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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高中（職）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蝸」目相看-周圍環境對蝸牛感官與行為的影響 

一、摘要： 

    我們想透過實驗了解不同因素對蝸牛行為的影響，實驗一，我們探討蝸牛對不同色光

的偏好，結果我們發現蝸牛較偏好待在紫光和藍光場域。實驗二，利用酒精的揮發性，探

討酒精蒸氣是否會影響蝸牛的行走軌跡，實驗結果是在有酒精蒸氣的場域，蝸牛的路徑明

顯偏折，且耗費時間較長。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這些結果可應用於農業上蝸牛害蟲防治，

進而延緩蝸牛行動，減少農作物被食用的機會。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在一個剛下完雨的傍晚，我們在學校的童軍營地中發現許多蝸牛，不禁激起我們的好

奇心，讓我們想對蝸牛的行為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們先從蝸牛的各種習性開始研究，經

過文獻探討後，我們發現蝸牛具有嗅覺、味覺、觸覺和對光線變化的感知。 

    我們設計了兩組實驗，飼養了 10 隻白玉蝸牛，分別為「不同色光照射蝸牛時觀察蝸牛

對不同色光的偏好」和「使用酒精蒸氣刺激蝸牛時蝸牛的軌跡變化情形」，我們之所以選

用酒精，是因為酒精是一種較容易揮發的液體，可能較容易被蝸牛吸收。希望透過以上實

驗，讓我們對蝸牛的感官有更多的了解，並可以將這些蝸牛的特性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三、 探究目的與假設  

1、探討不同色光照射蝸牛時，觀察蝸牛對不同色光的偏好 

2、探討使用酒精蒸氣刺激蝸牛時，蝸牛的軌跡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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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壹、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實驗一：不同色光照射蝸牛時，觀察蝸牛對不同色光的偏好 

(一) 利用紙箱和四種顏色的玻璃紙製造出實驗場域 

1. 將紙箱上側紙板全部切除 

2. 將四種顏色玻璃紙(紅、橙、綠、藍、紫光，分別組合成五種組合)，拼貼成

一片，蓋在紙盒上側(圖一、圖二) 

(二) 用檯燈在紙箱上方照光，將編號為 A~E 的蝸牛分別取出進行實驗 

(三) 把蝸牛放入實驗箱，開啟檯燈，觀察蝸牛會往哪種色光的方向移動 

(四) 重複進行蝸牛 A~E 的實驗，觀察蝸牛反應 

二、實驗二: 使用 75%酒精刺激蝸牛時，蝸牛的軌跡變化情形 

(一) 製作實驗場域 

1. 實驗組：器皿盛裝 100ml 75%濃度酒精，放入紙箱靜置 20 分鐘待其揮發 

2.對照組：無酒精蒸氣之紙箱 

3.在兩組紙箱中都放入資料夾與高麗菜，在蝸牛腹足底部滴 1 滴藍色食用色

素，方便觀察黏液軌跡，而高麗菜則是用來吸引蝸牛前進 

圖一(俯視圖) 

 

)) 

 

圖二(側視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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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將編號 F~J 之蝸牛禁食 3 天，依序將 F~J 蝸牛放置入對照組紙箱，讓蝸牛

在透明資料夾上爬行，觀察其黏液軌跡如圖三所示 

(三) 再依序將 F~J 蝸牛放置入有酒精蒸氣的實驗組紙箱 

(四) 利用描圖紙描繪透明資料夾上的蝸牛路徑(圖四) 

 

 

 

 

貳、研究結果 

一、實驗一：在不同實驗場域，編號 A~E 蝸牛分別進行 5 次實驗，蝸牛傾向何種顏色 

(一) 編號 A~E 蝸牛分別進行 5 次實驗，實驗結果如下(圖五 a~e) 

 

 

 

 

 

 

 

 

圖三(俯視圖) 圖四(側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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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每個場域中可以看出蝸牛對特定顏色的偏好，由於每種顏色玻璃紙各出現 4

次，我們將每種場域的實驗結果加總得到以下數據(圖六)，由實驗結果與分析

圖表可知，蝸牛最傾向於待在紫色光的場域中，其次為藍色光場域，接著是綠

色光場域。此結果讓我們推論出蝸牛較偏好待在波長較長的場域。 

 

 

 

 

 

二、實驗二：使用 75%酒精刺激蝸牛時，蝸牛的軌跡變化情形 

(一) 未經酒精揮發的場域 

1. 平均耗費時間：12 分鐘 26 秒 

2. 路徑如(圖十一)藍線所示 

(二) 經酒精揮發的場域 

1. 平均耗費時間：25 分鐘 43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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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路徑如(圖十一)紅線所示 

 

 

 

 

 

(三) 圖七左方為對照組，為沒有酒精揮發的場域；右方為實驗組，為酒精揮發的

場域。從實驗結果我們發現到，在有酒精揮發的場域中，蝸牛的路徑較為不

規則，且達到高麗菜位置所耗時間較長。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結論：在實驗一中，我們發現蝸牛較常停在藍色或紫色場域，較不偏好待在紅黃光場

域。我們推測藍光對蝸牛眼睛刺激較弱，紅光刺激較強，所以蝸牛會傾向於較舒適的場

域，也就是藍紫光場域。另個原因可能因藍紫光較接近夜晚，紅黃光則是類似白晝的光

線，蝸牛可透過視覺受器感知光線的變化，所以蝸牛會偏好待在較接近夜晚光線的場域。 

    實驗二，結果發現在有酒精揮發的場域中，蝸牛的路徑較為不規則且達到高麗菜位置

所耗時間較長。首先，可能是因為酒精可能會溶於蝸牛身上的黏液，進而被蝸牛吸收，然

後影響蝸牛的感知，而使他們行動遲緩。第二，我由文獻探討中我們得知，觸角對蝸牛來

說，是用來感覺外界非常重要的器官。因為觸角表面有許多特化的表皮細胞，包含「嗅覺

神經」、「感覺神經元」等等。蝸牛的觸角擺動時，就是在「聞」空氣中的味道，若是持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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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不斷的干擾觸角附近，蝸牛就會因為感受到不適宜的環境而轉向，所以可能是因為酒精

的氣味使蝸牛感到不適，而使軌跡產生偏折。 

二、應用：在農業方面，蝸牛會吃農作物，所以它被農民視為一種害蟲，可以從我們的實

驗結果得出幾種能防治蝸牛的方法。首先，由實驗一得知因為蝸牛較偏好待在藍紫光的場

域，若是在農作物生長區域之外照射紫光，蝸牛可能會因為較偏好紫光，所以會相對遠離

農作物生長之區域。接著，從實驗二結果可知，酒精可降低蝸牛活動力，若是在農田附近

放置適量酒精，可有效阻礙蝸牛行動，降低蝸牛啃食農作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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