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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壽不綿長 ，AI 有辦法 

  

摘要 

 

本研究是以福壽螺(又名金寶螺)為研究主題，從六年級的自然課「台灣的外來入侵種生

物」了解到福壽螺對台灣生態的危害，已成了農人最棘手的問題。而在農田中多是使用農藥

或化學藥劑來處理福壽螺，但這種方式卻是不環保也嚴重傷害農田的生態環境。因此先進行

生態農田的田野調查，再訪問自然農法專家，了解自然農法對於福壽螺的防治有何策略，進

而研究福壽螺對食物的愛好、水溫、光線、水位對福壽螺活動力的影響進行研究。從中研究

出福壽螺適合的環境，並利用 MakeCode 撰寫程式，結合 Micro:bit 和 KSB039 來製作 AI 智慧

裝置，打造出福壽螺喜歡的環境，藉此捕捉福壽螺，讓農作物免受福壽螺的啃食，也可讓農

田在自然的使用下得以永續發展。 

 

 

【關鍵詞】：福壽螺、AI 智慧裝置、生態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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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題：福壽不綿長 ，AI 有辦法（ 國小 生活與應用科學組） 

內    文： 

壹、研究動機 

花蓮米是台灣優質的好米，但是一到農田就看到翠綠的稻田中總有許多粉紅球粒的點綴。

自從福壽螺被引進之後，農田的生態就受到極大的影響，剛生長的稻苗就被福壽螺吃得一乾

二淨，成為農田的頭號殺手，再加上牠們的繁殖能力強，因此福壽螺成了農民的椎心之痛。

恰巧自然課提到福壽螺屬於外來種生物，深知牠們對生態環境會帶來嚴重的破壞，而有創客

背景的我們，想用省時省力的 AI 人工智慧來誘捕農田中的「掠食者」，希望透過 AI 智慧的

設計幫助農人抵禦外敵，也為生態環境盡一份心力。 

 

貳、研究目的 

一、研究概念圖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福壽螺的生長環境與天然的防治策略 

(二)探究福壽螺喜愛的食物 

(三)探究水溫對福壽螺的影響 

(四)探究光線對福壽螺的影響 

(五)探究水位高度對福壽螺的影響 

(六)設計 AI 智慧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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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進度甘特圖 

9 月 ■ ■       

10 月 ■ ■ ■      

11 月 ■  ■ ■     

12 月 ■   ■ ■    

1 月 ■    ■    

2 月 ■    ■    

3 月 ■    ■ ■   

4 月 ■    ■ ■   

5 月 ■      ■ ■ 

工作 

項目 

蒐集 

資料 

發現 

問題 

確認 

主題 

研究 

設計 

研究 

實作 

撰寫 

論文 

論文 

發表 

論文 

修正 

 

參、研究歷程 
 

研究一、踏查農田與訪談自然農法專家了解福壽螺生長環境與防治策略 

 

(一)研究器材： 

紙、筆、相機、觀察日誌、訪談大綱(詳見附錄一) 

(二)研究方法： 

1.踏查生態農田瞭解福壽螺的棲地環境。 

2.訪談自然農法專家-廖美菊老師，了解福壽螺的危害與防治策略。 

(1)踏查記錄 

1.觀察生長環境 2.查訪農田環境裝置 3.拍照紀錄農田設置 4.手寫紀錄資料 

    
      

(2)訪談紀錄 

1.設計訪談大綱 2.訪談生態專家 3. 手寫紀錄資料 4.回校整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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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結果： 

1.田野調查 

照片紀錄 農田說明 

  

地

點 
1 號生態農田 

環

境

介

紹 

農田已休耕 2 年，透過靜置

的方式，改善土壤酸鹼值，

因此目前沒有規劃種植農作

物。 

▲圖 1-彎曲的溝渠  ▲圖 2-乾水位區 

踏

查

記

錄 

1.田中有設計一條彎曲的溝

渠，來控制水位高低。(圖

1) 

2.河道大致可分三區域，分

別為高水位區、低水位區、

完全乾枯的河道。(圖 2) 

3.深水為有較多的福壽螺，

淺水位區有較多的台灣原生

種石田螺。(圖 3) 

4.溝渠旁雜草叢生，溝渠中

有一些菱角和蓮藕。(圖 4) 

  

▲圖 3-福壽螺&石田螺 ▲圖 4-溝渠中的菱角 

 

照片紀錄 農田說明 

  

地

點 
2 號生態農田 

環

境

介

紹 

農田透過生態農法，標榜天

然、不採用化學農藥、驅蟲

劑等藥劑，來種植農作物，

農田中有許多動植物。 

▲圖 5-溝渠中的網子 ▲圖 6-生態豐富的動植物 

踏

查

記

錄 

1.溝渠中有架設網子來圍堵

福壽螺。(圖 5) 

2.生態豐富，有田鼠、白鷺

鷥等生物。(圖 6) 

3.農田裡有一墩一墩的小土

堆，土堆上有種植物，低窪

處有些福壽螺。(圖 7) 

4.農田中的福壽螺不多，有

農 人 定 期 撿 拾 福 壽 螺 。 

(圖 8) 

  
▲圖 7-田中有土堆設計 ▲圖 8-乾淨的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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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訪談紀錄 

時間 2022-01-20 地點 1 號生態農田 

受訪者 生態農法專家-廖美菊老師 訪談者  六年級學生 

訪談資料彙整-Q&A 

主題 內容 

Q： 

生態農田

理念 

A：生態農田是想打造無農藥、無化學的農田環境，讓人類與生物共生共榮。 

A：當使用農藥來耕作，會使生物都滅絕。當吃進去的東西含有農藥殘留，對

我們(人體)也不太好。 

A：打造生態農田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卻是有意義的事。 

Q： 

福壽螺的 

生態環境

與習性 

A：福壽螺喜歡水，會往高水位的地方爬行。但太高牠們似乎也不太喜歡。 

A：當水位低時，福壽螺會挖洞，利用口蓋把自己蓋起來，以減少水分散失。 

A：螺本身不會往沒有水的地方移動，除非是產卵時才會移到較高的地方或向

陸地攀爬。 

A：即便旁邊有水，螺也不太喜歡過去，猜測牠們應該是移動性不太好的生物 

A：我們沒有去研究牠白天或晚上哪個時間比較活躍或是溫度對他們有沒有什

麼影響，因為我們沒有時間去觀察。但我們會觀察牠們生態上的現象，所

以比較沒有針對福壽螺個體行為去觀察。 

Q： 

福壽螺的

危害 

A：福壽螺對農人來說是殘害農作物的殺手。 

A：福壽螺不僅危害本土螺類的棲息空間，也會把原生植物以及栽種的植物吃

光。 

Q： 

防治策略 

A：挖出一條溝渠，控制水位高低，將福壽螺集中。 

A：挖出一堆堆土堤讓福壽螺在較低窪的地區，就可以集中把福壽螺撈起來，

不用到處抓福壽螺，是輕鬆又便利的方法。 

A：在農田旁的溝渠入溝處設較密網子來阻擋福壽螺，經由水溝進入農田來做

到清零的目標。 

A：在生態農田中，我們不以農藥進行撲殺，只能想一些辦法把福壽螺集中處

理，所以會花費大量勞力與時間。 

Q： 

後續處理 

A：把福壽螺抓起來後，會把牠拿去餵鴨或釣烏鰍是目前處理螺的方式。 

A：未來有養鱉的計畫，鱉喜歡吃這些螺類。 

Q： 

未來設計 

A：也許未來可以多做幾條高低水位差的溝渠，讓福壽螺更加集中，方便撿

拾。 

(四)討論發現 

1.外來種生物-福壽螺在沒有自然天敵的環境下，不僅危害本土物種動植物，也會吃農民

的經濟作物。 

2.自然農法是利用圍堵法與水位落差來防治福壽螺，打造零農藥的環境，做到清零的目

的。 

3.圍堵法是在出水處架設較密的網子，福壽螺隨著溝渠，進入水管就會被阻擋在外。 

4.生態農田中會利用福壽螺對於水位的需求特性，來誘捕或防治福壽螺。如將水抽乾，避

免螺進入農田；在農田中設置高水位，讓螺可以集中，得以輕鬆捕捉。 

5.在田中的土壤有大小不同的孔洞，是福壽螺為了鑽進土裡保持自身的濕度。 

6.可以利用自然界食物鏈的原理，鴨子、烏鰍、鱉都是屬於食物鏈的上下層關係，來對福

壽螺做後續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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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探究福壽螺喜愛的食物 

 

(一)研究器材： 

養殖箱、福壽螺、電子秤、濾網、根莖類、葉菜類、花菜類、果菜類、穀物類 

 (二)研究方法: 

1. 在實驗箱中放入四種不同的根莖類植物(紅蘿蔔、馬鈴薯、洋蔥、山藥)，觀察並紀錄

福壽螺喜愛程度。 

2. 在實驗箱中放入四種不同的葉菜類植物(高麗菜、地瓜葉、小白菜、萵苣)，觀察並紀

錄福壽螺喜愛程度。 

3. 在實驗箱中放入四種不同的花果類植物(花椰菜、香蕉、蘋果、番茄)，觀察並紀錄福

壽螺喜愛程度。 

4. 在實驗箱中放入四種不同的穀物類植物(綠豆、玉米、米、吐司)，觀察並紀錄福壽螺

喜愛程度。 

1.準備食物 
2.將食物將食物切好

適合的大小 

3.將食物放入水中浸

泡四小時 
4.四小時後取出食物 

    

5.將食物用抹布吸水 1 分鐘 
6.依序將食物秤重並

記錄 

7. 在 實 驗 箱 中 倒 入

2000c.c 的水 

    
8.放置隔板 9.依序放入食物 10.實驗箱設置完成 11.放入福壽螺 

    
12. 設置實驗組與對

照組 
13.定時觀測與紀錄 

14.每 24 小時後取出

食物吸水秤重 

15. 撰 寫實驗 結果與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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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表 2-1   根莖類：紅蘿蔔、洋蔥、馬鈴薯、山藥 

日

期 

時

間 

種類 

項目 紅蘿蔔 洋蔥 馬鈴薯 山藥 

12 

/ 

31 

12:00 重量(g) 48.5 38 50 43 

16:00 
分布(隻) 2 3 4 1 

食物狀況 周圍有咬痕 有一個凹洞 邊緣有咬痕 沒有變化 

1 

/ 

1 

8:00 

分布(隻) 1 3 2 4 

食物狀況 有裂痕 
洋蔥邊緣呈現

凹凸不平 

皮有裂痕且有

一個凹洞 

山藥皮掉了且

稍有凹洞 

12:00 

重量(g) 48 36.2 45.9 42.8 

分布(隻) 2 4 3 1 

食物狀況 裂痕更多 兩片洋蔥剝落 凹洞多 
有被吃掉一個

凹洞 

16:00 

分布(隻) 3 3 1 3 

食物狀況 
裂痕擴大且皮

被吃掉了 
很多洞 凹洞又更多了 凹一塊 

1 

/ 

2 

8:00 

分布(隻) 4 3 2 1 

食物狀況 
紅蘿蔔邊邊遭

啃食 
少了一層 

除了凹洞又更

多之外，有細

屑產生 

有凹進去 

12:00 

重量(g) 47.8 35.2 41.5 42.5 

分布(隻) 4 3 2 1 

食物狀況 有多處凹洞 兩片洋蔥變形 明顯凹陷進去 有裂痕 

重量差(g) 0.7 2.8 8.5 0.5 

重量差排序 3rd 2nd 1st 4 th 

分布比率 

(出現數量/總數) 
16/60≒27% 19/60≒32% 14/60≒23% 11/60≒18% 

分布比率排序 2nd 1st 3rd 4 th 

 

圖 2-1   根莖類食物變化照片圖 

   
▲12/31  16:00 ▲1/1  8:00 ▲1/1  12:00 

   
▲1/1  16:00 ▲1/2  8:00 ▲1/2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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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葉菜類：高麗菜、地瓜葉、小白菜、萵苣 

日

期 

時

間 

種類 

項目 高麗菜 地瓜葉 小白菜 萵苣 

1 

/ 

12 

12:00 
重量(g) 12.3 14.4 18.5 20.5 

食物狀況 完整 完整 完整 完整 

16:00 
分布(隻) 0 1 4 5 

食物狀況 沒變化 沒變化 有咬痕 有咬痕 

1 

/ 

13 

8:00 

分布(隻) 2 3 2 3 

食物狀況 
有缺陷，有一

隻直接在上面 

有六處明顯凹

洞 
有九處小凹洞 有個小洞 

12:00 

重量(g) 11.4 13.7 17.0 20.2 

分布(隻) 2 3 3 2 

食物狀況 有咬痕 有很多凹洞 
有多處凹痕，

葉緣有大凹洞 
凹洞變大 

16:00 

分布(隻) 2 3 3 2 

食物狀況 裂痕變多 凹洞變很多 

有三隻直接在

上面啃食，凹

洞變多 

凹洞更多 

1 

/ 

14 

8:00 
分布(隻) 3 2 1 4 

食物狀況 有裂痕 有很多洞 多很多洞 有撕痕 

12:00 

重量(g) 10.4 11.7 16.0 19.8 

分布(隻) 2 2 1 5 

食物狀況 有裂縫 有屑屑 多處有大凹洞 有凹洞 

重量差(g) 1.9 2.7 2.5 0.7 

重量差排序 3
rd
 1

st
 2

nd
 4 th 

分布比率 

(出現數量/總數) 
11/60≒19% 14/60≒23% 14/60≒23% 21/60≒35% 

分布比率排序 4 th 2
nd

 2
nd

 1
st
 

 

圖 2-2   葉菜類食物變化照片圖 

   
▲1/12 16:00 ▲1/13 8:00 ▲1/13 12:00 

   
▲1/13 16:00 ▲1/14 8:00 ▲1/14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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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穀物類：綠豆、玉米、米、吐司 

日

期 

時

間 

種類 

項目 
綠豆 玉米 米 吐司 

1 

/ 

18 

12:00 
重量(g) 10.0 20.5 10.0 14.7 

食物狀況 完整(左上) 完整 完整 完整 

16:00 
分布(隻) 2 6 0 2 

食物狀況 沒變化 沒變化 少了幾顆 沒變化 

1 

/ 

19 

8:00 
分布(隻) 3 4 1 2 

食物狀況 皮掉了 螺在食物上面 幾顆跑到外面 有咬痕 

12:00 

重量(g) 9.9 16.8 9.9 14.7 

分布(隻) 4 2 3 1 

食物狀況 少了幾顆 有凹洞 少了幾顆 少一點 

16:00 
分布(隻) 1 3 5 1 

食物狀況 皮剝落一些 沒變化 少了幾顆 沒變化 

1 

/ 

20 

8:00 

分布(隻) 1 3 6 0 

食物狀況 
沒變化，一隻

在壁上 

一塊皮掉，螺

全在壁上 

少ㄧ些，2 隻

隻 在 地 上 ， 4

在壁上 

沒變化 

12:00 

重量(g) 8.8 16.6 9.5 14.6 

分布(隻) 1 3 6 0 

食物狀況 皮掉了 皮快掉了 少了幾顆 沒變化 

重量差(g) 1.2 1.9 0.5 0.1 

重量差排序 2
nd

 1
st
 3

rd
 4 th 

分布比率 

(出現數量/總數) 
 12/60≒20% 21/60≒35% 21/60≒35% 6/60≒10% 

分布比排序 3
rd
 1

st
 1

st
 4 th 

 

圖 2-3   穀物類食物變化照片圖 

   
▲1/18  16:00 ▲1/19  8:00 ▲1/19  12:00 

   
▲1/19  16:00 ▲1/20  8:00 ▲1/2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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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花果類：花椰菜、香蕉、蘋果、番茄                                                               

日

期 

時

間 

 種類 

項目 
花椰菜 香蕉 蘋果 番茄 

1 

/ 

24 

12:00 
重量(g) 29.6 33.3 30.6 26.2 

食物狀況 完整 完整 完整 完整 

16:00 

分布(隻) 2 1 5 2 

食物狀況 停在上面休息 
一隻螺停在香蕉

皮上 

一隻螺在上面但

沒在吃 
螺沒在吃 

1 

/ 

25 

8:00 

分布(隻) 2                2 3 3 

食物狀況 
螺在吃花椰菜的

屑屑 

有兩福壽螺在香

蕉皮上面 

有一隻在上面外

型沒有改變 
吃掉一半 

12:00 

重量(g) 24.9 30 26.6 22.5 

分布(隻) 2 3 2 3 

食物狀況 
莖的位置，有一

點點的凹陷 

沒變化，有兩隻

在吃 

沒變化，有一隻

在吃 
沒變化 

16:00 
分布(隻) 5 3 0 2 

食物狀況 都在壁上 只有一隻在吃 多處有凹洞 沒變化 

1 

/ 

26 

8:00 

分布(隻) 2 2 3 3 

食物狀況 

兩隻都在壁上，

但水中飄了許多

花椰菜的花蕾 

香 蕉 因 泡 水 裂

開，有兩隻正在

吃香蕉皮 

都在壁上 螺在壁上 

12:00 

重量(g) 24.6 28.6 24.8 19.9 

分布(隻) 2 3 3 2 

食物狀況 
有隻在吃花蕾，

一隻在壁上不動 
三隻都在壁上 

在壁上不動，邊

緣有啃蝕的痕跡 
番茄減少更多了 

重量差(g) 5.0 4.7 5.8 6.3 

重量差排序 3rd 4 th 2
nd

 1st 

分布比率 

(出現數量/總數) 
15/60≒25% 14/60≒23% 16/60≒27% 15/60≒25% 

分布比排序 2
nd

  4 th 1st 2
nd

 

 

圖 2-4    花果類食物變化照片圖 

▲1/24  16:00 ▲1/25  8:00 ▲1/25  12:00 

 
▲1/25  16:00 

 
▲1/26  8:00 

 
▲1/26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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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重量變化圖&福壽螺分布比率圖 

 
▲根莖類食物重量變化折線圖  

▲根莖類食物福壽螺分布比率圓餅圖 

 
▲葉菜類食物重量變化折線圖 

 
▲葉菜類食物福壽螺分布比率圓餅圖 

 
▲穀物類食物重量變化折線圖 

 
▲穀物類食物福壽螺分布比率圓餅圖 

 
▲花果類食物重量變化折線圖 

 
▲花果類食物福壽螺分布比率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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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發現： 

1.根莖類重量差：馬鈴薯>洋蔥>紅蘿蔔>山藥；分布比率：洋蔥>馬鈴薯>紅蘿蔔>山藥。

馬鈴薯重量減少最多，表示福壽螺最愛吃馬鈴薯，猜測是因為馬鈴薯本身比較軟嫩。而

山藥重量減少最少，表示不愛吃山藥，猜測是因為山藥味道比較重，吃起來也不太好

吃。 

2.葉菜類重量差：地瓜葉>高麗菜>小白菜>萵苣；分布比率：萵苣>地瓜葉=小白菜>高麗

菜。福壽螺最喜歡吃地瓜葉，猜測是因為地瓜葉較為軟嫩，福壽螺較不喜歡吃萵苣，猜

測是因為太硬了，而導致福壽螺不喜歡吃。 

3.花果類重量差：番茄>蘋果>花椰菜>香蕉；分布比率：花椰菜>番茄>香蕉=蘋果。由重

量差可知，福壽螺最喜歡番茄，而對香蕉較沒興趣。猜測是福壽螺喜歡吃較軟嫩的食

物。 

4.穀物類重量差：玉米>綠豆>米>吐司；分布比率：玉米=米>綠豆>吐司。由重量差可知

福壽螺最喜歡吃玉米，對吐司最沒興趣。猜測是因為玉米有甜份，比較好吃。 

5.福壽螺分布比率與食物重量差沒有正相關性，有些食物區域分布率雖高但重量差卻沒有

很多，推測可能有其他因素水位高(地勢高低造成水位高低差)、光線強弱等原因影響螺

的分布，尚待研究。 

 

(六)研究誤差： 

1.食物因泡得過久爛掉了或變成碎屑不好秤重，而有研究誤差。 

2.泡水的食物會因為吸了水份而產生重量上的誤差，所以重量無法十分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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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三、探究不同水溫對福壽螺活動力的影響 

(一)研究器材： 

實驗箱 3 個、保麗龍盒(有蓋子)3 組、3 隻福壽螺、地瓜葉、溫度計、計時器 

(二)研究方法： 

1.測試 11~15℃、16~20℃、21~25℃、26~30℃、31~35℃等五種環境溫度。 

2.將 3 隻不同身高(2.2、1.5、0.8 公分)的福壽螺至於實驗箱中，另一側放進食物()。 

3.計時 60 分鐘，觀察與記錄福壽螺活動範圍與行為。 

4.進行資料分析與比較。 

1.量測福壽螺的重量 2.量測福壽螺高度 3.設置實驗箱 4.量測水溫 

    
5.倒入 960ml 的溫度水

實驗箱中 

6.將實驗箱放置在保

麗龍箱中 
6.放入福壽螺 7.定時量測水溫 

    

9.定時觀察與記錄 10.記錄移動路徑 11.討論研究結果 12.撰寫研究報告 

    
   

(三)研究結果： 

1.根據下表 3-1 研究紀錄得到的結果為：1 號福壽螺在水溫 31~35℃移動距離較遠，在

11~15℃的水溫下沒有移動。1 號只走平面，不往上爬行，且完全沒吃地瓜葉。 

2.根據下表 3-2 研究紀錄，得到的結果為：2 號福壽螺在水溫 21~25℃移動距離較遠，

11~15℃移動距離較近。 

3.根據下表 3-3 研究紀錄得到的結果為：3 號的福壽螺在水溫 16~20℃移動距離較遠，

11~15℃沒有移動。3 號會沿著壁邊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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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1 號福壽螺移動記錄紀錄表。(單位：公分) 

1 號 

室溫(℃) 光線(lux) 重量(g) 高度(cm) 

22 60~90 8.8 2.2 
時間 

(分) 
溫度 

項目 
11~15℃ 16~20℃ 21~25℃ 26~30℃ 31~35℃ 

0 

∣ 

10 

移動距離 0 0 7 5.92 21.02 

行為說明 
沒有伸出來，

也沒有移動 

頭伸出來一

點，但沒有明

顯的移動 

緩慢的移動 
轉 180∘後，

開始挪動身體 
一直前後徘徊 

10 

∣ 

20 

移動距離 0 1.4 7.14 1.4 0 

行為說明 
身體沒有伸出

來，沒有改變

位置 

沒有動作 慢慢走斜直線 
頭有出來，但

僅有移動一點 
身體縮回去了 

20 

∣ 

30 

移動距離 0 0 0 0 0 

行為說明 沒有移動 沒有動靜 停在原點附近 
頭有出來，但

沒有移動 

身體沒出來，

也沒移動 

30 

∣ 

40 

移動距離 0 1.4 0 0 0 

行為說明 沒有移動 向前移動 
頭有出來，但

沒有移動 
沒有移動 沒有移動 

40 

∣ 

50 

移動距離 0 1.4 0 4.54 0 

行為說明 沒有改變位置 

往 後 移 動 一

點，伸出觸鬚

又縮回去 

一直伸出長觸

角，似乎在試

探水溫 

移動的速度緩

慢 
固定不動 

50 

∣ 

60 

移動距離 0 0 0 1.4 0 

行為說明 
都在殼內，沒

有動 

原地不動，地

瓜葉完好如初 

緩慢擺動觸角

沒有移動，地

瓜葉完整 

沒有明顯的改

變位置，地瓜

葉完全沒碰到 

在原地不動 

移動總距(cm) 0 4.2 14.14 13.26 21.02 

移動排序 5 th 4 th 2nd 3rd 1st 

 
▲圖 3-1   1 號福壽螺移動距離累積折線圖 

0 0 0 0 0 0 00 0
1.4 1.4

2.8
4.2 4.2

0

7

14.14 14.14 14.14 14.14 14.14

0

5.92
7.32 7.32 7.32

11.86 13.26

0

21.02 21.02 21.02 21.02 21.02 21.02

0

5

10

15

20

25

0分 10分 20分 30分 40分 50分 60分

移

動

距

離

時間

1號福壽螺移動距離累積折線圖

11-15℃

16-20℃

21-25℃

26-30℃

31-3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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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2 號福壽螺移動記錄紀錄表。(單位：公分) 

2 號 

室溫(℃) 光線(lux) 重量(g) 高度(cm) 

22 60~90 4.8 1.5 
時間

(分) 

溫度 

項目 
11-15℃ 16~20℃ 21~25℃ 26~30℃ 31~35℃ 

0 

∣ 

10 

移動距離 0 23.1 26.6 12.19 8.96 

行為說明 沒有移動 斜斜的一直走 在菜上吃菜 沒動靜 正在往上爬 

10 

∣ 

20 

移動距離 0 49.78 66.39 0 0 

行為說明 靜止狀態 沿邊邊移動 繼續在吃菜 還是沒在動 
吸在壁上，沒

有在移動 

20-

∣ 

30 

移動距離 0 57.86 64.4 26.36 0 

行為說明 不移動 
沿著側邊繞了

一圈 

繞一圈回去吃

菜，繼續沿邊

緣爬行 

前往菜的方向

爬 
沒有動靜 

30 

∣ 

40 

移動距離 0 0 81.02 4.2 0 

行為說明 
肉有出來一點

點 
停下來吃菜 

繞著盒子邊緣

爬 
正在吃菜 沒有移動 

40 

∣ 

50 

移動距離 3.14 27.59 44.31 0 0 

行為說明 
往右斜後方移

動 

停在菜，上面

吃菜 

一直繞著盒子

爬，在爬到食

物時大便後再

走 

停在菜上吃菜 保持不動 

50 

∣ 

60 

移動距離 4.52 77.17 29.4 3.37 0 

行為說明 
緩慢爬行，爬

斜的 

又繞著外圍走

一圈 

爬回地瓜葉一

直吃 
一直進食 保持不動 

移動總距(cm) 7.66 235.51 312.12 46.13 8.96 

移動排序 5 th 2nd 1st 3rd 4 th 

 
▲圖 3-2   2 號福壽螺移動距離累積折線圖 

0 0 0 0 0 3.14 7.66 0
23.10 

72.88 

130.74 130.74
158.33 

235.50 

0
26.60 

92.99 

157.39 

238.41 

282.72 
312.12 

0 12.19 12.19
38.55 42.75 42.75 46.12 

0 8.96 8.96 8.96 8.96 8.96 8.96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280
300
320

0分 10分 20分 30分 40分 50分 60分

移

動

距

離

時間

2號福壽螺移動距離累積折線圖

11-15℃

16-20℃

21-25℃

26-30℃

31-35℃

c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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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3 號福壽螺移動記錄紀錄表。(單位：公分) 

3 號 

室溫(℃) 光線(lux) 重量(g) 高度(cm) 

22 60~90 1.6 0.8 
時間 

(分) 
溫度 

項目 
11~15℃ 16~20℃ 21~25℃ 26~30℃ 31~35℃ 

0 

∣ 

10 

移動距離 0 25.65 8.4 28 0 

行為說明 靜止不動 
沿著牆壁往地

瓜葉爬行 

沿 著 牆 壁 爬

行，在角落停

下 

先 往 前 再 向

右、向左移動 
在原點不動 

10 

∣ 

20 

移動距離 0 33.67 10.37 0 0 

行為說明 靜止不動 
沿著牆壁走，

經過地瓜葉 

繼續沿著牆壁

爬行 

停在裝置箱邊

不動 

在原點靜止不

動 

20 

∣ 

30 

移動距離 0 31.49 4.2 0 16.06 

行為說明 靜止不動 

吃地瓜葉 2 分

鐘後，爬到角

落 

沿著牆壁爬行 靜止不動 
在原點不動，

然後開始爬 

30 

∣ 

40 

移動距離 0 13.48 0 0 4.2 

行為說明 靜止不動 

先在角落不動

後，再爬回原

點 

在角落停下，

並收起觸角 

沒有移動，也

沒有伸出觸角 
爬到牆邊停下 

40 

∣ 

50 

移動距離 0 0 0 0 0 

行為說明 靜止不動 
黏在裝置箱壁

上不動 

在裝置箱的角

落休息 
靜止不動 在牆邊停下 

50 

∣ 

60 

移動距離 0 0 0 0 0 

行為說明 靜止不動 黏在裝置箱上 靜止不動 靜止不動 
爬 到 牆 邊 停

下，不動 

移動總距(cm) 0 104.29 22.97 28 20.26 

移動排序 5 th 1st 3rd 2nd 4 th 

 
▲圖 3-3   3 號福壽螺移動距離累積折線圖 

0 0 0 0 0 0 00

25.65 

59.32 

90.81 

104.29 104.29 104.29 

0
8.4

18.77 22.97 22.97 22.97 22.97

0

28
28 28 28 28 28

0 0 0

16.06 20.26 20.26 20.26

0

20

40

60

80

100

120

0分 10分 20分 30分 40分 50分 60分

移

動

距

離

時間

3號福壽螺移動距離累積折線圖

11-15℃

16-20℃

21-25℃

26-30℃

31-3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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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不同水溫下福壽螺移動距離統計表(單位：公分) 

水溫 

編號 
11~15 ℃ 16-20 ℃ 21~25 ℃ 26~30 ℃ 31~35 ℃ 

1 號 0 4.2 14.14  13.26  21.03  

2 號 7.66  235.51  312.12  46.13  8.96 

3 號 0 104.29  22.97  28 20.26  

移動總距 7.66 343.99 349.23 87.39 50.25 

平均距離 

(公分/隻) 
2.55 114.66 116.41 29.13 16.75 

活動力排序 5 th 2nd 1st 3rd  4 th 

 

 
▲圖 3-4    不同水溫下福壽螺移動距離長條圖 

 

 (四)討論發現 

1.根據表 3-4 中，可知福壽螺在水溫 16~25℃時活動力明顯活躍，而且經實驗發現越大隻

的福壽螺，在溫度越高有越活躍的趨勢，但比較不喜歡爬高。 

2.由表 3-4 可知，福壽螺不喜歡低溫的環境，當水溫低於 15℃以下活動力明顯下降，甚至

呈現靜止的狀態。 

 (五)研究誤差 

1.觀察的過程中會使水溫與空氣呈現對流的狀態，水溫與室溫產生熱平衡造成溫度不夠精

確。 

2.水的折射會造成觀測座標上的誤差。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11-15℃ 16-20℃ 21-25℃ 26-30℃ 31-35℃

0.00 4.20 
14.14 13.26 21.03 

7.66 

235.51 

312.12 

46.13 

8.96 0.00 

104.29 

22.97 28.00 20.26 

移

動

總

距

溫度

不同水溫下移動距離長條圖

1號

2號

3號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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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四、探究不同光線對福壽螺活動力的影響 

(一)研究器材：實驗箱 3 個、燈環 3 組、杜邦線 3 條、計時器、福壽螺 3 隻 、地瓜葉 3 組 

(二)研究方法： 

1.運用環板模擬全黑、1 顆燈泡、2 顆燈泡、3 顆燈泡、4 顆燈泡等五種環境。 

2.將不同身高(2.3、1.7、1.1 公分)的 3 隻福壽螺分別放入裝置箱中，另一側放進食物蓋上

箱蓋。 

3.計時 60 分鐘，觀察與紀錄福壽螺的移動座標與行為。 

4.進行資料分析與比較。 

1.寫入程式 

【說明】 

程式 1: 

當啟動時，將變數設

定完成，燈環刷新並

清除畫面。 

 

程式 2: 

從第一顆燈開始，刷

新螢幕顯示。 

 

程式 3: 

當 A 鍵被按下時， 

空一格顯示一顆燈，

以此類推。 

 

程式 4: 

當 B 鍵被按下，顯

示一顆燈，燈亮位置

設在第一顆燈。 

 

 

 
2.測量福壽螺重量 3.測量福壽螺高度 4.設置實驗箱 5.量測設置光線 

    
6.倒入 20~25℃的水 7.放入福壽螺 8.定時觀察與記錄 9.討論及撰寫報告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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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結果： 

1.根據下表 4-1 研究記錄得到的結果為：1 號福壽螺在 1 個燈的環境下移動最遠，朝向食

物的地方覓食，而在 4 個燈時雖然有移動，但卻是遠離光源。 

2.根據下表 4-2 研究記錄得到的結果為：2 號福壽螺在 2 個燈的環境下移動最遠。在 3~4

個燈會不動或是遠離光源。 

3.根據下表 4-3 研究記錄得到的結果為：3 號福壽螺在 2 個燈的環境下移動最遠。在 4 個

燈的環境下有避光的行為。 

表 4-1   1 號福壽螺移動記錄紀錄表。(單位：公分) 

1 號 

室溫(℃) 水溫(℃) 重量(g) 高度(cm) 

22 20~25 9.4 2.3 

時間 

(分) 

光線 

項目 

全黑 

( 0 Lux) 

1 個燈 

( 30-60 Lux ) 

2 個燈 

( 60-90 Lux ) 

3 個燈 

( 90-120 Lux ) 

4 個燈 

( 120-160 Lux ) 

0 

∣ 

10 

移動距離 5.6 1.4 14.56 0 28 

行為說明 
伸出觸角試水

溫 
頭轉了一下 

觸角一直動，

然後爬到牆邊 

在原地伸出觸

角不動 

爬到右下角，

再往到左下角 

10 

∣ 

20 

移動距離 4.2 8.16 5.6 0 0 

行為說明 往左爬一點 
原地轉兩圈，

然後開始爬 
沿著牆邊爬行 在原地不動 

在角落不動，

頭部背對光源 

20 

∣ 

30 

移動距離 1.4 33.49 7 0 0 

行為說明 往上爬了一點 
沿著牆邊繼續

爬行 

沿著牆邊爬到

角落 
在原地不動 

停在角落不動

(遠離光) 

30 

∣ 

40 

移動距離 5.82 15.4 0 0 0 

行為說明 
往下爬然後往

前一點 

沿著牆爬，吃

完地瓜葉再爬 
在角落不動 在原地不動 

停在角落不動

(遠離光) 

40 

∣ 

50 

移動距離 0 0 0 0 0 

行為說明 在牆邊停下 
沒有移動，但

在吃地瓜葉。 
在角落不動 在原地不動 

停在角落不動

(遠離光) 

50 

∣ 

60 

移動距離 0 0 0 0 0 

行為說明 在牆邊停下 
沒有移動，但

在吃地瓜葉。 
在角落不動 在原地不動 

停在角落不動

(遠離光) 

移動總距(cm) 17.02 58.45 27.16 0 28 

移動排序 4 th 1st 3rd 5 th 2nd 

 
▲圖 4-1   1 號福壽螺移動距離累積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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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2 號福壽螺移動記錄紀錄表。(單位：公分) 

2 號 

室溫(℃) 水溫(℃) 重量(g) 高度(cm) 

22 20~25 3.8 1.7 

時間 

(分) 

光線 

項目 
全黑 

( 0 Lux) 

1 個燈 
( 30-60 Lux ) 

2 個燈 
( 60-90 Lux ) 

3 個燈 

( 90-120 Lux ) 
4 個燈 

( 120-160 Lux ) 

0 

∣ 

10 

移動距離 60.62 25.86 55.76 6.76 21.34 

行為說明 
繞盒子邊緣爬

行 
跑到邊邊爬 

爬到壁上，頭

伸出水面 
爬到牆上 

經過右下角，

上爬後往回走 

10 

∣ 

20 

移動距離 35.57 48.27 66.26 0 2.8 

行為說明 
往地瓜葉的方

向爬行 
來回走動 觸角在摸菜 在牆壁上不動 爬一格高 

20 

∣ 

30 

移動距離 8.4 4.77 44.65 0 0 

行為說明 停在菜的下方 往菜的方向爬 繞蛇行爬 黏在牆壁上 沒有動 

30 

∣ 

40 

移動距離 11.2 0 35.71 0 0 

行為說明 
在地瓜葉的附

近爬行 
沒有動 黏在牆上爬 沒移動 沒有動 

40 

∣ 

50 

移動距離 66.09 0 44.52 0 0 

行為說明 
在菜附近爬行

但沒有吃菜 
沒有動 黏在邊緣爬 沒有移動 沒有動 

50 

∣ 

60 

移動距離 14 0 13.17 0 0 

行為說明 
在菜附近緩慢

爬行                                            
沒有動 往菜方向爬 沒有移動 沒有動 

移動總距(cm) 195.89 78.9 260.08 6.76 24.14 

移動排序 2nd 3rd 1st 5 th 4 th 

 
▲圖 4-2   2 號福壽螺移動距離累積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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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3 號福壽螺移動記錄紀錄表。(單位：公分) 

3 號 

室溫(℃) 水溫(℃) 重量(g) 高度(cm) 

22 20~25 1.6 1.1 

時間 

(分) 
光線 

項目 
全黑 

( 0 Lux) 

1 個燈 
( 30-60 Lux ) 

2 個燈 
( 60-90 Lux ) 

3 個燈 
( 90-120 Lux ) 

4 個燈 
( 120-160 Lux ) 

0 

∣ 

10 

移動距離 11.21 15.4 33.05 23.8 19.12 

行為說明 
向後爬然後就

不動了 
往邊邊移動 

繞一小圈適應

溫度 
爬了 3/4 圈 

試繞了一圈，

在原點停下 

10 

∣ 

20 

移動距離 1.97 6.08 1.4 5.6 23.32 

行為說明 
向上移動，移

動緩慢 

沿爬到地瓜葉

位置，開始吃 

在壁上休息，

縮在殼裡 

往上爬兩格後

休息 
在緩慢移動 

20 

∣ 

30 

移動距離 1.4 0 1.4 0 5.6 

行為說明 
往上爬之後就

不動了 

在吃地瓜葉，

不移動 

緩慢移動，沒

有伸出觸角 
沒移動 

背對光源，在

角落休息 

30 

∣ 

40 

移動距離 1.4 0 0 0 0 

行為說明 移動了一格 
在吃地瓜葉，

不移動 
在壁上休息 沒移動 

縮在殼裡，沒

有移動 

40 

∣ 

50 

移動距離 0 0 0 0 0 

行為說明 不移動 
在吃地瓜葉，

不移動 

在壁上休息，

縮在殼裡 
沒移動 

縮在殼裡，沒

有移動 

50 

∣ 

60 

移動距離 0 0 28 0 0 

行為說明 不移動 
在吃地瓜葉，

不移動 
直線緩慢移動 沒移動 

縮在殼裡，沒

有移動 

移動總距(cm) 15.99 21.48 63.85 29.4 48.05 

移動排序 5 th 4 th 1st 3rd 2nd 

 
▲圖 4-3   3 號福壽螺移動距離累積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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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不同光線下福壽螺移動距離統計表(單位：公分) 

亮度 

編號 
全黑 1 個燈 2 個燈 3 個燈 4 個燈 

1 號 17.02  58.45  27.16  0 28 

2 號 195.89 78.9  260.08  6.76  24.14  

3 號 15.99  21.48  63.85  29.4  48.05  

移動總距 228.9  158.83  351.09  36.16  100.18  

平均距離 

(公分/隻) 
76.3  52.94  117.03  12.05 33.39 

活動力排序 2nd 3rd 1st   5 th 4 th 

 

 
▲圖 4-4    不同光線下福壽螺移動距離長條圖 

(四)討論發現 

1.根據圖 4-1~圖 4-4 中，可知福壽螺大多比較喜歡在 1 或 2 個燈(30~90 lux)的環境下活

動，依據實驗可知，福壽螺移動時需要依靠較弱的光線。 

2.根據圖 4-4 中，可知福壽螺在全黑的環境下，移動距離偏短，而光線太亮，福壽螺的活

動力偏低，且有避光行為，如背向光源躲在殼裡。由此可知福壽螺不喜歡太亮的環境，

也不喜歡太暗的環境。 

3.由表 1-1~表 1-3 中，可知當 120Lux 以上的照度(約莫是白天樹蔭下的光線)，福壽螺會盡

量遠離較亮的光源。在農田裡福壽螺確實也有挖洞的行為，可知福壽螺挖洞可以讓自己

保有水分不散失外，也能避開強光。 

(五)研究誤差 

1.由於水的折射現象，會造成座標的判定不夠精確。 

2.移動距離的計算是以取概數到小數點後第 2 位，因此距離計算不夠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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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五、探究不同水位高度對福壽螺活動力的影響 

   (一)研究器材： 

裝置箱、福壽螺、水、地瓜葉、溫度計、計時器 

   (二)研究方法： 

1.準備 3 隻福壽螺( 2.3cm、1.8cm、1.4cm )，依據每隻福壽螺身高的 0 倍、1 倍、2 倍、3

倍高度等四種水位進行實驗。 

2.將福壽螺至於實驗箱中的一角，另一側放進食物。 

3.計時 60 分鐘，觀察與紀錄福壽螺活動範圍與行為。 

4.進行資料分析與比較。 

1.量測福壽螺的重量 2.量測福壽螺重量 3.計算容器的容量 4.量測 20~25℃水溫 

    
5.設置燈環(1 個燈) 6.設置裝置箱 7.倒入指定水量 8.放入福壽螺 

    
9.定時觀察與記錄 10. 討論及撰寫研究報告 

    

(三)研究結果： 

1.根據下表 5-1 研究紀錄得到的結果為：1 號福壽螺在 1 倍的水位高度下，活動力最高。1

號福壽螺的爬行距離相較於其他福壽螺並沒有移動太多。 

2.根據下表 5-2 研究記錄得到的結果為：2 號福壽螺在 2 倍的水位高度下，活動力最高，

在 0 倍水位高時沒有移動。 

3.根據下表 5-3 研究記錄得到的結果為： 3 號福壽螺在 2 倍的水位高度下，活動力最高，

在 0 倍水位高沒有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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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1 號福壽螺移動記錄紀錄表。(單位：公分) 

1 號 

照度(lux) 水溫(℃) 重量(g) 高度(cm) 

30-60  20~25 9.4 2.3 

時間 

(分) 
水位高 

項目 
0 倍 1 倍 2 倍 3 倍 

0 

∣ 

10 

移動距離 0 0 0 1.4 

行為說明 停在原點不動 停在原點不動 伸出肉左右搖擺 
向右倒一格，肉

伸出來 

10 

∣ 

20 

移動距離 0 0 1.4 0 

行為說明 停在原點不動 停在原點不動 倒下來伸出觸角 
倒 下 來 肉 伸 出

來，沒有移動 

20 

∣ 

30 

移動距離 0 0 0 0 

行為說明 停在原點不動 停在原點不動 
倒下來不動，身

體露出來 
沒移動 

30 

∣ 

40 

移動距離 0 1.4 1.4 0 

行為說明 停在原點不動 
觸角伸出來往左

旁一點 

倒 下 來 到 其 他

格，身體露出來 
沒動 

40 

∣ 

50 

移動距離 0 5.6 0 0 

行為說明 停在原點不動 
伸 出 觸 角 又 縮

回，向右爬行 
露出觸角 靜止不動 

50 

∣ 

60 

移動距離 0 5.6 2.8 1.4 

行為說明 停在原點不動 
一直伸出觸角，

向右爬行 
扭動身體 有移動一點 

移動總距(cm) 0 12.6 5.6 2.8 

移動排序 4 th 1st 2nd 3rd 

 

 
▲圖 5-1   1 號福壽螺移動距離累積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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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2 號福壽螺移動記錄紀錄表。(單位：公分) 

2 號 

照度(lux) 水溫(℃) 重量(g) 高度(cm) 

30-60  20~25 6 1.8 

時間 

(分) 

水位高 

項目 
0 倍 1 倍 2 倍 3 倍 

0 

∣ 

10 

移動距離 0 16.39 2.8 14.43 

行為說明 沒有動 
肉出來 5 分鐘後

才開始移動 
有伸出觸角 

伸出常觸角，往

菜的方向爬行 

10 

∣ 

20 

移動距離 0 1.4 19.94 4.2 

行為說明 沒有動 
肉有伸出，但只

移動一點 
往菜的方向爬 

又往回走，走回

角落 

20 

∣ 

30 

移動距離 0 0 12.11 0 

行為說明 沒有動 
肉有出來，黏在

牆上，沒有移動 

停在菜前方，有

伸出觸角 
沒有動 

30 

∣ 

40 

移動距離 0 7 0 0 

行為說明 沒有動 到處爬行 
停在菜前方，有

伸出觸角 
沒有動 

40 

∣ 

50 

移動距離 0 0 0 1.97 

行為說明 沒有動 
縮在殼裡，沒有

移動 

停在菜前方，有

伸出觸角 
移動一點點 

50 

∣ 

60 

移動距離 0 0 0 0 

行為說明 沒有動 沒有動 
停在菜前方，有

伸出觸角 
沒有動 

移動總距(cm) 0 24.79 34.85 20.61 

移動排序 4 th 2nd 1st 3rd 

 
▲圖 5-2  2 號福壽螺移動距離累積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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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3 號福壽螺移動記錄紀錄表。(單位：公分) 

3 號 

照度(lux) 水溫(℃) 重量(g) 高度(cm) 

30-60  20~25 2.2 1.4 

時間 

(分) 
水位高 

項目 
0 倍 1 倍 2 倍 3 倍 

0 

∣ 

10 

移動距離 0 9.8 8.97 18.2 

行為說明 沒有動靜 往角落方向爬行 轉了一圈 往左方爬行 

10 

∣ 

20 

移動距離 0 0 21.99 25.06 

行為說明 沒有動靜 停在角落 在一個區域繞圈 在小區域移動 

20 

∣ 

30 

移動距離 0 0 23.97 4.2 

行為說明 沒有動靜 縮進殼裡 邊緣爬行 移動三格 

30 

∣ 

40 

移動距離 0 0 8.4 19.99 

行為說明 沒有動靜 沒有動靜 在壁上前上爬行 緩慢移動 

40 

∣ 

50 

移動距離 0 2.8 5.6 21.18 

行為說明 沒有動靜 緩慢移動 在壁上移動 緩慢移動 

50 

∣ 

60 

移動距離 0 0       0 2.8 

行為說明 沒有動靜 沒有移動 停在壁上不動 向下移動兩格 

移動總距(cm) 0 12.6 68.94 91.43 

移動排序 4 th 3rd 2nd 1st 

 
▲圖 5-3   3 號福壽螺移動距離累積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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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不同水位高度福壽螺移動距離統計表(單位：公分) 

水位高 

編號 
0 倍 1 倍 2 倍 3 倍 

1 號 0 12.6 5.6 2.8 

2 號 0 24.79  34.85  20.61  

3 號 0 12.6 68.94  91  

移動總距 0 49.99 109.38 114.84 

平均平均 0 16.66 36.46 38.28 

活動力排序 4 th 3rd 2nd 1st 

 
▲圖 5-4    不同水位高度福壽螺移動距離長條圖 

(四)討論發現 

1.由圖 5-4 中可知，福壽螺在無水環境下，活動力最低，可知福壽螺不喜歡生活在沒有水

的環境。 

2.根據實驗可知，由表 5-4 中可知，福壽螺適合在有水的環境下生活，而當水位高度高於

身高 2 倍以上時，活動力較為活躍。 

(五)研究誤差 

1.移動距離的計算是以取概數到小數點後第 2 位，因此距離的計算不夠精確。 

2.由於水的折射現象，會造成座標的判定不夠精確。 

3.水位測量只做到 3 倍水位高，因做更高水位，會有更大的折射誤差、浮力等問題。所以

無法推估水位與活動力是否有正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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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六、運用智能 AI 裝置捕捉福壽螺 

(一)研究器材： 

保麗龍箱 1 個、KSB039、燈環、幫浦、伺服馬達、超音波模組、杜邦線、排針、字幕

機、棚布、裝置盒一個、木棍 5 根、杯子 1 個、地瓜葉、塑膠板 1 個。 

(二)研究方法： 

1.討論與設計 AI 智能裝置。 

2.用 MakeCode 撰寫食物投放、自動控水、智能感光程式寫入 KSB039。 

3.上傳裝置模組，製作智能 AI 裝置。 

4.將智能 AI 裝置放入農田實際運作，觀察與記錄裝置效能。 

(1)在農田中挖出兩條溝渠。 

(2)一條架設 AI 智能裝置視為實驗組，另一條不裝設器材視為對照組。 

(3)觀察與記錄福壽螺數量變化。 

5.分析資料與結果討論。 

    
▲討論智能設計裝置 ▲畫出設計圖 ▲撰寫程式 ▲上傳裝置模組 

    

▲製作智能 AI 裝置- ▲測試-食物投放 ▲裝置測試-光環板 ▲裝置測試-幫浦 

    
▲進行裝置實驗 ▲進行農田實測 

    
▲設置實驗與對照組 ▲觀察與紀錄 

 
▲圖 6-1    智能 AI 設計邏輯圖 

程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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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啟動時，伺服馬達的角度設為 0，然後先執行一次轉 90 度再轉到 0 度，結束後等待 5

小時後，才會再執行一次食物投放。 

 
2. 當啟動時，打燈環上的燈初始化後，再讓字幕機的畫面清除。 

  
3. 變數 sonar 設為超音波感測到的距離，先清除字幕機的畫面，再顯示超音波感測到的距

離。每兩小時會自動偵測一次，若感測到的離水面距離大於 20cm，幫浦就會進水 10

秒；若感測到的距離小於 15cm，幫浦就會出水 10 秒。 

 
4. 如果 micro:bit 上的光線感測值小於 30，就亮燈持續 1hr，1 小時後會再偵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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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結果： 

表 6-1   誘捕福壽螺統計表(單位：隻) 

組別 
觀測期 

項目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實驗組 智能 AI 裝置 0 25 31 40 

對照組 農田溝渠 0 11 8 5 

 
▲圖 6-1   誘捕福壽螺數量變化圖 

 (四)討論發現 

1.依表 6-1 可知，實驗組的福壽螺比對照組的多且捕捉到福壽螺日漸增加，而對照組的

福壽螺相對下降，表示福壽螺比較喜歡實驗組的環境。 

2.透過 AI 智能裝置下，能有效的誘捕福壽螺，達到省時省力且天然的功效。 

（五)研究誤差 

1. 福壽螺可能會鑽進土裡，造成無法準確清點福壽螺的數量。 

2. 正式實驗的次數不多，無法更客觀的證明效果。 

 

肆、 結論 

一、研究發現： 

經由研究，我們了解福壽螺的習性及對本土物種的危害性，以下是我們的研究發現：  

(一)福壽螺會危害本土種的生物的生存空間，也會大量啃食農作物。經田野調查與訪談專家

討論後，可採用圍堵法或利用水位差的控管讓福壽螺集中，再進行人工撈捕給鴨子、烏

鰍等生物吃。 

(二)經食物研究，發現福壽螺喜歡吃馬鈴薯、地瓜葉、番茄、玉米等食物，而對山藥、萵苣、

花椰菜、吐司等食物較沒興趣，發現牠們比較喜歡軟嫩且有甜份的食物。 

(三)在溫度實驗中，發現福壽螺在水溫 16-25℃的環境下，活動力較為活躍，在低於 15℃的水

溫較不活躍，所以福壽螺在冬季活動力低。另外越大隻的福壽螺越能適應較高溫的環境，

但卻不喜歡往高處爬行。 

(四)經光線實驗中，發現福壽螺喜歡昏暗的環境，在全黑或光線太亮的的環境下活動力明顯

偏低，尤其當光線過亮時除了會縮進殼裡也會遠離光源、鑽進土裡躲避強光。 

(五)根據水位高度實驗，發現福壽螺在乾燥環境下活動力差，會縮在殼裡或鑽進土裡保持自

身水分，而牠們也較能適應高水位的環境，喜歡在有水的環境下活動。 

(六)智能 AI 裝置中，透過食物投放、控制光線、控管水位高度等三項裝置來誘捕福壽螺，明

顯提升捕捉效率，可減少農人在人力上的負擔，也能降低農藥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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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發展： 

除了上述研究外，還有一些想法尚未完成，希望仍在未來繼續改進與努力： 

(一)在觀察福壽螺的過程中，後續研究可以架設攝影機，監測田中福壽螺的動向，做長時間

的觀測與比較。 

(二)為求實驗精確，每個類別項目的食物，可以增加實驗次數，增加資料的準確性，以了解

福壽螺的習性。 

(三)在水溫研究中，水溫維持在一定區間內並不容易，除了在觀測過程中，需減少與空氣的

接觸外，還需定時監測溫度做好控溫步驟，因此可以尋找控溫裝置得以維持溫度的恆定。 

(四)在光線研究中，會因為水的折射會影響座標判斷上的誤差，可以利用尺或其他工具輔助

測量，以減少誤差。另外可增加實驗次數，以增加結果的準確性。 

(五)在水位研究中，除了可以利用工具降低水的折射現象造成的誤差，另外可以研究更高水

位了解，了解在不同水位下福壽螺的行為狀況。 

(六)在智能裝置下，可以再改進的方向是，結合手機遙控，在家也可監控農田狀況，並且進

行遠端控制裝置啟動，也可用 AI 辨視鏡頭辨識福壽螺，使伺服器馬達轉動，自動啟動裝

置，以增加裝置的自動化效能與便利性的功效。 

 

三、建議： 

依據研究心得，提供一些建議，給後續針對福壽螺研究或對於智能 AI 裝置進行改善的人： 

(一)可以研究流動水域與靜止水域對福壽螺的影響性，我們的實驗大多是在實驗室進行，偏

向靜態水域的環境，但農田環境多為流動水域，後續可以在流動性的場域深入研究。  

(二)AI 智慧裝置主要動力來源是電力，農人對於福壽螺的危害問題，希望以最低成本來進

行，因此後續研究上可用水力發電的概念，來解決電力問題，使器材朝向簡化與簡便的

方向努力。 

(三)在 AI 的裝置下開發下，可設計自動捕捉的機器人，降低人力上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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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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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大綱 

(一) 生態農田的理念 

1.生態農田與一般農田的差異? 

2.生態農田的優缺點? 

3.在自然農法下，有遇到什麼困境嗎? 

 

(二)福壽螺與環境 

1. 福壽螺比較喜歡何種環境? 

2. 在什麼環境下常看到福壽螺? 

3. 福壽螺在哪個季節較為活躍? 

4. 水位高度差對福壽螺是否有影響? 

 

(三)福壽螺與農田 

1.農田中福壽螺的比例高嗎? 

2.福壽螺對農田有造成什麼危害? 

3.福壽螺與農田有共生的可能嗎? 

 

(四)福壽螺的食物 

1. 福壽螺比較常啃食農田中什麼食物? 

 

(五)福壽螺的防治策略 

1.針對福壽螺的入侵，如何預防? 

2.在福壽螺的防治上採用了什麼方式，請具體說明? 

3.防治的成效如何? 

4.是否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