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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高中（職）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穿越古今耐高溫的活化石—三眼恐龍蝦 

壹、摘要： 

在 2 億 5100 萬年前，曾發生一件地球史最嚴重的事件那就是：「二疊紀與三疊紀滅絕」事件。而在大約 6 千

5 百萬年前的白堊紀晚期，恐龍可能因為適應不了當時的環境所以不知不覺地恐龍就滅絕了。令人驚豔的是，

恐龍蝦這種特殊的生物在當下惡劣的環境竟然存活了下來，即便溫度落差多麼大，恐龍蝦還是可以存活，可想

而知恐龍蝦的生命力應該很強。對於中生代相關生物感到好奇的我們，這次就想來一探究竟，認真的投入這次

的探究實驗。 

貳、探究題目與動機： 
最近上地球科學這門課老師教我們認識地質年代的相關的生物，例如：恐龍在中生代大量繁衍。這讓我們對當

時生存的生物感到十分好奇。因此，我們在網路與報章雜誌裡尋找更多有關中生代生物的資料，並發現了令人

驚嘆的活化石—恐龍蝦。當時存活下來的恐龍蝦雖然經過數億年的年代旅行，但是牠們特別的外觀型態卻可以

完整地保留蝦來。研究認為，如果人類不破壞牠們生存的環境，牠們的後代可能可以存活至少 50 億年。我們

統整完搜集的資料後產生了一些疑問，恐龍蝦活在當時氣候多變且惡劣的環境下，又經過物種大滅絕，為什麼

恐龍蝦還可以順利地存活下來且牠的卵還可以耐高溫﹖ 

參、探究目的與假設： 
本研究團隊探討之探究目的分為以下幾點： 

一、了解為什麼恐龍蝦在當時如此惡劣的環境還能夠繁衍、生存。 

二、探討恐龍蝦蝦卵外殼的構造，分析其可以耐高溫的原因。 

三、為何恐龍蝦能夠從古代存活到現今，並成為活化石? 

四、利用不同水質飼養恐蝦，並找出最適合恐龍蝦孵化的水質。 

五、紀錄恐龍蝦的生長情況，研究孵化速度快慢對其有什麼改變。 

肆、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探究方法：本研究團隊在這次的研究中利用「實際實驗」來探究恐龍蝦的生活狀況及為何牠們的卵可以耐

高溫。在實驗過程中，我們每天觀察恐龍蝦的孵化狀況及水質的溫度，但結果顯示恐龍蝦在 3 日後始終沒有孵

化，因此我們推測實驗一開始的假設不成立。為此，我們又設立了另一個實驗對照組，並將上次失敗的主因排

除。在這次的實驗對照組中我們改變了孵化水質的種類，及更換一個溫暖潮濕有利恐龍蝦孵化的生長環境，再

經過幾天的觀察，果不其然這組實驗對照組的恐龍蝦成功地孵化了。 

二、實驗器材： 

. 

表 1：實驗器材、數量與其用途一覽表 

 

 

實驗器材 恐龍蝦飼養組 培養盒 自來水 竹炭水 

    

 

數量 2 組 3 個 1 瓶 1 瓶 

用途 實驗組對照組各一 培養恐龍蝦卵 水質比對用 水質比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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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器材 離子水 滴管 放大鏡 燒杯 

 

  
  

數量 1 瓶 1 組 1 個 1 個 

用途 水質比對用 吸水用 觀察蝦卵用 測量水量用 

實驗器材 恐龍蝦卵 沙子 恐龍蝦飼料 飼料勺 

 

   
 

數量 3 管 2 包 2 包 1 支 

用途 孵化用 培養恐龍蝦卵用 幼蝦 1 包成蝦 1 包 挖飼料用 

實驗器材 水質培養包 溫度計 白光檯燈 筆記本 

 

   
 

數量 1 包 1 支 1 台 1 本 

用途 培養水質 測量水質溫度 加快蝦卵孵化速度 紀錄蝦卵生長狀況 

 

 

表 2：實驗組與對照組互相比較後之差別 

 

 

未調整的實驗組 調整後的對照組 

操作

變因 

控制水質溫度 更換水質種類 

實驗

結果 

蝦卵沒有孵化 蝦卵孵化 

控制

變因 

使用自來水培養 使用三種不同的水培養做比較 

實驗

結果 

蝦卵沒有孵化 

 

竹炭水的效果最好，蝦卵孵化速度快 

 

成敗 

原因 

因為自來水受氯氣的影響， 

所以導致蝦卵不能孵化。 

竹炭會釋放出一些微量天然礦物質，且竹炭可吸

附自來水中的氯氣，有淨化水質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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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變因 

陰暗且光照少的飼養環境 溫暖潮濕且光照充足的飼養環境 

實驗

結果 

蝦卵沒有孵化 蝦卵孵化 

成敗

原因 

燈光太暗，恐龍蝦卵在孵化初期可能會

因光線不夠導致蝦卵沒辦法孵化。 

蝦卵孵化需要的條件就是光照要充足， 

不適合太暗，太暗會使蝦卵不易孵化。 
 

 

圖為實際操作照片 

  

(圖一) 

(照片來源：由本研究團隊拍攝) 

(圖二) 

(照片來源：由本研究團隊拍攝) 

(圖三) 

(照片來源：由本研究團隊拍攝) 

(圖四) 

(照片來源：由本研究團隊拍攝) 
 

伍、結論與生活應用： 
實驗結論：(三個培養盒中，各放 20 顆蝦卵) 

 

飼養水質 自來水 竹炭水 鹼性離子水 

孵化速度 效果最差 效果最佳 效果最低 

結果 完全沒孵化 

最不適合飼養 

有成功孵化 

適合飼養 

孵化機率低 

不好飼養 

 

實驗結果透過表格可得知，竹炭水的水質對恐龍蝦卵孵化來說是最適合的。 

探究心得：在本次的探究與實作活動中，實驗結果雖然不如我們預期，但各個組員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們學到

了很多互助的技巧，且從原本對恐龍蝦一無所知的我們到現在我們可以清楚地介紹給大家了解，並在錄製這次

的探究影片中做到不慌不忙，其中的過程都成為我們寶貴的經驗。參與此次的探究實作競賽最重要的就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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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培養團隊默契，一起達到：「團結力量大」的效果。別看恐龍蝦牠小小的一隻，恐龍蝦牠可以經歷氣候變

遷及環境變化是需要具備多麼堅強的生命力才能順利地存活下來啊﹗在他們微小的生軀中居然就包含了 70 幾

對鰓足，這些微小的地方都能讓我們驚嘆不已﹗從中發掘到生物更多的奇妙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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