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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為了在競爭激烈的大自然中生存下來，生物們無所不用其極，利用各種求生

技倆增加自身的存活率。在某次攀登雞籠山的途中，我們在竹林中看到了一枝看

似普通，卻又和兩旁不太一樣的枯枝，走近一看，才發現原來是一隻竹節蟲。回

去之後，我們查詢相關資料，了解到原來這種生物們透過將自己與外在環境合為

一體，以保護自己的方式稱為「偽裝」。 

 

  但在研究的同時，我們發現有另一種與偽裝極其相似，卻又不同的的求生招

式—「擬態」。這神乎其技的生存技巧，引起我們極大的好奇心，想要有更進一

步的認識，因此進行了以下研究。 

 

二、 研究方法 

 

    請教老師有關擬態的基本知識，並透過網路、書籍搜尋更多更詳細的資料及

圖片，了解關於擬態的種種樣貌。 

 

貳‧正文 

 

一、 擬態 

 

（一） 何謂擬態？ 

 

  自然界的生物為了生存，彼此在外型上互相模仿，以混淆外界（如掠

食者或獵物）的視聽、認知，我們稱這種技巧為「擬態」（Mimicry），大

多出現在昆蟲、魚類及兩棲類，甚至植物或者是真菌都可以見到這種現象。 

   

（二） 擬態與偽裝 

 

  一般人常會把擬態和偽裝混為一談，像是有人看到下圖(圖一)，會說

「蜘蛛偽裝成螞蟻的樣子」，就平常而言這無傷大雅，但如果從嚴定義的

話，兩者其實有明顯的區別：擬態及偽裝皆是透過模仿來欺騙其他生物，

但前者是「生物與生物」之間的互相模仿；後者則是透過外型、顏色、斑

紋或舉動，將自己「模仿成環境的一部份」，所以上述的例子應該說「蜘

蛛擬態成螞蟻的樣子」較為精確，而偽裝的例子則以扮成枯葉的枯葉蝶(圖

二)及裝成樹枝的竹節蟲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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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擬態—螞蟻及蟻蛛 

 

 
圖二、偽裝—枯葉蝶 

 

二、 擬態的分類 

 

（一） 依照擬態的對象與目的，大約可分為以下幾類： 

 

１、 貝特斯氏擬態（貝氏擬態） 

 

２、 穆勒氏擬態（穆氏擬態） 

 

３、 默滕斯氏擬態 

 

４、 進攻型擬態（侵略性擬態）  

 

５、 韋斯曼氏擬態（宿主擬態） 

 

  以下將針對上述的各類擬態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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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貝特斯氏擬態（貝氏擬態） 

 

  某些無毒無害的被獵食者藉由擬態成有毒、有刺或味道不佳的其他生

物，降低被獵食者獵捕的機率，可以說是一種近似於「狐假虎威」的擬態

形式。 

 

  例如無毒的黃腹鹿子蛾（圖三）擬態成有毒針的蜂類（圖四），或是

雌性的雌紅紫蛺蝶（圖五）擬態成有毒的樺斑蝶（圖六），讓身為獵食者

的鳥類以為牠們是有毒的，而放棄捕食牠們。 

 

        

     圖三、黃腹鹿子蛾          圖四、寡毛土蜂 

 

       

    圖五、雌性雌紅紫蛺蝶          圖六、樺斑蝶 

 

（三） 穆勒氏擬態（穆氏擬態） 

 

  許多獵食者都是藉由嘗試獵食，才了解那些生物不宜食用，而有些不

宜食用的物種相互之間外型十分相似，以減少個體在野外被獵食者嘗試獵

食的機會，而這些物種所構成的組合稱為「擬態環」，而其中也常會有「貝

氏擬態」的擬態者混入其中。 

 

  例如台灣的四種紫斑蝶（圖七）外型相似且皆具有毒性；另外具有毒

性的各種青斑蝶之間也有這種情況，而無毒的斑鳳蝶則順勢混入這個擬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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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中（圖八）。 

 

  
    圖七、台灣的四種紫斑蝶      圖八、斑鳳蝶（上）與青斑蝶（下） 

 

（四） 默滕斯氏擬態 

 

  此種擬態與貝氏擬態相似，同樣是依靠模仿有毒而不被獵食者所喜愛

的生物來保護自己，但差別是這些擬態者本身就具有毒性，但因毒性過

強，使獵食者中毒死亡而無法達到警告的效果，所以去模仿毒性較弱的類

似物種，獵食者在捕食弱毒性物種後不會因此死亡，才能獲得教訓，不再

對其進行捕食，而身為擬態者的劇毒性物種也同時受到保護，是一種較為

少見的擬態，常見於珊瑚蛇類間。 

 

  值得一提的是，珊瑚蛇類之間的擬態環由含有劇毒、弱毒及無毒的蛇

類所組成，最初以為擁有劇毒的種類(例如德州珊瑚蛇，圖九)是三者中的

被擬態者，但後來發現其實擁有弱毒性的蛇種(例如假珊瑚蛇，圖十)才是

真正的被擬態者，而含有劇毒的種類透過「默滕斯氏擬態」，擬態成弱毒

性蛇種。 

 

     
   圖九、德州珊瑚蛇（劇毒）      圖十、假珊瑚蛇（弱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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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進攻型擬態（侵略性擬態） 

 

  有些生物為了更容易獲得食物或進行捕獵，擬態成無害物種的樣子，

依照擬態對象又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化身為「披著羊皮的狼」，擬態成

被獵者或對其無害的物種，降地被獵者的戒心，混進其群體後趁機獵食；

第二種則是「致命的吸引力」，透過擬態成對被獵者有引誘性的物體、生

物(如食物、配偶)，吸引被獵者前來後再進行獵食。 

 

  上述第一類的例子有藍粗喙蝽(圖十一)擬態成獵物藍金花蟲(圖十二)

的外型，方便混入藍金花蟲的覓食區中捕食；第二類的話則有鮟鱇魚(圖

十三)一支前背鰭形似小魚、蠕蟲，吸引其他魚類前來以便捕食。 

 

  

         圖十一、藍粗喙蝽                  圖十二、藍金花蟲 

 

 

圖十三、鮟鱇魚(因為是深海魚類，照片取得不易，故以示意圖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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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韋斯曼氏擬態（宿主擬態） 

 

  為了混入寄宿主的生活環境以達到寄宿、寄居的目的，擬態者會擬態

成寄宿主的模樣，讓寄宿主不易察覺，也就是所謂的「魚目混珠」，常見

於鳥類及社會性昆蟲。 

 

  例如各種杜鵑鳥的蛋與其寄宿主(例如大葦鶯、日本鵐、灰喜鵲等)的

蛋 (圖十四)就極為相似；維達鳥科的鳥類的幼鳥(例如針尾維達鳥幼鳥，

圖十五) 也形似宿主梅花雀科的鳥類(例如橫斑梅花雀，圖十六)。 

 

 
圖十四、杜鵑蛋及其各種宿主的的蛋（箭頭代表杜鵑的蛋） 

 

       

     圖十五、針尾維達鳥幼鳥              圖十六、橫斑梅花雀 

 

參‧結論 

 

  其實人類為了在現今的生活中生存下來，或者是進行其他各類活動時，有時

也會使用到近似於擬態的技巧，例如有許多仿冒品牌利用極為相似的名稱、商

標，讓消費者誤以為是知名品牌而購買；為了更接近一些野生動物並對其行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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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更進一步的研究，也會將一些研究器材如攝影機模擬成生物的樣子，以便混入

其中取得相關的珍貴資料或畫面。 

 

    雖然以上探討的擬態是一種非常實用的求生招式，但這其實只是大自然中生

物們經歷多年，所演化出的生存技巧中的冰山一角罷了。從這之中，我們理解到

牠們雖然面對這殘酷、競爭的環境，但仍然沒有放棄，個個無不絞盡腦汁、透過

各種辦法來適應環境，以求生存；反觀人類世界，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人們為了

在快速、緊湊的現代社會中，力圖一個安生立命的位置，或著以他人成功的經歷

為參考，或者精進自己的技能、增加自我的優勢，又或者走上前人未曾開闢的道

路，爭取屬於自己的未來。看到這裡，我們可以得知，無論人類再怎麼認為自己

是地球上最優越的物種，我們仍然是這廣闊大自然的一部份，而人類社會也不過

是自然界各種現象的縮影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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