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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首先在建置一套可以成功繁殖、飼育八星虎甲蟲成蟲、幼蟲的

觀察箱，讓臺灣八星虎甲蟲能夠在此觀察箱中適應生活，並成功交配與繁殖。關於這方

面的研究經驗，我們在 2016-2017年曾透過自製的透明觀察箱，成功飼養成蟲，並成功

繁殖幼蟲。當時，是以有機土壤作為觀察箱的基底土壤，雖然能夠成功繁殖幼蟲，卻因

為使用土壤所建置的觀察隧道隱藏在土堆中央，且容易崩塌，阻擋觀察視線，導致無法

使用肉眼與輔助鏡頭觀察到幼蟲的生活。在 2017-2108年觀察幼蟲時，我們成功的使用

花泥(插花海綿)作為飼養幼蟲的介質，讓幼蟲將隧道挖掘在花泥上。由於花泥具有吸水

保濕以及容易切割塑型的功能，因而團隊在飼育及觀察幼蟲的作業上操作容易，並提升

了團隊觀察幼蟲在隧道行為機率。 

我們這樣想，如果能將上述兩年分別飼樣成蟲與幼蟲的研究經驗結合一起，我們

將更具有有利條件，嘗試透過以花泥做為飼養八星虎甲蟲觀察箱的基底土壤，並測試成

蟲是否能夠在此觀察箱中成功的適應生活並繁殖幼蟲，同時開發室內昆蟲觀察器。 

依照上述的描述，本年度的目的有以下兩項： 

研究目的一：製作可於室內繁殖臺灣八星虎甲蟲的飼育觀察環境。 

研究目的二：自製觀察與感測系統，觀察、分析臺灣八星虎甲蟲成蟲與幼蟲生長

過程，並監測其環境訊息。 

 

 

 



 

二、 執行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參與計畫人員 

處室 支援情形 備註 

校長室 鼓勵教師專業研究 全力支持 

研究處 計畫等相關公文處理 全力支持 

教務處 協助課務排代 全力支持 

主計室 協助經費核銷 全力支持 

輔導室 協助進行八星虎甲蟲幼蟲繁殖 全力支持 

 

三、 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來源 

我們的研究所需的八星虎甲蟲樣本預計自棲地採集，並且自行繁殖而得。初步預

計採集三對成蟲(3雄、3雌)，將其放入 45x60x30公分高的飼養箱中，箱中填入高 10

公分的花泥(插花海綿)，並投入麵包蟲餵食。我們預期成蟲會在觀察箱中自然交配，待

2個月後，再觀察箱裡是否能夠成功取得幼蟲，若成功復育出幼蟲，再改以投食螞蟻，

餵食八星虎甲蟲幼蟲。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擬透過 PDCA(Plan-Do-Check-Act Cycle)品質管理循環模式，蒐集昆蟲在

野地裡的環境訊息，提出昆蟲感應系統的設計構念，並著手設計製作感應系統，並在系

統完成之後，實際到野外進行測試與資料蒐及行動。PDCA模型及研究焦點如下： 

1.Plan：先調查野外昆蟲棲地的生活環境特性，觀測植物的長度高度與直徑大小，確定

感測器製作的目標，提出感測系統的設計構想，並畫出感測器的設計圖。 

2.Do：依照設計圖構想與研究需求，購置硬體環境設備，同時透過程式語言的編寫，進

入昆蟲感測系統製作階段，實作組裝野地昆蟲感測系統，並在工作室中測試其運作功

能。 

3.Check：到昆蟲棲地，將製作完成的機器運用在野外模擬作業上。實際評估昆蟲感測

系統是否可以順利運作，並能觀測到預期觀測之昆蟲行為，再依結果評估是否需要調整

修正感測系統。 



 

4.Act：到昆蟲的棲地，依照目的進行長期的觀測，並嘗試將機器實際應用在觀測不同

類樹棲性昆蟲之行為與環境資訊的調查研究任務上。 

 

四、 執行進度（請評估目前完成的百分比） 

 

本研究各項工作進度如下： 

五、 預期成果 

本研究之目的為製作野外昆蟲感測系統，預期成果如下： 

(1)成果一：研發並製作一套可裝置室內情境的昆蟲感測系統。 

(2)成果二：能 24 小時蒐集觀察箱裡之昆蟲行為，突破傳統昆蟲研究需要親

臨現場的時間限制。 

(3)成果三：能透過手機及線上系統，即時獲取昆蟲箱內行為之一手訊息。 

項目 研究議題進度 經費控管進度 

各項

進度

與 

暫時

性的

結論 

內容 調查 

八星虎甲蟲 

生活環境 

繁殖 

八星虎甲蟲 

飼育及觀察 

箱的製作 

觀察箱溫度

與感測控制 
年度經費請核

狀況 

進度 100% 60% 60% 20% 60% 

整體 

進度 

60% 60% 

期間 

工作項目 

民國 107-108 年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01 月 02 月 03 月 04 月 050 月 06 月 07 月 

1.八星虎甲蟲生活

環境調查 

            

1.製作八星虎甲蟲

繁殖箱 

            

 

2.繁殖幼蟲 

 

            

3.感測系統硬體設

計、規劃與購買 

 
 

          

4.系統軟體開發與

組裝測試 

            

 

5.系統測試與修正 

 

            

7.分析整理資料，提

出成果報告書。 

      
 

     



 

六、 檢討  

(1).由於工具不夠靈敏，拍攝昆蟲的成像效果不佳。需要再尋找成像效果較好的感

測器。 

(2).由於八星虎甲蟲為肉食性的昆蟲，居家與觀察飼養箱的設計製作上，成蟲餵食

麵包蟲即可，方便操作。但，由於幼蟲個體較小，無法補食麵包蟲，因此需要考

量餵食昆蟲的種類與便利性，在設計觀察箱時，也受到一些實務上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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