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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聽過臺灣第一個推廣獨居蜂旅館的團隊「COME BACK toME」 的一場講座，

使我第一次認識到「獨居蜂」這類的昆蟲，獨居蜂是一種利用竹子、樹枝的孔洞

縫隙來築巢的蜂類，和蜜蜂、胡蜂等社會性蜂類不一樣。獨居蜂不但是一個授粉

者，也是一種生態環境健康的指標生物。於是我們開始為獨居蜂打造「旅館」，

也就是人工巢室，過三個月就有獨居蜂入住了，讓我們非常驚喜。所以我們想要

更加了解牠們喜愛的生存環境，希望能提供給牠們更好的環境。 

 

二、研究目的 

 

(一) 分析獨居蜂旅館的周遭環境與蜂種。 

(二) 探討不同環境蜂旅館的居住情形。 

(三) 探討不同材質之巢室的居住情形。 

(四) 分析環境與材質對於獨居蜂的入住影響。 

 

三、研究方法 

 

    改造市售的蜂旅館，將其增加人工之材質。並以城市與鄉村兩地探討獨居蜂

的居住環境，以及觀察人工的材質是否會讓蜂種有更多的選擇。 

研究針對不同地點設置的獨居蜂旅館進行觀察，比較不同材質對獨居蜂造成

的影響，地點為花蓮市與壽豐鄉。 

 

貳、正文 

 

一、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圖 

 

二、文獻探討 

 

(一)認識獨居蜂 

 

    臺灣目前所有發現的「蜂」種類至少有 110 種，蜂只有 10%是群居的，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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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採蜜、築巢等，是屬於社會性的昆蟲。而 90%的蜂類，屬於獨居性的「獨居蜂」，

自己單獨居住，較不具攻擊性。獨居蜂一樣會在花間採蜜、為植物授粉，牠們的

授粉能力和蜜蜂不相上下。 

    獨居蜂偏好利用斷木、枯枝等自然孔洞築巢，利用泥沙、石頭作為築巢材料。

假如沒有適合的自然孔洞，牠們偶爾也會利用曬衣夾、水管等人造孔洞來築巢。

只需要一個很小的地方，就可以讓牠們可以躲避天敵、休息、產卵育幼、儲存食

物……等。 

    舉例來說，有種獨居蜂叫做泥壺蜂，會用泥巴親自築成泥壺狀的巢，在裡頭

放入一些毛毛蟲和一粒卵，再將洞口封住。泥壺蜂也有另一種築巢方式，牠們會

在野外尋找管狀的縫隙，縫隙內用泥土做隔間，每一間都有毛毛蟲和卵。另外，

還有一種獨居蜂叫做土蜂，他會先在土裡挖洞，再用螫針麻痺獵物，然後產卵在

獵物身上，最後封住洞口。 

 

(二)相關研究 

 

第 59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作品：獨居蜂 hostel？-獨居蜂人工巢室最佳化。研

究者觀察發現：獨居蜂喜歡築巢在旅館邊緣、背對陽光，比起塑膠水管和孔洞不

規則、未封閉的木塊，獨居蜂更偏好圓形及弓形的竹管、木塊。而且，牠們喜歡

長度介於 18-20cm 以及 24-26cm、直徑 0.7-1.0cm 的竹管，獨居蜂喜愛離地 80-140cm

的旅館。研究也發現築真假巢的比例大約是 1:1。 

 

(三)獨居蜂旅館的設置 

 

    獨居蜂築巢是為了產卵生育，但現在都市裡可以讓牠們築巢的地方越來越少。

於是，現在有許多人開始為獨居蜂架設一間「旅館」，當旅館有越多「房客」入

住，就可以為城市中的花草樹木授粉。為獨居蜂架設旅館，有下列注意事項： 

 

  1、避免潮濕 

     因為溼度高容易長菌，會害幼蟲無法順利成長，建議旅館要放在至少離地

50cm以上或是放在乾爽的地方。如果有觀察到螞蟻，就有可能是濕度太高，

需要再架高。 

2、集中住宿點 

     有些研究中有提到如果洞多一點的話，獨居蜂會比較喜歡，建議可把旅館

集中擺放比較容易吸引獨居蜂。 

3、避免光線 

     獨居蜂不喜歡透光的孔洞，因為對牠們來說會透光就等於是有空隙，蜂媽

媽會覺得有其他生物存在，可能干擾幼蟲成長。 

4、多樣的蜜源植物 

     蜜源植物可以吸引獨居蜂入住，可以多種些蜜源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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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蜂旅館製作、設置與觀察 

 

(一) 研究設備與器材 

 

1、歷程紀錄 

筆、直尺、筆記本、筆記型電腦、相機。 

2、蜂旅館設置 

現成獨居蜂旅館、剪刀、釘子、鋸子、螺絲與螺絲起子、鐵片、捲尺、竹

子、粗吸管、PVC 水管、紙黏土。 

 

(二) 製作和設置蜂旅館 

 

我們一共製作兩種蜂旅館，皆以市售旅館進行改造，以達成研究目的。市售

的分別為小型的「方舟」跟大型的「護蜂房」，將其放入粗吸管、PVC 水管來進

行觀察。由於第一代蜂旅館遲遲沒有獨居蜂入住，目前推測是竹子孔洞偏大，不

符合蜂的喜好。於是我們購買了更大型的旅館進行改造，且將文獻資料中顯示，

直徑 0.7~1.0cm 的不同材質巢室放入。 

 

表一、市售與改良後蜂旅館之比較表 

 市售蜂旅館 改良後蜂旅館 

第

一

代 

  
「方舟」內有兩端有鑽孔且側

邊有透明壓克力的木塊、木片 

添加短竹子 ( 約 20cm)x9 、粗吸管 ( 約

25cm)x5、PVC 水管(約 25cm)x10 

第

二

代 

 

城市 鄉村 

  

「護蜂房」內有著有孔洞的木

片、短竹子(約 15cm) 

添 加 長 竹 子 (30~40cm)x7 、 粗 吸 管 ( 約

25cm)x3、PVC 水管(約 25cm)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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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觀察蜂旅館 

 

    下圖是我們所設計的觀察紀錄表，我們在每個禮拜日都進行兩個地點的觀察。

本表紀錄了日期、次數、天氣、溫度、入住和離開的材質等，其中下方的特別發

現能讓我們寫下當天的特別事物。 

 
圖二、獨居蜂觀察紀錄表 

 

四、研究結果 

 

(一) 周遭環境與入住蜂種 

 

1、綠地測量 

利用 GOOGLE EARTH 點取蜂巢設置地點，並用其量測工具，框選及標示半

徑 1 公里的圓形範圍，再利用多邊形面積量測，將綠地範圍及面積紀錄下來。 

表二、綠地範圍及面積之比例 

地點 花蓮市 壽豐鄉 

半徑 1km面積 約 3,141,500 m² 

綠地面積 約 530,940 m² 約 2,608,750 m² 

綠地百分比 16.9% 83.0%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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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思考：綠地面積可以利用 GIS，也就是地理資訊系統來自動辨識以

及計算綠地的涵蓋面積能夠更快速且方便的算出大範圍的環境。 

 

    所使用的方法為：自動偵測畫面中的每一個像素顏色，辨別出綠色的畫

面大小。再乘以一個大概的誤差值，去除綠色的屋頂、學校操場等誤判。 

 

2、蜜源植物分布 

    我們也找尋了周遭半徑100公尺內的蜜源植物，將其紀錄下來進行比較。

發現鄉村的蜜源植物為數量多(佔 83%)，種類少(佔 41%)；市區則是數量少(佔

17%)，種類多(佔 59%)。因為市區的蜜源植物都以盆栽為主，種類可在花店

自由挑選，鄉村則是以自然生長的野花為主，所以數量較多。 

 

 
圖三、蜜源植物數量及種類之統計圖 

 

 

 

城市 

    
黃時鐘花 沙漠玫瑰 牡丹 雞蛋花 

    
虎刺梅 七里香 軟枝黃蟬 荇菜 

蜜源數量 

鄉村 市區 

蜜源種類 

鄉村 市區 

17% 

83% 
4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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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 

    
七里香 九重葛 蒲公英 紫薇 

    
大花咸豐草 虎刺梅 油菜 茉莉花 

圖四、城市及鄉村的蜜源植物 

 

3、入住蜂種 

 

(1) 黃喙蜾蠃(棕泥壺蜂)Rhynchium quinquecinctum brunneum 

發現地點：花蓮市、壽豐鄉 

    出沒地點：平地至低海拔山區 

    生物分類：胡蜂科中的蜾蠃亞科 

    食物：成蟲吸食花蜜，幼蟲吃鱗翅目幼蟲 

    特徵：身長 1.9-2cm，顏色為咖啡色，腹部第二節具有黑色條紋，雄蜂頭部

前端為黃色，雌蜂沒有。會在樹幹、牆角用泥土築巢。 

 

清理管子 吸食花蜜 築巢 巢室內部 

    
圖五、黃喙蜾蠃的各項行為 

 

(2) 切葉蜂 Megachilidae 

    發現地點：壽豐鄉 

    出沒地點：低海拔山區 

    生物分類：切葉蜂科 

    食物：成蟲吸食花蜜，幼蟲吃花粉 

    特徵：長得像蜜蜂且會採集花粉，花粉收集在腹部而不是花粉袋。雌蜂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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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昆蟲住過的巢或洞穴築巢，且會把剪下的葉片塞進洞穴中，在巢室存放一

些花粉和花蜜作為幼蜂食物，產卵後用泥土將開口封住，並有留個呼吸孔。 

 

清理管子 吸食花蜜 築巢 巢室內部 

    
圖六、切葉蜂的各項行為 

 

(二) 探討不同環境蜂旅館的居住情形 

 

1、獨居蜂旅館入住資料紀錄彙整 

 

表三、獨居蜂旅館之觀察紀錄彙整總表 

 

 

    觀察記錄時間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26 日，項目包括日期、次數、

天氣、溫度、濕度及入住和離開之材質，幫助我們分析獨居蜂的築巢環境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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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溫度對獨居蜂的影響 

 

 
 

 
圖七、城市及鄉村天氣溫度和入住數量之分析圖 

 

    由上兩表對於天氣溫度和獨居蜂入住數量的分析可得知：獨居蜂比較喜歡在

氣溫 30℃左右的時候入住及離開，在二、三月氣溫較低時，完全沒有蜂來入住。

可能是因為牠們喜歡在氣候溫暖時出沒，所以居住的時間才沒有分布得很平均。 

 

3、蜂旅館放置地點的影響 

表四、放置地點的築巢數和綠地之比較 

地點 城市 鄉村 

築巢數 18 48 

綠地百分比 16.9% 83.0% 

 

上表顯示了兩個地點的入住數量跟綠地的關係，鄉村的綠地百分比約是城市

的 5 倍，築巢數則約是 2.5 倍。證明了獨居蜂喜歡植物較多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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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討不同材質之巢室的居住情形 

 

1、入住巢室材質的築巢紀錄如下 

 

表五、獨居蜂入住各材質之次數統計 

入住各材質之次數統計 

材質 
長竹子

(30~40cm) 

短竹子

(15cm) 
木板 水管 吸管 

城市 2 16 0 0 0 

鄉村 15 33 0 0 0 

 

    由放置在城市和鄉村的蜂旅館中，統計出各材質入住的次數，發現短竹子入

住最多，長竹子次之，人造物和木板則皆為零。 

 

2、由於網路上並沒有相關文獻和研究，因此我們推測原因可能以下幾種： 

(1) 水管和吸管內部都過於光滑及透氣度不佳，不適合黏上泥土與幼蟲居住。 

(2) 吸管內部過於透光，獨居蜂可能會認為吸管有破裂或空隙。 

(3) 木片是由兩片木板各切出半圓，再合在一起，因此會產生細縫。符合「第 

59 屆科展：獨居蜂 hostel？-獨居蜂人工巢室最佳化」研究結果。 

以上都可能是獨居蜂沒入住吸管、水管與木片的原因，但真實的結論有待更

多研究證明。 

 

(四) 分析環境與材質對於獨居蜂的入住影響 

 

    探討完獨居蜂喜愛的環境與材質後，發現鄉村的入住數量大於城市。所以我

們接著開始分析獨居蜂最喜歡的入住條件，發現獨居蜂喜愛： 

1、 蜜源植物數量較多的環境 

2、 氣候溫暖的環境 

3、 住在天然材質、完整的管子且尺寸剛好的巢室 

以上三點，皆會在結論部分加以說明。 

 

參、結論 

 

    此研究分析環境與材質對獨居蜂的影響，探討出獨居蜂最喜歡的入住條件，

結果如下 

 

1、數量較多的蜜源 

    鄉村的蜜源數量較多(佔 83%)，而城市的蜜源種類較多(佔 59%)。但研究發

現鄉村的入住數量較多(佔 73%)，所以推斷蜂喜歡環境有數量多的蜜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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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溫暖的天氣 

    我們發現都在氣溫 30℃左右時入住及離開(佔 100%)的次數最多。因此推斷

蜂喜歡在溫暖的天氣找尋適合築巢的地點。 

 

3、天然、完整且大小剛好的巢室 

    我們發現到獨居蜂只會入住竹製的巢室，而木材雖然沒有入住，但在許多其

他的研究都有觀察到蜂住在木製的巢室。所以推測獨居蜂不太喜歡人造的管子。    

而我們旅館的木材沒有蜂入住的原因，可能是市售木板的設計為貼合在一起，產

生的微小縫隙使蜂並不喜歡。因為第一代的蜂旅館完全沒蜂入住，而洞口相較於

其他研究的尺寸大了許多。所以推測洞口大小是蜂選擇的條件之一。 

 

    獨居蜂是有效率的授粉者，也是生態健康的指標生物。其中種類更是高達所

有蜂的九成之多。然而許多研究顯示，蜂的族群數量正在逐年下降。所以為大自

然中的這些授粉者打造「蜂旅館」，是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不只是認識獨居蜂的

生態，了解獨居蜂喜愛的環境後，才能提共更良好的棲地給他們。 

    而在之後也會進行在旅館前方設置小型攝影機、增加更多的管子尺寸等實驗，

期望能有更詳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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