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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 野蓮田中青萍的生物防治 

一、摘要： 

    日常生活中，每天上學途中，發現有長得跟稻田不一樣的田，後來發現是野蓮田，期間除了有野蓮也佈滿

了青萍，於是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想了一些問題，是否不用農藥或人工，用食物鏈天敵的方式來移除青萍。

決定應用課本上所教的科學方法來探究。經過實驗的設計在不同的水質下，探究發現大頭鰱在水質好的山泉水

中，表現出較佳的工作量(即吃掉青萍的量)，發現青萍的生物防治是具有可行性的。又根據實驗探究結果推測

良好的水質，也對生態環境及消費者健康及農民的收益創造三贏的局面！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我們看到野蓮田中，有許多顏色很像野蓮的青萍，一大片的青萍遮住了野蓮，可惡的青萍把野蓮的空氣、陽光、

空間、二氧化碳都給搶走了。讓野蓮無法順利生長。出門的時候，路過野蓮田邊，都會以為是廢掉的田，沒想

到那是種植野蓮的田，可能是以為那是雜草加上水的顏色很像泥水，才認為是廢掉的田。那時很好奇，所以就

去問家長及鄰居，經它們大概的敘述，便知道那是野蓮田。之後我們想更加了解它的成長過程，所以上網查詢、

看相關雜誌，查到全台灣僅只有美濃有在出產野蓮，時到如今，野蓮名聲很大。聽說，只有在中圳湖才會有野

蓮的蹤影，是因為有水深水凈泥質好。每一個野蓮都長得比麵線還要長，它還可以炒成菜。但有些野蓮田中有

長許多的青萍，非農民可收成的，且會影響野蓮的生長，引起我們高度的好奇心， 

野蓮田中的青萍是否不用農藥及人工的方式清除呢?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假設大頭鰱在水質佳的環境可移除青萍工作效率高 

1. 了解大頭鰱真的會吃青萍嗎。

2. 水質會不會影響大頭鰱工作量。

3. 是否大頭鰱量愈多工作量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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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實驗器材: 

取燒杯 500ml 12 個、大頭鰱 18 隻長度約 4-6cm、青萍 240 個以上每個直徑約 0.1cm-0.3cm 

(二)、實驗步驟: 

1、分三大組，ABC 組，其中 A 組放山泉水，B 組放自來水，C 組放咖啡水。 

A 組內 4 個燒杯，每個燒杯放入 20 個青萍，400 毫升山泉水，其中一個燒杯 A0 為對照組，不放大頭鰱，至於其

他三個燒杯，A1放一隻大頭鰱，A2 放兩隻大頭鰱，A3放三隻大頭鰱。 

B 組內 4 個燒杯，每個燒杯放入 20 個青萍，400 毫升自來水。其中一個燒杯 B0 為對照組，不放大頭鰱，至於其

他三個燒杯，B1 放一隻大頭鰱，B2 放兩隻大頭鰱，B3 放三隻大頭鰱。 

C 組內 4 個燒杯，每個燒杯放入 20 個青萍，400 毫升咖啡水。其中一個燒杯 C0 為對照組，不放大頭鰱，至於其

他三個燒杯，C1放一隻大頭鰱，C2 放兩隻大頭鰱，C3 放三隻大頭鰱 

2、放置到大容器箱中 3、進行觀察紀錄 

 

 

 

 

 

 

 

 
                                        圖四:探究與實作中 

 

 

 

 

 

 

 

 

                        圖四.1:青萍出芽生殖             圖四.2:取 20 個青萍 

 

 

 

 

 

 

 

 

                        圖四.3:上工的大頭鰱            圖四.4: 實驗開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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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結果 

山泉水質組 

第幾天數 1 2 3 4 5 6 

A1(1 隻大頭鰱青萍剩下量) 20 0 0 0 0 0 

A2(2 隻大頭鰱青萍剩下量) 20 17 15 12 10 5 

A3(3 隻大頭鰱青萍剩下量) 20 12 10 5 0 0 

A0 對照組 20 20 20 20 20 20 

 

 
圖一：山泉水質組 

   

        註一: A1  1 隻大頭鰱 1 天後就吃完 20 個青萍。 

        註二:A2   2 隻大頭鰱 1 天後吃了三個青萍，2 天後共吃了 5 個青萍，5 天後共吃了 15 個青萍。 

        註三:A3   3 隻大頭鰱 1 天後吃了 8 個青萍，2 天後共吃了 10 個青萍，4 天吃完了 20 個青萍。 

        註四:A0     對照組，青萍 20 個沒有長出新的青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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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質組 

第幾天數 1 2 3 4 5 6 

B1(1 隻大頭鰱青萍剩下量) 20 20 20 20 14 10 

B2(2 隻大頭鰱青萍剩下量) 20 18 15 10 10 5 

B3(3 隻大頭鰱青萍剩下量) 20 15 13 13 13 13 

B0 對照組 20 20 20 20 20 20 

 

 
圖二：自來水質組 

 

      註一:B1   1 隻大頭鰱 1~3 天都沒吃，4 天後共吃了 6 個青萍，5 天後共吃了 10 個青萍。 

      註二:B2   2 隻大頭鰱 1 天後共吃了 2 個青萍，2 天後共吃了 2 個青萍，3 天後共吃了 10 個青 萍，5 天後

共吃了 15 個青萍。 

      註三:B3   3 隻大頭鰱一天後共吃 5 個青萍，2 天後共吃 7 個青萍。 

      註四:B0     對照組青萍 20 個沒有長出新的青萍。 

 

 

 

 

 

 

 

 

 

0

5

10

15

20

25

1 2 3 4 5 6

一隻大頭鰱青萍剩下量

二隻大頭鰱青萍剩下量

三隻大頭鰱青萍剩下量

對照組



5 
 

咖啡水質組 

第幾天數 1 2 3 4 5 6 

C11隻大頭鰱青萍剩下量 20 20 20 20 20 20 

C22隻大頭鰱青萍剩下量 20 20 20 20 20 20 

C33隻大頭鰱青萍剩下量 20 20 20 20 20 20 

C0對照組 20 20 20 20 20 20 

 

 

圖三：咖啡水質組 

      註一: C1 C2 C3 因一天後所有大頭鰱都陣亡，所以青萍維持 20 個。 

      註二: C0對照組青萍 20 個沒有長出新的青萍。 

 

(四)、數據分析 

1. 山泉水質組 

        註一: A1  1 隻大頭鰱 1 天後就吃完 20 個青萍。 

        註二:A2   2 隻大頭鰱 1 天後吃了三個青萍，2 天後共吃了 5 個青萍，5 天後共吃了 15 個青萍。 

        註三:A3   3 隻大頭鰱 1 天後吃了 8 個青萍，2 天後共吃了 10 個青萍，4 天吃完了 20 個青萍。 

        註四:A0   對照組，青萍 20 個沒有長出新的青萍。 

2. 自來水質組 

        註一:B1   1 隻大頭鰱 1~3 天都沒吃，4 天後共吃了 6 個青萍，5 天後共吃了 10 個青萍。 

        註二:B2   2 隻大頭鰱 1 天後共吃了 2 個青萍，2 天後共吃了 2 個青萍，3 天後共吃了 10 個青 萍，5  天

後共吃了 15 個青萍。 

        註三:B3   3 隻大頭鰱一天後共吃 5 個青萍，2 天後共吃 7 個青萍。 

        註四:B0   對照組青萍 20 個沒有長出新的青萍。 

3. 咖啡水質組 

註一: C1 C2 C3 因一天後所有大頭鰱都陣亡，所以青萍維持 20 個。 

        註二: C0 對照組青萍 20 個沒有長出新的青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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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 

1.本次實驗中操作變因為水質，應變變因為青萍被吃的數量，控制變因為燒杯及水量及大頭鰱的數量及放入的青

萍，但實驗結果過程中發現燒杯空間可改善更大一些會更有利大頭鰱的活動力及生存。 

2.本次實驗中水質好與差是以大頭鰱的活力來判定，若能用科學儀器 BOD 生物需氧量來測水質含氧量更棒。 

3.經本次實驗結果:除了驗證了假設水質佳有利大頭鰱清除青萍的數量。了解大頭鰱真的會吃青萍。水質會影響大

頭鰱工作量。由大頭鰱的活動力來觀察，山泉水的水質優於自來水優於咖啡水。發現山泉水中的大頭鰱活力>自

來水中的大頭鰱活力>咖啡水中的大頭鰱活力.發現山泉水的大頭鰱工作量(吃掉青萍的量)>自來水的大頭鰱工作

量(吃掉青萍的量)>咖啡水的大頭鰱工作量(吃掉青萍的量).水質好有利於大頭鰱生存及除掉青萍效率。 

4.在自來水組及山泉水組顯示不一定大頭鰱數量多其食量及工作量就大。大頭鰱數量愈多不一定工作量愈大。山

泉水質組發現一隻的食量大於其他 2 隻及 3 隻的，探究其原因可能是從魚場買回時該隻個別差異沒被餵飽，所以

食量超大一天就吃完 20 個青萍。自來水質組中發現 2 隻的工作量大於 1 隻的大於 3 隻的工作量，推測大頭鰱於

存在有個別差異食量及活動力。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首先、遇到生活上的問題可善加應用科學方法來探究問題解決問題，其次野蓮田中青萍的生物防治是具有可行

性的，若可經進一步的產官學研究試驗可大力推廣。最後實驗推論三好，環境生態好、農夫經濟收入好、消費

者健康真正好，環境生態好因減少農藥用量危害大自然與土地水源，農夫經濟收入好，因大頭鰱長大亦可食用

煮砂鍋魚頭的好材料具經濟價值，消費者健康真正好，所用的是有機天然的野蓮及大頭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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