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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想了解櫻桃紅蟑螂對遮蔽物的選擇行為，以及族群數目是否影響躲避的情形，最

後延伸至蟑螂的結伴行為。因此設計以直線與 Y 型跑道來探討櫻桃紅蟑螂群體種種行為模

式的實驗。 

研究發現，櫻桃紅蟑螂在進入新環境後進行躲避所需時間與群體大小之相關性並不大，

在熟悉環境後則與群體數目有較高相關性，且隨著熟悉程度越高則關聯性越高，而對環境產

生高度熟悉的群體中，群體數目越大，選擇遮蔽物所需時間越長。另外，對於居住環境的選

擇上，其偏向選擇舊有環境，表示其對巢穴有趨性。最後，關於結伴行為的探討，發現其會

形成二至九隻不等大小的群體，且以各群體為單位共同行動。 

壹、研究動機 

櫻桃紅蟑螂（Blatta lateralis）是十分常見的爬蟲類飼料，飼養櫻桃紅蟑螂的過程中，觀

察到他會躲避至遮蔽物下方。在自然界中，生物處於不同環境，如：休息、覓食、面對天敵

和危險等等不同狀態時，通常有尋找安全環境的本能；在觀察其躲避行為的同時，發現其有

群聚結伴的情形。因此我們想探討櫻桃紅蟑螂在環境中選擇遮蔽物和其結伴行為。以上現象

涉及「生物行為」的研究領域，因其多樣的行為表現，我們希望探討不同情況下，櫻桃紅蟑

螂選擇遮蔽物的各種行為變化，及其是否確實具有結伴行為；而此類生物行為是否和生物群

體的社會性行為有交互關係？ 

我們選擇櫻桃紅蟑螂為實驗對象的原因是其易飼養、不會鳴叫、不易死亡、數量龐

大......。與其他具有群聚習性的昆蟲比較，如：螞蟻、白蟻、蜜蜂等等，櫻桃紅蟑螂體型小

而便於觀察、不會飛行、且難以於光滑表面上活動，使實驗更容易進行。 

 

貳、研究目的 

一、觀察櫻桃紅蟑螂躲避至遮蔽物下方所需時間之變化。 

二、驗證櫻桃紅蟑螂群體大小對選擇遮蔽物的所需時間之影響。 

三、驗證櫻桃紅蟑螂對環境的熟悉程度會縮減選擇遮蔽物的所需時間。 

四、驗證櫻桃紅蟑螂是否有偏好舊有居住環境之行為。 

五、探討櫻桃紅蟑螂的結伴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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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實驗對象 

櫻桃紅蟑螂（Blatta lateralis）。幼蟲呈紅褐色，腹部末段三到五節部分色澤較深；成

體體長約三公分，雄性成體體色隨蛻皮漸漸轉向金黃色，有翅（能短暫飛行）；雌性成體

體色隨蛻皮漸漸轉向深褐色，無翅。 

本次實驗所挑選之蟑螂為同批購買，皆為幼蟲階段，藉此降低蟑螂因性成熟後尋求配

偶等因素所造成的變因。 

二、共同研究設備與器材 

表一：共同研究設備與器材列表 

 設備與器材 數量 

1 櫻桃紅蟑螂 

 

約 1500 隻 

2 長直跑道（見研究方法中圖二、圖

三） 

塑膠瓦楞、強力膠帶 各一組 

3 長直跑道（見研究方法中圖四） 六組 

4 Y 型跑道（圖五） 一組 

5 紙質蛋盒 15 cm × 15 cm (新) 

 

34 組 

6 紙質蛋盒 15 cm × 15 cm (舊) 

 

6 組 

7 碼錶  一台 

8 奇異筆  六色各一支 

9 塑膠飼養容器  1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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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實驗架構圖 

 

二、實驗名詞定義 

（一）蟑螂：本實驗報告中的「蟑螂」係指「櫻桃紅蟑螂」。 

 

（二）躲避時間：本實驗報告中的「躲避時間」係指蟑螂自柵隔開啟時跑出，至整隻蟑

螂進入蛋盒下方的所需時間。 

 

（三）舊蛋盒：實驗二所使用的舊蛋盒皆為蟑螂原有居住環境中之蛋盒。 

 

（四）結伴行為：本實驗報告中的「結伴行為」係指蟑螂群體在多次左右選擇實驗中，

皆有相同路徑選擇之蟑螂。 

 

（五）延伸實驗 A 之蟑螂標記：我們以

六種顏色的奇異筆排列組合的方式

（𝐶𝐶06+𝐶𝐶16+𝐶𝐶26+𝐶𝐶36…）做蟑螂標記（如圖

一）。 

      

圖

一：標記後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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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前準備 

（一）樣本來源：於網路上向商家購買約 2000 隻櫻桃紅蟑螂活體。 

 

（二）飼養方式 

1. 蟑螂置於大型收納箱中，箱中放置數個 15 cm × 15 cm 的紙質蛋盒。 

2. 置入培養皿，培養皿內分別放置清水及粉狀飼料（成份：小麥、玉米、黃豆、酵

母、胡蘿蔔、牧草、南瓜、益生菌、維生素、礦物質）。 

 

（三）實驗前置步驟 

1. 實驗前兩週，取出所需蟑螂並依照實驗配置飼養於小型昆蟲箱。 

2. 每一個昆蟲箱配置一組蛋盒、飼料、水，並置於陰涼通風處等待實驗。 

 

四、前置實驗設計 

（一）實驗配置 

組別 蟑螂數目 

1 100 

2 100 

          圖二：長直跑道 

（二）實驗步驟 

1. 將一組蟑螂置於長直跑道範圍 A 柵隔內，計時 3 分鐘待蟑螂穩定 

2. 開啟柵隔，分別記錄每隻蟑螂的躲避時間 

3. 更換第二組蟑螂並執行步驟 1.～2. 

4. 經由 IBM SPSS Statistics 軟體進行分析樣本數據並進行結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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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正式實驗 

 

實驗一： 

經前置實驗後，我們推測從母群體中隨機取出之蟑螂群體樣本不論數目大小，尋找遮

蔽物所需時間應無明顯差異，因此設計實驗一驗證假說。 

實驗過後，發現蟑螂在多次實驗後躲避時間有下降趨勢，因此使用實驗一測得躲避時

間及實驗次數，分析櫻桃紅蟑對環境熟悉度與選擇遮蔽物的時間關係。 

 

（一）實驗配置 

蟑螂

數目 

組數 單組實驗

執行次數 

10 3 5 

20 3 5 

30 3 5 

40 3 5 

50 3 5 

                   圖三：長直跑道 

（二）實驗步驟 

1. 將一組蟑螂置於長直跑道範圍 A 柵隔內，計時 3 分鐘待蟑螂穩定 

2. 開啟柵隔，記錄整組蟑螂的躲避時間 

3. 執行實驗步驟 1.～2.共五次 

4. 更換同數目不同組之蟑螂並重複 1.~3. 

5. 更換不同數目之蟑螂並重複實驗步驟 1.～4.直到所有組別結束實驗 

6. 繪製趨勢線分析結果，並進行結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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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 

前置實驗與實驗一中皆使用全新的蛋盒，考慮到生物可能具有對巢穴的趨性，因此

設計原有居住之舊蛋盒與全新蛋盒居住選擇的控制型實驗，探討新舊環境是否影響蟑螂

選擇遮蔽物的行為。 

 

（一）實驗配置 

組別 蛋盒Ａ 蛋盒Ｂ 蟑螂數目 單組實驗次數 

1-1 新 新 100 隻 5 

1-2 新 新 100 隻 5 

2-1 舊 舊 100 隻 5 

2-2 舊 舊 100 隻 5 

3-1 新 舊 100 隻 5 

3-2 新 舊 100 隻 5 

 

圖四：長直跑道 

（二）實驗步驟 

1. 將各組蟑螂放置於長直跑道範圍內 

2. 依照實驗配置同時放置各組所需蛋盒提供躲避 

3. 等待一日後於中午計算各蛋盒蟑螂數目並記錄 

4. 將跑道擦拭乾淨並更換所有新蛋盒，舊蛋盒照原配置放置 

5. 使用同組蟑螂重複步驟 1.～5.總計五次 

6. 繪製折線圖表示實驗結果並進行結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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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延伸實驗 

 

圖五：Y 型跑道 

 

延伸實驗 A1： 

此實驗欲驗證蟑螂對於實驗中於Ｙ型跑道（圖五）尋找遮蔽物之選擇無特定左右

偏好，以助於延伸實驗 A2 之結伴行為探討。 

 

（一）實驗配置 

單組蟑螂數目 組數 各組實驗次數 

1 5 100 

 

（二）實驗步驟 

1. 將一組蟑螂置於 Y 型跑道（圖五）範圍Ａ柵隔內，計時 3 分鐘待蟑螂穩定 

2. 開啟柵隔，記錄蟑螂的躲避位置 

3. 依照實驗次數重複 1.～2. 

4. 更換各組蟑螂並重複 1.～3. 

5. 利用 IBM SPSS Statistics 軟體進行卡方適合度檢定並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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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實驗 A2： 

此實驗欲使用 Y 型跑道（圖五）驗證蟑螂是否具有結伴行為，以延伸實驗Ａ1 之結果

為前提進行實驗設計。 

 

（一）實驗配置 

組別 蟑螂數目 實驗次數  組別 蟑螂數目 實驗次數 

1-1 20 5  2-1 50 6 

1-2 20 5  2-1 50 6 

1-3 20 5     

1-4 20 5     

 

（二）實驗步驟 

1. 將欲實驗組別之蟑螂適用各色奇異筆標記 

2. 將蟑螂置於 Y 型跑道（圖五）範圍 A 柵隔內，計時 3 分鐘待蟑螂穩定 

3. 開啟柵隔並等待蟑螂群體全數躲至遮蔽物下方 

4. 記錄各隻蟑螂對於兩側蛋盒之選擇情況 

5. 依照配置中實驗次數重複實驗 1.～4.（需適時為蟑螂標記補色） 

6. 更換下一組實驗蟑螂並重複步驟 1.～5. 

7. 分析實驗結果並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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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前置實驗結果： 

 

（一）進行第一組蟑螂的躲避時間數據的常態分布檢定 

H0：統計數據和常態分布無顯著差異  

HA：統計數據和常態分布有顯著差異  

經由 IBM SPSS Statistics 軟體進行分析，利用 kolmogorov-smirnov test 

p-value<0.01，小於 0.05，可以拒絕虛無假說，數據結果拒絕 H0 接受 HA，確認

數據和常態分布有顯著差異。 

 

（二）進行第二組蟑螂的躲避時間數據的常態分布檢定 

H0：統計數據和常態分布無顯著差異  

HA：統計數據和常態分布有顯著差異  

經由 IBM SPSS Statistics 軟體進行分析，利用 kolmogorov-smirnov test 

p-value<0.01，小於 0.05，可以拒絕虛無假說，數據結果拒絕 H0 接受 HA，確認

數據和常態分布有顯著差異。 

 

（三）對兩者的躲避時間進行 Nonparametric 分析 

H0：第一組的躲避時間和第二組的躲避時間無顯著差異  

HA：第一組的躲避時間和第二組的躲避時間有顯著差異  

經由 IBM SPSS Statistics 軟體進行分析，利用 Mann-Whitney test 

p-value=0.096，大於 0.05，不可拒絕虛無假說，數據結果接受 H0，確認兩組數據

無顯著差異。 

 

（四）對兩者的躲避時間進行偏態分析 

第一組偏態係數為 1.347，第二組偏態係數為 0.442，顯示兩組數據皆為右偏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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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各組蟑螂尋找遮蔽物花費時間之盒狀圖 

 

圖七：第一組單位時間內蟑螂尋找遮蔽物數目之柱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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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第二組單位時間內蟑螂尋找遮蔽物數目之柱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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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一 

（一）分析群體數以 10 為等差的蟑螂在群體中尋找遮蔽物一到五次所需之時間 

1. 第一次：決定係數 R
2=0.2702，顯示當蟑螂初次接觸新環境時尋找安全遮蔽物

所需的時間與群體大小關聯性極低。 

2. 第二次：決定係數 R
2=0.6690，顯示當蟑螂第二次接觸新環境時尋找安全遮蔽

物所需的時間與群體大小關聯性約佔 67%。 

3. 第三次：決定係數 R2=0.8049，顯示當蟑螂第三次接觸新環境時尋找安全遮蔽

物所需的時間與群體大小關聯性約佔 80%。 

4. 第四次：決定係數 R
2=0.8865，顯示當蟑螂第四次接觸新環境時尋找安全遮蔽

物所需的時間與群體大小關聯性約佔 89%。 

5. 第五次：決定係數 R
2=0.9686，顯示當蟑螂第五次接觸新環境時尋找安全遮蔽

物所需的時間與群體大小關聯性約佔 97%。 

 

（二）分析蟑螂群體第一次至第五次尋找遮蔽物之時間 

 根據實驗數據圖（圖十），隨著蟑螂在陌生環境中的探索次數增加，尋找遮蔽

物的時間有下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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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蟑螂群體大小與選擇遮蔽物時間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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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蟑螂探索次數與選擇遮蔽物時間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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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二 

 （一）對照組一：A、B 皆為新蛋盒 

數據結果中，在 A、B 皆為新蛋盒的情況下，蟑螂出現平均分佈情形，且無法

明顯觀測出蛋盒 A 與蛋盒 B 的分佈差異。 

 

圖十一：蟑螂群體對 AB 皆為新蛋盒之選擇偏好 

 （二）對照組二：A、B 皆為舊蛋盒 

數據結果中，在 A、B 皆為舊蛋盒的情況下，蟑螂出現平均分佈情形，且無法

明顯觀測出蛋盒 A 與蛋盒 B 的分佈差異。 

 

圖十二：蟑螂群體對 AB 皆為舊蛋盒之選擇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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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組：A 為新蛋盒、B 為舊蛋盒 

數據結果中，在蛋盒 A 為新蛋盒、B 為舊蛋盒的情況下，蟑螂出現不平均分佈，

且不論第幾天，在舊蛋盒中的蟑螂數目皆高於新蛋盒，能明顯觀測出蛋盒 A 與蛋

盒 B 的分佈差異。 

 

圖十三：蟑螂群體對 A 為新蛋盒 B 為舊蛋盒之選擇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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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延伸實驗 A1 

分別對各隻蟑螂的左右選擇進行卡方適合度檢定 

H0：統計數據和左 50%右 50%的分佈無顯著差異 

HA：統計數據和左 50%右 50%的分佈有顯著差異 

經由 IBM SPSS Statistics 軟體進                  

表二：各組卡方檢定 p-value 值 

行分析，利用卡方適合度檢定， 

p-value（見表二）皆大於 0.05，數據

結果接受 H0 ，確認數據和預期值無

顯著差異。              

 表三：延伸實驗Ａ2 數據圖 

    

五、延伸實驗 A2 

實驗中顯示出蟑螂群體中

的確出現對於遮蔽物選擇皆有

共同方向之情形，將多次實驗

後的結果排列後能區分出二至

九之蟑螂不等之群體（見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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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前置實驗 

 （一）蟑螂選擇遮蔽物的時間分佈情形： 

經 IBM SPSS Statistics 軟體分析後，發現蟑螂選擇遮蔽物時的所需時間與常態

分佈有顯著差異，而經由偏態分析顯示數據傾向右偏態。 

 

（二）實驗觀察 

觀察發現蟑螂在選擇遮蔽物時有群聚、停頓、折返等等現象，而上述種種行

為造成幾個特別突出的數據，引發我們設計後續實驗探討是否有特定變因影響其

選擇行為。 

 

二、實驗一 

 （一）不同群體數目對蟑螂選擇遮蔽物所需時間之相關性 

由實驗結果發現，以十至五十為區間之蟑螂群體進入陌生環境後，選擇遮蔽

物的所需時間與蟑螂群體數目的關聯性極低，與經前置實驗後推論的假設相符。

推測當進入陌生環境後，蟑螂群體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產生探索行為，自初次接

觸環境至第五次接觸相同環境，蟑螂群體大小與選擇遮蔽物時間的決定係數分別

為 R2=0.2702、R2=0.6690、R2=0.8049、R2=0.8865、R2=0.9686，隨著其對環境熟悉程

度越高，蟑螂群體數目和選擇遮蔽物的所需時間相關性越大；意即對環境產生高

度熟悉的群體中，群體數目越大，選擇遮蔽物的所需時間越長。 

 

（二）同群體數目蟑螂於新環境中探索次數與花費時間之相關性 

由實驗結果繪製出的散佈圖可觀察出，隨著蟑螂在陌生環境中的探索次數增

加，尋找遮蔽物的時間有下降之情形，而在同次數但不同群體數目間的時間差有

逐步縮減的現象。 

圖單以散佈圖呈現原因在於無法知道探索次數與探索時間屬於何種函數關係，

無法繪製趨勢線以及分析決定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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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二 

 （一）蟑螂對於新舊環境的選擇 

從實驗數據中，放置 A 為新蛋盒、B 為舊蛋盒的實驗組，與對照組中 A、B

蛋盒皆為新或皆為舊的相比，得知蟑螂在居住環境選擇上有偏向舊有環境的情形，

證明其對巢穴有趨性，與實驗假設相符。 

 

 （二）實驗中的變因探究 

實驗過程中，我們直接使用蟑螂原有的居住蛋盒與全新蛋盒作為操縱變因，

實驗驗證蟑螂群體有偏好舊有環境之行為。另外，在實驗過程中，舊有蛋盒明顯

散發不同於新蛋盒之氣味，但無法確定此氣味是否為蟑螂居住後所留下之氣味；

爾後應設計另一實驗加以驗證，並進一步驗證其與蟑螂選擇掩蔽物之相關性。 

我們發現在組 3-1、3-2 中，絕大多數蟑螂皆有偏向選擇舊有環境的行為，但

仍有分散在新蛋盒中的蟑螂個體；推論由兩個可能因素導致，其一、實驗中遮蔽

物雖足以容納整個蟑螂群體，但群體密度過大可能造成部分蟑螂選擇躲避於新蛋

盒之下，其二、躲避於新蛋盒下的蟑螂可能為蟑螂群體中較有領導性，或探索行

為相對較高的個體，往後應結合延伸實驗 A2 做探討與分析。 

 

四、延伸實驗 A1 

 （一）蟑螂對 Y 型跑道實驗空間下之選擇偏好 

經由延伸實驗Ａ1 進行卡方適合度檢定，數據顯示蟑螂個體在實驗環境中的左

右選擇上無明顯偏好，因此可進一步設計延伸實驗Ａ2 驗證蟑螂結伴行為。 

 

五、延伸實驗 A2 

（一）蟑螂的結伴行為 

在實驗過程中，發現有特定蟑螂群聚且共同行動，在經過多次實驗後仍然成群，

確認群聚的特定蟑螂為一群體。多組實驗中，統計出群體由二至九隻不等數量的蟑螂

形成，但由於機率統計困難，無法進一步分析數據與機率分布的異同，因此無法準確

得出其具有結伴行為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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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根據前置實驗結果及討論，證明蟑螂選擇遮蔽物時的所需時間不為常態分佈。 

二、根據實驗一結果及討論，證明蟑螂群體大小與選擇遮蔽物時間呈現正相關。 

三、根據實驗一結果及討論，證明蟑螂對環境熟悉程度與選擇遮蔽物時間呈現負相關。 

四、根據實驗二結果及討論，證明蟑螂對於舊有巢穴具趨性。 

五、根據延伸實驗 A1 之結果與討論，蟑螂於實驗環境中並無左右選擇偏好差異。 

六、根據延伸實驗 A2 之結果，得出蟑螂具有結伴行為，但由於機率統計困難，無法以數據

分析呈現。 

 

捌、未來展望 

一、設計實驗驗證蟑螂於實驗二中之選擇行為受到氣味影響。 

二、設計實驗探討實驗二中躲避於新蛋盒的蟑螂是否為較有領導性或探索行為的個體。 

三、擴充延伸實驗 A2，增加數據大小並且透過有可信度之數據分析驗證結伴行為。 

四、生活應用 

（一）蟑螂環保防治 

可由實驗二之結論延伸並推廣至他種蟑螂，運用蟑螂對於舊有巢穴的趨性的原理

進行誘捕，如：蟑螂屋模擬蟑螂居住環境做舊化處理，可增加誘捕成效。 

（二）蟑螂飼養 

可由實驗二之結論延伸並推廣至寵物型飼養，營造更貼近其生存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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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52005  

研究目的為一、觀察櫻桃紅蟑螂躲避至遮蔽物下方所需時間

之變化。 二、驗證櫻桃紅蟑螂群體大小對選擇遮蔽物的所需時間

之影響。 三、驗證櫻桃紅蟑螂對環境的熟悉程度會縮減選擇遮蔽

物的所需時間。 四、驗證櫻桃紅蟑螂是否有偏好舊有居住環境之

行為。 五、探討櫻桃紅蟑螂的結伴行為。建議如下： 

1. 實驗數據宜有統計分析。檢測單純變因（如：躲避至遮蔽

物下、選擇遮蔽物、環境的熟悉程度）所造成的影響，創

意有限，實驗設計不夠嚴謹，單純呈現觀察結果但無進一

步的探討。  

2. 雖然過去相關的研究並不多，但有些結果或結論是可預期

的，例如對舊巢穴具趨性、環境熟悉度與選擇遮蔽物時間

等，依目前所得結論尚看不出其實用價值。 

3. 此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大致合理可行，但僅部分資料的數據

分析有使用統計方法及顯著性檢定，以確定不同組別之間

是否具顯著性差異。討論的內容較像是結果的延伸，建議

可引用文獻加以綜合討論。 

4. 簡報資料編排大致合理，但呈現的字數太多，有些圖表的

字太密。  

052005-評語 

  



 

 

 

 

 

 

 

作品簡報

 



作品名稱：櫻桃紅蟑螂躲避行為與群體關係

科 別：動物與醫學學科

組 別：高中組



壹、摘要

本研究探討櫻桃紅蟑螂對遮蔽物的選擇，及群體大小是否影響其躲避情形，

最後延伸至蟑螂的結伴行為；故設計直線與Y型跑道探討其群體行為模式。

1

貳、目的

參、前置準備

一、實驗前兩週，取出所需蟑螂並依照實驗配置飼養於小型昆蟲箱。

二、每一個昆蟲箱配置一組蛋盒、飼料、水，並置於陰涼通風處等待實驗。

一、觀察櫻桃紅蟑螂躲避至遮蔽物下方所需時間之變化。

二、驗證櫻桃紅蟑螂群體大小對選擇遮蔽物所需時間之影響。

三、驗證櫻桃紅蟑螂對環境熟悉程度是否會縮減選擇遮蔽物所需的時間。

四、驗證櫻桃紅蟑螂是否有偏好舊有居住環境之行為。

五、探討櫻桃紅蟑螂的結伴行為。



一、前置實驗：觀察櫻桃紅蟑螂躲避至遮蔽物下方所需時間之變化

2

肆、實驗方法及結果討論

（一）實驗方法：

1. 將一組蟑螂置於長直跑道範圍A柵隔內

2. 計時3分鐘待其穩定，開啟柵隔，分別記錄每隻蟑螂的躲避時間

3. 更換第二組蟑螂並執行步驟1.～2.

4. 用 IBM SPSS Statistics 軟體進行樣本數據分析與結果討論

組別 蟑螂數目

1 100

2 100



3

（二）實驗結果與討論：

1. 用 IBM SPSS Statistics 軟體進行常態分布檢定 p-value 1、

p-value 2，皆小於0.01，所以兩者皆非常態分布。

2. 利用 Mann-Whitney test ，判斷兩組數據無顯著差異。

3. 對兩者的探索時間進行偏態分析第一組偏態係數為1.347，第二組

偏態係數為0.442，兩組數據皆為右偏態。

3



4

二、實驗一：驗證櫻桃紅蟑螂群體大小對選擇遮蔽物所需時間之影響。

1. 將一組蟑螂置於長直跑道範圍A柵隔內，計時3分鐘待蟑螂穩定

2. 開啟柵隔，記錄整組蟑螂躲避時間。執行步驟1.～2.共五次

3. 更換同數目不同組之蟑螂並重複1.~2.

4. 更換不同數目之蟑螂並重複實驗步驟1.～3.，到所有組別結束

5. 繪製趨勢線分析結果，並進行結果討論

蟑螂

數目
組數

單組實驗

執行次數

10 3 5

20 3 5

30 3 5

40 3 5

50 3 5

（一）實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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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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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二：驗證櫻桃紅蟑是否有偏好舊有居住環境之行為

1. 將各組蟑螂置於中間長直跑道範圍內

2. 依實驗配置同時放置各組所需蛋盒供躲避

3. 等待一日後於中午計算各蛋盒蟑螂數目並記錄

4. 將跑道擦拭乾淨並更換所有新蛋盒，舊蛋盒照原配置放置

5. 用同組蟑螂重複步驟1.～4.共五次，繪製折線圖並進行結果討論

組別 蛋盒Ａ 蛋盒Ｂ 蟑螂數目 實驗次數

1-1 新 新 100 5

1-2 新 新 100 5

2-1 舊 舊 100 5

2-2 舊 舊 100 5

3-1 新 舊 100 5

3-2 新 舊 100 5

（一）實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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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結果與討論：

從實驗數據中，實驗組與對照組選擇之
情形相比，得知蟑螂在居住環境的選擇
上偏好舊有環境，與實驗假設相符。



1. 將欲實驗組別之蟑螂用各色奇異筆標記

2. 置於Y型跑道A處柵隔內，計時3分鐘待穩定

3. 開柵隔並待蟑螂群體全躲至遮蔽物下方

4. 記錄各隻蟑螂對兩側蛋盒之選擇情況

5. 依實驗次數重複實驗1.～4.

6. 更換下一組蟑螂並重複步驟1.～5.

7. 分析實驗結果並進行討論

1. 將一組蟑螂置於Y型跑道Ａ處柵隔內

2. 計時3分鐘待穩定，開柵隔，記錄躲避位置

3. 依實驗次數重複1.～2.

4. 更換下一組蟑螂重複1.～3.

5. 用 IBM SPSS Statistics 軟體檢定並分析

8

四、延伸實驗A1、A2：實驗二中，躲避於新蛋盒下的蟑螂可能為群體中較

有領導性，或探索行為較高的個體，因此設計延伸實驗探討與分析。

單組蟑螂數目 組數 實驗次數

1 5 100

組別
蟑螂
數目

實驗
次數

組別
蟑螂
數目

實驗
次數

1-1 20 5 1-4 20 5

1-2 20 5 2-1 50 6

1-3 20 5 2-1 50 6

（一）A1實驗方法：

（二）A2實驗方法：



1. 蟑螂對Y型跑道實驗空間下之選擇偏好

經由延伸實驗Ａ1進行卡方適合度檢定，

數據顯示蟑螂個體在實驗環境中的左右

選擇上無明顯偏好，因此可進一步設計

延伸實驗A2驗證蟑螂結伴行為。

9

（三）延伸實驗A1實驗結果與討論：

（四）延伸實驗A2實驗結果與討論：

1. 蟑螂的結伴行為

實驗過程中，發現有特定蟑螂群聚且共

同行動，經過多次實驗後仍然成群，確

認群聚的特定蟑螂為一群體。多組實驗

中，統計出群體由二至九隻不等數量的

蟑螂形成，但因機率統計困難，無法進

一步分析數據與機率分布的異同，因此

無法準確得出其有結伴行為之結論。

組別 左（單位／次） 右（單位／次） p-value

1 48 52 0.689

2 56 44 0.230

3 53 47 0.549

4 59 41 0.072

5 57 43 0.162



伍、結論

一、依前置實驗結果及討論，證明蟑螂選擇遮蔽物時，所需時間不為常態分佈。
二、依實驗一結果及討論，證明蟑螂群體大小與選擇遮蔽物時間呈現正相關。
三、依實驗一結果及討論，證明蟑螂對環境熟悉程度與選擇遮蔽物時間呈負相關。
四、依實驗二結果及討論，證明蟑螂對於舊有巢穴具趨性。
五、依延伸實驗A1之結果與討論，蟑螂於實驗環境中並無左右選擇偏好差異。
六、依延伸實驗A2之結果，得知蟑螂有結伴行為，但機率統計困難，無法以數據

分析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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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未來展望

一、設計實驗驗證蟑螂於實驗二中之選擇行為受到氣味影響。
二、設計實驗探討實驗二中躲避於新蛋盒的蟑螂是否為較有領導性或探索行為相

對較高的個體。
三、擴充延伸實驗A2，增加數據大小並透過有可信度之數據分析驗證結伴行為。
四、生活應用：

（一）蟑螂環保防治：推廣至他種蟑螂，運用蟑螂對舊有巢穴的趨性，模擬
蟑螂居住環境(如：舊化處理蟑螂屋)，增加誘捕成效。

（二）蟑螂飼養：由實驗二之結論延伸並推廣至寵物型飼養，營造更貼近其
生存的環境。



● 朱耀沂（2009）．蟑螂博物學．天下文化。

● 吳沁婕（2013）．昆蟲老師上課了！．策馬入林。

● 徐世輝（2005）．應用統計學(2版)．華泰文化。

● 「蟑蟑」包～杜比亞蟑螂族群領袖生物行為之研究～．取自

https://reurl.cc/vqQRmk

● 蕭淳云、郭宴慈、張貴欽（2013）．我也是小強─櫻桃紅蟑的趨性與生

存策略．取自https://reurl.cc/2rKRm6

● 何宗翰．內科部研究能力課程(二) 連續型變數之統計檢定：平均數檢

定．取自https://reurl.cc/XWAK5g

● 魏孟麗、呂秀英．決定係數(R2)在迴歸分析中的解釋及正確使用．取自

https://reurl.cc/Gmn2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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