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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高中（職）組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願君多採瓜 此物最相思－探討絲瓜對生物多樣性之影響 

一、摘要： 

  在校園中，我們發現了絲瓜周圍的土地看起來比較荒蕪，展開絲瓜對周遭植株影響的實

驗。我們利用了尼龍繩跟直尺圍出樣區再利用Seek 生物測量App測量植株物種為何，之後將

得到物種資料以座標軸及各生物多樣性指標分析，透過實驗的觀察及數據的分析，我們得知

了在有絲瓜的狀況下，位置分布較不均，但物種多樣性較高，周圍土地可能具有較大的可能

可以得到養分，造成該區域生物可存活量提高，可以使更多種類的植物在此生存。 

  我們認為這個結果，可以運用在觀光農業及人口糧食方面，透過小範圍的測試，得知特

定農作物的特性，透過密集度的調整還有營養供給方式，我們可以使作物生產品質提高、增

加農園美觀。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我們在校園小農地中，意外發現到有絲瓜生長的區域中，與旁邊無絲瓜的區域相比整體看起來

有很多較光禿的土地，我們還發現到無絲瓜的地方，看起來有部分單一種植株分布比較多，此現象

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又想起老師上課講到的生物多樣性，還有從小聽到大的生物交互作用，激起

我們猜想：絲瓜是否會影響到周圍植株的分布與多樣性，因此我們以此為題，展開了實驗。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文獻探討： 

        透過黃郁芸老師所撰的「生物間的交互作用」一文中，我們得知到生物交互作用，並將

影響分成： 

 

1.正面：對周遭共生植物具有利益。例如：獲得更多養分、得到保護…等等 

2.負面：對周遭植物具有傷害或是害處。例如：競爭資源、釋放有害化學物質...等等 

  透過我們對絲瓜的觀察：周圍有許多光禿的土地，加上未發現絲瓜具有「釋放有害化學

物質」能力的文獻，因此我們假設絲瓜會和周圍植株競爭資源，而對絲瓜樣區生物多樣性有

負面影響。 

 

 

探究目的： 

我們對此推論提出三個面向的研究目的： 

1. 測量所設樣區內物種個數。 

2. 測量所設樣區內各植物的分布狀態。 

3.測量所設樣區內植物的物種多樣性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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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設計： 

  為確保實驗精確度，降低實驗誤差。我們在校園小農地中找到了符合我們實驗需求的兩

塊樣區，定義為樣區Ａ、Ｂ，設計了具有絲瓜的實驗組，及無絲瓜的對照組，而實驗組別設

計為下： 

控制變因：濕度、光照度、溫度...... 

操縱變因：樣區內有無絲瓜(有絲瓜則為實驗組)。 

應變變因：物種多樣性、分布位置。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1.實驗器材： 

  我們利用了紙、筆、尼龍繩、直尺及手機，就展開了這次的實驗，我們首先利用尼龍繩

圍出30*30的樣區，選定原點，在X及Y軸上放上直尺，以測量植株座標。並利用seek軟體將

樣區內所有物種。 

 

 

 

 

 

 

 

 

 

 

 

 

 

 

 

圖一、樣區示意圖 

2.實驗結果： 

（1）樣區生物分佈圖 

  我們測量完數據發現到我們數據太過繁多，四個組別的數據就有兩張雙面A4紙，要（圖

二）的實驗數據做實驗分析需要很長的時間，此外我們發現（圖三）的手繪圖表無法精確描

繪，因此我們將所有資料匯入excel利用其功能，幫我們繪製（圖四）分布圖。 

分布圖呈現於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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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實驗數據：樣區A實驗組                      圖三、手繪分布圖：樣區A實驗組 

 

 

 

 

 

 

 

 

 

圖四、樣區A對照組與實驗組物種分布圖 

 

 

 

 

 

 

 

圖五、樣區B對照組與實驗組物種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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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分布圖、種類、數量，我們發現有絲瓜的環境中，雖然植株數量沒有高於無絲瓜的

組別，但是透過上列圖表可得知，在樣區Ａ的對照組只有4種物種，相比實驗組有14種少了不

少，而在樣區Ｂ對照組有6種物種，實驗組有8種也略勝對照組。 

  綜上所述，在種類數目方面有絲瓜的組別均高於無絲瓜的組別。且有絲瓜的組別植株分

佈會比較不均勻。 

（2）生物多樣性指數分析 

  由於我們看到有絲瓜組別的種類數目高於無絲瓜的組別，因此在搜尋過資料後，我們找

到了四個指數公式，分別為代表物種數量的豐富度指數、代表物種均勻分布程度的均勻度指

數，以及綜合上述兩個條件的生物多樣性指數處理過後的數據為下列（圖七~九）： 

 

 

 

 

 

 

 

 

 

 

圖六、公式整理 

Ａ.在豐富度指數方面，我們看到各實驗組的數值都高於對照組，表示有絲瓜的樣區，其物種

較為豐富（圖七）。 

 

 

 

 

 

 

 

 

 

 

 

 

圖七、各組豐富度指數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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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均勻度指數方面，我們看到各實驗組的數值也都高於對照組，表示有絲瓜的樣區，各物

種的數量較為平均，無較強勢的物種在樣區內大量生活、繁衍（圖八）。 

 

 

 

 

 

 

 

 

 

 

 

 

圖八、各組均勻度指數長條圖 

 

C.在物種多樣性的對比中，我們發現到無論使用辛普森指數還是香農指數所呈現的結果都是

實驗組高於對照組。可以得知在有絲瓜的環境中，生物多樣性會較高（圖九）。 

 

 

 

 

 

 

 

 

 

 

 

圖九、各組多樣性指數長條圖 

 

綜合以上我們發現在各指數實驗組的數值均高於對照組，由此可知有絲瓜的樣區，物種數量

較均勻，物種種類較豐富，物種多樣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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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實驗討論： 

（1）絲瓜對於物種多樣性的影響： 

  我們發現到實驗開始前，所觀察的有絲瓜生長的周圍植株較少，因此我們直觀認為絲瓜

周遭的生物多樣性較低，但是在實驗後我們發現絲瓜周遭的生物多樣性反而比較高，此現象

是我們先前沒有想到的，此結果直接推翻我們先前的預期。 

 

（2）絲瓜對生物多樣性有正向影響的成因： 

  我們認為這個與生物負載量和種子萌發的機制有關係，因為種植絲瓜的土地經常會有人施  

 肥及灌溉，使營養需求較高的植物在此紮根，造成較多物種在這裡生活。沒有絲瓜的土地經 

 常就是無人照顧，土地貧瘠，只有少數可以適應此環境萌發的物種可以在此生存，可能為雜

草、或低營養要求的植物。這就是我們認為會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探究結論： 

1. 沒有絲瓜在的樣區比有絲瓜的樣區位置分布的較均勻，但是物種均勻度較低。 

2. 有絲瓜的樣區中生物多樣性指數會比沒有絲瓜的樣區高。 

3. 絲瓜與周遭植物為片利共生。 

4. 我們推測會造成此差異，是因為生物負載量差異及種子萌發機制所導致的結果。 

生活應用： 

1. 種植農作物時若計算好每個作物的營養需求，將作物安排好適當的距離，便能使農田既

美觀又能增加整體收益。 

2. 在未來若人口持續增加到超過環境負載力時，會造成資源不足導致死亡率上升，透過我

們的實驗也許可以增加食物產量或品質進而提高環境負載力。 

3. 未來可以透過Seek APP及隨處可見的材料，了解生活周遭生物生活的狀態、各生物間的

互動、讓每個人都可以接觸生態，人人都可以變成生態觀察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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