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討黑水虻幼蟲對於校園落葉及無患子果實的去化潛力 

摘要 

    黑水虻是一種完全變態的昆蟲，為一種台灣常見的雙翅目昆蟲。黑水虻幼蟲在自然界以

動物糞便、腐爛的有機物為食，為生態系中的清除者。由於校園中落葉及無患子果實清掃集

中後以堆肥方式處理，佔據校園空間，本實驗想研究黑水虻幼蟲對於落葉及無患子果實是否

具有去化潛力。研究結果呈現黑水虻幼蟲在剩菜+落葉組有高存活率、低增重現象及較高去化

效率，評估具有去化潛力；而在剩菜+無患子果實組則為高死亡率、負增重現象及較低去化效

率，評估不具備去化潛力。 

壹、前言 

近年來為防堵非洲豬瘟，其中一項政策即為禁止以廚餘餵食豬隻，因此造成廚餘量增加，

目前廚餘去化的主要方式為堆肥及焚燒，然而堆肥耗時，而焚燒如果沒有處理好，容易導致

產生戴奧辛，對環境造成危害。根據之前全國中小學科展的研究指出黑水虻的幼蟲為幫助處

理廚餘的好幫手，後續可將蟲隻拿去餵食動物，並將食用後剩下粗纖維及糞便做為培養土肥

料。成蟲部分因為口器退化，只需少許水份即可生存，並且在交配完後死亡，屍體還能萃取

出油脂。黑水虻從出生至死亡對環境影響較小，且有循環經濟的效果。黑水虻是一種完全變

態的昆蟲(圖一)，生活史包含卵、幼蟲、蛹、成蟲四期，學名為 Hermetia illucens L.，中文又稱

亮班扁角水虻，為一種台灣常見的雙翅目昆蟲，在世界各國大部分地區都有分布，熱帶、亞

熱帶地區種類甚多。黑水虻幼蟲在自然界以動物糞便、腐爛的有機物為食，為生態系中的清

除者。 

在學校日常生活中每到打掃時間，外掃區同學揮動著各式掃地工具集中落葉後再一桶一

桶的搬去落葉集中區倒，讓其自然腐敗分解。從老師口中得知現在的落葉集中區已是重新規

劃過的第二區(圖二)，多年前在集中落葉的第一區(圖三)早已滿載而停用，至現場觀察也發現

地面已長滿雜草。顯而易見落葉腐敗的速度遠不及集中傾倒落葉的速度，因此我們想研究黑

水虻幼蟲是否能加速落葉的去化。 

校園中有無患子樹，因此落葉廢棄物中亦包含無患子果實，由於其果實堅硬，並不容易

自然腐敗分解。雖其可用於手工皂、清潔劑的製作，但由於學校並非量產的工廠，所以用量



並不多對於無患子果實的去化幫助不大。因此我們也想研究黑水虻幼蟲是否能加速無患子果

實的去化。 

 

 

 

 

 

 

 

 

 

 

 

 

 

 

 

貳、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材料 

黑水虻幼蟲 白飯 剩菜 落葉 無患子果實 

飼養盒     

二、儀器  

電子秤  相機  爆碎機 

 

參、研究方法 

    本實驗的研究主要包含黑水虻幼蟲在餵食白飯、剩菜+落葉及剩菜+無患子果實之生長情

形、存活情形以及對於校園廢棄物(落葉、無患子果實)的去化效率，白飯及剩菜則歸類為廚餘。

 

圖一、黑水虻生活史 

 

圖二、落葉集中區第二區(使用) 

 

圖三、落葉集中區第一區(停用) 



對照組餵食白飯;實驗組有剩菜+落葉組以及剩菜+無患子果實組。之前的研究顯示黑水虻幼蟲

對於濕度較高的食材進食狀況較佳，因此我們的策略是利用剩菜來增加食物的濕度，於是設

計剩菜+落葉組實驗一開始投入50%剩菜+50%落葉；剩菜+無患子果實組投入50%剩菜+50%無

患子果實。 

一、 觀察黑水虻幼蟲以白飯、剩菜+落葉及剩菜+無患子果實為食源 

後之存活狀況。 

(一) 秤取重量大小相近之黑水虻幼蟲50隻(圖四)，置於飼養盒中，分別餵食35公克重之白

飯(圖五)、17.5公克重剩菜+17.5公克重落葉(圖六)及17.5公克重剩菜+17.5公克重無患子

果實(圖七)，共三組。 

(二) 實驗進行二週後調查黑水虻幼蟲存活率。 

 

 

 

 

 

 

 

 

 

 

 

 

 

 

 

 

 

 

圖四、黑水虻幼蟲之秤重 

 

圖五、實驗裝置圖(白飯組) 

 

圖六、實驗裝置圖(剩菜+落葉組) 

 

圖七、實驗裝置圖(剩菜+無患子果

實組) 



二、觀察黑水虻幼蟲以白飯、剩菜+落葉及剩菜+無患子果實為食源後之增重狀況。  

(一) 方法如實驗一。 

(二) 紀錄黑水虻幼蟲之重量變化。也利用測量剩餘食物重量來得知黑水虻幼蟲進食量，做

為評估去化效率的依據。 

三、觀察黑水虻幼蟲對於白飯、剩菜+落葉及剩菜+無患子果實之去化效率。 

(一) 方法如實驗一。 

(二) 紀錄黑水虻幼蟲剩餘食物重量來得知黑水虻幼蟲進食量，做為評估去化效率的依據。 

肆、研究結果 

  一、觀察黑水虻幼蟲以白飯、剩菜+落葉及剩菜+無患子果實為食源後之存活 

      狀況。 

表一、各組別黑水虻幼蟲之存活率 

 白飯組 剩菜+落葉組 剩菜+無患子果實組 

實驗初始幼蟲數(隻) 50 50 50 

實驗結束幼蟲存活數

(隻) 
50 49 40 

實驗結束幼蟲死亡數

(隻) 
0 0 9 

 

 

 

 

 

 

 

 

 

 

 

圖九、各組之存活率 



二、 觀察黑水虻幼蟲以白飯、剩菜+落葉及剩菜+無患子果實為食源後之增重狀況。 

 

表二、各組別黑水虻幼蟲之生長狀況 

 白飯組 剩菜+落葉組 剩菜+無患子果實組 

實驗初始 

幼蟲重量(g) 
4.3 4.5 4.3 

實驗結束 

幼蟲重量(g) 
10.5 6.2 2.7 

     

 

 

 

 

 

 

 

 

三、觀察黑水虻幼蟲對於白飯、剩菜+落葉及剩菜+無患子果實之去化效率。 

 

表三、各組別黑水虻幼蟲之剩餘食物重量 

 白飯組 剩菜+落葉組 剩菜+無患子果實組 

實驗初始 

食物重量(g) 
35 35 35 

實驗結束 

食物重量(g) 
14.3 14.8 17.8 

 

 

 

圖十、各組實驗前後幼蟲總重變化 



 

 

 

 

 

 

 

 

伍、討論 

    在二週實驗後，不意外地白飯組黑水虻幼蟲完全存活。剩菜+落葉組有 49 隻黑水虻幼蟲

存活，但是卻都找不到死亡的蟲體。我們推測有可能死亡的蟲體是被存活的黑水虻幼蟲吃掉，

因為在剩菜+無患子果實組中幼蟲存活數 40 隻加上幼蟲死亡數 9 隻(圖八)也是只有 49 隻，比

實驗初始幼蟲數 50 隻也是短少 1 隻。 

    根據表一計算出的存活率(圖九)，剩菜+無患子果實組的存活率明顯低於白飯組及剩菜+

落葉組。推論原因有二個，第一無患子果實可用來製作肥皂，所以有可能是無患子果實中某

些適用製作肥皂的成分對黑水虻幼蟲是有毒性的，造成黑水虻幼蟲進食後死亡；第二是無患

子果實過於堅硬，即使用爆碎機打成小顆粒，黑水虻幼蟲依然不易進食而造成食源不足死亡。 

    由於黑水虻幼蟲在眾多報導中都是對廚餘有著優異的去化效果，所以白飯組(對照組)的

100%存活率是相當合理的。至於剩菜+落葉組也有高達 98%的存活率，幾乎與白飯組相差無

幾，代表著黑水虻幼蟲在進食剩菜及落葉後死亡率極低，並不像剩菜+無患子果實組的高死亡

率。根據這個現象，我們推論落葉存在著可做為黑水虻幼蟲食源的潛力。 

 

 

 

 

 

 
 

圖八、剩菜+無患子果實組之死亡

蟲體 

 

圖十一、各組幼蟲進食量 



    根據表二數據繪製出各組黑水虻幼蟲總重在實驗前後的變化(圖十)，可以清楚呈現出黑水

虻幼蟲在以白飯、剩菜+落葉、剩菜+無患子果實時，幼蟲總重量增減出現明顯的差異。白飯

組幼蟲實驗初始重量為 4.3 克，實驗結束時增長到 10.5 克，這组幼蟲的生長速度最快，總重

量增加了 6.2 克。剩菜+落葉組幼蟲實驗初始重量為 4.5 克，實驗結束時增長到 6.2 克，雖然幼

蟲有生長，但生長速度較慢，僅增重 1.7 克。針對白飯組與剩菜+落葉組在幼蟲存活率與實驗

前後幼蟲總重變化這二項數據比較，可發現當黑水虻幼蟲在以白飯為食源時有著高存活率及

高增重現象，但是在以剩菜+落葉為食源時卻是有著高存活率及低增重現象。因此可推論黑水

虻幼蟲可進食剩菜及落葉，但是剩菜及落葉所含的營養卻無法讓其有較佳的生長狀況。 

    剩菜+無患子果實組幼蟲實驗初始重量為 4.3 克，實驗結束時則為 2.7 克，這组幼蟲不但

沒有成長，總重量反而減少了 1.6 克。生長狀況與另二組出現完全相反的方向。比較剩菜+無

患子果實組與剩菜+落葉組在幼蟲存活率與實驗前後幼蟲總重變化這二項數據，可發現當黑水

虻幼蟲在以剩菜+無患子果實為食源時有著高死亡率及負增重現象，這些數據說明了無患子果

實不但有害黑水虻幼蟲的生長，更提高其死亡率。這樣的結果證明黑水虻幼蟲不具有對無患

子果實的去化潛力。 

    根據表三數據計算出各組黑水虻幼蟲在實驗期間內的進食量，白飯組進食量為 20.7 公

克，實驗初始為白飯 35 公克；剩菜+落葉組進食量為 20.2 公克，實驗初始為剩菜 17.5 公克+

落葉 17.5 公克；剩菜+無患子果實組進食量為 17.2 公克，實驗初始為剩菜 17.5 公克+無患子果

實 17.5 公克，根據前述數據繪製出各組黑水虻幼蟲的進食量(圖十一)。由圖十發現白飯組與

剩菜+落葉組的幼蟲進食量相近也代表著去化效率相近，這樣的數據再綜合前述結論，也就是

白飯組的高存活率+高增重現象以及剩菜+落葉組的高存活率+低增重現象，我們認為黑水虻幼

蟲對於落葉這種校園廢棄物的去化潛力是存在的，雖然對於其生長狀況不如白飯組佳，但本

實驗最主要的研究目的是在找到降低校園廢棄物佔據校園空間的方法，黑水虻幼蟲的生長狀

況並不在考量之中。 

    至於剩菜+無患子果實組進食量為 17.2 公克，甚至低於實驗初始放入的剩菜 17.5 公克，

也就是說去化效率較低，同時並存著高死亡率及負增重現象，綜合以上數據都證明黑水虻幼

蟲不具有對無患子果實的去化潛力；同時也證明無患子果實對於黑水虻幼蟲具有毒性及不易

進食的可能性是有的。 



陸、結論 

一、黑水虻幼蟲以白飯為食源時，有著高存活率、高增重現象及高進食量。 

二、黑水虻幼蟲以剩菜+落葉為食源時，有著高存活率、低增重現象及高進食量。三、黑水虻

幼蟲以剩菜+無患子果實組為食源時，有著高死亡率、負增重現象及 

    較低進食量 

四、黑水虻幼蟲對於落葉這種校園廢棄物有協助去化的潛力。 

五、黑水虻幼蟲對於無患子果實這種校園廢棄物並沒有去化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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