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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 「無」光「 拾」色一光線對斑馬魚群行為的影響

一、摘要：

無論是動物還是人，對於左右、顏色、光線都有特定的偏好。我們選擇以斑馬魚為研究

對象，探討這三個變因對於斑馬魚的影響，更進一步探討斑馬魚的空間記憶能力。

在實驗前，我們先確定斑馬魚本身對左右無特別的共同偏好，進而得以利用左右邊光線

的有無，觀察光對斑馬魚的行為影響，並在多次實驗後，進行實驗於黑暗中觀察斑馬魚的行

為；同時藉由三種不同的色光，探討斑馬魚對色光的偏好；並且我們也針對個體與群體斑馬魚

進行測試，探討個體與群體對於斑馬魚的行為影響程度。

經過實驗得出斑馬魚對於左右並無偏好，有趨光性，且對於顏色的偏好為對於紅色光的

正趨向性大於對綠光的。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人對於顏色會有偏好，那動物對於色線會有怎樣的反應?「小雞對出現於身體左側的威

脅較能夠靈活的攻擊，羅傑斯發現那些腦部使用較不對稱的小雞，可能會從右邊接近其他的

小雞，因而能建立較穩定的社會關係。」（Sandra Upson，2006）此外，魚類也有相同的情形出現

「魚類的腦部化現象則似乎也能帶來一些生存優勢。某些種類的魚群在遭遇獵食者攻擊時，多

數魚會朝左游，另外某些種類的魚則會傾向朝右」（Sandra Upson，2006）

斑馬魚對於左右的選擇又是如何呢?斑馬魚是否對於左右、顏色、光線都有特定偏好？

因此，我們希望進行以下測試，去探討斑馬魚個體與群體對於左右、顏色、光線的偏好。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1. 探討斑馬魚對左右的偏好：假設斑馬魚對左右並無偏好

2. 探討斑馬魚對光線的偏好：根據文獻，2020年廣東海洋大學學報第六期的「單色光對斑

馬魚趨光行為的影響」研究得知斑馬魚對特定色光有偏好，因此假設斑馬魚有趨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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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討斑馬魚對色光的偏好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實驗設計

1. 探討斑馬魚對左右的偏好

將魚群分成一隻與十隻一組，分別進行對左右區域的選擇

圖一  斑馬魚對左右的偏好實驗設置俯視圖

2. 探討斑馬魚對光線的偏好

將魚群分為一隻、五隻、十隻，左右兩邊分別為無光及有光，觀察到達有光區域及無光

區域的多寡。根據訓練次數不同，觀察到達有光區域的時間為增加或減少，並

利用不同隻數的魚群到達有光區域的時間來比較，並探討群體對斑馬魚行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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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斑馬魚對光線的偏好實驗設置俯視圖

3. 探討斑馬魚對紅、綠、藍三種色光的偏好

以紅、綠、藍三種色光，選取兩種組合，分別為左、右兩區光線，觀察斑馬魚到何種色

光區次數較多

圖三   斑馬魚對紅、綠、藍三種色光的偏好實驗設置俯視圖

二、結果

1. 探討斑馬魚對左右的偏好

斑馬魚無論群體或個體對左右並無偏好

圖四   斑馬魚選擇左右的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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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探討斑馬魚對光線的偏好

十隻魚到達有光區域時間較短，一隻魚到有光區域時間最長。

圖五   不同隻數的魚在不同的訓練次數下到達有光區時間的比較圖

3. 探討斑馬魚對紅、綠、藍三種色光的偏好

假設標準狀態是每隻魚選擇兩種顏色的機率各百分之五十，而下圖則呈現標準狀態時

，幾隻魚選擇紅色的機率，前排藍色柱狀圖為實際實驗時的數據，後排橘色柱狀圖則

為標準狀態

圖六-1 紅配綠色光分布機率 圖六-2 紅配藍色光分布機率

圖六-3 藍配綠色光分布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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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1. 結論

a. 斑馬魚對左右的選擇

數據指出，斑馬魚對於左右並不像小雞等動物有特定偏好，由此可知，我們後

續的實驗並不會因為光線在右邊或是左邊影響了實驗結果，且可證實前人讓斑

馬魚選擇區域的實驗，不會因為左右邊而影響結果。

b. 斑馬魚對於光線有無的影響

從數據可知，斑馬魚有正趨光性，且在多次實驗後，無論是五次七次還是九次，

在黑暗中，斑馬魚都會傾向游向原本有光的那一邊。由此現象可推知，斑馬魚

具有對於左右的空間記憶。但在時間上並沒有甚麼太大的影響，練越多次斑馬

魚並不會更快速抵達本來有光的區域，因此可推知訓練次數並非影響斑馬魚對

於光間記憶能力的主要因素，而每批魚的通過時間有明顯的差異，可知魚的本

體差異是遠遠大於訓練次數的影響的。

c. 斑馬魚對色光的偏好

從斑馬魚對左右的偏好左右的實驗可知，色光放在左還是右並不會對結果有顯

著影響。從紅配綠的實驗與標準狀態對照後可發現，斑馬魚相對於綠色會更傾

向於游向紅色色光照射的區域。可推知斑馬魚對於紅色光的正趨向性大於對綠

光的。其他組實驗則相對於標準狀態並無明顯差異。

2. 生活應用

斑馬魚大多會集體行動，因此若以群體作為單位，斑馬魚的行為會有更大幅度

的變化。我們常常在研究上需要用到斑馬魚，尤其是基因相關研究，因為斑馬

魚與人類的基因相似度極高，所以如果我們有需要誘導斑馬魚做相關研究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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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針對群體去設計，成功的機率應該會大於個體。並分析在什麼環境下，魚能

有所反應，或許可以對未來相關研究或是其他方面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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