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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本次科展實驗中，我們由一袋舊米生態圈中選出了三種積穀害蟲，米象、擬穀盜及穀

蠹出來培育。為了瞭解牠們對於食物的喜好，我們對於多種米類及中藥項目進行了重複加濕加

溫的仿舊實驗。發現經仿舊實驗後的品項容易崩解，更有利於積穀害蟲的進食與繁殖。選擇盒

實驗顯示出積穀害蟲對於中藥的喜愛程度並不亞於對米類的喜好，所以我們設計了一個自製誘

捕器並放入自製餌料，試圖挑戰在經濟價值較高的中藥材中誘捕這些積穀害蟲。由於在培育穀

蠹時，發現與他種蟲類共生會增加穀蠹的存活率，我們另外進行了三種積穀害蟲的交叉共生培

育並進行觀察及探討彼此之間存在的競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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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在去年的暑假尾聲，隨著媽媽的尖叫聲，以及廚房中一袋舊米的發現，我們開啟了這

個主題的研究。這包舊米裡怎麼會有那麼多蠕動的蟲，而且長的都大不相同？抓出來數一

數至少有 5~6 種不同種類的蟲開心地爬來爬去，這些是甚麼昆蟲？這些昆蟲的特性是什

麼？他們是怎麼出現在這袋米裡面的？他們通常會在甚麼時候產卵，怎麼產卵？這麼多種

不同的蟲，要怎麼一起生存下去？有沒有方法可以消滅他們？要怎麼防止他們的再次出

現？這些問題都好有趣，也很值得我們去了解跟探索。  

恰好班上有一群喜歡研究昆蟲的人，通常下課都會聚在一起討論關於蟲蟲的相關事

情，所以我們就組成科展小組著手開始關於這些榖類害蟲的研究。 

二、 研究目的                                                         
(一) 觀測舊米中的生態圈 

(二) 自行培育繁殖積穀害蟲 

(三) 積穀害蟲對穀類和中藥的選擇偏好 

1. 新米中積穀害蟲的選擇偏好 

2. 仿舊實驗中積穀害蟲的選擇偏好 

(四) 依據積穀害蟲的選擇偏好設計自製誘捕器 

(五) 米象、擬穀盜和穀蠹的共生或競爭關係探討 

1. 共同居住培育測試 

2. 活動力測試 

三、 文獻回顧                                                         

(一) 本研究中主要的積穀害蟲 

 米象 穀蠹 擬穀盜 

分類地位 鞘翅目，象鼻蟲科。 鞘翅目，長蠹蟲科。 鞘翅目，擬步甲科。 

危害作物 普遍危害積穀，如糙米、

小麥等儲穀。 

普遍危害積穀，如稻穀、

甘藷、糙米、小麥等儲穀。 

對麵粉、酵母粉、骨粉、

粉料、米穀、糙米、米糠、

小麥、玉米、高梁、甘藷

簽 、花生、大豆...等類

積穀危害。 

型態 成蟲：體長約 2.5-3.5mm， 成蟲：體長約 3.6-4.8 公 成蟲：體長約 3-4.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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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吻細長如象鼻。 

卵：長 0.6mm，長橢圓形幼

幼蟲：體長 2.5-3mm，乳白

色。 

蛹：體長 2.9-3.7mm，初化

蛹時呈乳白色。 

厘，體圓筒形有光澤， 全

體暗褐色。 

卵：長 0.9-1 mm，橢圓形，

色淡褐帶乳白 

幼蟲：體長 4-5 mm，乳白

色有微毛。 

蛹：體長 3 mm左右，頭與

成蟲同。 

體扁平橢圓形。 

卵：長 0.6 mm，呈乳白色。 

幼蟲：體長 5-6 mm，體細

長、圓筒形。 

蛹：體長 4.1-4.5mm初化

蛹時呈乳白色，漸轉變為

黃褐色。 

生活史 年發生 8 世代，1 世代約

20-50 日，在 27.2℃時米

象每世代需 25 天，在 17℃

時需 92天，在 13℃時成蟲

幾乎呈現不活動狀態。 

年發生 5 世代，在 28 ℃

下完成  1 世代約  36 

日，以成蟲及幼蟲同時越

冬，周年可見各齡期幼

蟲。成蟲於 4 月中旬出

現，交尾後 4-5 日開始產

卵於米穀粒間，8-20 粒成

堆。老熟幼蟲於穀粒內化

蛹，蛹期 4-13日。 

年發生 4代，卵期在 30℃

時  5-7 天，幼蟲期在 

26-34℃時 43-48天，脫皮

7 次 ， 蛹 期 在  30 ℃

時 5-7 天，成蟲壽命約 

104-37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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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歷屆科展相關研究 

主題 摘要 疑惑 改進作法 

殺 氣 騰

騰 -- 探

討 擬 穀

道 利 用

氣 味 抑

制 它 種

米 象 的

生長 

米象、鋸胸粉扁蟲、擬穀盜都是常見的穀物害蟲。在

飼養米蟲過程中，我們發現當擬穀盜出現時，米象和

鋸胸粉扁蟲的數量及巨下降，近乎滅絕。我們好奇擬

穀盜是透過甚麼方式抑制其他穀物害蟲生長。經過實

驗證明，擬穀盜的競爭信強餘米象即鋸胸粉扁蟲。我

們也發現擬穀盜會聚集且散發出刺鼻的臭味，我們實

驗證實了這個味道會抑制米象即鋸胸粉扁蟲生長。 

除了米象和

鋸 胸 粉 扁

蟲，擬穀盜

是否還會抑

制其他種類

的積穀害蟲

生長？ 

讓擬穀盜與

其他種類的

米蟲共生。 

蟲來?門

都沒有 

經由對米蟲進行習性探討,我們發現米蟲對於米種並

沒有特殊偏好,對色紙和部份色光有反應,只是差異並

不明顥,但米蟲有明顯的趨黑避光行為,會遠離咖啡渣

和蒜頭的氣味。利用研究資料,我們歸納出不與米蟲共

存的方法為：(1)防蟲從買米開始,要買適合一個月內

能食用完的米量,留意裝袋內是否有碎米的粉末。(2)

能以太陽的光熱驅除米蟲。(3)利用米蟲受驚嚇後往上

爬的行為,在米箱中插入木棍集蟲。(4)善用米蟲的趨

黑特性,以黑色濾棉收集米蟲後移除。(5)能以啡啡渣

和蒜頭的氣味驅除米蟲。最後結合這些有效的驅蟲方

式,製做出可輕鬆更換驅蟲材料的米箱,達到環保、省

錢、省時又便利,隨時可驅蟲的目的 

味道重的米

象全都不喜

歡嗎 ? 米象

是否會偏愛

某一種味道

重的食材？ 

製 作 選 擇

盒，並在裡頭

放入重味道

的 食 材 ( 例

如:澤瀉) 

米 蟲 很

久 沒 見

過了 

平時若白米放太久沒吃完，就會滋生米蟲，故因此想

設計一套方法可以有效驅除米蟲，減少米蟲的危害。

一開始先觀察米蟲的特徵外型與行為，做一些簡單的

紀錄，發現二種常見的米蟲－米象與擬穀盜。以擬穀

盜為實驗材料，利用各種可驅除其他害蟲的方法，如

色光、氣味、溫度等，設計實驗去研究驅除米蟲的效

果，發現冷藏法與使用柳丁皮、辣椒、大蒜的氣味驅

除米蟲效果最為實際與有效。 

除 了 柳 丁

皮，其他的

水果皮也可

以驅蟲嗎？ 

 

是否可以反

其道而行，利

用米蟲喜歡

米的特性來

設計誘補器

放在榖類中

藥材旁抓蟲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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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設備及器材 

 

圖片 

  
 

 

名稱 米 培養皿 溫溼度計 塑膠杯 

圖片 

    

名稱 攝影照相器材 鑷子 湯匙 自製誘捕器 

圖片 

 

   

名稱 放大鏡 電子秤 自製米餅 選擇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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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 實驗流程圖 

 

 

1. 選擇盒測試 

2. 加溫加濕以製造出仿舊的

中藥及米堆並加以測試 

3. 自製誘捕器及餌劑 

4. 模擬中藥倉 

置放誘捕器於中藥材以

反向捕捉穀類害蟲 

由舊米中挑出穀類害蟲 

並加以培育 

 

測試穀類害蟲對於中藥

及米堆的喜好 

交叉分組飼育穀類害

蟲並探討其共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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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一) 從舊米中尋找生態圈 

1. 從一包放了很久的舊米中，找出六種積榖害蟲，分別是米象、擬榖盜、榖蠹、煙甲蟲、

麥娥、鋸胸粉扁蟲。 

2. 統計數量發現最多的為米象、擬榖盜和榖蠹，將其三類分別放入培養皿中。 

  

從一袋舊米中找害蟲 從舊米中分類出來的害蟲 

 

(二) 自行培育積榖害蟲 

1. 米象、榖蠹、擬榖盜之的培育 

準備三個觀察盒，分別放入糙米 30 克，各放入十隻米象、榖蠹和擬榖盜，飼養觀察

其生長情形。 

 

 

 

測量米的重量 30g 抓所需要數量之積榖害蟲 將蟲放入觀察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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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三組靜放飼養觀察 

 

(三) 積穀害蟲對穀類和中藥的選擇偏好 

1. 第一階段選擇盒 

(1) 將白米、胚芽米、澤瀉、蓮子、市售米餅各秤重 30 克，放入選擇盒中，觀察錄

影 5分鐘，讓害蟲選擇。 

  

選擇盒構想圖 製作完成之選擇盒 

(2) 選擇盒需要改良成有深度、大一點，直徑最好 20-30公分間，

深度 5公分以上。隔板要黏緊密無縫，不然穀蠧會跑，或者

被膠黏住！ 

(3) 由於第一階段結果並無顯著差異，故思考這是否會與藥材及

米的新舊有關?是否可以藉由增加溫度及濕度模擬出舊米及

放置過久的中藥材氣味呢?我們進行了米與藥材的仿舊實驗

以測試如果故意把穀類放久一點，害蟲是否會更加喜歡？ 

2. 第二階段仿舊實驗 

將白米、胚芽米、糙米、澤瀉、蓮子、薏米各 30 克放入培養皿中，準備實驗組、

對照組兩組，實驗組每天噴水後拿到花圃曬太陽，為期一個月。 

 

被膠黏住之榖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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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仿舊組 對照組 

 

3. 第三階段選擇盒 

將仿舊實驗組中的白米、胚芽米、糙米、澤瀉、蓮子、薏米、自製糙米餅各秤重 30

克，放入選擇盒中，觀察錄影 5分鐘，讓害蟲選擇。 

 

 

第三階段選擇盒 錄影紀錄害蟲選擇情形 

 

(四) 依據積穀害蟲的選擇偏好設計自製誘捕器 

根據仿舊實驗中我們發現的米及蓮子的確有害蟲的啃食痕跡。並發現米象除了米以

外，也會在蓮子中產卵孵育，只是在數量上及方式上有所不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製作

一個以米作為餌料的誘捕器，放置於經濟價值較高的中藥房或藥材倉庫中，是否可以捕抓

到貪吃的榖類害蟲？所以我們設計了一個誘捕器，並自製糙米餅當餌料，放於中藥房中。 

1. 自行設計誘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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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捕器設計圖草稿 切割寶特瓶 利用熱漲冷縮原理連

接玻璃漏斗與寶特瓶 

誘捕器成品 

 

2. 模擬中藥倉實驗 

在中藥房的反向誘捕中，由於季節與溫度的關係，我們並沒有捕捉到任何的中藥

害蟲。所以我們製作了一個模擬的中藥倉，以測試反向誘捕的想法是否正確。我們利

用隨處可見的紙箱，放入一些易生蟲的中藥材，如黃耆、薏苡仁、蒿本、紅棗、白芷，

以做為測試。為了改善第一代誘捕器高度太高，可能無法成功誘捕害蟲的缺點，所以

設計出第二代的誘捕器。這個誘捕器，放置的位置與中藥材在同一平面，一樣以前述

實驗中穀類害蟲最愛的糙米作為誘餌，並加以測試。 

 

(五) 米象、擬穀盜和穀蠹的共生或競爭關係探討 

在前面的實驗中，我們意外的發現如果有擬穀盜的存在,則米象的生長會受到顯著的

影響，類似的發現在文獻中也有相關紀錄。那麼他們之間的共生關係究竟為何?是偏利共

生(+0)、偏害共生(-0)、還是競爭共生(--)或無關共生(00)呢?針對這個問題，我們設計

了以下實驗: 

 

1. 共同居住測試：將這三種蟲分成四組觀察，每種蟲數量皆為九隻，分組說明如下： 

組別 A B C D 

名稱 米象+榖蠹 米象+擬榖盜 榖蠹+擬榖盜 米象+榖蠹+擬榖盜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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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動力測試 

在培養皿下放置方格紙用紅筆畫出 6*6方格，將這三種蟲分組放入培養皿中，錄影觀

察五分鐘，針對其活動方式作為探討。 

 A B C D 

名稱 米象+榖蠹 米象+擬榖盜 榖蠹+擬榖盜 米象+榖蠹+擬榖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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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 觀測舊米中的米蟲生態圈                                           

即使是一袋舊米，也有生態圈。我們在舊米中找到以下六種害蟲，其中米象是最強勢的族

群。 

(一) 積穀害蟲種類 

名稱 米象 鼓蠹 擬榖盜 

照片 

   

說明 數量最多 數量次多 數量和穀蠹差不多 

 

名稱 煙甲蟲 麥蛾 鋸胸粉扁蟲 

照片   

 

說明 數量些許 難觀察，看到結蛹，成蟲

後就會飛走。 

數量很多 

 

二、 自行培育繁殖積穀害蟲                                              

(一) 米象培育實驗說明： 

實驗日期：10/8 到 1/31，準備 A、B、C個盒子，各放入米象六隻，觀察米象的生長。 

(二) 實驗記錄 

組別 A. 白米組 B.糙米組 C. 胚芽米組 

內容物 白米 30克 

米象 6隻 

 糙米 30克 

米象 6隻 

胚芽米 30克 

米象 6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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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初

始 觀 察

盒照片 

   

11/26觀

察記錄 

米象數量變為 33隻 

底部有啃食粉末 

觀察後增加新米 

米象數量變為 64隻 

底部有啃食粉末 

觀察後增加新米 

米象數量變為 66隻 

底部有啃食粉末 

觀察後增加新米 

12/22觀

察紀錄 

米象數量有增加，且一

早開燈，或是拿起來觀

察時活動力比較踴躍。

米象也有在其中產卵。 

米象數量有增加，這組

米象比較喜歡躲在米裡

面吃米，底部啃食粉末

很多，且明顯看到米有

被咬一半封口，米象在

其中產卵現象。 

米象數量仍是三組之

冠，但是這組米象活動

力旺盛，都不斷的往上

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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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觀

察記錄 

白米明顯觀察稻米象有

咬過且封口的痕跡。 

 

 

 

除了成蟲也有幼蟲，還

有鑽入米的蟲，米象不

斷想往上爬。 

胚芽米幾乎被米蟲啃食

光了，米蟲數量增加。

米受損嚴重。 

 

三、 積穀害蟲對穀類和中藥的選擇偏好                                        
(一) 第一階段選擇盒 

1. 實驗目的：了解積穀害蟲是否有選擇偏好。 

2. 實驗日期：110.11月 

3. 實驗方法：將蓮子、澤瀉、胚芽米、白米、市售米餅放

在選擇盒角落，中間放入 10隻穀蠹、米象，觀察錄影 5分

鐘，紀錄其選擇食物。 

4. 觀察結果： 

(1) 穀蠹爬行速度緩慢，會爬到蓮子、米、甚至鑽入米餅中，部分因為爬到紙盒

連接處，被雙面膠黏住，而無法爬行。 

(2) 米象選擇比穀蠹活動力更好，很快的就爬到米、蓮子附近光顧。 

5. 小結 ： 

(1) 由於此次實驗中發現，穀蠹可能會有第二次的選擇。初

選後又會爬出格子再跑進另一個格子中，並不是一次選

擇就永久停留。 

(2) 我們選擇盒製作可以再仔細一點，修正間隔處的黏貼方

式，避免穀蠹再次被黏住。 

(3) 我們想知道放久一點會不會有不同變化，就讓活動力強

的米象在選擇盒中，觀察一個月後的變化。 

 

 

鑽入米餅的穀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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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實驗記錄二：一個月後的發現 

種類 蓮子 胚芽米 白米 

觀察記錄 蓮子表面上有多處有

孔洞、且有黑點，那些

黑點都是即將孵化的

米象。 

米象爬在胚芽米上

面，米也有被啃咬痕

跡。 

米象爬在白米上面，白

米有被封口痕跡。 

照片 

 

 

  

7. 小結： 

(1) 米象喜歡住在蓮子裡面，蓮子表面會有細小的孔，直徑>1mm是吃食物啃咬的

痕跡，直徑<1mm則是孵化出來的新成蟲爬出的孔徑。 

(2) 一粒米只會產下一顆卵，一粒米也只能提供一隻米象生長。但是我們觀察發

現，有半顆蓮子內就有 3個黑點、4個直徑>1mm的孔洞，代表一顆蓮子卻能

提供多個米象生長。 

 

(二) 第二階段仿舊實驗 

1. 實驗目的：久放的穀物是否更適合穀類害蟲生長？ 

2. 實驗日期：110.11/22開始實驗，12/23紀錄 

3. 實驗方法：將白米、胚芽米、糙米、澤瀉、蓮子、薏米各 30 克放入培養皿中，

準備實驗組實驗仿舊組、對照組兩組，實驗組每天噴水後拿到花圃曬太陽，為期

一個月 

4. 實驗記錄： 

組別 實驗仿舊組 對照組 

擺放位置 早上 8:00-12:00曝曬在花圃， 

12:00 過後收進班級教室內。 

一直擺放在自然教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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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白米  實驗組的白米外觀呈現龜裂，且碎

裂成小顆粒小顆粒的，米粒長度小

於 2毫米。 

對照組的米粒完整每顆米粒長度

約 5毫米。 

胚芽米 實驗組的米粒部分不完整 對照組的米雖然很完整，但是有四

隻米象在表面爬行。 

糙米 實驗組的糙米長度為 7毫米，有一

點碎 

對照組的糙米長度為六毫米，米粒

中還住了一隻米象。 

澤瀉 實驗組的澤瀉長度是 1.4公分然後

有一些粉末。 

對照組的澤瀉長度是 1.1公分，沒

有粉末，兩片澤瀉都沒有被啃食也

沒有害蟲。 

蓮子 實驗組的蓮子長度為 1.3毫米，碎

得不得了。 

對照組的蓮子長度為 1.6毫米，沒

有什麼變化。 

薏米 實驗組的薏米表面有明顯碎裂，而

且顏色從米白色變成白色，內部顏

色變得更黑。 

對照組一顆的長度都是 6公分，但

顏色與表面無明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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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結： 

(1) 顆粒大小除了薏米以外，其餘實驗組皆<對照組。 

(2) 對照組是放在教室內，所以米象可能是從其他米袋中爬入在胚芽米和白米的培養

皿中。 

(三) 第二次選擇盒 

1. 實驗目的：放久的穀物是否更吸引穀類害蟲？ 

2. 實驗日期：110.1月開始實驗 

3. 實驗方法：將白米、胚芽米、糙米、澤瀉、蓮子、薏米、自製糙米餅各放入選擇

盒中，將米象、穀蠹、擬穀盜各十隻放在中間，計時 3分鐘觀察其選擇情形，每

種三循環。 

4. 實驗記錄： 

(1) 米象選擇實驗記錄 

 白米 胚芽米 糙米 澤瀉 蓮子 薏米 
自製糙 

米餅 
無 

測 1 0 1 2 2 0 2 2 1 

測 2 2 2 2 1 3 0 0 0 

測 3 2 2 2 0 1 1 0 2 

總計 4 5 6 3 4 3 2 3 

(2) 穀蠹選擇實驗記錄 

 白米 胚芽米 糙米 澤瀉 蓮子 薏米 
自製糙 

米餅 
無 

測 1 1 0 0 1 1 1 1 2 

總計 1 0 0 1 1 1 1 2 

註：穀蠹活動力較差，只要一翻肚就難以翻身爬行，故無法製作三循環。 

(3) 擬穀盜選擇紀錄 

 白米 胚芽米 糙米 澤瀉 蓮子 薏米 
自製糙 

米餅 
無 

測 1 1 3 2 1 1 0 0 2 

測 2 1 0 3 0 5 0 1 0 

測 3 1 1 2 0 1 3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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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 4 7 1 7 3 1 4 

 

5. 小結 

(1) 穀蠹一遇到驚嚇就會裝死不動，所以很難在短時間內觀察到其選擇。 

(2) 米象選擇：糙米>胚芽米>白米=蓮子>澤瀉=薏米>自製糙米餅。 

(3) 擬穀盜選擇：糙米=蓮子>胚芽米>白米=薏米>澤瀉>自製糙米餅。 

 

四、 依據積穀害蟲的選擇偏好設計自製誘捕器                                         

(一) 實驗目的：如果穀類害蟲喜歡米甚於穀類中藥材，那製作誘捕器內裝米是否可以

在中藥材中誘捕到害蟲呢？ 

(二) 實驗日期：110.1月開始實驗 

(三) 實驗方法一：自製害蟲誘捕器，第一週誘捕器內放入自製糙米餅；第二週誘捕器

內放入糙米，皆放在中藥房中進行誘捕。 

(四) 實驗記錄一： 

時間 第一週 1/31-2/7 第二週 2/14-2/21 

誘捕器內放入材料 自製糙米餅 糙米 

照片 

  

捕捉蟲數量 0 0 

說明 第一週誘捕器放在中藥房後藥

材儲藏櫃中，與藥材包放在一

起，有些藥材包是開封過的，有

些是密封的。 

第二週誘捕器擺放在中藥房櫃

台藥材罐旁，老闆常常會打開藥

材罐抓藥，開罐率很高。 

 

(五) 實驗方法二：模擬存放中藥材的倉庫空間，將自製誘捕器二代改良放入其中，放

入米象 17隻、擬穀盜 22隻在上層，觀察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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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誘捕器二代中加入糙米，紙箱開口方便

觀察是否捕抓到害蟲。 

上方放入中藥材和積穀害蟲，用保鮮膜封

口，以免害蟲跑出來。誘捕器瓶口貼緊紙箱，

方便害蟲爬入。 

 

(六) 實驗記錄二： 

 

五、 米象、擬穀盜和穀蠹的共生或競爭關係探討                           

(一) 實驗目的：了解米象、擬穀盜、穀蠹是共生或是競爭關係？ 

(二) 實驗日期：110.1-2月實驗 

(三) 共同居住實驗記錄： 

A. 共同居住測試 

(1) 單品種培育紀錄 

品種 米象 穀蠹 擬穀盜 

1/28放入數量(隻) 9 9 9 

2/23存活數量(隻) 11 8 6 

放入量-存活量 +2 -1 -3 

狀態描述 活動力佳，在米表

面爬行。 

都躲在米裡面，下

層活動。 

大部分在表面或

牆上，數量減少。 

照片 說明 

 

自製誘捕器二代，成功捕抓 3隻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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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混合種共同生活紀錄 

組別 A B C D 

品種 米象+穀蠹 米象+擬穀盜 穀蠹+擬穀盜 穀蠹+擬穀盜+米象 

1/28 放入

數量(隻) 

米象 穀蠹 米象 擬穀盜 穀蠹 擬穀盜 穀蠹 擬穀盜 米象 

9 9 9 9 9 9 9 9 9 

2/28 存活

數量(隻) 
7 5 7 9 9 7 9 8 5 

狀態描述 米象會干擾 

穀蠹生長，兩者數量

皆減少。 

米象數量少可能

是被抑制生長。 

穀蠹數量無減

少，擬穀盜倒反

而減少。 

米象和其他兩者共

生能力較差。 

(3) 混合種生長分析記錄 

組別 A B 

生長關係圖 

  

分析 (- -)米象、穀蠹競爭關係 (- 0)米象、擬穀盜片害共生 

 

組別 C D 

生長關係圖 

  

分析 (0 -)穀蠹、擬穀盜片害共生 (0- -)穀蠹、擬穀盜、米象三者間，

穀蠹數量維持不變，擬穀盜、米象數

量皆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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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活動力測試 

(1) 實驗方式：在培養皿下放置方格紙用紅筆畫出 6*6方格，將這三種蟲分組放

入培養皿中，錄影觀察五分鐘，觀察在食物有限的狀況之下，害蟲間的互動

情形。 

 A B C D 

名稱 米象+榖蠹 米象+擬榖盜 榖蠹+擬榖盜 米象+榖蠹+擬榖盜 

照片 

    

觀 察

描述 

米象三隻爬在培

養皿壁上；穀蠹

三隻在米粒上。 

米象三隻爬在培

養皿壁上；擬穀

盜一隻在培養皿

壁上，兩隻在米

粒旁。 

穀蠹三隻在米粒

上，擬穀到三隻

在培養皿壁上。 

米象三隻皆在培養皿

壁上；穀蠹兩隻在米

上，一隻翻肚在旁

邊；擬穀盜兩隻在培

養皿壁上，一隻界線

上翻滾。但翻滾的很

快就自己翻過來到處

遊走。 

註：實驗後我們將 D組放置持續觀察一周，看這三種害蟲在食物不充足的情況下是否

會彼此競爭。 

(2) 小結： 

A. 在此實驗中發現，米象和擬穀盜的活動力比較強，一下子就跑出方格外，

且這兩者皆會爬在培養皿壁上。 

B. 穀蠹活動力較弱，只會在米粒旁，五分鐘的觀察都不會爬出方格外，且

如果翻肚，旁邊如果沒有米粒，穀蠹無法靠自己的力量翻身。 

C. 米象如果翻肚，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翻身。 

D. D 組觀察一周後的情況，並無看到害蟲間彼此互吃情況，但是擬穀盜和

穀蠹的確會有競爭搶食狀況，在這個實驗中，穀蠹因活動力較差，翻肚

而先行死亡兩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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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一、 自行培育害蟲的實驗中，米象是最好培育的，只要一個月數量就暴增，而我們獨立抓

出培育的穀蠹就無法向原舊米中數量那麼多。這讓我們感到好奇，難不成穀蠹要跟其

他品種的害蟲一起生長，才會長得比較好嗎？因此有了共同居住測試的實驗，探討不

同品種共同居住的特性。 

二、 我們清楚的觀察到米象在米以及蓮子中孵育產卵的痕跡及孔道。這導引我們推論出米

象是否會以米作為他的主要食物，而由於蓮子有足夠的厚度，所以米象會以蓮子做為

他主要的孵育產卵處。 

三、 共同居住測試 

(一) 單一品種培育只有米象數量增多，其餘減少。可能是因為米象的生長周期較短，

而穀蠹、擬穀盜生長周期較短，所以數量上有所差異。另外，減少的可能性為蟲

鑽入米裡面不易發現。 

(二) 2月份的單一品種培育測試與 11月時單獨培育的米象，在數量上皆有增加。但是

11月時數量是十倍增加，2月份卻只增加兩隻，這個懸殊太大。我們討論認為是

11月份時在屏東天氣仍算溫暖，氣溫 20°C~30°C 之間，利於米象之繁殖生長。而

今年 2月份顯得寒冷，特別有幾波寒流入冬，氣溫 15°C~25°C，較不利於米象生

長，冬季如要看到生長期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四、 第一代自製誘捕器的實驗中尚未抓到任何蟲，可能是我們設計的誘捕器需要改

良，另外就是我們擺放的地點需要調整。現在的中藥都是真空包裝居多，所以不太容

易長蟲。另外這個實驗進行的時間是冬季，不利害蟲生長，如果有機會我們會在夏天

再次進行誘捕實驗，測試我們的反向誘捕理念是否正確。 

五、 第二代自製誘捕器雖然有成功捕抓到 3隻米象，但是誘捕器上方的中藥材食物充

足，害蟲一定會優先選擇鄰近的中藥材啃咬，這裡證實我們的誘捕器屬被動式誘捕，

如果單看食物的喜好來做選擇，尚不足以成功誘捕。如有後續研究，則可藉由改良誘

捕器，增加 LED 燈光或風扇，增加誘捕器主動誘捕之功效。 

六、 在三種積穀害蟲的交叉共生實驗中，當 D組穀蠹與擬穀盜、米象共生時，反而存

活率能維持不變，擬穀盜、米象數量皆減少。這有點類似，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米象

和擬穀到生活空間重疊，會在米上方互相競爭，穀蠹則是在米粒中及下層生活，所以

反而在數量可以維持不變。但在活動力測試 D組，觀察一周後發現擬穀盜和穀蠹的確

會有競爭搶食狀況，這個實驗穀蠹因翻肚而先行死亡，這個情況值得後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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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一、 一袋舊米有其穀類害蟲生態圈，其中數量最多的三種害蟲是米象、穀蠹和擬穀盜。 

二、 自行培育積穀害蟲實驗中得知，米象是三者中單獨培育最成功的。在夏季米象生

長期最短，數量一個月內就會暴增；在冬季米象生長期較長。 

三、 米象、穀蠹和擬穀盜這三種積穀害蟲基本上喜歡米還是勝於中藥材，但中藥材中

的蓮子牠們也喜歡吃，也會在蓮子內部產卵，且一顆蓮子內部可以產下數顆卵，比起

米粒是更好的居住環境。 

四、 仿舊實驗搭配選擇盒實驗中發現，積穀害蟲是喜歡久放的穀類。據觀察久放的穀

類會崩解成小碎塊，更有利於害蟲啃咬，其中糙米是牠們最喜歡的穀類。 

五、 第二代自製誘捕器的實驗中雖有成功捕獲米象三隻，但是由於誘捕器屬被動誘

捕，故可再改良設計增加主動誘捕可能性，加上反向誘捕的構想，改良誘捕器。 

六、 在三種積穀害蟲的交叉共生實驗中，我們發現米象單獨培育，數量是增加的，但

是只要跟其他種類的害蟲共生，數量則是會減少，並由 A、B、D組共生實驗發現，米

象和其他兩種穀類害種存著競爭與片害共生關係。 

七、 穀蠹和擬穀盜單獨培育存活率皆下降，這跟我們之前觀察到的情況相符。在一袋

舊米中，穀蠹和擬穀盜數量都不少，跟米象不相上下。但是只要一把牠們抓到飼養箱

單獨培育，之後就一隻隻死亡，因此推論穀蠹和擬穀盜適合和其他種類害蟲一起生

長，才得以刺激繁衍下一代。 

八、 在食物無限的狀況之下，積穀害蟲之間似乎存著片害共生情況，在食物有限的情

況之下是競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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