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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是研究如何設計一個裝置，此裝置可以大量吸在水面上的孑孓並給魚吃，而且魚

缸可以架在水溝上魚比較不容易死掉，而我們在研究時發現，如果要產生吸力及排水則需要

額外的動力－馬達。另外我們實驗了孑孓通過沉水馬達並不會死亡，還可以利用魚缸的出水

口會產生衝力把孑孓沖到馬達附近，所以，可以利用這個特性把孑孓沖到邊緣後再利用馬達

吸引孑。最後，我們發現，外接漏斗可以增加吸引孑孓的數量。最後我們還使用這個裝置在

學校水溝中做實測。 

 

壹、研究動機 

  有一次在上課的時候我們發現有蚊子，於是我們開始思考蚊子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後來

我們發現，大部份的蚊子是從水溝來的，是蚊子在水溝中產卵，尤其在靜止不太會流動的水

中居多，近年來許多專家也想出許多方法對付水溝中的孑孓，但效果都有限不然就是有一些

限制，因此，我們決定發明一個新型的裝置來對付水溝中的孑孓。 

貳、研究目的 

一. 利用九龍公道杯設計吸孑孓裝置 

二. 利用魚菜共生概念設計吸孑孓裝置 

三. 孑孓是否有辦法活著通過沉水馬達 

四. 馬達位置是否會影響吸孑孓研究 

五. 籃子捕捉陷阱網外接吸管在不同位置吸孑孓研究 

六. 第二代密封馬達設計引孑孓研究 

七. 第二代密封馬達密封沉水馬達外接不同數量吸管吸孑孓引研究 

八. 第二代密封馬達外接不同漏斗直徑吸引孑孓引研究 

九. 第二代密封馬達加長水管路徑吸引孑孓引研究 

十. 水溝實測吸引孑孓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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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器材: 

表 1 實驗材料及功用 

 

 

 

 

 

 

 

 

 

 

 

 

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 資料蒐集 

1969 年新加坡的科學家第一次將產卵誘集器作為防治登革熱病媒蚊的工具，在桶子

內壁添加黏膠或黏紙，黏住飛進誘集器的蚊子導致死亡，桶內也對蟲卵孵添加殺蟲劑或

微生物製劑殺死幼蟲，桶內也能放置吸引病媒蚊的物質，增加誘引效果。但是，白線斑

蚊會有分散產卵。 

 

編號 材料 功用 

１ 沉水馬達 吸引水 

２ 吸管 增加捕捉範圍 

３ 塑膠籃 製造捕捉陷阱 

４ 塑膠盒(大) 模擬水溝 

５ 塑膠盒(小) 密封沉水馬達 

６ 樂高 模擬水溝蓋及製造高度 

７ 漏斗 增加捕捉範圍 

８ 魚飼料 模擬孑孓 

９ 水管 引導水路用 

１０ 束帶 固定水管的方向 

１１ 寶特瓶 製造虹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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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 1:因此我們思考能否利用主動性的方式，將水面上的孑孓收集一網打盡。 

   

    最近網路上還有人推廣使用生態缸養魚防登革熱病媒蚊，這實際用途不大，主因是斑蚊

並不喜歡在這種地方卵。另外，如果在陰暗的角落放置魚類，但是沒有陽光的關係，所以水

中沒有藻類或是微生物，因此魚類很容易死掉。 

想法 2:是不是能將魚養在有陽光的地方還有吃孑孓。 

    孑孓有一個特性就是一定要浮在水面上進食或是呼吸，因此高雄衛生局曾經用洗潔劑的

泡沫使得孑孓無法呼吸，可是，必須要常常倒而且可能會汙染水源。 

想法 3:是不是有辦法使用物理的辦法處理孑孓。 

 第 51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曾經利用１元硬幣釋放銅離子，來抑制孑孓生長，但是有專家

發現必須要有高濃度的銅離子，如果水太多可能無法有太大的效果。 

想法４:是不是有辦法處理水較多或是水較深水溝中的孑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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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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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步驟 

1. 測試不同的裝置 

2. 放入魚飼料模擬孑孓 1 公克約 408 顆到模擬的水溝。 

3. 開啟馬達 30 秒。 

4. 紀錄上方魚缸中吸到魚飼料的顆數。 

伍、研究結果及討論 

一、 利用九龍公道杯設計吸孑孓裝置 

  我們一共討論了 3 個方案，分別是方案 A、B、C，但是我們仔細檢討後發現只有方案 C

利用四年級教過的九龍公道杯最可行，於是我們決定利用虹吸來設計我們的裝置。 

方案 A 

 

方案 B 

 



6 

 

方案 C 

 

結果： 

  我們使用了寶特瓶製作九龍公道杯，並外加兩個管子希望孑孓能從兩個管子吸入後，再

從下方水排出，將魚放在裡面吃孑孓，可是當我們放在水中後才發現，一旦水位高過下方Ｕ

行管，水會從下方進入寶特瓶中，而非我們想像的從下方排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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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這時我們才想到老師四年級有教連通管原理，一旦外面水面高過Ｕ型管，水這時是從外

面流向裡面，與我們四年級學的剛好相反是因為九龍公道杯是放在空氣且裡面是水的狀況剛

好相反，這時，我們知道水是由高處往低處流，如果要產生吸力及排水則需要額外的動力－

馬達。 

 

 

二、 利用魚菜共生概念設計吸孑孓裝置 

  我們參考了「第 58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及海洋救星–水中漂浮垃圾回收桶」及魚菜共生

的概念，將馬達引入我們的裝置中，因此我們研發了第一代吸引孑孓的裝置，就是買水族管

所使用的沉水馬達，並將馬達放入籃子中，並沒入水中，並將水抽上來抽入上方魚缸中，魚

缸中再放入一個空管，當水位高過空管時水就會自動流回水溝中且空管上面罩住濾網防止孑

孓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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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我們開始著手買馬達，原本以為會很順利，但是我們買的第一顆沉水馬達發現它抽

起來水的高度大約只有３０公分如下左圖，因為實際水溝會比３０公分高，因為我們又換了

一顆馬力比較強的馬達並用椅子架高如下右圖，結果我們成功把水吸到上方的魚缸中了。 

  

  接著我們就開始利用樂高設計架子模擬水溝蓋及澤備開始第一代的實測。 

 

 

結果： 

  水可以順利產生循環，但是上方流入下方和下方抽到上方的水量必須要相同，才不會有

水太多從魚缸溢出的現象。 



9 

 

討論： 

  水的流速是關鍵，可以改變水管的粗細或是流出的開口，因此我們決定改變上方空管開

口就好了，而且支架必須承受魚缸的重量這也是我們要考慮的。 

 

三、 孑孓是否有辦法活著通過沉水馬達 

由於沉水馬達裡面有葉扇，我們擔心孑孓通過沉水馬達後到達魚缸會死掉，而魚就不會

想吃了，因此，我們決定養一隻孑孓來做活體測試，如下圖。 

  

結果： 

  我們測試了５次發現孑孓都有辦法成功通過我們的沉水馬達並活下來，有趣的是孑孓抽

到魚缸後會暫時不動裝死，有可能是受到驚嚇。 

 

討論： 

經過這次實驗成功後，我們確信我們的裝置是可行的，但是我們無法在每一次模擬的狀

況下使用孑孓，因此，我們決定用魚飼料代替，理由是孑孓的特性是浮在水面上，魚飼料也

會浮在水面上，而且魚飼料不會傷到我們的沉水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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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馬達位置是否會影響吸引孑孓研究。 

  由於孑孓在水面上會有不同分布，我們決定將魚飼料固定 1 公克約 408 顆，而且我們把

魚飼料均勻分布在水面上，並放馬達在中間和旁邊的位置，固定時間 30 秒來測試吸引到的魚

飼料有多少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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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可以發現馬達放在旁邊所吸引的數量最多，放在中間所吸引的魚飼料則是最少。 

 

 

 

 

 

 

 

 

 

 

討論： 

  魚缸的出水口可能會產生衝力會把魚飼料沖到邊緣，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特性把孑

孓沖到邊緣後再利用馬達吸引孑孓，因此，之後的實驗我們都把馬達放在模擬的水溝邊緣。 

 

 

 

  馬達位置 

   

吸引 

數量 

 

 

中間 

 

 

旁邊 

1 0 74 

2 0 29 

3 1 39 

平均數量(顆) 0.3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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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籃子捕捉陷阱網外接吸管在不同位置吸引孑孓研究 

  因為要吸引孑孓，所以必需要有一個東西能夠把孑孓困在馬達周圍，所以我們決定將馬

達放在盤子裡再放入水中如下圖，如此，可以將孑孓困在籃子的範圍內，而且籃子上也可以

外接吸管，我們認為這樣可以增加馬達的吸力範圍。 

  

  

 

 

  



13 

 

 

  

 

結果： 

  加了籃子後吸引食料的數量明顯平均下降了約 10 顆，而吸管在水平面上的數量最少只有

19.7 顆，吸管在中間的數量有最多 51..3 顆，然而將吸管放在最底部數量卻沒有增加。而且我

們刻意將魚飼料放入吸管中，其實並沒有半顆飼料從吸管的入口進入到馬達中。 

 

 

 

 

 

 

  距離水面 

   

吸引 

數量 

無吸管 

（無籃） 

無吸管 

（有籃） 

吸管離水面

0 cm 

吸管離水面

4 cm 

吸管離水面

10 cm 

1 74 30 27 41 31 

2 29 50 21 61 25 

3 39 35 11 52 28 

平均數量

(顆) 
47.3 38.3 19.7 

51.3 28 



14 

 

 

討論： 

我們發現加了籃子，飼料下降是因為籃子雖然有洞可以讓飼料進來，但是進來的難度明

顯有增加，有的被卡住，而且加了吸管後，阻擋魚飼料的程度又增加了，尤其吸管在水面的

高度時反而效果不好，重要的是並沒有半顆飼料通過吸管，我們判斷是魚飼料的浮力太大比

馬達的吸力還強。 

 

 

 

 

六、 第二代密封馬達設計引孑孓研究 

  原本認為吸管可以增加吸的範圍，但事實並不如我們預期，原因是馬達的吸力其實

是四面八方，所以，我們決定要著手研發可以將馬達吸力集中的方法，我們參考了「第 58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海洋救星–水中漂浮垃圾回收桶」將馬達密封在一個箱子中，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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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口，一個進水口，一個出水口，如此可以把力量集中在進水口，所以我們畫下第二

代設計圖如下圖，並且強化我們的支撐架，於是我們就開始著手第二代並測試。 

 

 

結果： 

  測試後發現水管進水口必須要很接近水面才會產生強大的吸力，而且進水口不能吸到空

氣，否則盒子裡一旦有空氣就會往上浮，導致實驗無法進行，最後，我們發現飼料吸入後會

因為浮力而卡在盒子的頂端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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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為了要讓進水口接近水面又不能吸到空氣，我們我們設訂是離水面1 cm 的距離，並且將

進水口的水管尾端與沉水馬達靠近，並用束帶綁好固定，如此飼料一出水管尾端就會被沉水

馬達所吸進去。 

 

 

七、 第二代密封馬達密封沉水馬達外接不同數量吸管吸孑孓引研究 

  既然已經增強了吸力，所以我們決定在進水口接吸管試試看，所以我們打算接１根

到５根的吸管去做測試以及沒有接吸管做比較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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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從表和圖可以發現隨著吸管外接的數量增加，吸引飼料的數量會減少，尤其超過 3 支吸

管後就維持 10 顆以下。 

 

 

 

討論： 

  經由實驗我們發現其實魚飼料是有進入吸管的，但有趣的是魚飼料往沒有吸管的方向比

較多且比較快，反而進入吸管的魚飼料很少而且很慢，推測是兩邊水流速度不同，而且只要

有飼料進入吸管洞口，會產生摩擦力使速度降低，而超過2支急遽下降應該是吸管的口徑已經

快完全覆蓋住整個水管的面積，完全降低整個吸力。 

  吸管數量 

   

量測 

次數 

0 １ 2 3 4 5 

1 51 26 9 11 12 8 

2 43 27 7 14 7 3 

3 50 32 6 14 9 4 

平均數量(顆) 48 28.3 7.3 13 9.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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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第二代密封馬達外接不同漏斗直徑吸引孑孓引研究 

  最後，我們決定增加進水口的大小，可是水管的大小有限，所以我們決定外接不同

半徑分別是直徑 6 cm、8 cm、9.5 cm、12 cm、16 cm 漏斗如下圖，來增加進水量，來研究

是否會增加吸引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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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如表及圖，我們得到實驗以來最高的數量在漏斗直徑 6 cm，平均數量是 94 顆，我們原以

為增加直徑會越來越大，但是直徑 8 cm 卻和只接水管時差不多平圴只有 51.3 顆，到直徑 12 cm

時有回升 84 顆，而最大直徑 16 cm 又降到平均只有 59 顆，而且我們發現直徑 16 cm 的漏斗會

產生極大的旋渦並在箱子內製造大量的空氣使箱子浮起來。 

 

 

  漏斗直徑 

   

量測 

次數 

純水管 

（2） 
6 8 9.5 12 16 

1 51 108 47 65 96 53 

2 43 77 63 51 60 61 

3 50 97 44 87 95 63 

平均數量(顆) 48 94 51.3 67.7 8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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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我們認為漏斗的作用可以增加吸引的水流量，也就是說漏斗靠的除了馬達的吸力大部分

是靠重力讓水快速往下，但是為什麼不是越大直徑的漏斗吸引的越多，有可能是半徑越大降

低了吸力，也有可能是漏斗因為大小不同而且斜率不一樣。所以我們決定使用直徑 6 cm 的漏

斗來完成我們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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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二代密封馬達加長水管路徑吸引孑孓引研究 

為了能順利放入水溝，而且水溝水位高度一直不固定，所以我們還要再做一些改良，所以我

們決定加長入水口的水管並固定在木棒上如下圖，如此就可以比較輕易操作，但為了確定這

樣的改良是不是可行，所以我們在下水溝前又再做一次測試，我們同樣使用直徑 6 cm 的漏斗

並比較有加長水管與未加長水管的效果。 

  

 

結果： 

  水管加長後所吸引的魚飼料下降到平均只有 33.6 顆，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一。如下圖及下

表所示。 

 

 

 

 

 

 

 

 

  水管是否加長 

   

量測 

次數 

水管未加

長 
水管加長 

1 108 35 

2 77 35 

3 97 31 

平均數量(顆) 94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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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加了水管後平均數量卻下降了，我們推測是水管拉長後，吸引下降了，但是重力還有保

有，所以還是可以吸到平均 33.6 顆，雖然如此，這還是在 30 秒之內的數量，平均１秒還是

有１顆的數量，我們的裝置是可以 24 小時運轉而且水溝的水也不會減少。 

 

 

十、 水溝實測吸引孑孓引研究 

為了測試我們的裝置是否可行，我們在學校的挑選了一個水溝做實測，如下圖。我

們挑選有陽光的點，且水溝稍微清澈的點，方便我們觀察。為了確定真的能否吸到孑孓

所以我們設定時間拉長到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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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我們將所吸到的水倒入另一個容器，並等待靜置。結果如下圖，我們發現並沒有半

隻孑孓，但是有吸到福壽螺。 

討論： 

  結果是沒有吸到孑孓，我們做了幾個推測: 

5. 學校最近清潔了水溝，導致水溝無孑孓。 

6. 我們的吸水漏斗驚動了孑孓，孑孓有一特性就是受到驚嚇會沉入水底。 

7. 機率問題，如果我們吸的時間夠長可以吸到的機率會大增，畢竟一大池的水溝孑孓的

數量很難掌握，且水溝太黑不好觀察到底有多少孑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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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一、利用九龍公道杯設計吸孑孓裝置 

  水面高過Ｕ型管，水這時是從外面流向裡面，水是由高處往低處流，如果要產生吸

力及排水則需要額外的動力－馬達。 

二、利用魚菜共生概念設計吸孑孓裝置 

  水的流速是本實驗的關鍵，而且支架必須承受魚缸的重量這也是我們要考慮的。 

三、孑孓是否有辦法活著通過沉水馬達 

  孑孓通過沉水馬達並不會死亡，用魚飼料代替，理由是孑孓的特性是浮在水面上，

魚飼料也會浮在水面上，而且魚飼料不會傷到我們的沉水馬達。 

四、馬達位置是否會影響吸孑孓研究 

  魚缸的出水口會產生衝力會把魚飼料沖到邊緣，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特性把孑

孓沖到邊緣後再利用馬達吸引孑。 

五、籃子捕捉陷阱網外接吸管在不同位置吸孑孓研究 

  我們發現加了籃子飼料進來的難度明顯有增加，有的被卡住，而且加了吸管後，阻

擋魚飼料的程度又增加了，尤其吸管在水面的高度時反而效果不好，重要的是並沒有半

顆飼料通過吸管，我們判斷是魚飼料的浮力太大比馬達的吸力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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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二代密封馬達設計引孑孓研究 

  為了要讓進水口接近水面又不能吸到空氣，我們我們設訂是離水面 1 cm 的距離，並

且將進水口的水管尾端與沉水馬達靠近，並用束帶綁好固定，如此飼料一出水管尾端就

會被沉水馬達所吸進去。 

七、第二代密封馬達密封沉水馬達外接不同數量吸管吸孑孓引研究 

  魚飼料往沒有吸管的方向比較多且比較快，反而進入吸管的魚飼料很少而且很慢，

推測是兩邊水流速度不同，而且只要有飼料進入吸管洞口，會產生摩擦力使速度降低，

而超過 2 支急遽下降應該是吸管的口徑已經快完全覆蓋住整個水管的面積，完全降低整

個吸力。 

八、第二代密封馬達外接不同漏斗直徑吸引孑孓引研究 

  我們認為漏斗的作用可以增加吸引的水流量，也就是說漏斗靠的除了馬達的吸力大

部分是靠重力讓水快速往下，但是為什麼不是越大直徑的漏斗吸引的越多，有可能是半

徑越大降低了吸力，也有可能是漏斗因為大小不同而且斜率不一樣。 

九、 第二代密封馬達加長水管路徑吸引孑孓引研究 

  加了水管後平均數量卻下降了，我們推測是水管拉長後，吸引下降了，但是重力還

有保有，所以還是可以吸到平均 33.6 顆。 

十、 水溝實測吸引孑孓引研究 

   結果是沒有吸到孑孓，我們做了幾個推測: 

1. 學校最近清潔了水溝，導致水溝無孑孓。 

2. 我們的吸水漏斗驚動了孑孓，孑孓有一特性就是受到驚嚇會沉入水底。 

3. 機率問題，如果我們吸的時間夠長可以吸到的機率會大增，畢竟一大池的水溝孑孓的

數量很難掌握，且水溝太黑不好觀察到底有多少孑孓。 

4. 天氣還不夠炎熱，孑孓數量不夠多。 

柒、檢討與未來展望 

  雖然我們這次沒有吸到孑孓，但是我們知道我們的裝置是可行可以運作的，只要條件

許可其實我們是可以成功吸孑孓，所以未來天氣變熱時我們還會再試試看，經過這次我們知

道其實很問題只要有經過思考設計，並不斷嘗試，雖然中間會遇到困難，只要不斷思考查資

料並改良，就可以繼續往前進。 

未來改進 

1. 我們的裝置目前只能吸水位高於沉水馬達的水位，因為如果高於沉水馬達，馬達容易壞

掉，所以未來可以把密封箱子移出水溝外。 

2. 上方進水的擾動會驚動到孑孓，導致孑孓下沉，所以未來上方漏斗進水可以再另外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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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溝中易有垃圾雜物，如果太多會影響馬達，所以未來可以設計阻擋垃圾類並讓孑孓可以

通通。 

4. 另外，這是一個循環系統，未來可以利用此裝置，設計簡單淨化水水溝的過濾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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