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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探究的目的是想了解水流如何影響動物的分佈和動物的適應。結果是水流會影響動
物的多樣性（品種數目，種群組成，相對多度），多度（個體數目，密度），形態與結
構，還有行為。非生物因子中的水流速度和河床基質能直接影響到動物，非生物因子中

的食物供應和溶解氧會間接影響到動物。

結論：水流流速越大，就會容易沖走動物，動物要避免被沖走
必須具有特別的適應（形態，結構和行為）這樣他們就可以附
在石頭上，以免被沖走。另外水流翻騰會使氧氣溶入水中，所

以急流的地方動物分佈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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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流速　河床基質
懸浮物　溶解物
溶解氧　食物供應
酸鹼度　光照

動物

植物

微生物

水流中的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

生物因素 非生物因素



題目描述

水流會影響動物的多樣性（品種數目，種群組
成，相對多度）和非生物因素會影響溪流中動物
對環境有行為及形態的適應，例如有些動物有堅
固的外殻保護，有扁平的身體。



寫字夾板，樣方（0.5米x0.5米），魚網，毛筆，放大
鏡，取水樣瓶，膠整理盤，鑷子，書：《山澗》《生物圖

錄》，水流計，電子溫度計，光強度計。

使用材料



量度動物的方法：2種

取樣方法：隨機抽樣法
估計生境中不動或移動緩慢的動物

讓樣方隨機跌落地面，紀錄不同種類動物的多度。

重複取樣最少三次。

（在一條流速較快的溪流取樣三次，在一條流速較慢的溪

流取樣三次）

局限：不適用於快速走動的動物的取樣。

動物體形必須細小。

其它取樣方法：直接觀察

找尋生活在不同位置的動物－水面上，水中，水底石塊的

表面，例如魚類，蝦類。



量度非生物因素的方法：

1  在剛才進行動物取樣的淺水而多碎石的位置，用水流計量度
水流速度。在不同地點量度幾個數據，取平均值。

2 用光強度計量度考察範圍的平均光度。

3 用電子溫度計量度氣溫，將溫度感應裝置放入水中，量度水
溫。



品種數目 A:11種   B:10種

動物的數量 A:78    B:72



數據分析和理解：

在急流的物種較慢流的多，急流有11種品種，慢流有
10種。而且急流的動物數量也較慢流的多。是因為急
流有足夠的氧氣提供給動物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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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或推翻假說

接納：生態系的物理環境在多方面影響生物，生物也會適應其環
境，也會對環境產生影響，例如從環境攝取所需物質。

推翻：未考察前認為流動緩慢的溪流動物較多。但是考察後發現
急流的動物品種更多。



解釋結果與假說之間的差別
假說：水流較緩慢的溪流會有更多的動物，動物
分佈的範圍會較廣泛。原因是生物不會被沖走。

結果：流速較快的溪流動物的品種數目較多，因
此急流的生物多樣性較大。因為在流速快的溪流
中，生物為了避免被沖走，有一些行為及形態的
適應適應，例如浮游若蟲的身體扁平，石蛾幼蟲
用沙粒，葉片造成外殻來保護自己，石蠅若蟲身
體扁平，可以在水流急的石面迅速爬行。另外，
水流急的溪流氧含量較高，動物可以獲取更多的
氧。



研究的限制：
研究方法：1 隨機抽樣法不適用於快速走動的動物的取樣，還有

動物體形必須細小。
2資料蒐集以閱讀書籍為主，而書籍是有範圍的，所以空間及時

間限定樂資料的蒐集。
研究過程：1時間限制，只能運用很短的時間考察，因此不能深

入了解。
研究數據：1短時間內研究所得的數據不一定準確。

 另外：第一次研究，沒有足夠的經驗。



在探究之前，先蒐索有關資料，了解有甚麼
非生物因素會影響溪流中的動物，例如流水
流速和氧含量如何影響動物的多樣性。
在研究時給予更多的時間研究，蒐索有關資

料和整理數據。

改善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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