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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漸漸暖和起來，各位熱愛健身和飲控的朋友，想必已經在備餐的路上越走越遠了吧？你是否也發現，

隨著氣溫升高，廚房中似乎多了些「不速之客」——果蠅！你精心準備的雞胸肉和營養補充品，難道成了

果蠅的「健身大餐」嗎？今天我們就來深入挖掘這一有趣的話題，探討為什麼果蠅偏偏愛上了你的飲控備

餐，尤其是那風靡健身界的雞胸肉。 

讓我們一起揭開果蠅喜歡雞胸肉的真相，並為你解答：雞胸肉中的哪些成分是果蠅的「最愛」？同時，我們

還會提供一些科學小妙招，幫助你遠離這些小麻煩！文章最後還有趣味冷知識與科學小彩蛋，千萬別錯

過哦！ 

 

雞胸肉中的哪些成分讓果蠅「垂涎三尺」？ 

果蠅（Drosophila spp.）憑藉超靈敏的嗅覺系統，可以輕鬆找到適合它們生存的食物，而雞胸肉竟然成為

它們的理想選擇之一！這究竟是為什麼呢？讓我們從科學的角度來看看雞胸肉中的哪一類成分吸引了果

蠅： 

1. 高蛋白質含量：果蠅下一代的養分來源 

雞胸肉因其高蛋白質、低脂肪的特性，成為健身人士的標配。然而，當雞胸肉長時間暴露在室溫環境中，

蛋白質會逐漸分解，釋放出一些含氮化合物，如氨（ammonia）和胺類（amines）。根據《食品化學期刊》（

Journal of Food Chemistry）的研究，果蠅對這些氮化合物非常敏感，並將它們視為潛在的「育兒場地」，

以供幼蟲（蛆）吸取營養。 

2. 脂肪氧化產物：無形的香味誘惑 

雖然雞胸肉的脂肪含量不高，但微量的脂肪在溫暖潮濕的情況下氧化，可能產生包括醛類（如己醛）和酮

類在內的揮發性化合物。這些化合物對我們而言可能是令人不適的腐敗味，但對果蠅來說，卻像是極具吸

引力的「導航信號」。根據《昆蟲嗅覺研究》（Biology of Insect Olfaction）的成果，果蠅能準確嗅探到極低

濃度的脂肪氧化產物。 

3. 氨基酸與微生物作用：香味的化學來源 



雞胸肉中的氨基酸，經由微生物分解，可能產生包括乙酸（acetic acid）和乳酸（lactic acid）在內的短鏈有

機酸。果蠅對這些氣味極其敏感，因為它們通常是食物腐敗的標誌，是果蠅產卵的理想場所。 

4. 高水分含量：果蠅的天堂 

果蠅對濕潤的環境情有獨鍾，而雞胸肉中含有高比例的水分，這讓它成為果蠅理想的棲息地之一。如果雞

胸肉未妥善保存，水分蒸發在空氣中，也可能對果蠅構成誘因。 

 

運動營養補充品也難逃果蠅的「追捧」 

健身愛好者們，你的蛋白粉、能量棒可能也在不知不覺間成為果蠅的目標。為什麼呢？答案在這些補充品

的成分中： 

● 果糖與人工甜味劑 

運動補充品中的果糖、葡萄糖或人工甜味劑是果蠅的最愛！根據《昆蟲科學期刊》（Journal of 

Insect Science），果蠅對甜味的偏好極強，它們會被掺有水果味或甜味的蛋白粉吸引。而這正是你

為減重選擇低卡甜味劑時需注意的地方。 

● 揮發性風味添加劑 

開封後的乳清蛋白粉或能量棒，含有的揮發性香料可能散發出微弱氣味，這對果蠅來說，是無法抗

拒的誘惑。 

 

如何在飲控備餐中杜絕果蠅？ 

果蠅的出現，不僅打破了你的備餐心情，還可能影響食物的衛生安全。因此，小心處理雞胸肉和補充品是

至關重要的。以下是幾個科學且實用的建議： 

1. 密封與冷藏：將雞胸肉放入密封容器中，並存放於冰箱中（05℃）。 

2. 速凍備餐：如果一次準備多份雞胸肉餐，可以選擇以小份量分裝並冷凍，需要時再加熱解凍，避免浪

費與腐敗。 

3. 保持廚房環境乾燥清潔：廚房垃圾應即時處理，水槽和垃圾桶周圍避免積水，這些地方都是果蠅滋

生的溫床。 

4. 使用果蠅陷阱：簡單的自製陷阱（例如用蘋果醋加幾滴洗碗精）可以有效減少果蠅數量。 



 

迷思與冷知識：關於果蠅你不知道的事！ 

1. 迷思：果蠅是不是只吃水果？ 

錯！果蠅其實對所有腐敗的有機物感興趣，包括肉類、乳製品甚至酒精。 

2. 冷知識：果蠅的嗅覺超靈敏！ 

果蠅能檢測到極微量的氣味分子，其嗅覺敏感度比人類高出百倍。 

3. 科學彩蛋：果蠅助力人類嗅覺研究 

果蠅的嗅覺基因（特別是Orco基因）成為科學家研究昆蟲和哺乳動物嗅覺的重要模型，並為理解人

類嗅覺提供了重要線索。 

 

小結：雞胸肉與果蠅的奇妙化學連結 

果蠅喜歡雞胸肉的原因，與其高蛋白質含量、腐敗過程中的揮發性化合物以及濕潤環境密切相關。從健身

補充品到日常飲控備餐，這些現象背後都有科學的解釋。保持良好的食物儲存習慣，不僅能提高你的備餐

效率，還能成功擊退這些討厭的小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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