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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劑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高中（職）組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雙巢記：探討阻礙高雄巨山蟻合巢的辨識因子 

一、摘要： 

螞蟻世界中，不同巢的螞蟻是無法任意融入其他蟻巢，這是現象似乎暗示著螞蟻應具「辨

識因子」來分辨敵我。從我們的實驗結果顯示，「辨識因子」應位於高雄巨山蟻體表，而

高雄巨山蟻是透過觸角碰觸對方來辨認「辨識因子」，此外，「辨識因子」會因為離巢時

間拉長而減弱，且單隻離巢的工蟻「辨識因子」減弱的效果最佳。我們也發現「辨識因

子」不存在於蟻繭的表面，這讓高雄巨山蟻無法辨認自己巢與其他巢蟻蛹的差異。在蟻巢

外合巢的實驗結果得知，「辨識因子」無法在蟻巢以外的環境顯現。透過探討螞蟻辨識因

子的樣貌，有助於未來能讓螞蟻飼養的愛好者將失去蟻后之蟻巢進行合巢，亦可透過誘導

「辨識因子」來觸發外來種紅火蟻相互搏鬥，藉此控制紅火蟻擴張。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上高中後，在偶然的機會下飼養高雄巨山蟻，並觀察到很多有趣的現象，從中我們發現如果

一巢的蟻窩失去蟻后，這個巢的蟻群往往會面臨崩潰，多數時刻只能放棄，十分可惜，若能

夠將其與其他同種蟻巢合巢，便能延續其利用價值。於是我們經過查詢文獻，並觀察高雄巨

山蟻面對不同巢蟻入巢的抵禦行為後，我們認為同種不同巢的蟻巢群體間，有阻礙能讓彼此

巢穴合併的「辨識因子」，因此，我們開始對「辨識因子」在不同條件下的顯現與限制進行

探究，以找尋能夠合巢的契機。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目的：

1. 找尋能讓高雄巨山蟻合巢的條件

2. 了解不同條件下異巢間高雄巨山蟻的互動情形

3. 探討「辨識因子」在不同條件下的顯現與限制

(二)假設:

1.「辨識因子」會在高雄巨山蟻脫離原巢後，隨脫離時間增加降低對合巢的負面影響

2.「辨識因子」針對不同生活使階段的高雄巨山蟻的顯現程度不會保持一致

3.「辨識因子」會受到地域性的限制，可能只顯現於蟻巢內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為了找尋阻礙高雄巨山蟻合巢的「辨識因子」，首先我們先測試高雄巨山蟻面對不同巢蟻入

巢的應對行為，觀察其互動推斷出「辨識因子」的所在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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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置實驗-觀察高雄巨山蟻面對不同巢蟻入巢的應對行為 

1.目的: 

透過異巢高雄巨山蟻的互動，推斷出「辨識因子」的所在部位。 

2.方法： 

                                                              
                                                   圖一 (記號蟻)                                

3.結果: 

我們發現高雄巨山蟻面對外巢蟻時會先用觸角試探性的碰觸其體表(圖二)，緊接著發動攻擊

(圖三)，因此我們推論高雄巨山蟻體表具有某種「辨識因子」，此「辨識因子」會藉由高雄

巨山蟻觸角間的接觸進行確認，若被認定為外巢便會發生攻擊。 

                                           
               圖二(觸角接觸辨識)                   圖三(攻擊時會弓起腹部噴蟻酸) 

 

(二)實驗一-證明「辨識因子」在高雄巨山蟻脫離原巢後，在隔離後會隨時間降低效力 

1.目的: 

 在發現「辨識因子」是透過接觸體表被觸發後，我們假設在脫離原巢環境後，高雄巨山蟻

的「辨識因子」是否會因為被隔離的緣故導致一段時間後顯現程度降低，進而提高合巢率。 

2.方法: 

 分別從蟻巢取出同數量工蟻，做上不同顏料記號以利分辨，再放入異巢中，觀察該巢蟻群對不

同巢螞蟻的互動方式，並測入巢蟻的存活率。此實驗分為無隔離組、群體隔離七天組和單隻隔離七

從飼養的蟻巢中分別取出工

蟻，以壓克力顏料做顏色記

號後(圖一)，放進別巢中，

觀察觀察兩蟻群間的互動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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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組，無隔離組為從蟻巢取出後直接放入另一巢中，而隔離七天組則是用另外用容器隔離，且分

為蟻群一起隔離以及單隻分開隔離，均隔離七天，三組皆會在實驗一周後計算存活率。 

 

 

 

3.結果:  

此實驗目的為探究成熟工蟻經隔離後，是否能減少加入異巢時的死亡率。我們在觀察時發現

一個現象，下表為實驗觀察期結束一週後仍存活的數量，我們發現無隔離組倖存率為零、群

隔離組有半成倖存、單隻隔離組有一成的倖存率（表一）。在實驗過程中，我們發現單隻隔

離組的倖存蟻身上的顏料記號未有受明顯破壞或攻擊的痕跡。由此我們推論將螞蟻單隻且

進行長時間隔離，能讓其辨識因子的影響力降低，延長該高雄巨山蟻在異巢的存活時間，進

而連帶影響蟻巢合巢的成功率。 

                  

                               表一(隔離實驗一周後倖存百分比) 

(三)實驗二-探討非成蟲階段的高雄巨山蟻身上帶有的「辨識因子」之顯現程度是否與成蟲相

同 

1.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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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上述僅針對成蟲進行的相關實驗，我們思考究竟「辨識因子」在不同生活使階段

的高雄巨山蟻的顯現程度會不會保持一致，為了解開疑惑，我們進行下列實驗。 

2. 方法:  

                                                

                                                              圖四(劃記後的蟻蛹) 

3. 結果： 

在實驗過程中，我們發現將蟻蛹放入不同巢的蟻巢後，異巢的工蟻同樣也會照顧這些來自不

同巢的蟻蛹，甚至把這些蟻蛹搬進巢內。但在實驗過程中，我們發現多數蟻蛹只要蟻蛹羽化

成蟲，便會被異巢的工蟻消滅，從表二中可知，蟻蛹換巢的死亡率主要來自羽化成蟲後的死

亡，在蛹期的死亡數反而不多。故我們推測與成蟻不同，「辨識因子」並不存在於蟻蛹表

面；「辨識因子」可能只有發育成成蟲才會顯現，或者蟻蛹的外殼阻隔了「辨識因子」，避

免尚在發育中的巨山蟻的「辨識因子」外顯。 

               

                           表二(蛹期與羽化後死亡率比較表) 

將蟻蛹以鑷子從原巢取出，再用壓克力顏料做不

同的顏色記號以利分辨(圖四)，然後放入異巢中，

進行一週的觀察，觀察不同巢的蟻蛹對該蟻巢的交

互作用，與最終蟻蛹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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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驗三-探討在巢外環境下「辨識因子」是否能維持與巢內相同的效力 

1.目的: 

在完成上述實驗後，我們發覺商數實驗逤探討的環境接受縣與蟻巢內，於是我們思考是否在

蟻巢以外的環境下「辨識因子」仍能維持與蟻巢內相同的顯現程度。 

2.方法:  

分別從兩個蟻巢中各取出同數量工蟻，以壓克力顏料做不同記號，分別放入以三個飼養盒連

結的實驗裝置兩側的盒子(圖五)，在中間的飼養盒放入飼料，每次實驗皆會進行時程一天的觀察並記錄其互

動情形。 

        

                                                                圖五(實驗裝置圖) 

3.結果: 

實驗中，我們透過將同樣數量，來自不同蟻巢的螞蟻放入遠離蟻巢的實驗裝置中，觀察兩不同蟻群

在巢外混合時的互動形式。我們發現這兩批蟻群在遠離原本蟻巢的空間生活時，無明顯打鬥行為

產生，多數行為是用觸角互相交流，甚至有互相餵食的行為，而在巢外也較無領域意識，兩巢蟻會

跑進對方的領域中。因此我們推測，「辨識因子」的顯現僅限於在蟻巢內，蟻巢以外的環境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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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性微乎其微。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 結論 

     1. 蟻群成功合巢的關鍵與辨識因子的觸發與否有關  

      2. 蟻群間觸角的觸碰會觸發辨識因子，造成打鬥  

      3. 經長時間單隻隔離的高雄巨山蟻，能成功降低其所帶的辨識因子，因而能提高在

異 

         巢中的存活率，進而提高合巢成功率                    

      4. 高雄巨山蟻無法從與蟻蛹的接觸觸發辨識因子，缺乏辨識蟻蛹是否源自同巢的能

力  

      5. 辨識因子僅會在蟻巢內被觸發，受地域性的限制  

      6. 辨識因子在蟻巢外失去效力，高雄巨山蟻在蟻巢以外的環境異巢間能和平生存 

二、 生活應用 

 1.對於螞蟻飼養的愛好者，可以透過上述的方式將失去蟻后的蟻群和同種異巢的蟻群合

巢， 

  以避免珍貴蟻巢因失去蟻后必須整巢放棄。 

2.可透過誘導「辨識因子」來觸發外來種紅火蟻相互搏鬥，藉此控制紅火蟻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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