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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科展的研究，我們主要在觀察和紀錄螳螂生長的過程；另外，實際動手製做比一般

在昆蟲店買到的螳螂飼養罐更加好用，且可以讓螳螂住的更加舒適的環保飼養罐；同時，也

不斷的尋找對各種年齡螳螂的最佳食物，例如：四齡前螳螂的最佳食物是果蠅；五齡到成蟲

的食物則以麵包蟲與櫻桃紅蟑螂為佳。最後，希望經由飼養螳螂的過程中，更加了解螳螂的

習性和成長變化。 

 

壹、研究動機 

民國一○一年五、六月的時候，在少林拳校隊老師的教室中，突然發現老師開始在養一

些奇特的螳螂－平頭半翅螳（中國螳螂：朱笑愚，吳超，袁勤著，頁 214-215），我們很好奇，

一問之下，原來這些螳螂是老師的螳螂蟲友從蘭嶼帶回來送給他的，這些螳螂總共有十隻，

疑似未紀錄在台灣螳螂圖鑑中，不過當時存活下來的只有八隻。每次上少林拳前，大家總會

對這些螳螂加以觀察，了解其生長狀況，希望能透過觀察螳螂，進而增進自己對螳螂拳的領

悟。 

暑假的時候，少林拳老師還讓我們幫忙照顧螳螂，但是有的同學失敗了，最後只剩下六隻。

開學時，老師說趁著暑假時，螳螂們有進行交配，並產了一些卵，很有可能會孵化出來，必

須要有耐心等待，終於在十月的一個早上，老師一到教室，突然發現好幾百隻的小螳螂已經

孵出來了，我們覺得相當興奮！基於科展其中一位夥伴之前曾有成功飼養台灣寬腹螳螂與大

刀螳螂的經驗，徵得老師的同意之下，於是由他先開始養螳螂。 

在飼養的過程中，我們利用廢棄不用的塑膠罐和洗衣網，親自動手製作環保又實用的螳

螂飼養罐，給螳螂一個溫暖又舒適的「家」；在觀察過程中，我們發現這一批小螳螂的生長較

原先所飼養的大刀螳螂與寬腹螳螂不同，感覺有一點慢，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台北市的氣候與

蘭嶼不同，而造成生長速度上的差異，同時也想為這些螳螂留下一些可參考的資料，所以我

們以這一個主題做為這一次科展的題目，以求更深入了解。 

 

相關教材：一、牛頓版自然與生活科技 4 下第二單元校園的昆蟲。 

          二、康軒版自然與生活科技 5 下第二單元動物世界面面觀。 

 

 

 

貳、研究目的 

一、探究如何自製永續利用的螳螂飼養罐 

二、探究如何為寵物螳螂準備食物 

三、氣溫的變化對螳螂生長速度是否有正相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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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觀察筆記、昆蟲圖鑑。 

二、飼養設備器材： 

自製飼養罐（回收塑膠罐、洗衣網、海綿、剪刀、美工刀、熱熔槍） 

、噴水器、水果、塑膠袋。 

三、觀察設備 ： 

數位相機、放大鏡。 

 

  
觀察筆記 昆蟲圖鑑 

  
自製飼養罐 洗衣網 

  
剪刀 美工刀 

  

熱熔槍 噴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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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 數位相機 

  
放大鏡 鑷子 

  

塑膠袋 海綿 

圖一 各種研究設備即器材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每日到鄭老師教室觀察、記錄螳螂的生長。（如下圖二） 

 

 
 

鄭老師的教室 螳螂的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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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螳螂的體長 手繪螳螂的圖案 

 
 

利用放大鏡觀察螳螂的體長（側面） 利用放大鏡觀察螳螂的體長（正面） 

圖二 

 

二、製作螳螂飼養罐：（如下圖三）。 

找一個裝餅乾的寬口塑膠瓶，將底部挖空，再拿一塊與塑膠瓶大小相當的洗衣網，用

熱熔膠黏在塑膠瓶底部，另外在瓶身挖一個寬約 2~3 公分的小洞，以海綿塞住（方便

餵食及噴水）。 

 

  
用熱熔膠將洗衣網黏在塑膠瓶底部 以海綿塞住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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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熱熔膠黏在樹枝上 將樹枝黏在飼養罐內 

  
螳螂在樹枝上棲息 螳螂在樹枝上活動 

圖三 

 

三、飼養螳螂的食物：果蠅 

       將果皮與水果放置在寬口飲料杯中，放在室外，以吸引果蠅。（如下圖四）。 

 

 
 

利用水果吸引果蠅，並加以捕捉 利用果蠅餵食螳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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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剪刀將麵包蟲剪對半 利用鑷子挑出內臟 

  
利用麵包蟲餵食螳螂 螳螂自行啃食麵包蟲 

圖四 

 

三、每日的工作：餵食一次、飼養罐內噴水、清理飼養罐。（如下圖五）。 

 

  
飼養罐內噴水，補充濕氣 清理飼養罐 

  
清洗瓶蓋 飼養罐清洗完畢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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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記錄「螳螂飼養日誌」 

 

日 

期 

早 

晚 

噴 

水 

餵 

食 

清 

理 

飼 

養 

罐 

存 

活 

數 

量 

     觀    特 

察 與 殊 

事 

件 

 

每 

日 

氣 

溫 

10/11 

（四）    7  
23°C 

10/12 

（五）    7 
 22.5°C 

10/13 

（六）    7 
 23.2°C 

10/14 

（日）    7 
 23.6°C 

10/15 

（一）    7 
 23.4°C 

10/16 

（二）    7 

有 2 隻螳螂蛻皮，進入二齡

幼螳

 

23.8°C 

10/17 

（三）    7 
 22.8°C 

10/18 

（四）    7 

有 5 隻螳螂蛻皮，進入二齡

幼螳 

21°C 

10/19 

（五）    7 
 22.3°C 

10/20 

（六）    7 

 23.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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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日）    6 

有一隻螳螂似乎是遭受攻

擊而死 

25.4°C 

10/22 

（一）    6 
 25.4°C 

10/23 

（二）    6 

有 2 隻螳螂蛻皮，進入三齡

幼螳

 

22.4°C 

10/24 

（三）    6 
 24.3°C 

10/25 

（四）    6 

有 3 隻螳螂蛻皮，進入三齡

幼螳 

26°C 

10/26 

（五）    6 

最後 1 隻體型較小的螳螂蛻皮

失敗，請老師急救，但鐮刀足

仍殘缺，無法自行獵食，需以

鑷子餵食並隔離飼養 

27°C 

10/27 

（六）    6 
 27.5°C 

10/28 

（日）    6 

將螳螂分裝在兩個飼養罐

內 

25.1°C 

10/29 

（一）    6 
 24.1°C 

10/30 

（二）    6 
 23.1°C 

10/31 

（三）    6 
 19.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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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四）    6 

有 1 隻螳螂蛻皮，進入四齡

幼螳

 

20.1°C 

11/02 

（五）    6 

有 2 隻螳螂蛻皮，進入四齡

幼螳 

22.6°C 

11/03 

（六）    6 
 24.7°C 

11/04 

（日）    6 

有 2 隻螳螂蛻皮，進入四齡

幼螳 

23.1°C 

11/05 

（一）    6 
 21.9°C 

11/06 

（二）    6 
 21.5°C 

11/07 

（三）    6 
 21.1°C 

11/08 

（四）    6 
 23.6°C 

11/09 

（五）    6 
 24°C 

11/10 

（六）    6 
 24.8°C 

11/11 

（日）    6 

鐮刀足殘缺的螳螂進行四齡

蛻皮再度失敗，且情況比上次

更嚴重，以鑷子餵食仍願意進

食 

20.1°C 

11/12 

（一）    6 

鐮刀足殘缺的螳螂今天不願

意進食 

19.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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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二）    6 

有 1 隻螳螂蛻皮，進入五齡

幼螳

 

21.4°C 

11/14 

（三）    5 

鐮刀足殘缺的螳螂死亡 22.7°C 

11/15 

（四）    5 

第 2 隻螳螂蛻皮，進入五齡

幼螳 

22.4°C 

11/16 

（五）    5 

有 1 隻螳螂蛻皮，進入五齡

幼螳 

24.5°C 

11/17 

（六）    5 

有 1 隻螳螂蛻皮，進入五齡

幼螳 

19.6°C 

11/18 

（日）    5 

這 5 隻螳螂，若放在同一飼

養罐內，常會成講話隊型 

18°C 

11/19 

（一）     
 20.4°C 

11/20 

（二）     
 21.8°C 

11/21 

（三）     
 21.9°C 

11/22 

（四）     
 21.5°C 

11/23 

（五）     
 20.1°C 

11/24 

（六）     
 17.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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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日）     
 22.0°C 

11/26 

（一）     
 17.5°C 

11/27 

（二）     
 15.1°C 

11/28 

（三）     
 18.9°C 

11/29 

（四）     
 18.4°C 

11/30 

（五）     
 19.0°C 

12/01 

（六）     
 19.4°C 

12/02 

（日）     
 18.3°C 

12/03 

（一）    4 
第二隻蛻皮為六齡 17.7°C 

12/04 

（二）    4 
 17.7°C 

12/05 

（三）    4 
螳螂漸大，擔心出現互相攻

擊的行為，先分裝成兩罐，

再著手製作飼養罐，預備每

一隻單獨放在一個飼養罐

內。 

16.6°C 

12/06 

（四）    4 
 16.5°C 

12/07 

（五）    3 
與實驗組員在校做好飼養

罐，但一回家就發現六齡螳

螂將五齡螳螂吃掉了。 

18.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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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 

（六）    3 
 17.8°C 

12/09 

（日）    3 
 15.1°C 

12/10 

（一）    3 
第三隻蛻皮為六齡 16.5°C 

12/11 

（二）    3 
改以麵包蟲餵食，但無法順

利餵食。 

16.2°C 

12/12 

（三）    3 
螳螂依舊不吃麵包蟲。 15.9°C 

12/13 

（四）    3 
找老師求救，了解須先清理

掉麵包蟲的內臟，螳螂才願

意進食。 

19.6°C 

12/14 

（五）    3 
將三隻螳螂分別置放於室

外陽臺、室內桌面及冰箱散

熱器旁 

20.9°C 

12/15 

（六）    3 
 22.0°C 

12/16 

（日）    3 
氣溫下降，放置於室外陽臺

的螳螂，在室內餵食麵包蟲

後再放回室外，吃了幾口後

便不願吃了，室內兩隻則將

半隻麵包蟲全部吃完。 

21.8°C 

12/17 

（一）    3 
 20.0°C 

12/18 

（二）    3 
 15.3°C 

12/19 

（三）    3 
 14.3°C 

12/20 

（四）    3 
 18.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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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五）  
  

3 
 20.6°C 

12/22 

（六）    3 
 16.5°C 

12/23 

（日）  
  

3 
 12.3°C 

12/24 

（一）    3 
 14.8°C 

12/25 

（二）    3 
 18.9°C 

12/26 

（三）    3 
 19.3°C 

12/27 

（四）    3 
 21.2°C 

12/28 

（五）    3 
 19.4°C 

12/29 

（六）    3 
 21.5°C 

12/30 

（日）    3 
 10.4°C 

12/31 

（一）    3 
 10.6°C 

1/01 

（二）    3 
 13.1°C 

1/02 

（三）    3 
 17.2°C 

1/03 

（四）    3 
 14.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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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五）    3 
 14.7°C 

1/05 

（六）    3 
 16.2°C 

1/06 

（日）    3 
 17.7°C 

1/07 

（一）    3 
 18.2°C 

1/08 

（二）    3 
 16.5°C 

1/09 

（三）    3 
 14.3°C 

1/10 

（四）    3 
 13.6°C 

1/11 

（五）    3 
 17.0°C 

1/12 

（六）    3 
 17.7°C 

1/13 

（日）    3 
 16.2°C 

1/14 

（一）    3 
 14.7°C 

1/15 

（二）    3 
 17.3°C 

1/16 

（三）    3 
 17.0°C 

1/17 

（四）    3 
 13.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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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五）    3 
 12.7°C 

1/19 

（六）    3 
 17.3°C 

1/20 

（日）    3 
 19.6°C 

1/21 

（一）    3 
 21.7°C 

1/22 

（二）    3 
 20.0°C 

1/23 

（三）    3 
 20.4°C 

1/24 

（四）    3 
 20.9°C 

1/25 

（五）    3 
 14.7°C 

1/26 

（六）    3 
 18.2°C 

1/27 

（日）    3 
 17.2°C 

1/28 

（一）    3 
 16.3°C 

1/29 

（二）    3 
 20.0°C 

1/30 

（三）    3 
 19.9°C 

1/31 

（四）    3 
 23.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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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五）    3 
 23.3°C 

2/02 

（六）    3 
 21.7°C 

2/03 

（日）    3 
 22.5°C 

2/04 

（一）    3 
 26.6°C 

2/05 

（二）    3 
 23.0°C 

2/06 

（三）    3 
第一隻蛻皮為七齡，在蛻皮

過程中，一隻腳折到，向後

彎曲，造成行動不便 

19.3°C 

2/07 

（四）    3 
 21.2°C 

2/08 

（五）    3 
 13.6°C 

2/09 

（六）    3 
 13.0°C 

2/10 

（日）    3 
 17.0°C 

2/11 

（一）    3 
第二隻蛻皮為七齡 18.1°C 

2/12 

（二）    3 
 18.1°C 

2/13 

（三）    3 
 13.9°C 

2/14 

（四）    3 
 20.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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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五）    3 
 17.2°C 

2/16 

（六）    3 
第三隻蛻皮為七齡，但蛻皮

失敗，只剩兩隻腳，仍存活 

18.0°C 

2/17 

（日）    3 
 24.1°C 

2/18 

（一）    3 
 24.2°C 

2/19 

（二）    3 
 17.2°C 

2/20 

（三）    3 
 14.5°C 

2/21 

（四）    3 
 16.1°C 

2/22 

（五）    3 
 15.6°C 

2/23 

（六）    3 
 15.6°C 

2/24 

（日）    3 
 19.7°C 

2/25 

（一）    3 
 21.7°C 

2/26 

（二）    3 
 22.9°C 

2/27 

（三）    3 
 19.1°C 

2/28 

（四）    3 
 21.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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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五）    3 
 21.0°C 

3/02 

（六）    3 
 12.9°C 

3/03 

（日）    3 
 12.5°C 

3/04 

（一）    3 
第三隻在蛻皮為七齡過程

中僅剩兩隻腳的螳螂今天

死亡 

15.0°C 

3/05 

（二）    2 
 18.4°C 

3/06 

（三）    2 
 19.9°C 

3/07 

（四）    2 
 20.1°C 

3/08 

（五）    2 
 21.4°C 

3/09 

（六）    2 
第一隻蛻皮為八齡（這隻螳

螂是第二隻蛻皮為七齡的

螳螂） 

21.9 

3/10 

（日）    2 
第二隻蛻皮為八齡（這隻螳

螂是第一隻蛻皮為七齡的

螳螂），彎折的腳在蛻皮後

仍未改善，這隻螳螂是公

的，長出成蟲才會有的翅

膀，蛻皮完後掉下來，造成

展翅失敗，翅膀未能收起。 

21.5°C 

3/11 

（一）    3 
跟鄭老師再借一隻同齡螳

螂觀察 

18.1°C 

 

3/12 

（二）    3 
 2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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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原有 7 隻螳螂，目前剩 2 隻，死亡原因分別為蛻皮失敗及受其它螳螂攻擊。在餵食

部份，食物無虞，在這 2 隻螳螂中，其中一隻已經成蟲，體長約 8 公分；另外一隻

已經八齡，身長約 9 公分。 

 

     
 

二、 飼養罐的大小與螳螂數之間的相關性 

根據「昆蟲入門」（張永仁 1998）上記載「由於螳螂只捕食活蟲，因此弱肉強食、 

大吃小的情形經常普遍發生在同門之間」，本來僅製作一個半徑 14 公分，高 16 公 

分的飼養罐，但發現有 2 隻螳螂生長到二齡幼蟲階段時，會出現攻擊行為，為了防 

止螳螂自相殘殺，所以製作第二個螳螂飼養罐。將兩隻二齡幼蟲階段螳螂放在同一 

罐，其他 5 隻則放在另一罐，情況有明顯改善。 

 

 
 

三、螳螂的食物 

 根據「可以在桌上養的小生物」（木村義志 2000）書中描述「飼養成功的關鍵在 

 於是否能隨時提供活昆蟲」我們決定以最容易繁殖的果蠅做為螳螂主食，先將蘋果 

 皮與蘋果核放置在寬口飲料杯中，吸引效果不佳，改以香蕉為誘餌，果蠅較容易滋 

 生。但是，五齡以上的螳螂，建議使用麵包蟲以及飼養用的櫻桃紅蟑螂，但食物大 

 小不宜比螳螂的體長大。如下表： 

蛻皮情況 第一齡~第五齡 第五齡以上螳螂 

捕捉獵物 果蠅 麵包蟲或飼養用的櫻桃紅蟑螂 

備註 果蠅比較乾淨 比較乾淨且容易取得。麵包蟲必須將內臟拔

除，此外，獵物必須比螳螂體長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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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氣溫的變化對螳螂生長速度的相關影響 

  根據「螳螂二、三事」（李季篤 2012）書中描述「螳螂的成長天數，會依季節 

環境的不同、溫度高低的變化，而出現成長速度快慢差異」。在本次的飼養過程中， 

我們發現二齡到五齡螳螂的蛻皮時間大約7-10天，五齡到八齡螳螂的蛻皮時間大約 

20多天，但其中六齡到七齡螳螂的蛻皮時間，居然長達67天，這段時間介於12中旬 

到2月初，氣溫也較前幾個月低，因此生長速度隨著氣溫的高低而有差異。此外， 

我們也在12月16日的紀錄「氣溫下降，放置於室外陽臺的螳螂，在室內餵食麵包蟲 

後再放回室外，吃了幾口後便不願吃了，室內兩隻則將半隻麵包蟲全部吃完」中發 

現氣溫高低會影響螳螂的食慾。故氣溫的變化對螳螂生長速度有著相關的影響。如 

下表： 

 

蛻皮

情況 

2齡—3齡 3齡—4齡 4齡—5齡 5齡—6齡 

蛻皮 

時間 

大約7天 

（10/19--10/25） 

大約10天 

（10/26--11/4） 

大約13天 

（11/5—11/17） 

大約23天 

（11/18—12/10） 

平均 

氣溫 

24.1°C 23.7°C 22.1°C 18.5°C 

蛻皮

情況 

6齡—7齡 7齡—8齡 

蛻皮 

時間 

大約67天 

（12/11—2/16） 

大約22天 

（2/17—3/10） 

平均 

氣溫 

16.6°C 18.2°C 

 

 

 

陸、參考文獻 
 

一、螳螂分類與型態特徵 

          目前全世界記載的螳螂種類已超過 434 屬2300 種，除寒帶地區外幾乎遍佈全   

      世界（周倖瑜、陳錦生、詹美鈴 東海大學生物系）。螳螂科生活史為卵→若蟲→ 

      成蟲。身體狹長，頭部呈倒三角形，兩側有複眼，中央有咀嚼式口器，肉食性。有 

      一對節狀的觸角，胸部細長、上有2小翅芽，翅芽會隨著齡數不同而增長。腹部體 

      明顯，越接近末端體節間距越小。有一對上翅彼此交叉覆蓋於腹部的上方，另有一 

      對摺疊狀內翅，藏於上翅的下方，飛行時可迅速展開，停止時立刻又收入翅膀內。 

      前腳脛節發達具銳利的齒狀刺呈鎌刀狀，通稱「捕足腳」善於捕捉獵物。螳螂的成 

      長天數，會依季節環境的不同、溫度高低的變化，而出現成長速度快慢差異幼螳需 

      經過7~9次的脫皮才蛻變為成蟲，成蟲的壽命可達半、甚至更久，算是一種長壽的 

      昆蟲。(李季篤 親親文化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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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樣本螳螂是台灣螳螂圖鑑未記錄種的螳螂，是在蘭嶼採集到的成蟲所產下 

    的卵孵化而成，但在中國大陸朱笑愚，吳超，袁勤等人所著「中國螳螂」一書中 

    ，將其暫列為「平頭半翅螳」。這隻母螳螂體長約11cm，體形狹長，頭小橫向， 

    體色淡粉褐色，腹部環節清晰，呈現深褐色，翅膀如網縱脈，長度約3公分，翅 

    膀呈淡綠透明。 

 

平頭半翅螳螂標本 

 

柒、結論 
  一、從本實驗結果得知：  

 

（一）當飼養在同一飼養罐時，螳螂會攻擊比自己體型小的同類，若彼此體型大 

      小相似，則較不會發生攻擊行為。 

    （二）本次實驗一齡到五齡的螳螂均以果蠅餵食，在繁殖果蠅時，發現酵素較多 

           的水果（例：香蕉、鳳梨等…）能較快繁殖出大量果蠅，且飛動的果蠅會 

           引發螳螂的攻擊慾望。五齡以上的螳螂，建議使用麵包蟲以及飼養用的櫻 

           桃紅蟑螂，但食物大小不宜比螳螂的體長大。 

 （三）在本次的飼養過程中，各齡螳螂的蛻皮相距的天數，會依溫度高低的變化 

        ，而出現蛻皮速度快慢差異。如下圖： 

螳螂若蟲各齡蛻皮相距天數與氣溫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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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結語： 

       在本次的飼養過程中，意外發現： 

 

1.有一隻螳螂在二齡脫皮過程中，鐮刀足部份脫皮失敗，無法自行獵食，所以 

  必須以鑷子夾取果繩餵食，在餵食中發現，若果蠅仍有活動力，該螳螂便不 

  進食，須先將果蠅壓至昏死，才願意食用，與書上「螳螂喜歡活餌」的描述 

  大不相同。這個發現和書上記載有差異，未來可進一步做較深入的研究探討。 

 

2.有次為了餵食方便，將剩餘的五隻螳螂放至同一飼養罐中，其中有一隻體型 

 最大的螳螂會站在其他四隻螳螂的前方，成半圓形，看起來就像講話隊型， 

 非常有趣。 

 

       3.本次實驗時間太短，若能進行長達一整年的觀察，橫跨春、夏、秋、冬四季 

 ，相信對於螳螂生長與溫度之間的相關性會有更進一步的發現。 

 

       4.除了果蠅之外，螳螂對食物是否有偏好？不同種類的螳螂喜歡的食物是否不   

 同？亦是一個可以進行研究的有趣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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