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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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覓食因素研究 

一、摘要： 

  在國外，已有許多關於螞蟻覓食行為的研究，而在台灣，卻鮮少有利用整巢螞蟻所作

的覓食研究，亦無相關研究探討食物與螞蟻的上的關係。因此，本實驗希望透過不同食物

種類的引誘，來研究螞蟻在進食到返巢之間所花的時間，以及對環境的改變所產生的反

應。 

  利用常見且少量多餐的麥氏棘蟻(Polyrhachis illaudata)作為實驗對象，由於此螞蟻的

嗉囊較小，可以裝的食物較少且工蟻體型大，因此常常需要出外覓食，故適合當作實驗蟻

種。 

  實驗結果為預先聞到食物氣味的螞蟻會比較快覓食。增加道路會導致螞蟻花更多時間

覓食與探索。螞蟻是透過蟻巢的氣味判定蟻巢的方向。燈光會使螞蟻受驚嚇。不同螞蟻氣

味會導致覓食時間增加。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世界上遍布最廣的昆蟲非螞蟻莫屬了，除了南極洲以外的陸地都有牠們的蹤跡。小時

候在路邊觀察成群結隊的螞蟻覓食時，發現即便使用葉子撥亂螞蟻，牠們卻總是能接回原

本正在前進的路，並且順利找到食物或是回家的路，這使我對於覓食中的螞蟻如何與其他

個體溝通產生好奇。在生物課中已學習到螞蟻是透過費洛蒙與同伴溝通，這讓我更進一步

的想了解螞蟻的覓食路徑是否會受到人為因素的干擾。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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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螞蟻在覓食時給予不同干擾，包含食物氣味、增加更多的道路、光照強度、同種

螞蟻的氣味、異種螞蟻的氣味等是否會影響螞蟻返巢的時間，或是影響它對蟻巢位置的判

斷。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實驗設計 

(一)研究選用發展狀況正常的麥氏棘蟻的完整群落，其中需包含著蟻后以及工蟻。發展

狀況正常指的是卵幼繭沒有出現斷層，且取食時有大量工蟻進食，工蟻出生率大於死

亡率。 

(二)螞蟻群落以兩個盒子飼養，一個是餵食區，另一個是巢室。餵食區與巢室以寬一公

分的軟管相連。將工蟻與蟻后飼養在巢室內以螞蟻飼料餵食，並將巢室放置於黑暗

處。實驗中會將網子放置於管子中當作阻絕螞蟻通過中央管道，但又能讓氣味通過的

閘門。網子在接上後間隔十分鐘才打開的原因是為了讓食物的氣味能夠飄進巢內，當

網子打開後螞蟻才會比較快出來探索，此時螞蟻也比較不會擺出警戒的姿勢。 

(三)將食物放在餵食區的餵食盆中，各食盆與軟管出口距離兩公分，為了避免距離不同

造成時間的差異。每次實驗會滴入 10 微升 (µL) 的均勻飼料液體，選用 10 微升是

為了防止螞蟻淹死。  

(四)餵食區僅放置餵食盆，除了餵食以外的時間，蓋子都會蓋好。蓋子上的網子可以透

氣，讓空氣可以流通，也可以擋住其他生物進入餵食區干擾實驗。每次只會進行一

組實驗，避免互相干擾。 

(五)對照組為有接上網子及軟管的 

二、實驗組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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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網子處改為網子加上塑膠袋 

(二)再開始進食後，於兩區間的通道增加一條往側邊的通道 

(三)在螞蟻開始進食後將靠近蟻巢 1/2 管子換成新管子，並將舊管子接到管子中間處 

(四)在打開網子後同時打開燈光照射整個巢體 

(五)在開始進食後將靠近巢 1/2 處換成其他螞蟻爬過的管子，分別會利用巨山蟻屬、大

頭家蟻屬和針蟻屬 

三、實驗結果 

實驗 1.食物氣味 2.增加道路 3.費洛蒙氣味 

對照組 74.5±7.91 秒 127.2 ± 32.58 秒 116.7 ± 46.96 秒 

實驗組 102.9±14.17 秒 212.6 ± 26.14 秒 206.4 ± 17.31 秒 

4.燈光 5.不同螞蟻氣味 

100.9 ± 16.90 秒 對照組 108.7±8.88 秒 大頭家蟻屬 267.0±27.18 秒 

172.2 ± 14.42 秒 巨山蟻屬 197.9±14.39 秒 針蟻屬 195.5±18.77 秒 

測試食物氣味對麥氏棘蟻的影響 增加道路對螞蟻回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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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洛蒙氣味對螞蟻移動的影響 燈光對於螞蟻覓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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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螞蟻的氣味對螞蟻覓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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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結論 

(一)預先聞到食物氣味的螞蟻會比較快覓食，但與未知氣味的螞蟻覓食時間。 

(二)增加道路會導致螞蟻花更多時間覓食與探索 

(三)螞蟻會透過蟻巢的氣味判定蟻巢的方向 

(四)燈光會使螞蟻不敢覓食，以及減少覓食的工蟻  

(五)三種螞蟻的氣味都會使麥氏棘蟻覓食時間增加，其中大頭家蟻組會讓螞蟻最為緊張 

二、生活應用 

(一)對於群落狀況不好的螞蟻，可以給予比較不受干擾又能觀察的環境。 

(二)利用螞蟻不喜歡的環境，達到物理性的保護食物或寵物遭受螞蟻的攻擊。 

(三)運用螞蟻喜歡的食物搭配藥劑，來防治螞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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