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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 

摘要 

    製作不同的自製生根劑進行生根實驗，對照組為一般水，實驗組有葡萄糖

水、蜂蜜、工研醋、榖物醋、不同種水果汁、蘆薈、香蕉泥來進行實驗。我們將

地瓜莖(雙子葉)裁切成相近長度、剪去原有的根及葉，讓它們浸泡其中並在不同

時間取出，再置於水中 7 天，期間每天會進行換水並觀察不同組別地瓜莖發根、

生葉的情況。當中葡萄糖水和蜂蜜實驗組中，濃度為 20%的實驗組數據為最佳，

總根數有 38 根(對照組 24 根)、平均根數為 6.8 根(對照組為 5.6 根)，但莖都有爛

掉的狀況；蜂蜜的實驗組中，浸泡 15 分鐘的為最佳，平均根數為 5.67 根(對照組

2.67 根)，實驗組的莖也有爛掉的狀況；不同濃度的穀物醋浸泡 15 分鐘的實驗組

中，濃度 5%的實驗組平均根數為 4.75 根(對照組為 3.83 根)，且總根數為 57 根

(對照組總根數為 23 根)；不同濃度的榖物醋浸泡 20 分鐘的實驗組中，濃度 3%的

實驗組總根數為 37 根(對照組總根數為 21 根)，綜合榖物醋實驗結果且穀物醋實

驗組中都有發葉；工研醋當中，浸泡時間為 15 分鐘的實驗組為最佳，總根數為

15 根(對照組 8 根)；橘子汁實驗總中，浸泡 15 分鐘的實驗組最佳，平均根數

3.56 根(對照組 2.57 根)；蘆薈的實驗組中，最佳時間為 60 分鐘，此實驗組的總

根數達 51 根(對照組 13 根)，平均根數為 5.7 根(對照組為 4.3 根)；香蕉泥的實驗

組中，60 分鐘為最佳實驗組，總根數有 30 根(對照組 8 根)，平均根數為 3.3 根

(對照組為 2.67 根)。虎尾蘭的實驗組為不同濃度的穀物醋分別浸泡 15 分鐘、30

分鐘、45 分鐘，15 分鐘實驗組最佳濃度是 0.5%，發根率為 0.67、總根數為 14

根、平均根數為 4.67 根；30 分鐘實驗組中，濃度 1%為最佳，發根率為 0.67，總

發根數為 9；45 分鐘實驗組最佳濃度為 0.5%，發根率為 0.67，總根數為 13 根，

平均根數為 4.33 根；蘆薈只有 15 分鐘的實驗組有發根，其平均根數為 1.67(對照

組為 0)。 

壹、研究動機 

我很喜歡吃地瓜葉，因為它很好吃，味道很好，又可以抗癌症，還可以很有營

養，也很便宜，纖維素很多，幫助排便。正好爺爺的興趣是種菜，他有一個大塊的

田，裡面種了各式各樣的菜和水果，常常去那裡種田，所以我特別去那裡找他，問他

有沒有地瓜葉可以吃，他總說自己種的比較健康，也沒有農藥，所以我想嘗試自己種

植地瓜葉。在網路上找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自製增加發根率的方法，心生好奇之下，

我便決定實驗看看究竟哪種配方對地瓜莖生根最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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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一、葡萄糖水對地瓜莖發根、生長狀況的影響 

二、蜂蜜對地瓜莖發根、生長狀況的影響 

三、不同種醋液對地瓜莖發根、生長狀況的影響 

四、不同種水果汁對地瓜莖發根、生長狀況的影響 

五、蘆薈塊對地瓜莖發根、生長狀況的影響 

六、香蕉泥對地瓜莖發根、生長狀況的影響 

七、有機物對葉子(虎尾蘭、芭樂葉)生根的影響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地瓜莖 虎尾蘭 穀物醋 工研醋 

    

蘆薈 剪刀 刮杓 酒精 

    

白砂糖 蜂蜜 解剖刀 電子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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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自製生根劑 

    植物生根需要的是水、陽光、空氣流通以及營養，可以透過市售所買的生根劑進

行發根或者可以透過自製的方式，進行成分的比例變化，調製出最適合的生根劑。文

獻指出維生素 C 可以利於發根，所以我們使用檸檬汁和橘子汁進行配置；網路資料有

提到說可以利用蜂蜜水、白醋都可以利於發根，所以我們調配不同的濃度的穀物醋 

、還有工研醋進行實驗，此兩種醋的成份是有所不同的，穀物醋成分：水、酒精、糯

米、大麥、燕麥；工研醋：水、米、食用酒精、果糖。我們另外利用蘆薈塊、香蕉泥

進行實驗，進行觀察比較是否對於發根也有所影響。 

 

二、地瓜莖選取及溶液的配置 

1.分段剪地瓜莖條 

       一整支的地瓜莖條，每段兩莖節分段剪下，如果

有已發根或發葉的先行剪除，避免影響數據。剪切方

數如右圖。 

2.扦插原理 

   一種植物繁殖方法，剪取植物體的根、莖、葉

等，插入土中、沙中或浸於水中，生根後得以栽種成

為新的植株。為取得與原植物相同特徵的方法。每種

植物的扦插條件和需求各不相同，順應其需求才能才

能得到更高的繁殖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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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耕法 

   一種不使用土壤的種植方式，又稱無土栽培。透過水中攜帶植物所需的養分供其

吸收，通常也會用乾淨的介質例如礫石、珍珠岩、砂粒等，以固定植物體。將切下的

的地瓜莖條放入水中，每杯燒杯水為 20ml，每天進行換水及記錄生長狀況。 我們利

用水耕法是因為要避免土壤中不同礦物質影響發根。 

4.葡萄糖水的配置與實驗觀察 

    將不同克數葡萄糖，加水配置成不同濃度的糖水，

分別配置成 5%、10%、20%、30%、50%，將的地瓜莖

條個別放入後計時 30 分鐘，時間到後將浸泡處沖洗，直

接改換至 20ml 清水置放，爾後進行觀察並紀錄。每組 

有 5 條莖，進行編號 A、B、C、D、E，如右圖所示。

將觀察的結果整理出的項目有：平均根數、發根數、發葉率。 

5.穀物醋的配置與實驗觀察 

    將穀物醋分別配置成濃度為 0.25%、0.5%、1%、

3%、5%，將地瓜莖條各別放入後分兩組計時，分別為

15 分鐘和 20 分鐘兩組別，時間到後將浸泡處沖洗，改

換至 20ml 清水置放，進行一週觀察換水並紀錄。我們比

較項目有－在相同時間內，不同濃度發根的狀況、在相

同濃度下，不同浸泡時間的發根狀況。每組 3 條莖，分

別編號 A、B、C，共 5 組，總計 15 條，如右圖所示。

將觀察的結果整理出的項目有：平均根數、發根數、發葉率。 

6.蘆薈塊製作與實驗觀察 

   將蘆薈切塊後，將地瓜莖條插入蘆薈中（如下圖所示），分別計時組別有 15、

30、45、60 分鐘 4 個組別。插入方式如左圖。不同時間再分成甲、乙、丙三組，每

組有 3 條莖(編號 A、B、C)，總計 36 條，如下圖所示。將觀察的結果整理出的項目

有：平均根數、發根數、發葉率。 

 

 

 

 

 

 

 

7.檸檬汁、橘子汁製作與實驗觀察 

  將檸檬切塊後擠出原汁，將地瓜莖條置入檸檬汁中，分別計時 15 分鐘、30 分鐘

和 45 分中三個組別。不同時間再分成甲、乙、丙三組，每組有 3 條莖(編號 1、2、

3)，總計 27 條。將觀察的結果整理出的項目有：平均根數、發根數、發葉率。 

8.香蕉泥與實驗觀察 

  由香蕉切塊插入會導致分散，故改成將香蕉磨成泥狀，將地瓜莖條置入香蕉泥

中，分別計時 30 分鐘、60 分鐘、120 分鐘。不同時間再分成甲、乙、丙三組，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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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 條莖(編號 1、2、3)，總計 27 條。將觀察的結果整理出的項目有：平均根數、 

發根數、發葉率。 

三、虎尾蘭、芭樂葉的選取與實驗配置 

1.虎尾蘭的實驗操作與實驗觀察 

    將虎尾蘭橫切 7cm，如右圖所示。

葉子分段取下後，將葉子底部分別放

置在不同濃度的穀物醋和蘆薈中。實

驗組穀物醋分成不同濃度有 5%、3%、

1%、0.5%、0.25%，共 5 組濃度，分別

浸泡 15 分鐘、30 分鐘、45 分鐘。實驗

組蘆薈則是計時不同時間，分別 30、

45、60 分鐘，共 3 組實驗組。 

     將完成的實驗組的操作後，進行

沖洗，放到塑膠杯中浸泡水，每天進

行換水的動作並觀察紀錄變化。虎尾蘭前置作業及發根狀態如下圖所示。 

 

虎尾蘭發根狀態 虎尾蘭前置作業 

 

 

 

 

 

 

 

 

 

 

 

2.芭樂葉的實驗操作與實驗觀察 

    實驗組的部分分成五種操作方式，第一個實驗組是先把檸檬擠成汁，再把汁液倒在事先

準備好的土壤上，再將芭樂葉放入土壤中，再用剩下的土把芭樂葉切面埋入土中。第二個實

驗組是把芭樂葉切面抹過大蒜切面，再將芭樂葉放入土壤中，再用剩下的土把芭樂葉切面埋

入土中。第三個實驗組是把香蕉切塊放入土中，再將芭樂葉放入土壤中，再用剩下的土把芭

樂葉切面埋入土中。第四個實驗組是先把檸檬擠成汁，再把芭樂葉切面抹過大蒜切面，將芭

樂葉放入土壤中，再用剩下的土把芭樂葉切面埋入土中。第五個實驗組是把香蕉切塊放入土

中，再把芭樂葉切面抹過大蒜切面，將芭樂葉放入土壤中，再用剩下的土把芭樂葉切面埋入

土中。對照組是單純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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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葡萄糖水對地瓜莖的發根狀況之影響 
 

 

 

 

 

 

 

 

 

 

 

 

 

 

 

 

 

 

 

 

 

 

 

 

 

 

 

 

 

 

(註：1.平均根數：總根數/總莖數；2.發根率:有發根莖數/總莖數 

3.平均葉數：總葉數/總莖數；4.發葉率:有發葉莖數/總莖數) 

    

在浸泡 30 分鐘時間內，比較不同濃度的葡萄糖水的發根長根狀況。實驗結果如

上表 1 所示，平均根數最多的是濃度為 20%的實驗組，平均根數為 6.8；總根數也是

濃度為 20%的實驗組為最佳，總根數有 34 根；發根率 5%、20%、50%都達 100%。

歸納以上實驗數據，所得結論是：濃度 20%的實驗組發根、長根為最佳濃度。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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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葡萄糖水影響總根數

0
1
2
3
4
5
6
7
8

5% 10% 20% 30% 50% 水

數
量

濃度

圖1-2 葡萄糖水影響平均根數

表 1.葡萄糖水對地瓜莖條生長的影響 

濃度 總莖數 總根數 發根莖條 平均根數 

5% 5 25 5 5.00 

10% 5 15 4 3.00 

20% 5 34 5 6.80 

30% 5 21 4 4.20 

50% 5 28 5 5.60 

水 5 28 5 5.60 

 

圖 1-3 對照組和實驗組 20%的外觀差異 

對照組－水 實驗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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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狀況最佳為濃度為 50%的實驗組，葉片總數量為 7 片，對照組則為 5 片，相差

不多。 

二、蜂蜜對地瓜莖發根狀況之影響 

 

 

 

 

 

 

 

 

 

 

 

 

 

 

 

 

 

 

 

 

 

 

 

 

 

 

 

 

 

 

(註：1.平均根數：總根數/總莖數；2.發根率:有發根莖數/總莖數 

3.平均葉數：總葉數/總莖數；4.發葉率:有發葉莖數/總莖數) 

     

    浸泡無稀釋的蜂蜜，比較不同浸泡時長的發根狀況，實驗結果如上表 2 所示，發

根率為浸泡 15 分鐘最高 100%；平均根數為浸泡 15 分鐘為最多，平均根數為 5.67；

總根數最多為 15 分鐘組，總根數為 51 根，當中第 2 多的為 45 分鐘組，總根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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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蜂蜜影響總根數

表 2.無稀釋蜂蜜對地瓜莖條生長的影響     

時間 總莖數 總根數 發根莖條 平均根數 

15min 9 51 9 5.67 

30min 9 16 5 1.78 

45min 9 42 7 4.67 

水 3 8 2 2.67 

 

圖 2-3 對照組和實驗組的外觀差異 

對照組－水 莖爛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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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蜂蜜影響平均根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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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綜合以上實驗結果數據顯示:整體表現來看為 15 分鐘組為最佳，以蜂蜜來做實驗

的話，浸泡 15 分鐘為最佳浸泡時間。 

   發葉狀況所有組別皆無發葉。從實驗結果發現，只要浸泡糖類的地瓜莖，都很容

易會發黑爛掉，如圖 2-3，像是葡萄糖水的實驗也是，過幾天後莖都會爛掉且會長蠅

蟲，由於平均根數是會將爛掉的莖數也算入，爛掉的莖大多長不了根，所以會拉低平

均根數，所以糖水做實驗時，我們可以嘗試解決環境溫度問題，因為糖水實驗時間在

氣溫在 28 度左右且皆放於不通風的環境下，所以更容易導致蠅蟲的產生。 

 

三、不同種類的醋液對地瓜莖發根的影響 

1.穀物醋浸泡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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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浸泡15分鐘之平均根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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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浸泡15分鐘之總根數

表 3.不同濃度之穀物醋浸泡 15 分鐘 

濃度 總莖數 總根數 發根莖條 平均根數 

0.25% 12 21 6 1.75 

0.50% 12 34 10 2.83 

1% 12 36 10 3.00 

3% 12 56 10 4.67 

5% 12 57 10 4.75 

水 6 23 6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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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平均根數：總根數/總莖數；2.發根率:有發根莖數/總莖數 

3.平均葉數：總葉數/總莖數；4.發葉率:有發葉莖數/總莖數) 

    

 上表 3 所顯示為在相同時間中，不同濃度的穀物醋液對地瓜莖條發根狀況影響。結

果顯示，當中 0.5%、1%、3%、5%都有達到 80%的發根率。  

    在 15 分鐘內，濃度為 5%實驗組的總根數比對照組水來的多且根也較長、粗，

如圖 3-3；在平均根數當中濃度 5%組別的平均根數為 4.75 根/莖條，較於對照組為

3.83 根/莖條來的多，當中濃度 3%組別平均根數為 4.67 根/莖條，和 5%的實驗組差異

不多，且也較於對照組來的高。透過以上實驗結果我們可以得到結果是:在 15 分鐘

內，浸泡 3%和 5%穀物醋，地瓜莖條的發根數量會比水來的多，且發根率能達 80%

以上。此組實驗組中的葉子都有發葉， 

 

 

2.穀物醋浸泡 20 分鐘 

表4.不同濃度穀物醋浸泡20分鐘 

濃度 總莖數 總根數 發根莖條 平均根數 

0.25% 12 40 8 3.33 

0.50% 12 36 11 3.00 

1% 12 18 6 1.50 

3% 12 37 7 3.08 

5% 12 36 8 3.00 

水 6 21 6 3.50 

圖 3-3 對照組和實驗組的外觀差異 

對照組－水 實驗組-3% 實驗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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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對照組和實驗組的外觀差異 

對照組－水 實驗組-0.25% 實驗組-0.5% 

   

(註：1.平均根數：總根數/總莖數；2.發根率:有發根莖數/總莖數 

3.平均葉數：總葉數/總莖數；4.發葉率:有發葉莖數/總莖數) 

 

     上表 4 所顯示的結果為在相同時間 20 分鐘中，不同濃度的穀物醋液對地瓜莖條

發根狀況影響，結果顯示當中濃度 0.5%的實驗組發根率為最高。 

     在 20 分鐘內的總根數，濃度 0.25%、0.5%、3%、5%的總根數比水還要來的

多，當中最多的是濃度 0.25%的實驗組，總根數為 40 根；而在平均根數中，濃度

0.25%、0.5%、3%、5%的實驗組中，各組數據是相差不多的，當中最高為濃度

0.25%實驗組的生長狀況(長度、粗度)都較對照組來的佳，如圖 4-3。 

     歸納上方實驗數據得到的結論是:發根率、總根數以及平均根數，0.25%穀物醋

的整體數據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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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研醋 

 

 

 

 

 

 

 

 

 

 

 

 

 

 

 

 

  

圖 5-3 對照組和實驗組外觀之差異 

對照組－水 實驗組-工研醋 

  

(註：1.平均根數：總根數/總莖數；2.發根率:有發根莖數/總莖數 

3.平均葉數：總葉數/總莖數；4.發葉率:有發葉莖數/總莖數) 

   

    浸泡濃度相同的工研醋下，比較不同浸泡時長的發根狀況，實驗結果如上表 5 所

示。實驗組最好的是浸泡 15 分鐘，總根數有 15 根，高於對照組總根數 8；平均根數

最多的也是 15 分鐘組，平均根數為 1.67，但低於對照組的 2.67。歸納以上實驗數據

顯示，所得結論為浸泡未稀釋工研醋:最佳浸泡時間為 15 分鐘。 

    工研醋實驗組中沒有任何組有發葉。從圖 5-3 可以發現工研醋的根都偏小且短，

而且根沒有分支，日後我們在做此實驗我們可以依照穀物醋的操作，把工研醋進行不

同濃度的稀釋進行實驗，因為工研醋並未稀釋，所以原液太酸以至於發根狀況不佳。 

 

表 5.不同時間浸泡於工研醋 

時間 總莖數 總根數 發根莖條 平均根數 

15 分鐘 9 15 3 1.67 

30 分鐘 9 0 0 0 

45 分鐘 9 0 0 0 

水 3 8 2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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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種水果汁對地瓜莖發根的影響 

 

 

 

 

 

 

 

 

 

 

 

 

 

 

 

 

 

圖 6-3 對照組和實驗組外觀之差異 

對照組－水 實驗組-橘子汁 實驗組-檸檬汁 

 
 

 

(註：1.平均根數：總根數/總莖數；2.發根率:有發根莖數/總莖數 

3.平均葉數：總葉數/總莖數；4.發葉率:有發葉莖數/總莖數)    

    浸泡不同種水果，比較不同浸泡時間的發根狀況，實驗結果如上表 6-1、6-2 所

示。以總根數來看，當中 15 分鐘的實驗組，橘子汁的總根數為最多，總根數為 32

根；30 分鐘的實驗組中，橘子汁的總根數也最多，總根數為 32 根；45 分鐘的實驗組

中，檸檬汁的總根數為最多，總根數為 16 根，但和橘子汁相差不多，檸檬汁總根數

為 15 根。 

    從平均根數來看，15 分鐘的實驗組中，橘子汁為最高。平均根數為 3.56，高於

對照組；30 分鐘的實驗組中，橘子汁平均根數也為最高，平均根數為 2.67，高於對

照組；在 45 分鐘的實驗組中，檸檬汁的平均根數為最高，平均根數為 1.78，但低於

對照組 2.64。 

    歸納以上實驗數據，所得結論為:在浸泡 15 分鐘的橘子汁整體表現為最佳。  

浸泡檸檬汁 30 分鐘組有發葉；橘子汁 15 分鐘和 45 分鐘皆有發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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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不同種水果影響之平均根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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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 不同種水果影響之總根數

總根數橘子汁 總根數檸檬汁 總根數水

表 6-1 不同種水果平均根數 

 橘子汁 檸檬汁 水 

15 分鐘 3.56 2 2.67 

30 分鐘 2.67 1.67 2.6 

45 分鐘 1.67 1.78 2.64 

 

表 6-2 不同種水果總根數 
 橘子汁 檸檬汁 水 

15 分鐘 32 18 8 

30 分鐘 24 15  

45 分鐘 15 16  

 



13 
 

五、蘆薈塊對地瓜莖發根的影響 

 

 

 

 

 

 

 

 

 

 

 

 

 

 

 

 

 

 

 

圖 7-3 對照組和實驗組外觀之差異 

對照組－水 實驗組-60 分鐘 

  

(註：1.平均根數：總根數/總莖數；2.發根率:有發根莖數/總莖數 

3.平均葉數：總葉數/總莖數；4.發葉率:有發葉莖數/總莖數)    

 

將地瓜莖條插入蘆薈塊中，比較不同插入時長的發根狀況，實驗結果如上表 7 所

示。發根率為 30 分鐘和 60 分鐘此兩組實驗組，其發根率皆為 89%；總根數為 60 分

鐘的根數為最多，總根數為 51 根；平均根數來看，60 分鐘為最多，平均根數為

5.7。歸納以上實驗結果數據，所得結論為:插入蘆薈塊時長 60 分鐘為最佳。 

60 分種、30 分鐘的實驗組皆有發葉。 

表 7.蘆薈對地瓜莖的發根影響 

 總莖數 總計根數 發根總莖數 平均根數 

15 分鐘 9 15 4 1.7 

30 分鐘 9 35 8 3.9 

45 分鐘 9 16 5 1.8 

60 分鐘 9 51 8 5.7 

水 3 13 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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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 蘆薈影響總根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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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香蕉泥對地瓜莖生長狀況的影響 

表 8.香蕉泥影響地瓜莖發根狀況 

 總根數 平均根數 

30 分鐘 23 2.6 

60 分鐘 30 3.3 

120 分鐘 12 1.3 

水 8 2.67 

 

 

 

 

 

 

 

 

 

 

圖 8-3 對照組和實驗組外觀之差異 

對照組－水 實驗組-60 分鐘 

  
(註：1.平均根數：總根數/總莖數；2.發根率:有發根莖數/總莖數 

3.平均葉數：總葉數/總莖數；4.發葉率:有發葉莖數/總莖數)      

    

 將地瓜莖條插入香蕉泥塊中下，比較不同插入時長的發根狀況，實驗結果如上表 8

所示，發根率最好的為 60 分鐘實驗組，總根數最多的為 60 分鐘，總計有 30 根，高

於對照組 8 根；平均根數最多的為實驗組 60 分鐘，平均根數為 3.3，高於對照組

2.67，歸納以上實驗結果數據，所得結論為:插入香蕉後，60 分鐘為最佳時間。圖 8-4

為對照組和最佳組別的生長差異。 

   香蕉泥實驗組中沒有任何一組有發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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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機物對葉子生根的影響 
1.芭樂葉 

圖 9.用不同有機物塗抹芭樂葉柄進行種植之實驗結果 

大蒜 檸檬 大蒜+香蕉 

   

    經過 45 天後發現，沒有任何一組實驗組順利發根，且葉子都有枯萎的狀況(有照

片的是還保有一些綠色部分的)，我們推測可能原因有 2：選取的植物不適用此方

法，需要另外找尋不同種的種植方式，我們在做實驗的過程中遇到寒流來襲，我們可

以嘗試把地瓜莖放在保溫箱裡或用燈光照明，讓燈產生熱能，維持地瓜莖的溫度以改

善現狀。 

 

2.虎尾蘭 

(1)穀物醋對虎尾蘭生根的影響 

圖 10-1 虎尾蘭實驗結果(日期 3/2) 

對照組-水 實驗組-0.25% 實驗組-3% 

   

 

圖 10-2 虎尾蘭實驗結果(日期 3/9) 

對照組-水 實驗組-0.25% 30 分鐘 實驗組-5% 4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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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浸泡 15、30 和 45 分鐘內，泡在濃度分別為 0.5%、0.25%、1%、3%和 5%的穀

物醋中比較不同濃度和對照組的差異以及發根狀況。 由於從第一天到 3 月 2 日虎尾

蘭依然沒有發根，如上圖 10-1。再過一周進行拍照紀錄時，發現部分實驗組有發

根，如圖 10-2。 

 

(2)不同濃度浸泡穀物醋 15 分鐘 

表 9.不同濃度穀物醋浸泡 15 分鐘之實驗結果 

濃度 
總 

葉數 

總 

根數 

發根 

葉數 

平均 

根數 
發根率 

0.25% 3 0 0 0 0.00 

0.50% 3 14 2 4.67 0.67 

1% 3 1 1 0.33 0.33 

3% 3 0 0 0 0.00 

5% 3 1 1 0.33 0.33 

水 3 0 0 0 0.00 

 

 

圖 11-4 不同濃度浸泡 15 分鐘之實驗結果圖 

對照組-水 實驗組-0.5% 實驗組 1% 實驗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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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 實驗組 0.5%發根最為明顯的 A、B 葉 

 

 

   根據以上結果顯示，不同濃度下浸泡 15 分鐘，和對照組比較，濃度為 0.5%的實

驗組為最佳，總發根數為 14，且發根率也為最高，發根率為 67%。其中實驗組 0.5%

的發根最為明顯，如圖 11-5 所示。 

 

(2)不同濃度浸泡穀物醋 30 分鐘 

表 10.不同濃度穀物醋浸泡 30 分鐘之實驗結果 

濃度 
總 

葉數 

總 

根數 

發根 

葉數 

平均 

根數 
發根率 

0.25% 3 4 3 1.33 1.00 

0.50% 3 2 2 0.67 0.67 

1% 3 9 2 3 0.67 

3% 3 0 0 0 0.00 

5% 3 1 1 0.33 0.33 

水 3 0 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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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1 不同濃度穀物醋浸泡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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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4 不同濃度浸泡 30 分鐘之實驗結果圖 

對照組-水 
實驗組-0.25% 實驗組-0.5% 

   

 實驗組 1% 實驗組 5% 

  

 

圖 12-5 實驗組 1%發根最為明顯的 B 葉 

 

 

 

 

 

    根據上表 12 結果顯示，不同濃度下浸泡 30 分鐘，總發根數和對照組比較，濃度

為 1%的實驗組為最佳，總發根數為 9。發根率最高的為 0.25%，發根率為 100%。以

整體實驗結果來看，此實驗組中，濃度為 1%整體表現為最佳。其中實驗組 1%的 B

葉發根最為明顯，如圖 1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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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濃度浸泡穀物醋 45 分鐘 

表 11.不同濃度穀物醋浸泡 45 分鐘之實驗結果 

濃度 總葉數 總根數 
發根

葉數 

平均

根數 
發根率 

0.25% 3 0 0 0 0.00 

0.50% 3 13 2 4.33 0.67 

1% 3 1 1 0.33 0.33 

3% 3 0 0 0 0.00 

5% 3 2 1 0.67 0.33 

水 3 0 0 0 0.00 

 

 

 

 

 

 

 

 

 

 

 

圖 13-4 不同濃度浸泡 45 分鐘之實驗結果圖 

對照組-水 實驗組-0.5% 實驗組 1% 實驗組 5% 

    

 

 

 

 

 

 

 

 

 

 

 

圖 13-5 實驗組 0.5%發根最為明顯的 B 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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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表實驗結果所示，當中發根率最好的為濃度為 0.5%的實驗組，其發根率

為 0.67，總根數最佳的實驗組也為濃度 0.5%，總發根數為 13 根；平均根數最佳的為

0.5%，平均根數為 4.33 根，以整體實驗組來看，0.5%為最佳。其中實驗組 0.5%的 B

葉發根最為明顯，如圖 13-5 所示。 

 

(2)蘆薈對虎尾蘭生長狀況的影響 

表 12. 插入蘆薈不同時間之實驗結果 

時間 
總 

葉數 

總 

根數 

發根 

葉數 

平均

根數 
發根率 

15 分鐘 3 5 2 1.67 0.67 

30 分鐘 3 0 0 0 0.00 

45 分鐘 3 0 0 0 0.00 

水 3 0 0 0 0.00 

 

 

 

 

 

 

 

 

 

 

 

 

14-4 虎尾蘭實驗結果(日期 3/9) 

對照組-水 實驗組-15 分鐘 

  

 

根據上表實驗結果所示，3 組實驗組中只有 15 分鐘的實驗組有發根，其發根

率為 0.67、總發根數為 5 根，平均根數為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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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1 插入蘆薈不同時間發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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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2 插入蘆薈不同時間總根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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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一、糖水(葡萄糖、蜂蜜)實驗對地瓜莖生長狀況的影響 

    在糖水實驗中我們發現不管是葡萄糖水還是蜂蜜水，而且都是有經過稀釋的，莖

都會有爛掉的狀況，雖然會發根，但發爛狀況會影響到後面生長狀況，再加上生長過

程中有許多果蠅，所以我們認為糖水對整體地瓜莖生長並不佳。在葡萄糖實驗中，濃

度 20%的實驗組為最佳生長狀況；在蜂蜜實驗中，浸泡 15 分鐘為最佳時間。 

二、不同種醋液對地瓜莖生長狀況的影響 

    穀物醋的實驗結果整體效果來看是有不錯的效果，實驗組當中，浸泡 3%、5%濃

度的穀物醋為最佳，如果單純只看濃度的話，濃度 0.5%的實驗組整體的效果為最

佳，整體實驗數據來看，穀物醋對地瓜莖的發根生長是有幫助的。後續我們也利用穀

物醋進行虎尾蘭的實驗進行觀察。工研醋因為我們沒有稀釋成不同濃度，所以發根以

及後續生長狀況都略差，大部分的根長得非常短小，之後實驗應嘗試將其工研醋的濃

度稀釋成不同的濃度。而且工研醋和穀物醋的成分也有所差異，我們認為成分也可能

影響實驗結果。 

三、不同種水果汁對地瓜莖生長狀況的影響 

    當中浸泡橘子汁 15 分鐘的整體數據為最佳，浸泡檸檬汁 30 分鐘及橘子汁 15、

45 分鐘皆有發葉。水果實驗組的整體生長效果略差，可能是因為有糖分的影響，像

是葡萄糖、蜂蜜的實驗組也是生長狀況不好，另外也有可能是太酸，所以未來實驗可

以將其稀釋，降低其濃度之外也降低 pH 值，也讓糖分也不要那麼高濃度的狀態下進

行實驗。 

四、蘆薈塊對地瓜莖生長狀況的影響 

    60 分鐘為插入蘆薈塊的最佳時長， 30 及 60 分鐘的實驗組皆有發葉。插入蘆薈

塊對地瓜莖條發葉較有幫助蘆薈實驗組中的發根效果佳之外每一組實驗組都有發葉，

整體數據來看，蘆薈對地瓜莖的發根和生長是有幫助的，後續我們也利用爐回進行虎

尾蘭的實驗進行觀察。未來可以延伸實驗將蘆薈搗爛成汁變成液態狀的蘆薈進行試

驗。 

五、香蕉泥對地瓜莖生長狀況的影響 

    60 分鐘為插入香蕉塊的最佳時長，香蕉泥實驗組沒有任何一組發葉。香蕉泥的

發根狀況略差，但根數最高也有達 30 根，未來可以將其改成香蕉汁的狀態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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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機物對葉子(虎尾蘭、芭樂葉)生根的影響 

1.芭樂葉：沒有任何實驗組有發根，且葉子都呈現枯萎狀態，我們認為生長狀況

不佳的可能原因有二個：①當時實驗剛好遇到寒流，可能環境溫度太

低影響其生長 ②芭樂葉本身就不適合作葉柄的繁殖  

2.虎尾蘭： 

(1) 浸泡穀物醋的實驗：原先預定 45 天就要發根，但是經過 60 天後仍未發根，

持續到 70 天的觀察，發現虎尾蘭已有部分實驗組有發根了，當中濃度為

0.5%、1%的實驗組的數據為最佳，所以穀物醋對虎尾蘭的發根生長是有幫助

的。另外，我們認為為什麼虎尾蘭沒有在 45 天即發根的原因最大的變化是：

氣溫的改變，在 3/9 觀察當天，體感溫度是有回暖的狀況，所以其實從 2 月底

開始，氣溫不再像是 12 月、1 月這麼冷，所以我們認為是溫度也會影響發

根，未來我們實驗應更嚴謹的將其種植在能夠恆溫的空間下，去掉其他變

因。 

(2) 插入蘆薈的實驗：插入蘆薈中最佳時長為 15 分鐘，我們認為蘆薈也是對虎尾

蘭的發根生長是有幫助的未來我們會嘗試將蘆薈搗爛嘗試不同型態會不會有

更佳的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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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葡萄糖水 

5% 10% 20% 30% 50% 

     

 

附件－穀物醋 15 分鐘 

 0.25% 0.5% 1% 3% 5% 

甲 

     

乙 

     

丙 

     
 

附件 

穀物醋 20 分鐘 

 0.25% 0.5% 1% 3% 5% 

甲 

     

乙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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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檸檬汁 

 15 分鐘 30 分鐘 45 分鐘 

甲 

 

全爛掉 

無照片 

 

乙 

   

丙 

   

 

 

 

 

 

 

 

 

 

 

 

 

附件－工研醋 

甲組 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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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橘子汁 

 15 分鐘 30 分鐘 45 分鐘 

甲 

 

全爛掉 

無照片 

 

乙 

   

丙 

全爛掉 

無照片 

  

 

 

附件－蘆薈 

 15 分鐘 30 分鐘 45 分鐘 60 分鐘 

甲 

 

 
  

乙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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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香蕉 

 30 分鐘 60 分鐘 120 分鐘 

甲 

   

乙 

全爛掉 

無照片 

 

全爛掉 

無照片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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