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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名稱:蝸牛的選擇「食」在重要 

摘要 

        蝸牛好像甚麼都吃，到底牠們最喜歡吃什麼?蝸牛不喜歡光，但是光線中有食物

時，牠們會往有光的方向移動嗎? 黏液對牠們的影響是甚麼?牠們的記憶會隨練習次

數的增加而增加嗎?經過幾個月的實驗，結果出乎意料，牠們竟然喜歡吃水蘊草，雖

然牠們怕光，但為了食物還是會選擇光的通道；黏液和食物比，也是會選擇食物，

黏液會做為牠們食物位置的指標，有留下黏液的食物容易被吃；牠們的記憶力至少

可持續四天，記憶力不會因為練習次數增加而增加。 

 

 

 

 

 

 

 

 

 

 

 

 

 

 

 

 

蝸牛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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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 

非洲大蝸牛是赫赫有名的外來種生物，常看到新聞報導非洲大蝸牛肆虐農民的辛苦作

物，有人誤食未煮熟的非洲大蝸牛而染病甚至死亡，然而蝸牛仍是老饕們喜愛的食物，蝸牛

的黏液竟然可以製成保養品，最近研究發現蝸牛的近親海蛞蝓可以把記憶傳給下一代(參考

一)。有一次在媽媽買的地瓜葉上，我發現蝸牛爬過留下的黏液痕跡，覺得很好奇，蝸牛留下

這些痕跡做甚麼呢?於是到學校和老師同學討論，我們對蝸牛的食物、蝸牛的記憶和蝸牛的黏

液間會不會有關係感到好奇，因此我們決定以蝸牛為材料，研究蝸牛的行為，如喜歡吃什麼?

會不會怕光?會不會跟尋其他蝸牛留下來的黏液?記性如何呢? 希望能多了解蝸牛的習性，或

許能幫助農民解決一些農作物被蝸牛啃食的問題。 

     二、文獻探討 

(一) 攝食行為：蝸牛在移動的過程中，會利用觸角上的嗅覺接受器，搜尋空氣中食

物的氣味。有些蝸牛可記憶前日的攝食場所，直接向那個方向前

進，以減少搜尋食物時能量的花費，如非洲大蝸牛可以記憶約 120

天前的攝食地點(參考二) 

 

         (二)痕跡跟隨:所謂的痕跡，即指蝸牛爬行時所留下的黏液痕跡。許多蝸牛都有痕跡

跟隨（Trail following）的行為──如活動時由休棲處至攝食區進食，

結束後會沿著自己的痕跡，返回休棲處(參考二)。 

 

        (三)非洲大蝸牛: 學名： Achatina fulica，非洲大蝸牛，又稱褐雲瑪瑙螺，為陸生的

腹足綱軟體動物，是一種大型的蝸牛。俗名菜螺、露螺(參考二)。非

洲大蝸牛可能攜帶有廣東住血線蟲，冬天食物缺少、氣候寒冷、缺水

時有休眠的現象，此時殼口會分泌一層膜封住，所以實驗時需要一直

噴水來喚醒蝸牛。 

 

 

 

 

 

 

 飼養中的蝸牛 休眠中的蝸牛 

封住殼口

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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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目的 

(一)觀察蝸牛喜歡吃什麼? 

(二)探討蝸牛對食物與光線的選擇 

(三)探討蝸牛對食物與黏液的選擇 

(四)探討蝸牛是否有記憶力 

           (五)探討練習次數會影響蝸牛的記憶力嗎? 

(六)探討黏液是蝸牛的食物記號還是植物的避敵訊號? 

四、研究流程

 

實驗項目  

擬定實驗計畫 

儀器與器材準備 

整理比較實驗結果與討論 

結論並練習發表說明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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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設備與器材 

 

 

    

 

 

塑膠板的通道 金針菇 水蘊草 菠菜 地瓜葉 相機 

      

夾子 滴管 蝸牛 手電筒 LED 燈 塑膠杯子 

    

 
 

飼養箱 遮光盒 透光盒 Y 自行通道 塑膠杯 手套 

 

 

參、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 觀察蝸牛喜歡吃什麼?(實驗前蝸牛先餓一天) 

            (一)準備七種食物分別放在通道中(如下圖) 

                將蝸牛編號放在最中間，紀錄蝸牛會進食哪種食物，共紀錄 14隻蝸牛的喜

好。 

     

 

 

 

      

 
將食物放入通道中 將蝸牛放通道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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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由實驗(一)選出蝸年最愛的四種食物，將所有

蝸牛放出(如右圖)，30分鐘後記錄哪種食物上

的蝸牛最多。 

 

 

 

 

 二、探討蝸牛對食物與光線的選擇 

   (一)製作蝸牛行走的 Y行走道及遮光的盒子，如下圖 

   (二)左邊遮光盒子內放蝸牛的最愛(水蘊草)，右邊遮光盒子沒放東西，將蝸牛放在

沒有遮光盒子的走道中，紀錄 10隻蝸牛走的方向。 

   (三)左邊遮光盒子內放手電筒，右邊遮光盒子沒放東西，將蝸牛放在沒有遮光盒子

的走道中，紀錄 10隻蝸牛走的方向。 

   (四)左邊遮光盒子內放手電筒及水蘊草，右邊遮光盒子沒放東西，將蝸牛放在沒有

遮光盒子的走道中，紀錄 10隻蝸牛走的方向。 

 

 

 

 

 

 

 

 

 

 

 

將食物和蝸牛分兩邊放 

Y形走道及遮光的盒子 將食物放在有光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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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蝸牛對食物與黏液的選擇 

(一)製作蝸牛行走的 Y行走道，如下圖 

        (二)左邊不放任何東西，右邊塗上蝸牛的黏液。 

(三) 將 7隻蝸牛放到中間的通道，紀錄 7隻蝸牛走的方向。 

(四)Y行走道左邊放上蝸牛喜歡的食物(水蘊草)，右邊塗上蝸牛的黏液，將 7隻蝸

牛放到中間的通道，紀錄 7隻蝸牛走的方向。 

 

 

 

 

 

        

       
 

四、探討蝸牛是否有記憶力 
 

(一) 將蝸牛愛吃的食物(水蘊草)放在 Y行走道左邊，讓蝸牛走過一遍，找到食物的位

置。 

(二) 換上新的 Y行走道，放入剛才找到食物位置的蝸牛，記錄蝸牛的走向。 

  

 

 

 

 

 

 

Y形走道 蝸牛選擇黏液或食物呢? 

新的 Y形走道 讓蝸牛找到左邊

食物的位置 

測試蝸牛是否正確

找到食物的位置 



7 

 

五、探討練習次數會影響蝸牛的記憶力的長短嗎? 

(一)用不同顏色的指甲油(紅、紫、藍)分別點在 3隻蝸牛的殼上面。 

(二)在 Y型走道上，食物放在右側，依照顏色的區別分別讓他們練習往食物物方向走，

紅色練習一次、紫色練習五次，藍色練習十次。 

(三)在 Y型走道上，不放食物，測試不同練習次數的蝸牛往左邊走的機率 

(四)連續 4天做同樣的測試 ，紀錄蝸牛往左邊走的機率  

  

 

 

 

 

 

 

 

 

 

 

 

 

 

 

 

 

 

 

藍色 
紫色 

紅色 

練習往左邊走尋找食物的位置並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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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探討黏液是蝸牛的食物記號還是植物的避敵訊號? 

     (一)將燒杯 2個(編號 A、B)，各放入 2株水耕的地瓜葉 

     (二)A放入完整葉片的地瓜葉，B放入用手撕裂的地瓜葉並於傷口上塗蝸牛的黏液 

     (三)將 A、B放入蝸牛養殖箱中 

     (四)隔天觀察 A、B兩燒杯內地瓜葉被吃的情形 

     (五)紀錄結果並分析 

     (六)重複實驗一次，紀錄結果並分析 

     (七)直接以蝸牛咬過的葉子取代 B，紀錄實驗結果。 

 

   

 

 

 

 

 

 

 

 

 

 

 

 

 

 

 

 

 

A:完整葉片 B:撕破塗黏液的葉片 養殖箱 

第二次實驗:蝸牛咬過(B)和完整葉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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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觀察蝸牛喜歡吃什麼? 

實驗一:因為平日的觀察發現非洲蝸牛幾乎甚麼都吃，連大便、衛生紙、影印紙都會

吃，其大便的顏色也會因食物的顏色而改變，我們就很好奇到底蝸牛最喜歡

吃甚麼呢?準備家中常見的蔬菜及物品放在實驗走道上，讓所有的蝸牛做選

擇，結果如下表一，發現有正常食物在時，蝸牛還是會選擇正常的食物。 

表一:蝸牛選擇食物的次數 

食物 無食物 地瓜葉 金針菇 菠菜 水蘊草 泡棉 保麗龍 衛生紙 

次數 1 4 3 4 3 0 0 0 

 

 

 

 

 

 

實驗二:由實驗一發現地瓜葉、金針菇、菠菜、及水蘊草最多蝸牛覓食，我們再把這四

種食物放到大盆子一端，蝸牛放再另

一端，進行第二階段的選擇，這四種

食物蝸牛最喜歡哪一種呢?結果如下

表二及圖二，發現蝸牛多數往水蘊草

處聚集(40%)如右圖，第二名是地瓜

葉(20%)，金針菇則是第三(7%)，令

1

4

3

4

3

0 0 0
0

1

2

3

4

5

無食物 地瓜葉 金針菇 菠菜 水蘊草 泡棉 保麗龍 衛生紙

次數 圖一:蝸牛覓食各種食物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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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訝異的是菠菜竟然沒有蝸牛拜訪，或許那 33%不覓食的蝸牛中有大部分帶第

一階段是選擇菠菜的，如果有時間，可以在蝸牛背上做記號，再做一次實驗來

證實。  

     在圖二中，蝸牛選擇最多次的食物竟然是水蘊草，而不是菠菜，可能是水

蘊草的味道較重，水分較多，或許蝸牛喜歡這樣的攝食環境。 

 

表二:蝸牛第二次選擇食物的次數 

 

33%

20%7%
0%

40%

圖二:蝸牛覓食次數百分比

不覓食

地瓜葉

金針菇

菠菜

水蘊草

 

 

 

 

 

 

食物 不覓食 地瓜葉 金針菇 菠菜 水蘊草 

次數 5 3 1 0 6 

百分比% 33% 20% 7% 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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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討蝸牛對食物與光線的選擇 

           我們都知道蝸牛是不喜歡光線的動物，但是當食物和光線在一起時，他們會選擇

食物還是避光呢?我們的實驗結果發現(1)在沒光的時候，蝸牛 80%選擇有食物的地

方(表三)(圖三)。(2)在沒食物的情形下，只有光線和黑暗時，蝸牛選擇都往黑暗

的方向爬(100%)，具有明顯的避光行為(表四)(圖四)。(3)在有光的方向加入食物

時，蝸牛選擇有光+食物的比例增加很多，選擇光+食物還比黑暗多一點點(表

五)(圖五)，可見食物比避光更有吸引力。有些蝸牛就算有食物還是比較喜歡暗的

地方，有些蝸牛就算怕光還是要吃東西，我們懷疑蝸牛這行為反應可能和其飢餓

程度有關，下次可以比較飢餓的天數對他們選擇食物或避光的影響。 

 

 

(表三) 在沒光的情形下， 

       蝸牛選擇食物或沒有食物 

       地方的次數和百分比 

 

 

 

       

 

 

 

 

 

 

(表四) 在沒食物的情形下， 

       蝸牛選擇光或黑暗 

       地方的次數和百分比 

 

 

 

 

 

 

環境條

件 
食物 沒食物 

數量 8 2 

百分比 80% 20% 

環境條

件 
光線 黑暗 

數量 0 10 

百分比 0 100% 

0%

100%

圖四:蝸牛對黑暗和光的

選擇情形

光線

黑暗

80%

20%

圖三:蝸牛選擇食物或沒有食物

地方的次數

食物

沒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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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蝸牛選擇食物或避光 

       地方的次數和百分比 

 

 

 

 

 

 

三、探討蝸牛對食物與黏液的選擇 

     由實驗二發現蝸牛雖然不喜歡光，但是在有光的地方放食物，多數的蝸牛(53.8%)還是

會選擇有光的地方，可見蝸牛對食物的喜愛超過對光的厭惡；有研究提到蝸牛的黏液可以讓

蝸牛找到食物及棲息地(參考 3)，所以蝸牛對黏液和食物應該都是喜愛的，蝸牛在兩者同時

存在時會選擇黏液或食物呢?實驗結果發現黏液對蝸牛的吸引力好像沒想像中的好，往黏液方

向走的有 59%，一半多一點，往沒黏液方向走的也佔 41%(表六)(圖六)，或許黏液加上食物對

蝸牛的吸引力才會顯現出來。一邊塗黏液，一邊放食物，由表七和圖七發現還是食物較具有

吸引力，有 87.5%往食物方向走，只有 12.5%往黏液方向走。 

 

                

0%0%

圖六:蝸牛對有黏液和沒

黏液的選擇情形

0

0

 

 

環境條

件 

食物+光線

(亮) 

暗(沒食

物) 

數量 7 6 

百分比 53.8% 46.2% 

 走黏液 沒走黏液 

蝸牛數量 10 7 

百分比 59% 41% 

54%46%

圖五:蝸牛選擇食物+光或黑

暗的百分比

食物(亮)

暗(沒食物)

表六: 蝸牛對有黏液和無黏液   

的選擇數量與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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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25%

圖八:蝸牛選擇路線的百分比

左(原來放食物方位)

右(原來沒放食物方位)

 

表七: 蝸牛對有黏液和食物 

      選擇數量與百分比 

 食物 黏液 

蝸牛數量 7 1 

百分比 
87.5% 12.5% 

  

 

 

 

四、探討蝸牛是否有記憶力 

      有神經系統的生物，多少都有點記憶力，我們很好奇非洲大蝸牛是否也有這能力呢?

當我們把食物放在 Y型走道的左邊，讓蝸牛走一次，為了避免黏液的影響，所以我們換

過新的 Y型走道，每次走完都把黏液洗掉，紀錄蝸牛往左走的頻率，結果發現蝸牛往左

邊走有的頻率有 75% (表八、圖八)，初步判斷蝸牛對食物的位置有短暫的記憶。至於記

憶持續的時間會不會隨著練習次數的增加而增加呢?我們將進行下面的實驗來找答案。 

 

表八: 蝸牛對原有食物位置做正確選擇的百分比 

 

 

左 

(原來放

食物方

位) 

右 

(原來沒

放食物

方位) 

次數 9 3 

百分比 75% 25% 

87%

13%

圖七:蝸牛對食物和黏液

的選擇情形

食物

黏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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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探討練習次數會影響蝸牛的選擇嗎? 

     我們將蝸牛練習次數分為 1次、5次、10次，分別用紅色、紫色、藍色指甲油做標記，

連續四天的選對食物方向的紀錄如表九和圖九，發現蝸牛第一天練習 1次和 5次的走對率都

100%，反而練習 10次的還有 16.7%的錯誤，第二天練習 10次的正確率最高，到第三天練習 5

次的正確率最高，第四天大家的正確率都下降許多，可見記憶力至少可持續 4天，結果是 1

次>5次>10次，可見蝸牛的記憶並不會因為練習越多次而記憶越久，不知道是我們實驗不夠

精準還是練習太多次反而疲乏了，這需要多做一些實驗來印證。 

 

表九: 蝸牛練習次數對原有食物位置做正確選擇的百分比隨時間的變化情形 

 

日期 紅色(1次) 紫色 (5次) 藍色 (10次) 

 正確 錯誤 正確 錯誤 正確 錯誤 

第一天 100% 0 100% 0 83.3% 16.7% 

第二天 0 100% 33.3% 66.7% 80% 20% 

第三天 33.3% 66.7% 100% 0 62.5% 37.5% 

第四天 75% 25% 60% 40% 50% 50% 

找到正確方向的蝸牛 走錯路的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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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探討黏液是蝸牛的食物記號還是植物的避敵訊號? 

     有研究指出植物被蝸牛吃過後，會分泌一些化學物質，讓掠食者不敢靠近，我們很好奇

這場蝸牛與植物的戰爭是否會發生呢?我們做了兩次實驗，第一次呢？是用手撕掉地瓜葉然後

塗上蝸牛的黏液，結果發現蝸牛會把塗黏液的葉子的葉柄直接咬掉，然後吃地瓜葉嫩芽的部

分，沒有塗蝸牛黏液的對照組只有一小部分被蝸牛啃食(圖十)，所以蝸牛並不會因為地瓜葉

塗上蝸牛的黏液而不去吃它，塗上蝸牛的黏液反而會增加地瓜葉被吃的機會。第二次我們就

用被蝸牛吃過的葉子來做實驗，結果同樣也是被蝸牛吃過的葉子再度被吃的機會比較大(圖十

一)，沒有被蝸牛吃的完整葉子被吃的機率比較低，所以我們的實驗結果發現地瓜葉並不會因

為被蝸牛吃而產生讓蝸牛不敢再去吃它的一些化學物質，所以戰爭並沒有發生蝸牛還是以食

物為優先，而且會跟著黏液去尋找食物的方向。 

0%

20%

40%

60%

80%

100%

120%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正確率(%)

圖九:蝸牛練習次數對原有食物位置做正確選

擇的百分比隨時間的變化情形

紅色(1次) 紫色 (5次) 藍色 (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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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實驗:撕破地瓜葉，塗上蝸牛黏液 

 

 

 

 

 

 

 

 

 

 

 

 

 

 

 

 

 第二次實驗:蝸牛咬過的地瓜葉，自然留下蝸牛黏液 

 

   

 

 

有沾黏液的葉子被吃得一蹋糊塗 

沒有沾黏液的葉子只

有少量被吃 

有被咬過的葉子，蝸牛吃得較多 

沒被咬過的葉子，蝸

牛吃得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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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一、蝸牛雖然是雜食性的，有時連大便、衛生紙都會吃，但是我們實驗發現有正常食物在

時，蝸牛還是會選擇正常的食物，第二次測試時蝸牛最喜歡吃水蘊草和地瓜葉。 

二、蝸牛喜歡吃食物,怕光,但食物和光再一起,牠還是會選擇食物，可見食物比避光更有吸

引力，有些蝸牛就算有食物還是比較喜歡暗的地方，有些蝸牛就算怕光還是要吃東西 

三、黏液對蝸牛的吸引力好像沒想像中的好，有黏液和沒黏液的選擇，往黏液方向走的有

59%；一邊塗黏液，一邊放食物，還是食物較具有吸引力，有 87.5%往食物方向走，或許

黏液再加上食物對蝸牛的吸引力才會顯現出來。 

四、蝸牛記住食物的方向的頻率有 75%，初步判斷蝸牛對食物的位置有短暫的記憶。 

五、蝸牛對食物位置的記憶發現一天後，練習 1次和 5次的走對率都 100%，二天後練習 10

次的正確率最高，三天後練習 5次的正確率最高，四天後大家的正確率都下降許多，可

見記憶力至少可持續 4天，結果是 1次>5次>10次，可見蝸牛的記憶並不會因為練習越

多次而記憶越久。 

六、塗上蝸牛的黏液和被蝸牛咬過的地瓜葉反而會增加地瓜葉被吃的機會，地瓜葉並不會因

為被蝸牛吃而產生讓蝸牛不敢再去吃它的一些化學物質，所以蝸牛還是以食物為優先，

而且會跟著黏液去尋找食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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