夠在適當的溫度下孵化，將卵偽裝成金合歡的種子，引誘蜘蛛

蟻帶回巢穴內孵化。可怕的是對於臺灣的巨黑山蟻也具有誘食作用。 

3. 幽靈竹節蟲在防衛能力方面，顯然採取異於一般竹節蟲的避敵方式，在不同蟲齡除了體

色會隨環境變色以融入環境外，更會擬態成蠍子及螳螂以避開天敵，如鳥類，其防衛能

力遠優於一般臺灣原生的竹節蟲。 

三、總結：幽靈竹節蟲無疑是已經適應了臺灣的環境，且食量遠大於棉桿竹節蟲，其防衛能

力更佳，若逃逸到自然環境中將比棉桿竹節蟲更具競爭性與破壞力，所以飼養幽靈竹節

蟲者應當謹慎面對，千萬不要讓牠逃逸至野外，衍生另一個生態問題。 

 

陸、結論 

一、幽靈竹節蟲的環境適應與生存策略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s) 

․繁殖策略：有性繁殖為主、孤殖生殖為

輔，既能保有基因多樣性又能保證後代繁

衍。 

˙生命週期已適應臺灣季節。 

˙食草多樣化，可食用多種果樹與本土樹

種。 

˙偽裝與擬態的能力強，避敵力強。 

弱點 (Weaknesses) 

․體型大、食量大，需要取食大量食草。 

․雌成蟲無法飛行。 

․移動速度較慢。 

․孤雌生殖，蟲卵孵化時間是有性生殖的兩

倍，還無法適應臺灣的季節。 



24 
 

˙融入環境的變色能力強。 

機會 (Opportunities) 

․台灣氣候環境與澳洲原生地相似。 

˙台灣環境的食草種類多。 

˙在台灣已被廣為飼養。 

˙台灣對於外來種管制寬鬆。 

威脅 (Threats) 

․竹節蟲的天敵相當多，如鳥類、鼠類、爬

蟲類、蜘蛛和其他捕食性的昆蟲皆可能為

竹節蟲的天敵。 

․食量大。 

二、幽靈竹節蟲的防治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s) 

․雌成蟲體型大、移動速度較慢、且無法飛

行，易於捕捉。 

․建議網箱飼養，以免逃逸至野外。 

․採用孤雌生殖，子代體質較弱，且無法配

合臺灣季節。 

弱點 (Weaknesses) 

․可孤殖生殖，只要一隻逃逸至野外，就可

以繁殖下一代。 

˙食草多樣化，可食用多種果樹與本土樹

種，防制較難。 

˙偽裝與擬態的能力強，融入環境的變色能

力又強，較不易被天敵發現。 

機會 (Opportunities) 

․在地的鳥類如喜鵲、臺灣藍鵲和大捲尾等

都有捕食昆蟲的食性，又如赤腹松鼠也會

捕食樹上的昆蟲，都可能成為幽靈竹節蟲

的天敵。 

․一般果樹若有噴灑農藥，吃了可能會死

亡。 

威脅 (Threats) 

․台灣氣候環境與澳洲原生地相似，若野放

存活率高。 

˙台灣環境的食草種類多，若逃逸至野外食

草充足。 

˙在台灣已被廣為飼養，有很大的機會逃逸

至野外，飼養人當謹慎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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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304 

本作品主旨在於探討幽靈竹節蟲的環境適應與防衛方式。實驗結果得

知幽靈竹節蟲可食用多種果樹和本土植物，在生存策略方面，主要採

取有性生殖、孤雌生殖為輔的繁殖方式，其防衛方法有各種擬態。研

究主題清楚且聚焦，科學研究方法適切，對於控制變因及操作變因清

楚且適當。 

建議： 

1. 擺動度數如何量測？實驗設計的描述可以再更詳細。 

2. 變色能力實驗為甚麼是觸覺跟視覺？觸覺的實驗也有可能是視

覺？青苔、葉狀地衣、莖狀地衣顏色一樣嗎？ 

3. 擬態等於防衛能力嗎？幽靈竹節蟲為何會更具破壞力？實驗有探

討嗎？ 

4. 對於紅光的影響，可以有再深入的探討。 

5. 圖表的呈現，折線圖與長條圖呈現資料的差別，需要再確認，以

便更精準呈現實驗結果。 



6. 對於幽靈竹節蟲的生存策略探討，尤其與螞蟻間的互動關係，是

有趣的部分，可以再更進一步探討。 

7. 擬態動物以靜止為上策，擺動是否讓幽靈竹節蟲更容易暴露在天

敵之下? 

8. 擺動頻率與葉片比較是否更容易讓隱匿性消失? 

9. 為何必須透過巨山蟻協助而不能自行孵化，透過蟲卵誘食可以讓

存活率增加? 

10. 探討外來生物的適應性，是否可以觀察建構在新環境中的競合關

係，及嘗試繪製食物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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