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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燈籠下的小奇兵 

摘     要 

本研究是觀察臺灣欒樹的構造及研究其和紅姬緣椿象的關係，透過校園及飼養箱中的紅

姬緣椿象研究其型態構造、行為特性、有趣行為及生殖方式。 

研究發現紅姬緣椿象生長過程為不完全變態，卵、五齡若蟲及成蟲，經過 5 次蛻皮及羽

化，平均 21.4~23.4 秒群聚完成，溫度降低及升高會形成群聚，偏好黑色及粗糙表面，會吸食

黃蓮粉，排斥紅光，反應率平均為 64%，每對交配次數平均 4~6 次，時間平均 42.6 ~54 分，產

卵數量平均 12.8~19.8 顆，交配時靜止不動，受干擾時成一字形前進，會有搶偶的行為。 

欒樹種子經過紅姬緣椿象刺吸，發芽率為 36%，花圃長出 55 株欒樹小苗，無患子雖和欒

樹種子同屬無患子科，椿象對其吸食率只有 8%。 

 

壹、研究動機 

    當校園中飄來淡淡的秋意，綠樹叢中小黃花換成一個個粉紅色的小燈籠，高高的掛在樹

梢上，為綠色的校園增添了幾分美感，冬天來時，為粉紅色的燈籠換上暗紅色的衣裳，漸漸

的暗紅色的衣裳又換成褐色的外衣，好像上演著變裝秀，最後脫掉外衣，引來一隻隻紅色的

小奇兵。 

紅色小奇兵群聚在一起，形成一大片鮮紅，引來附近居民及小朋友的恐慌，於是我們開

始好奇牠們有沒有毒？會不會危害環境？當校園的臺灣欒樹蒴果掉落時，為什麼會出現一群

一群的的紅色小兵？在一大群紅色小蟲中，為什麼有的長得不一樣？有的有黑色斑紋？有的

是全身鮮紅？牠們和欒樹的關係為何？行為特性為何？這一連串的問題引起了我們想要更進

一步了解牠們，研究牠們的生長及行為特性，於是我們就決定跟著老師一起來研究。 

 

貳、研究目的 

一、 研究臺灣欒樹的構造 

（一）觀察臺灣欒樹的生存環境 

（二）觀察臺灣欒樹的構造 

（三）研究臺灣欒樹和紅姬緣椿象的關係 

二、研究紅姬緣椿象的行為特性 

（一）觀察紅姬緣椿象的型態與構造 

（二）研究紅姬緣椿象的行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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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紅姬緣椿象對溫度的反應 

（四）研究紅姬緣椿象對顏色的偏好 

（五）研究紅姬緣椿象的食性 

（六）研究紅姬緣椿象對光源的反應 

三、研究紅姬緣椿象有趣的行為 

（一）研究紅姬緣椿象在平面行走的方式 

（二）研究紅姬緣椿象在細枝條上行走的方式 

（三）研究紅姬緣椿象倒退行走的方式 

四、研究紅姬緣椿象之生殖行為 

（一）研究紅姬緣椿象交配方式 

（二）研究紅姬緣椿象交配的次數及產卵數量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圖鑑、數位相機、望遠鏡、放大鏡、攝影機、數位顯微鏡、直尺、手電筒、露營燈、紙

箱、飼養箱、冰棒棍、各色紙張、各色玻璃紙、檸檬汁、辣椒、黃蓮粉、蜂蜜、醬油、

粗細砂紙、無患子 

 

肆、 研究過程與結果 

一、研究臺灣欒樹的構造 

（一）觀察臺灣欒樹的生存環境 

【觀察】認識校園的臺灣欒樹 

【觀察過程】實際調查校園的臺灣欒樹 

 

 

 

 

 

 

 

 

 

【結果】 

1、 生長位置：警衛室旁的花園步道，12 棵；籃球場旁，2 棵；花園廣場旁，1 棵；校 

園中總計有 15 棵臺灣欒樹。 

2、生長環境：低海拔，日照充足，能耐乾旱，不擇土壤，能抵抗強大的風力。 

 
 

 

研究樣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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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察臺灣欒樹的構造—「莖、葉、花、果」 

【觀察】觀察臺灣欒樹的構造 

【觀察過程】臺灣欒樹的校園觀察紀錄圖如下： 

   

圖一：莖 圖二：羽狀複葉 圖三：花 
  （圖三資料來源：荒野保護協會臺灣欒樹） 

   
圖四：嫩紅色的蒴果 圖五：嫩紅色轉為暗紅色 圖六：蒴果乾枯轉為褐色 

 
 

  
圖七：蒴果-三瓣裂 

圖八：種子 
未成熟的果實 成熟的果實 

【結果】 

1、臺灣特有種：臺灣欒樹為臺灣特有種，科名為無患子科欒樹屬，因為葉子的形 

狀似苦楝，所以又稱「苦楝舅」。 

2、臺灣欒樹的構造—「莖、葉、花、果」 

（1）莖：校園中的欒樹高約 20~30 公尺，樹皮褐色（如圖一）。 

（2）葉：葉序為 2 回羽狀複葉，互生；葉形為長卵形，葉緣為淺鋸齒緣；葉質 

為紙質，葉面及葉面光滑；葉脈為羽狀側脈（如圖二）。 

（3）花：鮮黃色，頂生的圓錐花序，花瓣 5 枚，披針形或卵狀披針形，向後 90 

度翻捲，光滑無毛（如圖三）。 

（4）果：為蒴果，氣囊狀，膜質，三瓣裂，先玫瑰紅色再轉為紅褐色，最後呈

土色（如圖四~圖七）。 

（5）種子：圓形、黑褐色光亮，很像正露丸（如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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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了】臺灣欒樹的構造中莖、葉、果是吸引紅姬緣椿象的。 

1、臺灣欒樹的莖、葉、果的觀察紀錄圖如下： 

   

莖—吸取汁液 葉—躲藏 果—刺吸 

2、 莖：紅姬緣椿象大批群聚在樹幹上，吸取樹幹汁液。 

3、 葉：紅姬緣椿象會躲藏在欒樹小苗的樹葉背後，亦會在葉子上產卵。 

4、果：紅姬緣椿象刺吸欒樹成熟的果實。 

 

（三）研究臺灣欒樹和紅姬緣椿象的關係 

【觀察】臺灣欒樹和紅姬緣椿象的關係 

【觀察過程】 

1、 校園中的觀察紀錄圖如下： 

   

說明：在一大群紅姬緣椿象出現的落葉堆中，尋找掉落在地上的欒樹種子， 

在顯微鏡下看出被刺吸的孔洞。 

2、 臺灣欒樹的種子為了防止被鳥類或其他昆蟲食用，有堅硬的外殼保護，這層外殼

也是成了種子落土後很難順利發芽的阻礙。 

3、 紅姬緣椿象有刺吸式的口器，口器尖銳可以刺破臺灣欒樹堅硬的種子外殼。 

 

【問題】被紅姬緣椿象刺吸過的種子，是不是較容易發芽？ 

【實驗】紅姬緣椿象刺吸過的欒樹種子及未被刺吸過的種子各約 50 顆，測試其發芽率。 

【實驗過程】 

1、 用數位顯微鏡找出刺吸過有洞的種子及未被刺吸過的種子分類，放置在 2 個培養

皿中。 

2、 二個培養皿各泡水 3 天，再放置在衛生紙上，早上 8：00 及下午 4：00 各澆 10 毫

升的水，等待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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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開始育苗，經過 10 天後，二個培養皿的發芽數如下表： 

被刺
吸 

日期 4/8 4/9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總數 發芽率 

發芽數 1 1 2 2 2 3 2 2 1 2 18 36% 

未被
刺吸 

日期 4/13 4/15 4/16 4/17 4/19      總數 發芽率 

發芽數 1 1 1 1 1      5 10% 

4、4/4 種植後，4/8~4/11 陸續發芽的實驗紀錄圖如下： 

  

被刺吸過的種子發芽了 未被刺吸過種子還未發芽 

【結果】 

1、經過刺吸的種子發芽率為 36%，未經刺吸的種子發芽率為 10%，刺吸種子發芽率 

為未被刺吸種子的 3.6 倍。 

2、將育苗成功的小芽種在泥土裡，長成小苗。 

【我們發現了】 

1、欒樹與紅姬緣椿象互利共生，增加種子發芽率。 

欒樹的種子，種皮堅硬，不易透水，紅姬緣椿象以口器刺吸臺灣欒樹的種子，將 

種子刺吸缺口後，露水進入，刺激種子的發芽酵素，促進生長，增加發芽率。 

2、欒樹、紅姬緣椿象、鳥類等形成食物鏈，平衡自然生態系。 

（1）每當臺灣欒樹蒴果乾枯時，引來大紅姬緣椿象覓食，主要吸食台灣欒樹樹幹的 

樹液及種子。 

（2）紅姬緣椿象出現的數量和欒樹果實成熟有很大的相關，欒樹的果實掉落在哪 

裡，若蟲和成蟲就會大量聚集在哪裡，因此造成紅姬緣椿象暴量的出現。 

（3）交配後的雌蟲，每隻會產下數顆~20 多顆的卵，成千上萬的若蟲、成蟲及數量 

驚人的卵吸引鳥類綠繡眼、白頭翁及麻雀來覓食，形成食物鏈，能平衡生態系。 

3、紅姬緣椿象有訪花的行為，擔任授粉媒介。 

三月，當杜鵑花開時，成蟲會飛到臺灣欒樹附近的花台與杜鵑花共存。 

 

 

 



 

 6 

二、研究紅姬緣椿象的行為特性 

（一） 觀察紅姬緣椿象的型態與構造 

【觀察一】觀察紅姬緣椿象的外表及體色 

【觀察過程】若蟲與成蟲的外表，紀錄圖如下： 

  
若蟲翅膀 成蟲翅膀 

【結果】 

1、體色：多呈暗紅色或鮮紅色。 

2、 個體特徵：若蟲翅膀整片呈黑色，成蟲背部翅膀有一個倒 V 型和一個三角形黑 

色斑塊。 

3、行為特性：身體呈紅色，幾百幾千隻椿象身體會靠在一起會形成一大片紅色。 

 

【觀察二】觀察飼養箱中紅姬緣椿象的生長過程 

【觀察過程】卵、孵化、若蟲到成蟲的生長變化紀錄表、圖如下： 

1、卵到成蟲的天數如下表 

齡期 卵~一齡 一齡~二齡 二齡~三齡 三齡~四齡 四齡~五齡 五齡~成蟲 合計 

天數 12~15 7 7 7 7 8 48~51 

2、剛產下的卵到孵化顏色變化紀錄圖如下：         

卵  的  變  化 

    
鵝黃色的卵 橘紅色的卵 暗紅色的卵 破卵而出的小椿象 

約 2 天 約 3~4 天 約 7~9 天 共約 12~1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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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五齡若蟲的身體長度變化紀錄圖如下： 

  一至五齡若蟲的身長 

     
一齡若蟲

0.25cm 二齡若蟲 0.5cm 三齡若蟲 0.9cm 四齡若蟲 1.1cm 五齡若蟲 1.3cm 

【結果】 

1、 生長過程：為卵--->若蟲--->成蟲，為不完全變態。 

2、卵的變化：剛產下的卵為鵝黃色，卵漸成熟後，顏色變為橘紅色，再漸漸轉為暗 

紅色，經過約15天後，小椿象就會孵化出來為一齡若蟲。 

3、若蟲：有五齡，身長分別為 0.25cm~1.3cm。 

4、成蟲：體長大約為 1.3cm~1.6cm，雌椿象個體比雄椿象來得大。 

 

【觀察三】觀察紅姬緣椿象的身體構造 

【觀察過程】 

1、紅姬緣椿象身體構造，觀察紀錄圖如下： 

      

紅色的複眼 
及單眼 

步足前端 
有二個尖爪 觸角 4 節 

翅 
腹部 

上翅 下翅 

2、成蟲及若蟲的口器長度，觀察紀錄圖如下： 

    

成蟲口器為身體的一半 成蟲刺吸種子 若蟲口器比身體還長 若蟲刺吸種子 

【結果】 

1、頭：頭部長了一對觸角、一對複眼和一對單眼，和一支很長的刺吸式口器。 



 

 8 

2、口器： 

（1）作用：刺吸式的口器，平時沒有刺吸果實時，會將口器收起，以方便行走。 

口器前端具有一尖刺，可以刺穿堅硬的果實。 

（2）長度：成蟲的口器長度約為身體的一半；若蟲的口器長度比身體還長。 

3、步足：有 3 對，步足前端有 2 個尖爪。 

4、翅：分為上翅和下翅。 

（1）上翅：上翅的前半部硬化變成革質，後半部是膜質，停棲時，上翅膜質部分在 

腹背交疊成三角圓錐形。 

（2）下翅：下翅是膜質摺收在上翅之下。 

5、腹：有 5 個環節，雄椿象的腹部細長；雌椿象的腹部較大較圓。 

 

（二） 研究紅姬緣椿象的行為特性 

1、蛻皮 

【觀察】觀察紅姬緣椿象蛻皮現象 

【觀察過程】 

（1）蛻皮的動作紀錄如下圖： 

     

在枯黃的葉片 
上蛻皮 

頭部先出 
再來身體漸出 

腹部朝上 

轉身用步足 
抓住枯葉 

用步足及腹部尾
部的力量， 
掙脫空殼 

身體和空殼間 
會有白色絲狀物 

（2）在飼養箱底發現了一~五齡若蟲的空殼，觀察紀錄如下圖。 

 

五次蛻皮後的空殼 

【結果】 

（1）地點：多半在枯葉堆中蛻皮，遇危險可以很快的躲入枯葉叢中。 

（2）方式：會不斷的揮動步足、借用步足的抓力及腹部尾端的力量掙脫空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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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數：從一齡若蟲至五齡若蟲期間，總共會經歷過五次蛻皮。 

（4）空殼：蛻皮的空殼呈灰黑色，和身體間有白色絲狀物連接，可以明顯的看出觸 

角、步足、身體及口器。 

（5）體色：剛蛻完皮的若蟲，全身呈現鮮紅色，此時是最虛弱的狀態，必須以鮮豔的 

顏色威嚇敵人。 

 

2、羽化： 

【觀察】觀察紅姬緣椿象羽化的現象 

【觀察過程】觀察花台上紅姬緣椿象羽化的情形。 

   

吊掛在葉子上羽化 吊掛在杯子上羽化 吊掛在細枝上羽化 

【結果】 

（1）時機：第五齡若蟲要變成蟲時。 

（2）方式：以倒掛的方式。 

（3）體色：剛羽化的成蟲，全身鮮紅色，牠棲息較隱蔽處，等到體色呈現後，再出來 

活動，此時若沒有來得及躲藏，很容易成為同伴掠食的對象。 

 

【問題】羽化後鮮紅色的成蟲，多久會出現黑色斑紋？ 

【觀察】羽化後的成蟲從鮮紅色到形成黑色斑紋的時間。 

【結果】 

（1） 羽化後的體色變化如下： 

     
12：54 

羽化成功 
15：34 三角形尖

端黑色斑紋 
16：01 

出現微黑倒 V 
16：47 

出現明顯的黑色 
24：30 

形成體色 

（2）歷時：從羽化到形成體色，需 11 小時 7 分~12 小時 29 分，即 667~74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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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羽化後的體色變化時間表及統計圖如下： 

時間 
體色變化 

 A 椿象 B 椿象 C 椿象 D 椿象 E 椿象 

羽
化
時
間(

幾
時
幾
分) 

12：54 10：10 7：25 12：49 13：00 羽化成功，身體呈鮮紅色，步足亦呈鮮紅色 

15：34 12：42 9：15 14：48 15：24 步足呈黑色，三角形尖端出現一點點黑色斑紋 

16：01 13：15 10：08 15：53 16：14 倒 V 形的斑紋已出現微黑狀 

16：47 14：02 11：14 17：02 17：25 三角形及倒 V 形的斑紋已出現明顯的黑色 

24：30 21：17 19：54 24：52 24：35 形成體色 

合 
計 

11 小時 

36 分 

(696 分) 

11 小時 

7 分 

(667 分) 

12 小時 

29 分 

(749 分) 

12 小時 

3 分 

(723 分) 

11 小時 

35 分 

(695 分) 

 

 

 

3、出現方式： 

【觀察】校園中紅姬緣椿象的出現方式。 

【觀察過程】觀察紀錄如下圖： 

     
多數出現會以群聚方式 單隻出現會以躲藏方式 

在欒樹的樹幹上 在落葉堆中 在水管上 在葉子背緣 在角落 

【結果】 

（1）群聚：紅姬緣椿象數量多時，皆以群聚的方式出現，使個體看起來比較大，有 

警告及威嚇作用，較不容易被攻擊。 

（2）躲藏：紅姬緣椿象若是單隻出現，會躲在樹葉的背緣或角落，以掩蔽自己。 

696

667

749

723

695

660
670
680
690
700
710
720
730
740
750
760

椿象A 椿象B 椿象C 椿象D 椿象E

分

椿象羽化後成蟲形成體色時間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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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紅姬緣椿象群聚需要多久的時間？ 

【實驗】將 5 組 50 隻紅姬緣椿象放入飼養箱內，觀察開始群聚的時間。 

（1）實驗設定：只要有 3 隻聚在一起就是群聚。 

（2）實驗次數：每組每隔一小時後，重複實驗 3 次。 

【結果】 

（1）5 組開始群聚的時間表及統計圖如下： 

組別 A B C D E 平均 

開始
群聚 

的秒
數 

第一次（秒） 16 25 18 20 28 21.4 

第二次（秒） 21 20 22 24 30 23.4 

第三次（秒） 19 22 26 23 21 22.2 

 

 

（2）紅姬緣椿象群聚的速度很快，群聚時間平均為 21.4 秒~23.4 秒。 

 

【我們發現了】紅姬緣椿象以群聚的現象出現，作用為何？ 

A、相互取暖：臺灣欒樹在冬天時，蒴果漸漸枯黃掉落，紅姬緣椿象吸食落在地 

面的果實，牠們群聚在一起，利用呼吸及新陳代謝所散發的微弱

熱能，在低溫的冬天達到相互取暖的目的。 

B、對抗天敵：紅姬緣椿象若蟲長度 0.25~1.3 公分，成蟲約為 1.5 公分，個體小， 

容易受到敵人的侵犯，為了對抗天敵，牠們會聚在一起，將身上 

的紅色聚起來，形成一大片紅色來威嚇敵人。 

 

4、產卵： 

【問題】紅姬緣椿象產卵的地點。 

【觀察】紅姬緣椿象在以下各個不同地方產卵。 

21.4 23.4 22.2

-10

10

30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秒數

組別

紅姬緣象群聚時間統計圖

A組 B組 C組 D組 E組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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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過程】紅姬緣椿象在各處產卵如下表： 

產卵 

地點 

欒樹 

蒴果 
枯葉上 牆面上 

花盆 

內緣 

飼養 

箱內 
飲水機 抺布 拖把 掛勾旁 

磁磚 

接縫處 

卵數量 29 11 8 4 2 5 3 4 10 6 

 

     
欒樹蒴果 枯葉上 牆面上 花盆邊緣 飼養箱蓋子內緣 

     

飲水機水槽底座 顆粒的抺布上 拖把的塑膠把柄 掛勾旁 磁磚接縫處 

【結果】 

（1）產卵地點：會選擇葉梗邊緣或容器凹陷處，卵粒不容易掉落，較容易附著。 

（2）產卵數量：在各個地點產卵，數量為 2~29 顆。 

（3）排列方式： 

A、卵粒產在葉片及蒴果上均整齊的排列在一起。 

B、卵粒產在容器上皆為隨處散落，數量較少。 

（4）排列作用：卵粒隨處散落，可以分散風險，躲避昆蟲的覓食，提高孵化機率。 

 

（三） 研究紅姬緣椿象對溫度的反應 

【實驗一】在飼養箱底部放入冰塊降低溫度，觀察紅姬緣椿象的反應。 

1、實驗組：飼養箱底放入冰塊 600 克，冰塊上放透明塑膠盒，測量底部溫度為 3℃。

將 50 隻紅姬緣椿象放在透明塑膠盒上，分別三次，觀察反應。 

2、對照組：常溫中放入 50 隻在飼養箱，並測量當時的環境溫度。 

3、實驗設定 

（1）停滯：身體及步足停留原地，不動的樣子。 

（2）群聚： 3 隻以上靠在一起。 

（3）身體貼近：2 隻以上身體開始靠近，最後身體貼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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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過程】 

1、對照組：常溫中放入 50 隻在飼養箱，當時的環境溫度及在飼養箱的反應如下表： 

狀態 

 

 

數量 

第一天（18℃） 第二天（17℃） 第三天（18℃） 

停 

滯 

群聚（2 組） 
停 

滯 

群聚（1 組） 
停 

滯 

群聚（2 組） 

A 

組 

B 

組 

合 

計 

A 

組 

合 

計 

A 

組 

B 

組 

合 

計 

數量（隻） 32 11 7 18 34 16 16 37 6 7 13 

百分率 64%   36% 68%  32% 74%   26% 

平均（隻） 停滯數量：34（68%），群聚數量：16（32%） 

 

2、實驗組：飼養箱底部溫度為 3℃，50 隻在冰塊上的反應如下表： 

第
一
天 

3/13 

狀態 

數量 
停滯 

群聚（4 組） 身體貼近（3 組）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合計 A 組  B 組 C 組 合計 

數量（隻） 24 5 6 3 5 19 2 3 2 7 

百分率 48%     38%    14% 

第
二
天 

3/14 

狀態 

數量 停滯 
群聚（5 組） 身體貼近（4 組）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E 
組 

合計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合計 

數量（隻） 22 3 4 4 3 4 18 3 3 2 2 10 

百分率 44%      36%     20% 

第 

三 

天 

3/15 

狀態 

數量 
停滯 

群聚（3 組） 身體貼近（3 組）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合計 A 組  B 組 C 組 合計 

數量（隻） 20 6 5 4 6 21 2 3 4 9 

百分率 40%     42%    18% 

三天平均 
數量 22     19    9 

百分率 44%     38%    18% 

 

    

箱底部放入冰塊 開始群聚 身體開始靠近 身體貼在一起 

  

0

10

20

30

40

50

停滯 群聚 身體貼近

數量

狀態

50隻椿象在冰塊上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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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1、對照組：只有出現停滯及群聚二現象。 

（1）停滯：平均有 34 隻，佔 68%。 

（2）群聚：出現 1~2 組，平均 16 隻，佔 32%。 

2、實驗組：出現停滯、群聚及身體貼近三現象 

（1）停滯：平均有 22 隻，佔 44%。 

（2）群聚：出現 3~5 組，平均共 19 隻，佔 38%。 

（3）貼近：出現 3~4 組，平均共 9 隻，佔 18%。 

3、溫度降低會讓紅姬緣椿象降低活動力，出現群聚的組數多，甚至身體貼近。 

 

【實驗二】熱水中置放鐵盒，觀察鐵盒中紅姬緣椿象活動的情形。 

1、 實驗組：大整理箱裡裝入 3000 毫升，40℃的溫水，溫水裡放入一個長寬高分別 

為 30cm、20cm、10cm 的空心鐵盒。鐵盒中放入 50 隻椿象，分別三 

次，觀察椿象在鐵盒活動的反應。 

2、 對照組：大整理箱裡裝入 3000 毫升，18℃的溫水，溫水裡放入一個長寬高分別 

為 30cm、20cm、10cm 的空心鐵盒。鐵盒中放入 50 隻椿象，分別三 

次，觀察椿象在鐵盒活動的反應。 

【實驗過程】 

1、對照組的實驗反應： 

（1）反應一：停滯，停在鐵盒的盒壁上不動。 

（2）反應二：群聚，3 隻以上聚在一起。 

  反應 

 

實驗日期 

反應一 

（停滯） 

反應二（群聚） 

A
組 

B
組 

C
組 數量 百分率 

數量 百分率 

第一天 3/20 37 74% 4 3 6 13 26% 

第二天 3/21 44 88% 3 3  6 12% 

第三天 3/22 35 70% 5 5 5 15 30% 

平均  77%     23% 

2、實驗組的實驗反應： 

（1）反應一：每一隻椿象的三對步足皆弓了起來，步足前端的尖爪也都踮起來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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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人類踮腳尖一樣，維持尖爪踮起的姿勢不動。 

（2）反應二：鄰近的椿象會慢慢的靠近，最後形成群聚的現象。 

3、50 隻椿象在熱盒上的二種反應數量如下表： 

  反應 

 

實驗日期 

反應一 

（踮起尖爪） 

反應二（身體靠近形成群聚）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E
組 

F
組 數量 百分率 

數量 百分率 

第一天 3/20 15 30% 6 8 8 5 4 4 35 70% 

第二天 3/21 24 48% 7 5 6 4 4  26 52% 

第三天 3/22 19 38% 4 8 5 6 8  31 62% 

平均 19 39%        61% 

4、50 隻椿象在熱盒上的反應紀錄如下圖： 

   

反應一：踮起尖爪 反應二：身體慢慢靠近 形成群聚 

【結果】 

1、 在溫度升高至 40℃的環境下，會有踮起尖爪現象。 

2、 在溫度升高至 40℃的的環境下，群聚的組數增多，有 5~6 組。 

【我們發現了】紅姬緣椿象群聚的作用，由以上二個溫度實驗得知： 

1、 溫度降低：推論為了互相取暖而產生群聚現象。 

2、溫度升高：推論溫度升高讓椿象產生不安定危險之感，而產生群聚的現象。 

 

（四） 研究紅姬緣椿象對顏色的偏好 

【問題一】天藍色的水管和鐵銹的水管材質相同，紅姬緣椿象只群聚在鐵銹的水管上，牠 

們對顏色是否有特別的偏好？ 

  

天藍色的水管 鐵銹的水管 



 

 16 

【實驗】選取 6 種無味道紅、黃、綠、白、粉紅、黑色材質相同的色紙放入同一飼養箱 

內，並放入 100 隻紅姬緣椿象，24 小時後，測試牠們對顏色的喜好。 

【實驗過程】 

1、100 隻紅姬緣椿象進入 6 種顏色容器的數量，觀察紀錄如下表： 

顏色 紅 黃 綠 白 粉紅 黑 在容器外 

數量 5 8 5 7 2 41 32 

2、100 隻紅姬緣椿象進入 6 種顏色容器的實驗紀錄如下圖： 

   

100 隻椿象同時放入大箱子中 6 種顏色的塑膠容器 黑色容器聚集最多椿象 

3、紅姬緣椿象進入黑色的容器數量最多。 

【結果】 

1、由以上實驗，紅、黃、綠、白、粉紅均為亮色系，此 5 色的容器，椿象進入的數 

量只有 2~8 隻，推論牠們排斥亮色系。 

2、椿象進入黑色容器有 41 隻，數量明顯比其他 5 色多，推論牠們喜歡無彩色系。 

 

【問題二】選擇無彩色系中黑、灰、白三色，三色書面紙的實驗來驗證。 

【實驗】黑、灰、白材質相同的紙放入花台中，觀察紅姬緣椿象靠近的情形。 

1、 規格：長寬為 10cm、10cm 表面平面的書面紙各一張。 

2、 地點：將黑、灰、白紙擺在欒樹旁的花台上 

3、時間：2/19 早上 8：00~2/20 早上 8：00 

【實驗過程】 

1、 紅姬緣椿象在黑、白、灰紙上停留的數量如下表： 

日期 2/19 2/20 

時間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6：00 8：00 

黑紙累積數量（隻） 26 50 66 72 65 94 82 

灰紙累積數量（隻） 0 0 3 0 2 0 0 

白紙累積數量（隻）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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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紅姬緣椿象在黑、白、灰紙上停留的紀錄如下圖： 

   

黑、白、灰紙放入花台中 2 小時後 24 小時後 

【結果】 

黑、灰、白書面紙放置了 24 小時，黑紙爬了 82 隻椿象；灰紙上也會有 2~3 隻椿象

活動，但是 2 小時後又會爬離灰紙；白紙則沒有椿象會靠近。 

 

【問題三】欒樹旁的粗顆粒石子矮牆上總是群聚了一大群紅姬緣椿象，紅姬緣椿象是否 

對於物體表面的粗糙度，是否有特別的偏好？ 

【實驗】細、粗砂紙置於花台上，觀察紅姬緣椿象靠近的情形。 

1、 規格：將長寬為 10cm×10cm，表面拋光的#2000 細砂紙 

及表面粗糙的#60 粗砂紙各一張。 

2、 地點：將二張砂紙擺在欒樹旁的花台上 

3、 時間：2/23 早上 8：00~2/24 早上 8：00  

【實驗過程】 

1、 紅姬緣椿象在細、粗砂紙上各個時間累積停留的數量如下表： 

日期 2/23 2/24 

時間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6：00 8：00 

#2000 細砂紙累積數量（隻） 0 0 0 0 0 6 11 

#60 粗砂紙累積數量（隻） 0 0 24 62 78 181 192 

2、紅姬緣椿象在細、粗砂紙上停留的數量紀錄如下圖： 

  
細、粗砂紙 砂紙上椿象活動的情形 

粗顆粒的牆面聚集了 
很多紅姬緣椿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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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1、砂紙放置 24 小時，#2000 細砂紙爬了 11 隻椿象；#60 粗砂紙爬了 192 隻椿象。 

2、 實驗推論如下： 

（1）細砂紙為黑色，粗砂紙為淺咖啡色，都不為亮色系，假設紅姬緣椿象都不 

排斥都會靠近。 

（2）步足很特別，前端具有 2 個尖爪，尖爪下方有一個透明盤狀物具有彈性，若 

在粗糙的表面爬行，應可以增加爬行的穩定度。 

（3）粗砂紙聚集了多數的椿象，推論表面的粗糙應可增加椿象步足的抓力及行 

走的穩定度，雖為淺色，但是比起黑色的細砂紙更適合步足構造。 

 

（五） 研究紅姬緣椿象的食性 

【問題一】紅姬緣椿象吃什麼？ 

【觀察】將 300 隻紅姬緣椿象養在教室陽台的花台上，花台上佈滿枯葉。 

【觀察過程】花台上的觀察紀錄如下圖： 

    
吃枯葉 吸取植物的汁液 吃同伴的屍體 吃葡萄皮 

【結果】 

1、 觀察發現，紅姬緣椿象吃食物時，不管食物的軟硬度，皆伸出口器刺吸食物。 

2、 雖然花台上並沒有臺灣欒樹，但是紅姬緣椿象食用 

（1）花台上的枯葉（2）吸取植物的汁液（3）吸食同伴的殘骸及有機液體 

（4）丟入花台的葡萄皮。 

3、紅姬緣椿象為植食性或雜食性。 

 

【問題二】紅姬緣椿象喜歡什麼味道的食物？ 

【實驗】測試酸、甜、苦、辣、鹹 5 種不同味道的食物。 

1、將 5 種味道濃烈的食物檸檬汁、蜂蜜、黃蓮粉、辣椒、醬油放入培養皿中，培養 

皿中並放入 20 顆欒樹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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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汁 蜂蜜 黃蓮粉 辣椒 醬油 

2、將 5 個培養皿放入長 44 公分、寬 30 公分、高 15 公分的紙箱中，放入 150 隻椿 

象，蓋上紙箱蓋，4 小時後觀察椿象的反應。 

【實驗過程】 

1、5 個培養皿及附近，椿象出現的反應如下表。 

食物 檸檬汁 蜂蜜 黃蓮粉 辣椒 醬油 

培養皿內 0 隻 2 隻 8 隻 0 隻 0 隻 

培養皿旁的紙箱壁上 0 隻 10 隻 23 隻 14 隻 12 隻 

培養皿周圍紙箱底部 0 隻 8 隻 18 隻 11 隻 8 隻 

2、紅姬緣椿象吸食黃蓮粉、停留在蜂蜜中及大部份椿象聚集在紙箱壁紀錄如下圖： 

    

吸食黃蓮粉 停留在蜂蜜中 
卻沒有吸食 聚集在紙箱壁上 

【結果】 

1、由觀察紀錄可以得知，黃蓮粉周圍聚集比其他 4 個培養皿更多隻的紅姬緣椿象 

外，對蜂蜜、檸檬汁、辣椒及醬油 4 種的味道沒有特別的偏好。 

2、黃蓮粉的培養皿中，有 8 隻椿象，並伸出口器吸食黃蓮粉。 

 

【問題三】紅姬緣椿象吸食黃蓮粉是因為喜歡苦味？還是黃蓮粉似花粉？ 

【實驗】觀察紅姬緣椿象吸食花粉及黃蓮粉的情形。 

1、二個培養皿中各放入花粉及黃蓮粉，放入飼養箱的底部。飼養箱的長、寬、高為 

29cm、16cm、16cm 的飼養箱中，放入 375 隻椿象。 

3、 觀察時間：4/3 早上 8：00~12：00，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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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過程】 

1、紅姬緣椿象實驗紀錄如下圖： 

   
有 8 隻椿象 

在花粉的培養皿吸食花粉 成蟲吸食花粉 若蟲吸食花粉 

2、 紅姬緣椿象在二個培養皿上各個時段累積停留的數量如下表 

隻數          時間 8：00 9：00 10：00 11：00 12：00 

花粉培養皿（隻） 8 13 15 14 18 

黃蓮粉培養皿（隻） 1 0 0 3 4 

【結果】 

1、一開始放入培養皿，有 8 隻椿象爬進花粉的培養皿中吸食花粉，黃蓮粉的培養 

皿只有一隻椿象爬入。 

2、經過 4 小時，紅姬緣椿象在花粉培養皿裡有 18 隻，黃蓮粉培養皿則為 4 隻。 

3、同時有花粉和黃蓮粉時，紅姬緣椿象會比較喜歡花粉，數量為吸食黃蓮粉的
4.5 倍。 

 

【實驗二】觀察紅姬緣椿象吸食黃蓮粉的情形。 

1、以上 4 小時實驗後，移走花粉培養皿，觀察椿象吸食黃蓮粉的情形。 

2、時間：4/3 中午 12：00~下午 4：00，4 小時。 

【實驗過程】 

1、紅姬緣椿象吸食黃蓮粉的實驗紀錄如下圖： 

   
有 7 隻椿象 

在黃蓮粉的培養皿 成蟲吸食黃蓮粉 若蟲腹部朝上，翻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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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紅姬緣椿象在黃蓮粉的培養皿各個時段累積停留吸食的數量如下表： 

隻數          時間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黃蓮粉培養皿（隻） 1 7 4 8 8 

【結果】 

1、 飼養箱中只放入黃蓮粉，經過四小時後，累積停留的數量有 8 隻，是同時有花

粉及黃蓮粉時，吸食黃蓮粉的椿象數量的 2 倍。。 

2、觀察發現成蟲會吸食黃蓮粉，黃蓮粉粉末很細，對體型更小的若蟲來說太滑 

了，有幾隻若蟲腹部朝上，掙扎好久，翻不過來。 

【綜合實驗一及實驗二結果】 

紅姬緣椿象吸食似花粉的黃蓮粉，375 隻只有 8 隻進入，吸食率為 2%。 

【我們發現了】 

1、花粉及黃蓮粉同時出現：吸食花粉的椿象隻數是黃蓮粉的 4.5 倍。 

2、原因：（1）花粉顆粒粗糙：紅姬緣椿象成蟲和若蟲在顆粒較粗的花粉中能站立 

吸食，所以牠們適合粗糙的表面。 

          （2）可接受天然黃蓮粉：成蟲體型較大會吸食，但有花粉時就不特別 

偏好黃蓮粉。若蟲體型小，黃蓮粉粉末太細太滑，反而不適合。 

  

（六）研究紅姬緣椿象對光源的反應 

【問題】紅姬緣椿對光源的偏好 

【實驗一】以光的三原色紅、藍、綠加上黃光及白光來分別測試紅姬緣椿象對哪一 

種色光的喜惡反應。 

1、A 飼養罐放入 100 隻椿象，B 飼養罐是空的和 A 飼養罐相通。 

2、手電筒照射的光源 7981 Lux。 

3、以紅、藍、綠色的玻璃紙包覆手電筒、黃光及白光分別照射在 A 飼養罐內的椿 

象，觀察光源照射後椿象從 A 飼養罐向 B 飼養罐移動的數量。 

     

紅光 藍光 綠光 黃光 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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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過程】  

1、 色光照射 A 飼養罐 5 分鐘後，椿象向 B 飼養罐移動的隻數如下表： 

色光 紅光 藍光 綠光 黃光 白光 

第一次(隻) 72 3 6 4 2 

第二次(隻) 66 5 5 5 6 

第三次(隻) 54 0 4 5 4 

平均(隻) 64 2.7 5 4.6 4 

移動反應率 64% 3% 5% 5% 4% 

2、色光照射 100 隻椿象後，移動的反應率統計圖如下： 

- 

【結果】 

1、100 隻紅姬緣椿象，對紅光最為排斥，照射 5 分鐘後移動的反應率平均為 64%。 

2、對藍光、綠光、黃光及白光的反應率很低，為 3%~5%。 

 

【實驗二】以光的三原色紅、藍、綠加上黃光及白光，五種色光同時照射在大紙箱 

中，測試紅姬緣椿象對哪一種色光的的喜惡反應。 

1、 100 隻椿象放入長、寬、高為 45cm、35cm、20cm 的大紙箱中。 

2、 手電筒照射的光源 7981 Lux。 

【實驗過程】 

1、五種光照射後，椿象停留在五種光源下 1~5 分鐘的紀錄圖如下： 

      

五種光同時照 1 分鐘後 2 分鐘後 3 分鐘後 4 分鐘後 5 分鐘後 

2、100 隻椿象中，在照射 1~4 分鐘時，只有 9 隻椿象在藍、綠、黃及白色光源下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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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30.0%

40.0%

50.0%

60.0%

70.0%

紅光 藍光 綠光 黃光 白光

反應率

色光各色光照射100隻椿象後移動的反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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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但是紅色光源下始終沒有椿象靠近，其餘 91 隻分別停留在紙箱壁上， 

，一直到 5 分鐘後，五種光源下只剩 4 隻椿象，其餘 5 隻皆爬回紙箱壁上了。 

【結果】紅姬緣椿象在五種色光同時照射下，不會靠近紅色光源。 

【綜合實驗一及實驗二】五種光中，紅姬緣椿象排斥紅光。 

【我們發現了】 

1、紅姬緣椿象最排斥紅光，但在藍光、綠光、黃光及白光照射下停留反應率只有 4%。 

2、無光源處及陰暗處是牠們最喜愛的。 

 

三、研究紅姬緣椿象有趣的行為 

（一）研究紅姬緣椿象在平面上行走的方式 

【觀察】三對步足在平面上行進的動作 

【觀察過程】 

1、口器收起：行走時會將口器收起平貼胸部，這樣才能穩穩的行進。 

2、爬行的動作觀察紀錄如下圖： 

    

說明：利用第三對步足先抓住平面，第一及第二對步足快速往前移動，第三對 

步足接著再移動，在平面爬行時就一直重覆這樣的動作，快速前進。 

3、在平面上行走時，紅姬緣椿象會停下來拍手，紀錄圖如下： 

     

說明：第一對步足舉起，重覆做出打開靠攏，類似拍手的動作 

【結果】 

1、 平面行走：第三對步足先抓住平面固定，第一對及第二對步足再快速移動。 

2、做出類似拍手的動作。 

 

（二）研究紅姬緣椿象在細枝條上行走的方式 

【觀察】紅姬緣椿象在細枝條上爬行的方式 

【觀察過程】觀察紀錄如下圖： 

1、細枝條向上：由下向上爬行至枝條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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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看到斜立的細枝條會向上爬行，爬到頂端會用觸角不斷的探索 

2、細枝條向下：以倒吊的方式由上向下前進。 

     

說明：三對步足抓住細枝條，前進時，第一對步足先抓住枝條，身體往前挪動，接 
著第二對步足再抓住，身體再往前挪動一點，最後是第三對步足抓住，身體
再往前，以類似吊單槓的方式由上往下前進。 

     
說明：枝條再往另一方向由上往下傾斜，身體會轉向，繼續以倒吊方式由上往下 

前進。 

【結果】 

1、向上爬行：紅姬緣椿象具向上爬行的逆地習性，向上攀爬使牠們容易找到同伴。 

2、向下爬行：細枝條向下身體會轉向，以步足倒吊的方式前進。 

 

（三）研究紅姬緣椿象倒退行走的方式 

【觀察】紅姬緣椿象拖拉同伴的屍體 

【觀察過程】觀察紀錄如下圖： 

  

說明： 

以第一對步足抓住同伴屍

體，以倒退方式拖拉。 

【結果】倒退行走：紅姬緣椿象拖拉食物時會以的倒退的方式行走。 

 

四、研究紅姬緣椿象的生殖行為 

（一）研究紅姬緣椿象交配的方式 

【觀察】紅姬緣椿象交配的交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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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過程】 

1、雌、雄椿象如何分辨： 

  

說明： 

1、雄椿象的腹部較細長。雌椿象的 

腹部明顯肥大。 

2、雄椿象有交尾器，雌椿象是交配 

管。 
雄交尾器 雌交配管 

2、成蟲成長約 5~7 天後，雄椿象會尋找雌椿象為交配對象。 

3、交配方式：雌、雄的尾部相連，頭部相對。 

   

交配正面 交配背面 交配時其他隻椿象搶偶 

4、交配中的紅姬緣椿象會靜止不動，若受到旁邊的椿象干擾搶偶時，雌蟲會拖著雄蟲不 

斷的行走，成一字形前進。 

5、交配時會受其他隻椿象不斷的干擾，意圖要破壞交配行為，但正在交配的椿象不為所 

動，持續交配行為。 

6、若遇到人類的外力碰觸，交配中的椿象會立刻分開，待外力消失再繼續交配。 

【結果】 

1、 主導權：雌蟲拖著雄蟲前進。 

2、 行進方式：成一字形前進。 

3、搶偶：出現另一隻雄蟲搶偶行為時，雌雄椿象仍持續交配，最後搶偶失敗。 

 

（二）研究紅姬緣椿象交配的次數及產卵數量 

【實驗】雌、雄椿象的交配次數及產卵數量 

1、 將花台上剛羽化的雌、雄椿象 5 對放進飼養箱中觀察，成功交配的有 3 對。 

2、 觀察日期為交配開始到飼養箱內死亡為止。 

 

 

 

 

 



 

 26 

【實驗過程】 

1、雌、雄椿象的交配次數、時間及產卵數量表如下： 

第一對 
交配 

日期 

交配 

時間 

(分) 

產卵 

數量 

(顆) 

第二對 
交配 

日期 

交配 

時間 

(分) 

產卵 

數量 

(顆) 

第三對 
交配 

日期 

交配 

時間 

(分) 

產卵 

數量 

(顆) 
次數 次數 次數 

1 2/21 46 18 1 2/21 29  12 1 2/21 50 18 

2 2/22 31 13 2 2/22 37  14 2 2/23 44 11 

3 2/23 64 20 3 2/23 89  24 3 2/24 67 23 

4 2/24 75 28 4 2/24 52  21 4 2/26 27 7 

    5 2/25 36  0 5 2/27 25 6 

    6 2/25 25 6     

平均  54 19.8   44.7 12.8   42.6 13 

2、每一對分別在飼養箱中交配 4~6 次。 

3、交配時間平均為 42.6 分~54 分。 

4、產卵數量平均為 12.8~19.8 顆，交配時間愈長，產卵數量越多。 
 

【結果】 

1、 第一對交配時間平均最久，產卵數量最多。 

2、 第二對交配次數最多，但產卵數量平均是最少的。 

3、每一次交配不一定會產卵，第二對第5次交配後並沒有產卵，第6次仍繼續產卵。 

4、比較每一對交配次數及產卵數量，可看出交配時間愈久，產卵的數量愈多。 

 

伍、討論 

一、花園步道是紅姬緣椿象出現最多的地方，觀察欒樹小苗生長情形。 

（一）紅姬緣椿象群聚的地方，有許多欒樹種子被刺吸過，被刺吸的種子硬殼被刺破，可 

以促進種子吸水，提高發芽率。 

（二）校園的花圃中，從 2~5 月出現欒樹小苗數量如下表： 

地點 花園步道 
小花園廣場 

東側花圃 

小花園廣場 

西側花圃 
合計 

數量（株） 20 18 17 55 

（三）臺灣欒樹提供種子及樹木汁液給姬緣椿象吸食，牠們刺吸過的種子散落在花圃中， 

花圃中到處都是欒樹小苗，可見紅姬緣象刺吸種子的行為，會增加欒樹種子的發芽 

率，因此，臺灣欒樹和紅姬緣椿象為互利共生關係。 

 

二、臺灣欒樹為無患子科，若是在飼養箱中放入無患子樹的果實無患子，是否會吸食？ 

（一）無患子為無患子科，和臺灣欒樹同屬無患子科，厚肉質狀的果皮含有皂素，只要用 

水搓揉便會產生泡沫。 

（二）無患子主要成份為 Saponin，可食用，但有苦味，對人體無毒，但對昆蟲、菌、螺卻 

不一定適合吸食。 
 

【實驗】飼養箱中放入 50 隻椿象，同時放入二個培養皿，一個放入欒樹種子，一個放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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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子。  

（一）經過 1 小時後，無患子的培養皿中有 4 隻椿象，欒樹子的培養皿中則沒有椿象進入， 

4 隻椿象皆伸出口器刺吸無患子。 

（二）經過 24 小時後，4 隻吸食無患子的椿象，活動力差，呈現不愛活動的情形。 

（三）無患子每顆的直徑約 2cm，比成蟲的體長還長，在刺吸的過程，紅姬緣椿象的步足 

會抱住無患子，但無患子一經滾動，對於椿象來說就像一顆大球，就會壓傷牠們。 

（四）經過 5 天，無患子的培養皿中沒有椿象爬入，有 39 隻的椿象聚集在欒樹種子旁的箱 

壁上，卻不靠近無患子。 

 

    
飼養箱中 

放入二個培養皿 
4 隻椿象 

爬上無患子 
若蟲刺吸無患子 

大部分椿象聚集在欒
樹種子附近 

【我們發現了】 

1、50 隻椿象只會有 4 隻爬上無患子，接近率為 8%。 

2、無患子對有些昆蟲不適合，紅姬緣椿象吸食後活動力差，甚至死亡，不適合做為紅姬 

緣椿象的食物。 

3、無患子直徑約 2cm，對紅姬緣椿象來說體積過大，在吸食過程中一經滾動，容易對 

牠們生命造成威脅。 

 
三、紅姬緣椿象不同群聚數量的比較。 

（一）常溫的環境，溫度 17℃~18℃，群聚組數少，50 隻中有 1~2 組，每組群聚數量 6~16 

隻。 

（二）溫度升高，溫度為 40℃，群聚組數增多，50 隻有 3~5 組，每組群聚數量為 3~6 隻， 

但群聚總數比常溫環境中數量增多。 

（三）溫度降低，溫度為 3℃，群聚組數增多，50 隻有 5~6 組，每組群聚數量為 4~8 隻， 

但群聚總數比常溫環境中數量增多。。 

【我們發現了】 

（一）溫度升高，會產生不安定感，會快速的就近群聚，所以群聚組數增多，但每一組的群

聚數量較少。 

（二）溫度降低，會利用身體的微熱來取暖，群聚組數增多，但每一組的群聚數量較常溫

的環境下少。 

 
四、紅姬緣椿象不喜歡紅光的可能原因。 

（一）由研究紅姬緣椿象對顏色的偏好的實驗，發現牠們喜歡暗色系的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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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觀察椿象的行為特性，發現牠們平時喜歡躲在樹葉背面、角落及陰暗處。 

（三）昆蟲的眼睛除了複眼外還有單眼，單眼是用來辨別光線的存在、強弱和方向，複眼 

能辨識物體的形態和顏色。對於顏色的分辨也會隨著種類不同而有所有差異。 

（四）紅光波長約 625~740nm；綠光波長 500~565nm；藍光波長約 485~500nm；黃光波長 

約 570~590nm；而昆蟲能感受到的波長範圍是 300~600nm，照理來說，昆蟲對紅光 

的反應應是最不敏感，是否因為紅姬緣椿象看得見可見光的紅光，目前礙於技術與 

設備的限制未能進一步研究，未來應可作為研究探討的目標。 

【我們發現了】 

（一）紅姬緣椿象排斥紅光，紅光照射後，移動的反應率最高，可以用紅光來趨離牠們， 

避免用化學藥劑或清潔劑影響到環境生態，也不會傷害牠們。 

（二）用紅光趨離紀錄圖如下： 

            

說明：用紅光照射停留在葉背的紅姬

緣椿象，牠們會快速的移動。 

 

 

陸、 結論 

一、臺灣欒樹的構造和紅姬緣椿象的關係 

（一） 校園中共有 15 棵臺灣欒樹，高約 20~30 公尺，葉為羽狀複葉，花為頂生的圓錐花序，

花瓣 5 枚，果實為氣囊狀蒴果，裡面的種子為圓形黑褐色。 

（二）臺灣欒樹蒴果乾枯時，會引來大紅姬緣椿象覓食，若蟲和成蟲會以口器刺吸欒樹的 

種子，種子發芽率為 36%，是未被刺吸種子發芽率的 3.6 倍。 

二、紅姬緣椿象的行為特性 

（一）紅姬緣椿象的型態與構造 

1、體色多呈紅色及暗紅，生長過程為不完成變態，為卵、幼蟲、成蟲，卵經過 12~15 

天就會孵化成若蟲。若蟲有五齡，體長分別為 0.25~1.3cm，成長至成蟲約 48~51 天， 

成蟲體長為 1.3~1.6cm。 

2、成蟲的口器長度約為身體的一半；若蟲的口器長度比身體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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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紅姬緣椿象的行為特性 

1、蛻皮：以倒掛的方式，體色呈鮮紅色，一齡若蟲至終齡若蟲期間，總共會經歷過 

5 次蛻皮，空殼會有一些白色絲狀物。 

2、羽化：羽化後的成蟲從鮮紅色到出現黑色斑紋共需 11 小時 7 分~12 小時 29 分。 

3、群聚：速度很快，群聚時間平均為 21.4 秒~23.4 秒。 

4、產卵：地點皆會選擇葉梗邊緣或是容器凹陷處，數量為 2~29 顆。 

（三）紅姬緣椿象對溫度的反應 

1、冰塊：會出現 44%停滯、38%群聚、18%身體貼近的現象。 

2、溫水：會出現 38%踮腳尖姿勢不動慢慢的靠近，62%最後形成群聚的現象。 

3、溫度降低及溫度升高皆會形成群聚現象。 

（四）紅姬緣椿象對顏色的喜惡 

1、紅姬緣椿象偏好暗色系黑色。 

2、紅姬緣椿象偏好粗糙的表面。 

（五）紅姬緣椿象的食性 

1、紅姬緣椿象食用枯葉、吸取植物的汁液、同伴的殘骸、有機液體及葡萄皮。 

2、紅姬緣椿象會吸食花粉，亦會吸食黃蓮粉，吸食花粉的椿象隻數是黃蓮粉的 4.5 倍。 

（六）紅姬緣椿象對光源的偏好 

1、紅姬緣椿象對紅光最為排斥，移動反應率平均為 64%。 

2、對藍光、綠光、黃光及白光的移動反應率很低，為 3%~5%。 

3、5 種光源同時照射時，亦最排斥紅光，但其他 4 種光源下停留的隻數只有 4 隻，停留 

反應率為 4%。 

三、紅姬緣椿象的有趣行為 

（一）平面爬行時，第三對步足會先抓住平面，第一及第二對步足再快速移動，第一對步足 

會做出類似拍手的動作。 

（二）喜歡向上攀爬，或用倒吊的方式及由上往下爬行，倒吊爬行時身體會轉向。 

四、紅姬緣椿象的生殖行為 

（一）交配中的紅姬緣椿象會靜止不動，若受到干擾時，雌蟲會拖著雄蟲不斷的行走，成 

一字形前進，亦會出現第三隻有搶偶的行為。 

（二）雌、雄椿象的交配次數平均為 4~6 次，交配時間平均為 42.6 分~54 分；產卵數量平均 

為 12.8~19.8 顆，交配時間愈長，產卵數量越多。 

五、校園中的花園步道及小花園廣場中，分別有 20 株及 35 株臺灣欒樹的小苗，紅姬緣椿 

象的刺吸行為提高了欒樹種子的發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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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紅姬緣椿象對無患子樹的果實無患子接近率為 8%，無患子含皂素，吸食後活動力差， 

無患子直徑約為 2cm，對體型小的椿象不適合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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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我們的成就 

本研究的研究價值 

（一）氣候型態轉變指標 

紅姬緣椿象多半在冬末春初氣溫回暖時出現，近來大量出現，與氣候變遷有關，觀 

察椿象的出現時間，就可以知道氣溫的時序變化。  

（二）自然生態平衡指標 

1、研究發現紅姬緣椿象是與臺灣欒樹共生的原生種昆蟲，不會危害樹木，刺吸行為反 

而會促進欒樹的種子發芽，因為沒有毒，所以對人體沒有害處，大家可藉由本研究 

對牠們更進一步的了解，消除心中不安的疑慮。 

2、紅姬緣椿象是眾多鳥類的營養食物來源，與欒樹形成生態平衡系統。 

（三）大自然的生命教育教材 

1、紅姬緣椿象從十一月起就爆量出現在校園中，其鮮紅的體色及上萬隻的群聚在一起 

出現，造成了附近居民及小朋友的驚嚇及恐慌，很多人都誤認為是一種有毒的昆蟲 

~荔枝椿象，牠們可能會破壞環境及傷害人體，而請求學校及市政府來撲殺牠們。 

2、透過研究紅姬緣椿象的行為特性，來建立正確的認知觀念，並向全校小朋友及社區 

居民宣導紅姬緣椿象的存在可維持生態平衡，牠們可以跟人們和平共存，也是校園 

中最符合生活經驗的大自然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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