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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是針對紅姬緣椿象(Leptocoris  angur)的生活習性及牠們的群聚現象，做生態調查及成長週

期的探究。經過七個月的觀察，在群聚現象方面，我們發現，紅姬緣椿象會因為溫度降低，聚集的

數量增加，因台灣欒樹開花結果的季節而改變出現的時間，且聚集在一起的紅姬緣椿象多半是 1-4

齡蟲，棲息環境會選擇在有雜草落葉的石頭底下。在生命週期的觀察，發現牠們的生命週期(卵-成

蟲）約七週，單獨一隻飼養死亡率偏高，尤其是在 1-3 齡階段。在交配產卵研究結果發現，野外的

紅姬緣椿象交尾時，如果受到打擾並不會終止他們交配的行為，但如果捕捉野外的雌、雄蟲放置一

起也不一定會交配，交尾後會選擇在隱避或易取食的地點產卵，室內和野外的卵的變化不太一樣，

室內的卵是從古銅色-橘-金黃才孵出；野外的卵則是從金黃-橘-古銅色孵出，本研究更發現，紅姬

緣椿象也會孤雌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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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欒樹下的紅衫軍 

 

 

壹、研 究 動 機  

在學校健康中心旁的台灣欒樹（Koelreuteria formosana）從繁花到盛果。這時樹下及附近草堆中就

會出現了ㄧ群群紅色的小蟲疊在一起，牠們究竟是誰？在做什麼呢？經過查對圖鑑，原來牠們就是

紅姬緣椿象（Leptocoris  augur）是一種半翅目的昆蟲，紅姬緣椿象數量非常多，牠們疊在一起好

像在堆積木，但牠又為什麼會有這種舉動？紅姬緣椿象除了會圍繞於台灣欒樹外，還會在枯葉、石

牆、石縫、陰暗處、雜草堆中出現，由於牠們都出現於蒴果植物附近，所以我們特別挑選台灣欒樹

種子、倒地鈴、葉下珠當成牠們的食物，想知道牠會吃不同的食物嗎? 

根據資料顯示紅姬緣椿象大多於夏天大量的出現，但是學校的紅姬緣椿象卻在十一月開始便大

量出現，這是為什麼呢?大量出現和牠們產卵的孵化率是否有關? 而在一堆紅姬緣椿象中顏色有的

很鮮紅，有的卻偏暗紅，是否與蛻皮有關？以及牠們的生命成長過程，和我們曾經飼養的蠶寶寶是

否相同？牠們在氣溫不同的情況下，會選擇住在哪裡? 

   在自然與生活科技第六冊第三單元「動物的生活」提到動物的繁殖、避敵還有覓食促使我們研

究學校這個季節最常出現的動物—紅姬緣椿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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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 究 目 的 

一、探討紅姬緣椿象的生活習性及牠們都群聚在哪裡？與天氣還是光線有關？為何會大量在同時間 

   出現?  

二、紅姬緣椿象的成長過程從卵至成蟲需多少時間？研究討論並改進最佳的飼養方法。 

三、紅姬緣椿象產卵數量及孵化率。 

 

 

參、文 獻 探 討 

紅姬緣椿象為半翅目的昆蟲，分類地位動物界(Animal)、節肢動物門(Arthropod)、昆蟲綱

(Insecta)、半翅目(Hemiptera)、姬緣椿象科、學名是 Leptocoris  augur，紅姬緣椿象生活史經過了卵、

若蟲、成蟲等三階段，是一種不完全變態的昆蟲。一隻成熟的紅姬緣椿象壽命平均約 54 天左右， 

上翅革質部分中央有一個 V 字形的深褐色斑，膜質部分為黑色，生活於平地至低海拔山區。牠在

昆蟲界贏得「臭屁專家」的稱號，因此有人稱牠為臭腥龜，也有人叫牠臭屁蟲。 

配合著大地時令，紅姬緣椿象最常吸食的食物是台灣欒樹的汁液、種子、牆上或地下的水氣等，

而欒樹從秋天開花後到冬天結成種子，春天時樹上的種子大量落下，這些時間都在紅姬緣椿象的掌

握中有了豐富的食物，紅姬緣椿象便可無後顧之憂的大量繁殖，因此紅姬緣椿象此時大量出生與食

物的多寡有密切的重要性，且紅姬緣椿象有時還會吸食死亡同伴或其他昆蟲的屍體，所以紅姬緣椿

象是一種葷、素不拘的昆蟲。 

相疊的紅姬緣椿象，為了達到相互取暖的目的，利用每一隻紅姬緣椿象所發出的微弱體熱來維

持生命，此重疊行為持續到太陽出來一段時間後，溫度回升，椿象們才慢慢散去，各自覓食去。 

有報導提到紅姬緣椿象以成蟲型態來度過寒冷的冬天，在夏天才大量繁殖，若提前在三四月出

現繁殖現象，也許是因為暖冬高溫的因素，讓紅姬緣椿象亂了時序。 (科學研習月刊 2006) 

有研究指出牠們必須單獨飼養避免互相攻擊（46 屆中小學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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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 究 設 備 及 器 材 

一、數位相機.養蟲箱（17*17*27）㎝，.環境平面圖、尺 

二、交尾產卵數實驗養殖杯佈置 

 

               

 

 

 

 

 

 

三、孵化率 

    材料：玻璃培養皿 20 個（直徑約 8 ㎝，高度為 1.5 ㎝）、紅姬緣椿象卵 199 顆、 

          溫度計、棉球、3％蜜水 

 

                     

 

 

欒樹種子 

紗布 

濾紙 

透明杯 

沾了蜂蜜水的棉花 

捕捉日期 

交尾中的椿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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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 究 方 法 

一、生態的觀察紀錄方法 

（一）觀察點之環境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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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定點觀察的方法 

    在每天早上 7:40-8:00 和中午 12:40 及下午 15:10 到健康中心後面的小花圃觀察，每次紀錄當天

的日期與溫度、紅姬緣椿象會聚集的地點、椿象群聚的數量、每一群聚的椿象的數量。 

（三）依椿象聚集地分三個定點觀察 

    1、定點環境敘述（表一）： 

                                表一：定點環境敘述 

       定點 

環境敘述 

台灣欒樹(全長 180cm) 台灣蘇鐵(全長 120cm) 石牆(全長 1700 cm) 

A 
主幹為 121cm 至

180cm。以樹冠為中

心，往下為葉片、葉

柄，往上為開花、結果

實處。 

此部份為 81~120cm,是

台灣蘇鐵長出嫩葉的

地方,且是整棵台灣蘇

鐵的最高處。 

該牆是由許多小石子

組成，小石子和小石子

之間的距離很密集，所

以紅姬緣椿象喜歡在

上面交尾、產卵，因為

把卵產在上面較不會

掉落，也比較不容易遭

到破壞。  

B 
以主幹高 61cm 至

120cm 處，包括主幹、

支幹、側枝等，包括台

灣欒樹莖的部份，樹皮

粗糙，容易脫落。 

此部份為 41~80cm，是

台灣蘇鐵的莖，這個部

份會長出很多針狀的

葉子。 

C 
從主幹地際部往上高

60cm 包括台灣欒樹接

近根的部分,旁邊有一

顆大石頭，還有一些禾

本科植物。 

此部份為 40cm，是台

灣蘇鐵的底部(沒有到

根)，也有長出針狀的

葉子，但數量較少。 

 

    2、定點觀察的方法 

       定點觀測點分三個區域（石牆、台灣蘇鐵、台灣欒樹），每個區域又分成三個部份（如表一）  

   觀察紀錄，一週觀察五天，每天觀察三次（星期三只觀察二次）（9:40，12:40 和 15:10），每次紀

錄當天的日期與溫度、椿象群聚的數量、每一群聚的椿象的數量以及群聚的齡期。 

 

二、生活史紀錄觀察方法： 

   1、飼養環境： 

      室溫 24℃，光照 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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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方法 

    將 9 隻一齡蟲放在 9 個培養皿中，用保鮮膜封住，並用大頭針在上面戳洞，然後用欒樹種子、

蜂蜜水作為牠的食物，但是 1 隻單獨飼養存活率幾乎是 0，經過 3 次的飼養失敗，所以我們決定改

用 3 隻一組，再加上蒴果的葉片讓牠有藏身處，並每天紀錄外觀變化、脫皮時間、交配時間、產卵

時間。 

 

三、紅姬緣椿象產卵數量及孵化率。 

（一）產卵數紀錄觀察方法： 

將九對紅姬緣椿象(一雌一雄)分放入 9 個杯子裡(一對一個)，先紀錄捕捉日期，並等待牠產卵，並

紀錄產卵日期，和產卵數量及產卵期。 

（二）孵化數觀察紀錄方法： 

每個培養皿中放入 10 顆卵， 

並標示產卵日，每天觀察並紀錄孵化數 

及卵孵化過程外觀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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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 究 結 果 

一、生態觀察： 

（一）生活習性之探討 

1、群聚 

   
圖一： 紅姬緣椿象在台灣欒樹

的樹幹靠近根的部份聚集。 

圖二：草堆上也發現群聚的紅姬緣

椿象正吸食屍體和黏液。 

圖三：紅姬緣椿象也會在石頭 

     上聚集，大約為 2-5 齡蟲 

     居多。 

 

2、覓食 

   
圖四：1-2 齡紅姬緣椿象會到台 

灣欒樹的葉子上吸食種子汁

液。 

圖五：約 1-5 齡的紅姬緣椿象會 

      在台灣欒樹的莖上，吸取 

      樹汁。 

圖六：少部分的椿象會在倒地鈴 

      上吸食種子的汁液。 

 

  
 

圖七：會躲在鐵樹的落葉堆裡 

     吸食白輪盾介殼蟲的屍 

     體。 

圖八：產卵中的雌蟲會成為牠們 

     食物的來源，但是罕見， 

     在整個觀察過程中只見過 

     一次。 

圖九：當溫度升高，齡期較大的紅 

      姬緣椿象會爬上蘇鐵的頂 

      端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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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配 

   

圖十：紅姬緣椿象大部分會在粗糙的牆面上交配，是因為小石子和

小石子之間的距離較密，卵才不會遭到破壞或掉落。 

圖十一：赤星椿象也會在這兒交 

        配，數量約 4、5 隻。 

 

 

4、產卵 

   
圖十二：產卵在小石子牆面上， 

        數量約 5~20 之間都有。 

圖十三：原本在牆上的卵已經 

        孵化。 

圖十四：也會將卵產在台灣蘇鐵 

        的葉面上，因牠們也會 

        在此進行交配。 

 

 

 
   

圖十五：穗花棋盤腳的枯葉上， 

        也是牠們產卵的地方。 

圖十六：產在欒樹種子旁也是牠 

        們的選擇之一。 

圖十七：紅磚牆上也會找到牠 

        們卵的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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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聚觀察 

1、將無定點觀察紀錄整理後，椿橡聚集點分成六個區域（如下圖） 

 

 

 

 

 

 

 

 

 

 

 

 

 

 

 

2、無定點觀察紀錄 

表二：無定點觀察紀錄表 

2007.11/27-2008.1/16  

數量 20-40 41-60 61-80 81-100 

時間 

地區 
08:10 12:40 15:00 08:10 12:40 15:00 08:10 12:40 15:00 08:10 12:40 15:00 

A v v v v v v v v v v     

B v   v     v v v v v v   

C   v v v v v v           

D v                       

E   v     v v             

F   v v   v     v         

 

（1）一、二齡的若蟲大都會群聚於落果、樹葉下、牆腳下或禾本科植物的莖上圍繞。 

（2）早上群聚的數量可達 61-80 隻；中午約為 20-60 隻；黃昏 20-60 隻。 

（3）紅姬緣椿象最常出現的溫度為 22-24℃ 

（4）溫度升高時，紅姬緣椿象各自覓食，但是四、五齡及成蟲較長分開取食，一、二、三齡的紅

姬緣椿象還是喜歡群聚取食。 

 

2、定點觀察紀錄 

表三：台灣欒樹定點觀察紀錄（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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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 

    溫度 

次數 

位置 

1~15 16~30 31~45 
總

和   28 27 26 25 24 23 20 28 27 26 25 24 23 20 28 27 26 25 24 23 20 

A 0 1 0 1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B 0 0 0 2 0 2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C 3 4 4 3 1 4 2 2 1 3 0  1 0 1 0 0 0 0 0 0 0 29 

 

表四：台灣蘇鐵定點觀察紀錄（晴天） 

   數量 

   溫度 

次數 

位置  

1~15 16~30 31~45 
總

和  28 27 26 25 24 23 20 28 27 26 25 24 23 20 28 27 26 25 24 23 20 

A 2 1 1 1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6 

B 3 4 5 2 1 3 2 1 0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C 2 0 1 2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紅姬緣椿象會在台灣欒樹的樹幹上分散的爬行，也會爬到未掉落的台灣欒樹種子裡覓食，還

會到台灣欒樹的莖部與根部的交界聚集。 

（2）紅姬緣椿象會群聚在台灣蘇鐵新芽捲曲的尾端，在落葉堆裡覓食（吃介殼蟲的屍體）。 

 

      表五：台灣欒樹定點觀察紀錄（陰天）1~15 隻 

    溫度 

  次數 

位置 
13 14 15 16 19 20 21 22 23 25 26 

27 

A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B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C 0 1 1 1 3 2 4 2 1 1 3 1 

       表六：台灣欒樹定點觀察紀錄（陰天）16~30 隻 

    溫度 

  次數 

位置 
13 14 15 16 19 20 21 22 23 25 26 27 

A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B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C 2 2 1 0 0 0 0 0 0 0 0 0 

   表七：台灣欒樹定點觀察紀錄（陰天）31~45 隻 

   溫度 

  次數 

位置 
13 14 15 16 19 20 21 22 23 25 26 27 總和  

A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B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C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5 

  表八：台灣蘇鐵定點觀察紀錄（陰天）1~15 隻 

（1） 有一兩隻紅姬緣椿象會在

台灣欒樹的樹幹上爬行，

但是大部分的紅姬緣椿象

都會在接近台灣欒樹根部

的地方休息、爬行或覓食。 

（2） 在接近台灣欒樹根部的紅

姬緣椿象聚集的數量幾乎

都是 20-30 隻之間，而且

大約都是 4-5 齡的紅姬緣

椿象。 



 12 

 

 

   表九：台灣蘇鐵定點觀察紀錄（陰天）16~30 隻 

     溫度 

  次數 

位置 
13 14 15 16 19 20 21 22 23 25 26 27 

A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B 0 0 0 0 2 4 4 1 1 0 0 0 

C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表十：台灣蘇鐵定點觀察紀錄（陰天）31~45 隻 

     溫度 

    次數 

位置 
13 14 15 16 19 20 21 22 23 25 26 27  總和 

A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B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7 

C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二、生活史調查？  

（一）室溫養殖各齡期的特徵 

 各齡期圖片 特徵 

卵 egg 

 

（室內） 

 

（野外） 

每次約產卵 10-20 顆也有些只會產 1-3

顆，剛產出的卵金黃色，有些是米黃色，

外皮光亮（圖十八），漸漸轉為暗紅色（圖

十九），直至孵出前為深古銅色，有明顯

的一個小凹洞身長約為 0.1 ㎝。 

但室內孵化的並未全部如此，有時顏色

並沒有明顯變化便孵出（圖二十）。 

 圖 特徵 

    溫度 

  次數 

位置 
13 14 15 16 19 20 21 22 23 25 26 27 

A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B 2 3 2 1 1 0 1 1 0 1 2 1 

C 1 0 0 0 0 0 0 0 0 0 2 0 

（1） 雖然出現次數多，但數量幾

乎不會超過 30 隻。 

（2） 在 20 和 21℃可出現多達 30

隻的紅姬緣椿象（次數也

多）。 

（3） 在 25℃以上，紅姬緣椿象的

數量不會太多。 

圖十八 圖十九 

圖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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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齡 

1st-instar 

nymph 

  
 

剛孵出的一齡若蟲群身為鮮紅色（圖二十

一），孵化時由頭部先孵出，身長約為 0.2

㎝（圖二十二）。 

 

 圖 特徵 

二齡 

2nd-instar 

nymph 

 �圖二十三 

剛蛻皮的二齡蟲呈鮮紅色，身長約為 0.4

㎝腹部比一齡時大（圖二十三）。 

 

 圖 特徵 

三齡 

3rd-instar 

nymph 

   

 

身長 0.9 ㎝（圖二十五），體背上出現小

翅芽，很明顯，尾端圓圓的（圖二十四）。 

 

 圖 特徵 

四齡 

4th-instar 

nymph 

 

身長約 1 ㎝，剛脫皮完的體色為鮮紅，翅

芽也較 3 齡長（圖二十六），也更明顯。 

 

 圖 特徵 

五齡

5th-instar 

nymph 

 

身長約 1.2 ㎝，身體更圓潤，翅芽顏色又

更深（咖啡紅）、也較大（圖二十七）。 

 圖 特徵 

圖二十一 圖二十二 

圖二十六 

圖二十七 

圖二十四 圖二十五 



 14 

成蟲

adult 

   

 

 

 

剛羽化的成蟲鮮紅色， 待一段時間後顏

色會變深（圖二十八、圖三十二）。 

上翅革質部分中央有一個 V 字形的深褐

色斑，身長約 1.4 ㎝，尾部顏色黑，腹部

有明顯黑白條紋，容易由外型分出雌雄

（圖二十九、圖三十三）。 

 

（二）各齡期的殼 

         
 

 

       

 

 

 

 

 

 

（三）各齡期成長生命表 

雌生殖器產卵管 
雄交尾器 

圖二十八 圖二十九 

圖三十 圖三十一 

圖三十二 圖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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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一：各齡期成長生命表 

齡期 天數 

（第二代） 

天數 

（第三代） 

卵-1 12 13 

1-2 8 5 

2-3 9 4 

3-4 7 5 

4-5 8 3 

5-蟲 6 6 

成蟲-交尾（取多數） 2-4  

交尾-產卵（取多數 ） 1-4  

 

           

 

 

 

三、紅姬緣椿象產卵數量及孵化率 

（一）產卵數統計表 

                           表十二：產卵數統計表 
日期 溫度 編號 交尾日  產卵日 總產卵數 其他 

12/6 23℃ 1 12/6  2007/12/6、12/7 39 喜歡產在紗布上 

12/6   2 12/6  12/6 60   

12/6   3 12/6  12/7 18   

12/6   4 12/6  12/7 15   

12/6   5 12/6   12/7 2   

12/6   6 12/6  12/6、12/7 4   

12/6   7 0   0 0   

12/7   8 12/7  12/8 48   

12/7   9 12/12  12/13 8   

12/7   10 1/0   0  0   

12/7   11 12/7  12/8 23   

12/7   12 12/10  12/11 13   

12/7          20.91   

 

 

 

 

 

（二）孵化數統計表 

0

2

4

6

8

10

12

14

1齡 2齡 3齡 4齡 5齡 齡期

天數
天數（第二代）

天數（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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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三：孵化紀錄---以野外取成蟲至透明杯中產卵 

樣本室溫約 24℃ 

編號  產卵日 卵數 
孵出數 總孵

出數 

 

12/18 12/19 12/20 12/21 12/22 12/23 12/24 12/25   

1 2007/12/6 10 3 2 5           10   

2 2007/12/6 10 10               10   

3 2007/12/6 10 2 2 6           10   

4 2007/12/6 10     10           10   

5 2007/12/6 10   2 4 4         10   

6 2007/12/6 10 4 5             9   

7 2007/12/6 10   8 2           10   

8 2007/12/6 10 1 4 5           10   

9 2007/12/6 9 1 8             9   

10 2007/12/7 10   5 1           6   

11 2007/12/7 10     3 2         5   

12 2007/12/7 10 1 1 3 3         8   

13 2007/12/7 10       6     1   7   

14 2007/12/7 10     2 4         6   

15 2007/12/7 10   3   2         5   

16 2007/12/7 10   4   2         6   

17 2007/12/7 10   9 1           10   

18 2007/12/8 10   6 1 3         10   

19 2007/12/8 10       3 3       6   

20 2007/12/8 10       1 3       4   

 總數  161   

平均 8.05 80.50% 

                                 ＊有些卵從紗布取下時，有可能刮下時受損，無法孵出。 

 

  

圖三十四：經過 12 天孵化，剛孵化的紅姬緣椿象全身 

         呈鮮紅色剛孵出時身長約 0.2 ㎝。 

圖三十五：從卵中孵出的紅姬緣椿象，但其 

          卵的顏色尚未變色。 

 



 17 

 

（三）孤雌生殖孵化數統計表 

編號  產卵日 卵數 
孵出數 總孵

出數 4/3 4/7 4/10      

1 2008/3/25 16 1 0 6      7 

2 2008/3/25 5 5        5 

總數 12 

平均 57％ 

 

 

 

 

 

 

 

 

 

 

 

 

   

圖三十六：孵出後會自己將口器刺入種子吸取汁液。 圖三十七：喜歡群聚取食欒 

          樹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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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 論 

一、生活型態及行為模式 

（一）紅姬緣椿象是屬於群聚性的昆蟲，但是成蟲並不會照顧後代，在野外喜歡將卵產在粗糙牆面、 

     鐵樹葉片上及欒樹蒴果內。並不完全會將卵產在食物旁。 

（二）紅姬緣椿象會隨著溫度的上升而各自散開，因此早上時群聚數量最多，而且會互相疊在一起。 

（三）棲息環境選擇陰暗有雜草落葉堆或石頭底下。 

（四）食物以欒樹種子為主，但有時也會吸食樹枝或正在產卵、蛻皮的紅姬緣椿象，但這種情形很 

      少見。餵食倒地鈴、飛揚草、葉下珠也會取食。 

（五）野外交尾時若遇打擾並不會終止其行為，喜歡在牆上或鐵樹上離開地面進行交尾。至野外取  

      正在交尾的成蟲回來養殖會繼續交尾，若是捕捉成蟲回來則不一定會交尾產卵。 

（六）在同樣地點會出現不同種（赤星椿象）的椿象，但不會與紅姬緣椿象交尾。 

（七）晴天時紅姬緣椿象的聚集頻率比陰天、雨天高。 

（八）他人研究中指出一年四季都可以見到紅姬緣椿象的蹤跡，但是研究區域在 2 月 12 日左右， 

      溫度 13℃之後幾乎就不見蹤影（這時學校的欒樹蒴果幾乎也掉光了）。 

二、生命表： 

（一）具有頭胸腹是典型的昆蟲（如圖），牠的生長過成為卵－若蟲－成蟲是屬於不完全變態昆蟲。 

（二）卵   12 天     一齡    8 天    二齡    9 天    三齡   7 天   四齡    8 天    五齡     

6 天      成蟲，總天數約 48 天。 

（三）第三代養殖的椿象每一齡期的時間都比第二代短。 

 

（四）四到五齡至成蟲脫皮的天數差異大，大部分都是 8~9 天，但是四到五齡最少是 4 天，最多 

23 天，五齡到成蟲最少 3 天最多 16 天。 

（五）交配到產卵最少 1 天，最多 12 天，也可以孤雌生殖。 

（六）孤雌生殖的產卵數量 21 顆，孵化率 57%，七隻可長到成蟲(雌性四隻；雄性三隻)。 

（七）交配時間有的長達 11 天。 

（八）單獨飼養死亡率偏高（1-3 齡死亡率偏高），一直到每個培養皿養 3 隻之後，加上將整個果實 

都放入才提高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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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紅姬緣椿象產卵數量及孵化率。 

（一）室溫約 24℃，卵 199 共孵出 161 顆，孵化率為 80.5％，整個孵化過程約 10 分鐘。 

（二）野外觀察時（11 月~2 月）只發現兩個世代，兩個世代後室溫飼養的成蟲交配產卵數銳減（第 

一次養殖產卵數最多 60 顆，最少 4 顆，第二次養殖最多 8~9 顆，最少 2 顆）。 

（三）野外的卵必定會等顏色成為古銅色時才孵出，但室溫卵孵出有些並未變色便孵出。 

（四）卵孵出前呈古銅色，有明顯的凹點。 

（五）交尾時間的長短與產卵數並無相關性。 

（六）一齡的椿橡已出現群聚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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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 論 

一、紅姬緣椿象的交配會受到環境因子的影響。 

二、溫度越低椿象出現在各觀察點的數量越少，反之則越大，且數量會大幅增加。 

三、觀察點的紅姬緣椿象，其出現時間會受到季節性及台灣欒樹蒴果出現時間的影響。 

四、紅姬緣椿象的卵顏色不一，孵出時卵的顏色變化也不太一樣。 

五、紅姬緣椿象的群聚種類多以齡期較小的椿象為主，齡期越高的椿象（成蟲）較不會出現在每一 

    群聚中。 

六、紅姬緣椿象的養殖（從卵開始）以三隻以上為佳，存活率也比較高。 

七、不同種類的椿象會進行交配，且會產卵、孵化。 

八、椿象產卵會選擇隱避或易取食的地點。 

九、紅姬緣椿象可以孤雌生殖，產卵數量比一雌ㄧ雄交配產卵數低，但是孵化率是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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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1551 

觀察得十分詳細，也明顯看得出參與的同學很有興趣也很用

心做研究。數據整理宜加強。研究有新發現，宜針對新發現

深入研究，甚至可以當作未來研究主題，應當可以更有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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