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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研究我使用新竹市十八尖山上常見的三種跳蛛~球斑馬蛛(Zebraplatys bulbus)、細齒方

胸蛛(Thiania subopressa)、毛垛兜跳蛛(Ptocasius strupifer)，利用自製設備分成色光與鏡像兩大

組實驗進行。透過錄影觀察不同色光與鏡像對其捕食率與捕食時間的影響。在色光方面，發

現自己的研究與前人研究中需要綠光才能精確捕食有所不同，本次實驗的三種跳蛛反而在綠

光下表現較差；不同種的跳蛛，會因為生活環境的差異，對於所需的光線呈現明顯差異。而

鏡像實驗中，跳蛛確實會受到鏡像的影響，大多都會做出威嚇動作，並連帶影響其捕食率與

捕食時間，但這影響很有限，並不會因為鏡像而完全不捕食。 

 

壹、研究動機 

      從小我就對生活環境中的小動物很有興趣，特別是跳蛛。跳蛛的外型非常特別，和一般

的蜘蛛有很大的差別。他們有多種顏色，捕食方式不像一般蜘蛛是結網被動捕食，跳蛛是主

動跳躍上前獵食。而跳蛛以跳躍方式捕食，顯然需要有定位獵物的能力，經過資料查詢得知

跳蛛依靠優良的視覺發現獵物，與印象中視力差勁的蜘蛛大不相同，因此我對跳蛛的視覺系

統感到好奇。上網搜尋跳蛛資料時發現一些前人研究探討”光”對跳蛛捕食能力影響的資

料，所以這次科展，我以新竹市十八尖山常見的三種跳蛛為研究主角，看看不同棲息環境下

的跳蛛，在白、紅、藍、綠不同色光測試下，捕食果蠅的表現是否有不同結果。 

另外，我在課外讀物中看到一個很特別的動物實驗“鏡子測試“。該實驗是測試動物是

否有“自我認知“的常用實驗。目前通過測試的動物大多為類人猿、部分鯨豚與一些個別物

種，如大象、喜鵲、裂唇魚。這個實驗要求動物必須有一定的視力，因此我想試試有不錯視

力的跳蛛是否也會對鏡子有所反應。但我在網路上看到一些跳蛛面對鏡子反應的影片，大多

僅止於放一面鏡子在跳蛛面前並觀察，因此我想透過實驗來探討跳蛛在有鏡子的環境中，捕

食行為是否會受到影響?  

貳、研究目的 

一、認識新竹市十八尖山三種跳蛛-球斑馬蛛、細齒方胸蛛、毛垛兜跳蛛的身體構造及性。    

二、探討十八尖山上的三種跳蛛在白紅藍綠色光環境中，捕食行為是否會受到影響。 

三、探討前人研究結果與我的實驗的不同點。 

四、探討在有鏡子的環境中，三種跳蛛的捕食行為是否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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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透明跳蛛飼養盒1 透明跳蛛飼養盒2 

底部6cm×6cm /高4.3cm 

材質:PP塑膠 

底部直徑5.8cm /高4.8cm 

材質:PP塑膠 

用途:飼養跳蛛 用途:飼養跳蛛 

  

照光組 照度感應器 

包含LED燈條、燈條控制器、遙控器、 

12V變壓器 

型號:GY–302 

用途:控制實驗箱中的光線顏色及強度 用途:測量實驗箱內的光線照度 

單位:流明 

  

Arduino UNO板及USB線 隨意貼 

用途:控制照度感應器，並將數據回傳至電

腦 

用途:固定照度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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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紙箱 實驗紙箱 

尺寸:31.5cm×27cm×21 尺寸:30cm×24cm×15cm 

用途:放入跳蛛適應色光30~50分鐘 用途:放入跳蛛進行捕食實驗 

  

                手機iphon6S、手機架 無翅果蠅 

              用途:拍攝影片、架手機 用途:餵食跳蛛 

                 

裝水容器、棉花棒 微距鏡頭10X 

用途:一邊裝水，用濕的棉花棒沾果蠅餵食

跳蛛 

用途:拍攝跳蛛及果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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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子 V形紙板 

尺寸: 5cm×4cm×0.2cm 用途:避免鏡子反射後方物體影響實驗 

用途:貼在跳蛛飼養盒其中一面 

 

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本次研究的跳蛛介紹 

   (一)球斑馬蛛Zebraplatys bulbus 

         (林義祥，2010)[1]：蠅虎科 ,雌蛛體長9-10mm，體色鮮艷華麗、體型瘦長，頭胸部

寬大於腹部，褐色至黑褐色，眼域區內及後列眼後方各有一條寬大的淡青色橫帶，觸

肢細長淡黃褐色，腹部狹長末端尖，底色黑色，中央有藍、橙相間的斑紋呈縱向排列，

最前端的藍斑由2枚縱斑組成，腹背基部及側緣鑲白色邊，各腳淡黃色透明(如圖1)。 

 雄蛛體長9-10mm，體型瘦長，頭胸部寬大，黑色，前中後有3條不明顯的七彩光斑，

腹部瘦長黑色，腹背中央有一條灰藍色的縱帶，中間有2對橙紅色斑點，觸肢細長末端

略膨大。普遍分布於低海拔山區，常見於竹林內，習性機警擅於爬行(如圖2)。 

 

       

圖1    球斑馬蛛(雌)                                     圖2   球斑馬蛛(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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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細齒方胸蛛Thiania subopressa 

        (林義祥，2008)
[2]

:蠅虎科,雄蛛6-7mm，頭胸部棗紅色或黑色，眼域區域內黑色，眼後

方具淡青色斑紋，後緣相連。腹部橢圓長型，黃褐色或黑色，前緣及側緣具淡青色邊

紋，腹背左右各有一條淡青色的縱帶達腹端。體型瘦小，觸肢末端膨大，體色鮮艷，腹

背黃褐色，前側緣及中央左右各有青白色的條紋(如圖3)。本屬一種，普遍分布於低海拔

山區，常見於枝葉、柵欄等環境活動，習慣以絲黏合兩葉為巢躲藏其中，等待獵物經過

捕食，為常見的種類。 

 

圖3     細齒方胸蛛(雄) 

本次實驗中未抓獲雌性細齒方胸蛛 

(三)毛垛兜跳蛛Ptocasius strupifer 

               (林義祥，2008)[3]:蠅虎科 / 兜跳蛛屬,體長3-9mm，雌蛛頭胸部長、寬大於腹部，頭胸

背面黑色具1-2條灰白色的橫帶，腹背具褐白相間的橫紋，個體間斑型各異但腹端都有

一枚白斑(如圖4)，雄蛛頭胸部眼域至端部灰白色，腹背面灰白色，腹前緣黑色呈弧狀

彎曲，雄蛛體長近似雌蛛，一般黑色，腹背中央灰白色，但若蛛斑型與雌蛛相同。本

屬一種，又稱毛垛兜蠅虎，普遍分布平地至低海拔山區，棲息低矮的樹林及草叢，受

騷擾時會以跳行的方式遊走，不結網屬於徘徊性蜘蛛但遇到危急掉落地面時也會吐出

一條細絲牽引。 

                             
圖4    毛垛兜跳蛛(雌)                                 圖5    毛垛兜跳蛛(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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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跳蛛的發現地點與捕捉方法 

        本次研究我使用新竹市十八尖山上常見的三種跳蛛，球斑馬蛛(Zebraplatys bulbus)五

隻、細齒方胸蛛(Thiania subopressa)兩隻、毛垛兜跳蛛(Ptocasius strupifer)六隻共十三隻 

 (一)球斑馬蛛 (二)細齒方胸蛛 (三)毛垛兜跳蛛 

 

 

         

      發 現 地 點 

 
十八尖山木頭扶手 

 
十八尖山姑婆芋葉

子背面  

 
十八尖山樹葉背面 

         

 

 

 

        捕 捉 方 法 

球斑馬蛛會在扶手

上，可用蓋子慢慢

把跳蛛從扶手上趕

進盒子裡，再把蓋

子蓋上。有時候牠

們會在扶手底下縫

隙的陰暗處築巢，

可先將他們從巢裡

趕出再捕捉。 

細齒方胸蛛常常停

在姑婆芋葉子背

面。可先用盒子把

跳蛛蓋住，再輕拍

葉面把跳蛛抖進盒

中，最後將蓋子蓋

上。 

毛垛兜跳蛛會躲在

樹葉背面。可用盒

子把跳蛛蓋住，輕

拍葉面把跳蛛抖進

盒中，再將蓋子蓋

上。 

 

 

表1   跳蛛的發現地點與捕捉方法表 

 

三、文獻探討 

 (一) 在科學網《跳蛛利用綠光形成獨特視覺系統》[4]一文中，科學家們提出安德遜跳蛛(Has

arius adansoni)可以利用眼睛中兩層感光層對綠光的對焦成像差異來判斷獵物遠近，並以

實驗證實安德遜跳蛛在缺乏綠光的環境下很難捕食，反之在有綠光的環境下捕食較精

確。 

   (二)根據(一)的線索，我找到了原始研究的論文:Depth perception from image defocus in a jumpi

ng spider. Nagata, T., Koyanagi, M., Tsukamoto,H., Saeki, S., Isono, K., Shichida, Y., Tokunaga, 

F., Kinoshita, M., Arikawa, K. and Terakita, A.(2012).Science (2012)335, 469-71: [5]。在這篇

中，進一步提到紅光環境下因為光線對焦問題，會錯估與獵物的距離，導致跳躍過

短。這篇文章也是國內大多數研究跳蛛的科展參考的文章。 

   (三)在中華民國59屆中小學科展《虎光三色~不同色光環境對蠅虎撲食準確度之探討》[6]與

中華民國60屆中小學科展《蠅虎適合進行撲食的光環境探討》[7]兩篇前人的研究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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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棲地的跳蛛捕食行為不同；另外他們提到跳蛛在紅光下捕食成功率下降、失誤率提

升，可見獵物顏色和視覺能力，對跳蛛捕食研究有很大的影響。 

   (四)透過維基百科上《鏡子測試》[8]的條目以及泛科學《裂唇魚通過了猴子也無法闖關的

「鏡子測試」，所以它們擁有自我意識還比猴子聰明？》[9]這篇文章，我了解到鏡子測

試是一個判斷動物是否有自我意識的常用實驗，藉由觀察受測動物能否利用鏡子看到自

己身上可觸及但不可見的斑點，進而判斷該動物是否能夠辨認鏡子中的是自己。由於這

個實驗方法在跳蛛上很難實現(跳蛛體型小、有許多眼睛且腿短，很難找到可觸及但不可

見的地方)，因此在這次科展中我並沒有要用跳蛛進行自我意識的測試，僅是觀察跳蛛面

對鏡像中的自己與獵物時有什麼反應?是否會影響其獵食。 

 

四、實驗 

   (一)實驗一：跳蛛在白、紅、藍、率三種色光環境中，捕食行為是否會受到影響 

                 1. 流程說明，如下圖6所示： 

 

 

 

 

                                    

 

 

 

 

 

 

 

 

 

 

 

 

 

 

 

 

 

  圖6       實驗流程圖    

讓跳蛛空腹一天以上，以

增加捕食果蠅的意願 

把箱子內LED燈條調成實驗

顏色(白、紅、藍、綠) 

把照度調到130~140流明之間 

 

全部跳蛛放入第1個紙箱中，適

應此次實驗燈光30~50分鐘 

適應燈光後，拿一

隻跳蛛放入第2個

實驗箱中開始錄影 

用濕棉花棒沾

取果蠅，放入

實驗紙箱中的

跳蛛飼養盒內 

等跳蛛捕到果

蠅或超過4分

鐘沒有捕食時

就停止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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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實驗箱照度調整方法:    

        (1)電腦程式準備。在筆記型電腦下載安裝好Arduino後，參考《Arduino UNO學習610．照

度計模塊GY-30》[10]這篇文章，上網找 Arduino程式BH1750。將照度感應器GY-302

(第二版的GY-30元件)接上電腦。將與元件搭配的基本程式下載後上傳到照度感應

器中。 

         (2)硬體組裝: 

                  按照GY-302元件搭配的測試程式BH1750test上的腳位。連接說明，用杜邦線將GY-

302與Arduino UNO板連接(顯示如圖7所示，其接線表如表2)。 

 
圖7       BH1750test 

 

GY-30元件端 Arduino UNO板端 

VCC 5V 

GND GND 

SCL A5腳位 

SDA A4腳位 

表2      接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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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將照度感應器以隨意貼固定在實驗箱中，開啟LED燈後打開Arduino上的序列埠監控 

       視窗(如圖8所示)，即可讀取到照度感應器的讀值。 

      (4)打開序列阜監視器。將照度調到130～140流明。 

圖8       序列埠監控視窗 

 

3. 跳蛛在白、紅、藍、綠四種色光下的捕食實驗: 

      (1)將全部的跳蛛放入第1個適應紙箱中，適應此次實驗的燈光30~50分鐘。 

                              
 圖9       適應紙箱                                圖10       紅光下 

 

      (2)適應燈光後，拿一隻跳蛛放入第2個實驗紙箱中，並開始錄影。 

 
圖11       手機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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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濕棉花棒沾取無翅果蠅，放入實驗紙箱中的透明跳蛛飼養盒內後，將紙箱蓋好。 

 

圖12       濕棉花棒沾取無翅果蠅 

 

    (4)透過手機畫面觀察紙箱內，等跳蛛捕到果蠅或超過4分鐘沒有捕食即停止錄影。 

 

4. 擷取實際畫面記錄: 

 (1) 

 

圖13       跳蛛靠近果蠅準備捕食 

 

 (2) 

 

圖14       跳蛛向前跳躍捕食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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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15    跳蛛成功捕食到果蠅，停止錄影  

 

(二)實驗二：鏡像實驗 

      實驗分為兩大組 

   1. 自然光下無鏡子  

   (1)實驗流程，如下圖16所示： 

 

 

 

 

 

 

 

 

 

 

 

 

 

 

 

 

 

 

 

 

 

 

 

 

圖16       無鏡子正常餵食流程圖 

 

讓跳蛛空腹一天以上，

以增加捕食果蠅的意願 

自然光照度控制在500~8

00流明之間 

 

全部跳蛛放在自然光下

適應30~50分鐘 

 

適應自然光後，將裝

有跳蛛的飼養盒放在

固定位置並開始錄影 

 

用濕棉花棒沾

取果蠅，放入

跳蛛飼養盒內 

 

等跳蛛捕到果

蠅或超過4分鐘

沒有捕食時就

停止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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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光下無鏡子的實驗裝置，如下圖17所示： 

 

    
圖17、18     自然光下無鏡子的實驗裝置 

2. 自然光下有鏡子實驗 

     流程說明，如下圖19所示： 

 

 

 

 

 

 

 

 

 

 

 

 

 

 

 

 

 

                                    圖19    自然光下有鏡子實驗流程圖 

讓跳蛛空腹一天以上，

以增加捕食果蠅的意願 

自然光照度控制在500~8

00流明之間 

放入鏡子，讓跳蛛與鏡

子共處30~50分鐘 

適應鏡子後，將裝有

跳蛛的飼養盒放在固

定位置並開始錄影 

用濕棉花棒沾

取果蠅，放入

跳蛛飼養盒內 

 

等跳蛛捕到果蠅

或超過4分鐘沒

有捕食時就停止

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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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21    自然光下有鏡子實驗，在飼養盒內其中一面貼上鏡子 

 

3. 以上兩個實驗皆放在窗邊進行，將照度感應器以隨意貼固定在實驗位置上，打開Ardui

no上的序列埠監控視窗(如圖22)，可讀取到照度感應器的讀值。打開序列阜監視器，

確認當下照度在500~800流明之間即進行實驗操作(如圖23)。若自然光太強，可利用窗

簾調節光的強弱。    

 
圖22       序列埠監控視窗 

 

 
圖23      將照度感應器以隨意貼固定在實驗位置上，確認當下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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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在白、紅、藍、綠不同色光源下的捕食測量表 

(一) 細齒方胸蛛: 

   1. 原始數據 

紅光 藍光 綠光 白光 

日

期 

編

號 

時間

(秒) 

日

期 

編

號 

時間

(秒) 

日

期 

編

號 

時間

(秒)  

編

號 

時間

(秒) 

1/20 1 24 2/5 1 28 1/31 1 >240 

2/2

1 1 15 

1/22 1 2 2/12 1 56 2/7 1 28 

2/2

1 2 150 

1/24 1 25 2/17 1 4 2/9 1 3 

2/2

3 1 195 

2/3 1 222 2/5 2 1 2/14 1 25 

2/2

3 2 106 

2/19 1 10 2/12 2 31 1/31 2 >240 

 

1/24 2 5 2/17 2 83 2/7 2 >240 

2/3 2 100 

 

2/9 2 56 

2/19 2 >240  
表3 

 

      2. 捕食率與所需時間 

 紅光 藍光 綠光 白光 

投餵總次數 8 6 7 4 

成功捕食次數 7 6 4 4 

不捕食次數 1 0 3 0 

捕食率% 88% 100% 57% 100% 

平均捕食時間(s) 55 33 28 116 

表4 

 

3. 成功捕食的時間分布: 

 
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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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數 細齒方胸蛛成功捕食時間分布

紅光 藍光 綠光 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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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球斑馬蛛: 

     1. 原始數據 

紅光 藍光 綠光 白光 

日

期 

編

號 

時間

(秒) 

日

期 

編

號 

時間

(秒) 

日

期 

編

號 

時間

(秒) 

 
編

號 

時間

(秒) 

2/1 3 6 2/5 3 21 1/31 3    >240 2/21 3 >240 

2/3 3 >240 2/12 3 >240 2/7 3    >240 2/23 3 109 

2/19 3 >240 2/17 3 >240 2/9 3      11 2/21 4      >240 

 2/3 4 11 2/5 4 80 2/14 3    >240 2/23 4 35 

2/19 4 77 2/12 4 2 1/31 4       23 2/21 5 64 

2/3 5 >240 2/17 4 >240 2/7 4    >240 2/23 5      >240 

2/19 5 9 2/5    5 >240 2/9 4 13 2/21 6      >240 

2/3 6 >240 2/12    5 29 1/31 5 
 

2/23 6      >240 

2/19 6 >240 2/17    5 >240 2/7 5      >240 2/21 7      >240 

2/3 7 44 2/5    6 >240 2/9 5      >240   2/2

3 

7 5 

2/19 7 >240 2/12    6    90 2/14 5 114 
   

 
2/17    6 >240 1/31 6      >240 

   

2/5    7 >240 2/7 6      >240 
   

2/12    7 >240 2/9 6 218 
   

2/17    7 >240 2/7 7      >240 
   

 
2/9 7      >240 

   

2/14 7      >240 
   

表5 

2.捕食率與所需時間 

 紅光 藍光 綠光 白光 

投餵總次數 11 15 19 10 

成功捕食次數 5 5 5 4 

不捕食次數 4 10 14 6 

捕食率% 45% 33% 26% 40% 

平均捕食時間(s) 29 40 76 53 

表6 

   3. 成功捕食時間分布 

   
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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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垛兜跳蛛: 

1.原始數據 

紅光 藍光 綠光 白光 

日

期 

編

號 

時間

(秒) 

日

期 

編

號 

時間

(秒) 

日

期 

編

號 

時間

(秒) 

日

期 

編

號 

時間

(秒) 

2/3 8 90 2/5 8 83 1/31 8 >240 2/21 8     >240 

2/19 8      >240 2/12 8 17 2/7 8 >240 
 

8     >240 

2/3 9      >240 2/17 8      >240 2/9 8      >240 2/21 9     >240 

2/19 9     >240 2/12 9 49 2/14 8     >240 
 

9 50 

2/19 10     >240 2/5 9      >240 1/31 9     >240 2/21 10      >240 

2/3 10     >240 2/17 9      >240 2/7 9 191 
 

10     >240 

2/3 11 30 2/5 10      >240 2/9 9 120 2/21 11 20 

2/19 11      >240 2/12 10      >240 2/14 9 18 
 

11 166 

2/19 12     >240 2/17 10      >240 1/31 10     >240 2/21 12 1 

2/3 12     >240 2/5 11      >240 2/7 10     >240 
 

12 91 

2/3 13 179 2/12 11      >240 2/9 10     >240 2/21 13 78 

2/19 13 43 2/17 11      >240 2/14 10      >240 
 

13 16  
2/5 12      >240 1/31 11     >240 

 

2/12 12 13 2/7 11 66 

2/17 12 64 2/9 11     >240 

2/5 13      >240 2/14 11      >240 

2/12 13      >240 1/31 12     >240 

2/17 13 4 2/9 12     >240  
2/7 12     >240 

2/14 12 49 

2/7 13 80 

1/31 13     >240 

2/9 13 6 

2/14 13    >240 

表7 

 

 

 2. 捕食率與所需時間 

 紅光 藍光 綠光 白光 

投餵總次數 12 18 24 12 

成功捕食次數 4 6 7 7 

不捕食次數 8 12 17 5 

捕食率% 33% 33% 29% 58% 

平均捕食時間(s) 85 38 76 60 

表8 

 

 

 



17 

 

3. 成功捕食時間分布 

  
圖26 

 

 

二、鏡像實驗捕食測量表 

  (一)細齒方胸蛛: 

     1. 自然光下有鏡子與無鏡子原始數據 

細齒方胸蛛 

無鏡子 有鏡子 

日期 編號 時間 日期 編號 時間 

3月20日 1 >240 3月28日 1 3 

3月20日 2 >240 3月28日 2 63 

3月23日 1 138 3月30日 1 62 

3月23日 2 4 3月30日 2 239 

3月25日 1 23 4月2日 1 >240 

3月25日 2 >240 4月2日 2 >240 

                表9 

 

2. 捕食率與所需時間 

 無鏡子 有鏡子 

投餵總次數 6 6 

成功捕食次數 3                     4 

不捕食次數 3 2 

捕食率% 50% 67% 

平均捕食時間(s) 55 92 

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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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數 毛垛兜跳蛛成功捕食時間分布圖

紅光 藍光 綠光 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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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功捕食時間分布 

  
圖27 

 

(二)球斑馬蛛 

         1. 自然光下有鏡子與無鏡子原始數據 

球斑馬蛛 

無鏡子 有鏡子 

日期 編號 時間 日期 編號 時間 

3月20日 3 8 3月28日 3 6 

3月20日 4 210 3月28日 4 >240 

3月20日 5 >240 3月28日 5 >240 

3月20日 6 >240 3月28日 6 3 

3月20日 7 >240 3月28日 7 1 

3月23日 3 >240 3月30日 3 9 

3月23日 4 172 3月30日 4 >240 

3月23日 5 >240 3月30日 5 死亡 

3月23日 6 16 3月30日 6 >240 

3月23日 7 27 3月30日 7 63 

3月25日 3 36 4月2日 3 89 

3月25日 4 58 4月2日 4 3 

3月25日 5 56 4月2日 6 >240 

3月25日 6 23 4月2日 7 136 

3月25日 7 38  

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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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捕食率與所需時間 

 無鏡子 有鏡子 

投餵總次數 15 13 

成功捕食次數 10                     8 

不捕食次數 5 5 

捕食率% 67% 57% 

平均捕食時間(s) 64 39 

表12 

 

3. 成功捕食時間分布 

 

 
                                                                        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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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毛垛兜跳蛛 

1. 自然光下有鏡子與無鏡子原始數據 

毛垛兜跳蛛 

無鏡子 有鏡子 

日期 編號 時間 日期 編號 時間 

3月20日 8 81 3月28日 8 >240 

3月20日 9 >240 3月28日 9 1 

3月20日 10 76 3月28日 10 6 

3月20日 11 74 3月28日 11 41 

3月20日 12 >240 3月28日 12 54 

3月20日 13 2 3月28日 13 14 

3月23日 8 10 3月30日 8 >240 

3月23日 9 7 3月30日 9 83 

3月23日 10 208 3月30日 10 20 

3月23日 11 2 3月30日 11 102 

3月23日 12 >240 3月30日 12 57 

3月23日 13 16 3月30日 13 >240 

3月25日 8 >240 4月2日 8 1 

3月25日 9 16 4月2日 9 100 

3月25日 10 >240 4月2日 10 >240 

3月25日 11 >240 4月2日 11 >240 

3月25日 12 31 4月2日 12 >240 

3月25日 13 4 4月2日 13 >240 

表13 

 

2. 捕食率與所需時間 

 無鏡子 有鏡子 

投餵總次數 18 18 

成功捕食次數 12                    11 

不捕食次數 6 7 

捕食率% 67% 61% 

平均捕食時間(s) 44 44 

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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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功捕食時間分布 

 
圖29 

 

 

(四)觀察記錄: 

1. 在跳蛛適應與鏡子共處的30~50分鐘這段時間，發現了一些有趣的現象。 

我觀察到大部分的跳蛛會對鏡中的自己做出威嚇的動作，而球斑馬蛛會對鏡子進行攻擊(以

前腳進行拍打鏡面)；而細齒方胸蛛以及毛垛兜跳蛛則是舉起前腳威嚇後就跑走。最後不管

是哪種跳蛛通常都是會遠離鏡子。然而，當果蠅在鏡子上時，跳蛛還是會撲上前進行捕食，

並觀察到跳蛛會咬著食物對鏡中的自己進行威嚇。 

 

           

 

 

 

 

 

 

 

 

 

 

 

 

                                                                    

 

圖 30、31     球斑馬蛛對鏡子做出威嚇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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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影片記錄中可以發現跳蛛應該是能看到鏡子裡面的果蠅，會盯著鏡中的果蠅移動。   

當果蠅離鏡子太近時﹐我觀察到跳蛛會猶豫不決，可能是不知道要抓哪個。直到果蠅

離開鏡子比較遠後才會成功捕到果蠅。有觀察到其中一隻毛垛兜跳蛛(編號9號)往鏡中

的果蠅進行撲食，失敗3次後找到真實的果蠅並撲食成功。 

 

(1)                                                                  (2) 

                                                                                  
圖34   毛垛兜跳蛛發現獵物，準備撲食            圖35      撲錯鏡中的獵物 

 

 

 

 

 

圖32 毛垛兜跳蛛對鏡子做出威嚇動作 圖33 細齒方胸蛛對鏡子做出威嚇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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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圖36  果蠅遠離鏡子                                     圖37  跳蛛成功撲食果蠅 

 

3. 跳蛛似乎會把鏡像中的果蠅當作是另一隻果蠅並更積極的捕食，就算沒捕到還是會一直尋

找。一次就成功捕到鏡子上果蠅的跳蛛十二隻裡只有一隻。(原本有13隻，編號5號的球斑馬

蛛在3月30日死亡) 

 

陸、討論 

一、細齒方胸蛛實驗結果討論: 

(一) 在白、紅、藍、綠不同色光環境下 

實驗中可以明顯發現在只有綠光的環境下，細齒方胸蛛的捕食表現相當差，捕食率僅

有57%；而藍光與白光都能成功捕食；紅光稍差一點，但也不錯。在時間分布方面，可

以看到藍光與綠光捕食所需的時間分布較為集中，紅光與白光則較為分散。從實驗結

果來看，我推測細齒方胸蛛他的捕食需要的是藍光為主，紅光可能也有幫助。實驗中

的白光是由紅、藍、綠三種色光所組成，因此包含他捕食時最需要的藍、紅光，但因

為在實驗中有控制總亮度，因此三色光各自的亮度較單一色光實驗暗，所以雖然能成

功捕食，但所需的時間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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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鏡像實驗 

  在細齒方胸蛛的鏡像實驗中，我很驚訝的發現加入鏡子並沒有降低這種跳蛛的

捕食率，反而有所提升，但平均捕食時間變長許多。不過由於此種跳蛛我的樣本數

只有2隻，有比較大的誤差，50%跟67%的捕食率其實只差一次捕食行為，有可能是

鏡子以外的因素影響，且因為數據較少，在平均捕食時間方面受到極端值影響比較

大。因此，這部分我認為還有待取得更多的實驗生物後才能得到較有力的結論。 

(三)人工光源與自然光的比較 

  由於在鏡像實驗中使用的是自然光，因此我將鏡像實驗中沒有鏡子的捕食行為

與前面在人工光源下的捕食行為進行比較。有趣的是，在人工光源中細齒方胸蛛的

捕食率大多都高於自然光。我推測可能這種跳蛛沒有那麼喜歡光線強度高的環境，

在陰暗下捕食意願更高。 

二、球斑馬蛛實驗結果討論: 

(一) 在白、紅、藍、綠不同色光環境下 

        整體而言捕食率都不高，但綠光是較差的一種。在時間分布方面，紅光、藍光、

白光並沒有太大差異，但綠光捕食時間則較為分散。我認為低的成功率可能來自於實

驗照度對此種跳蛛來說可能太低了，以至於在各種光線下他都不易捕食。也有可能是

此種跳蛛較為耐餓，24小時的空腹時間或許不夠讓他有足夠的獵食慾望。 

(二)鏡像實驗 

        在球斑馬蛛的鏡像實驗中，無鏡子時捕食率較高，但平均捕食時間反而較長。有

可能是因為鏡像讓他以為有兩個獵物，所以會更積極去撲食；但如果看到鏡中的自

己，反而會因為要做出威嚇動作而不進行捕食。 

(三)人工光源與自然光的比較 

        球斑馬蛛在自然光下的捕食率明顯高於人工光源環境，我推測是他的捕食更仰賴

亮度，因此在亮度較高的自然光下表現更好。 

三、毛垛兜跳蛛實驗結果討論: 

(一) 在白、紅、藍、綠不同色光環境下 

此種跳蛛整體的捕食率也不高，在只有單色光的環境下成功率都約三分之一；但當環境光源

為三色光組成的白光時可以發現捕食率超過一半。我認為對於此種跳蛛而言，各種色光的重

要性是相當的，使得缺乏其他色光時捕食率低、各色光皆有時捕食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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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鏡像實驗 

       從實驗數據來看，毛垛兜跳蛛的捕食率會稍微受鏡子影響而略低，但並沒有大

幅下降；捕食所需的平均時間幾乎一樣，過程中的威嚇動作並不太影響他的捕食意

願。  

(三) 人工光源與自然光的比較 

        比較兩組實驗數據後發現，在自然光下的捕食率較高，所需的捕食時間也較

短。我認為這種跳蛛也是喜歡較為明亮的環境，捕食效果會更好。 

 

柒、結論 

在前人的研究中，安德遜蠅虎需要綠光來進行捕食，而國內其他跳蛛的科展研究中發現

某些物種的跳蛛需要的是其他的光線，我這次的科展實驗也證實了這點。在此次實驗的三個

物種中，細齒方胸蛛較為明顯是以藍光為主；球斑馬蛛對於各種色光的偏好不明顯，推測亮

度影響較大；毛垛兜跳蛛則相當有趣，對各種色光的偏好也不明顯，但環境中亮度不變，各

色光皆有時較容易捕食成功。整體而言，與Science上的那篇文章不同，在我的實驗中這些跳

蛛表現最差的都是綠光。 

        我認為這樣的結果也符合一般對動物的認知，生物會根據其所在環境演化出相應的特

性，各種跳蛛在不同環境下所需的光線、照度都有可能不同，或許他們的視覺系統也會有所

差異。    

        在三種跳蛛的鏡像實驗中，我認為跳蛛的視覺確實可以讓他發現鏡中的自己與獵物，並

會對鏡像做出反應，例如：對鏡中自己威嚇、嘗試撲食鏡中的獵物。但應該是不知道那是他

自己，且鏡子的存在並不會讓跳蛛徹底放棄捕食，而是在捕食率方面略微下降(細齒方胸蛛

例外)。 

        最後，這次的實驗具有侷限性，首先是跳蛛來自於野外而非人工飼養，可能個體差異會

大到影響實驗結果；跳蛛捕捉方面似乎有季節性，在入冬後就找不到細齒方胸蛛，只好利用

現有的兩隻進行實驗，後續還遇到有跳蛛死亡的狀況；設備方面較為簡易，比較無法估計系

統誤差對結果的影響，在未來希望能增加實驗的樣本以及精進設備，使實驗更具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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