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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自製鮮花保鮮劑的最佳濃度，並希望能使用生活中常見的材料調配出省

錢又環保的保鮮劑。為了要做出最適合鮮花的保鮮劑，我們對保鮮劑的功用進行分析並設計

了以下實驗，分別為：「花莖的切法對開花時間的影響」、「消毒液對開花時間的影響」、

「養分液對開花時間的影響」、「抗氧化對開花時間的影響」和「自製保鮮劑對其他花朵開

花時間的影響」。實驗結果發現，在我們找的花莖切法中十字切法是維持最久也是最佳的，

漂白水 150ppm是在實驗中表現較佳的消毒液，而最佳的養分比例是砂糖 1.5%，抗氧化實驗

中則是檸檬汁 0.5%最為勝出。利用這些比例和材料我們成功的調配出了節省且環保的鮮花

保鮮劑。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鮮花雖美，但往往買回家後可以觀賞的時間卻相當短暫，我們研究自製環保鮮

花保鮮劑的動機是出於對環境保護、健康安全及解決如何延長花卉觀賞期的關注。我

們發現傳統的鮮花保鮮劑常含有化學物質，對環境和家人健康可能造成潛在風險。因

此，我們希望找到一種更環保、更安全的方法來延長花卉的保鮮期。我們可以使用成

分天然且常見的家庭材料來調配鮮花保鮮劑，這不僅成本較低，還能減少對環境的負

擔。這項研究的目標是發展出一種環保花卉保鮮劑配方，既能延長花卉的保鮮期，又

不會對環境和人體健康造成危害。 

二、研究目的 

(一)觀察記錄花莖的切法對花朵觀賞期的影響。 

(二)觀察記錄加入不同消毒液對花朵新鮮度的影響。 

(三)觀察記錄加入不同養分液對花朵的影響。 

(四)觀察記錄加入不同來源之抗氧化液對花朵的影響。 

(五)觀察自製保鮮劑對延長不同花朵觀賞期限的實際效能。  

三、文獻回顧 

文獻來源 作者(年份) 研究結果 

如何延長切花的「瓶插

壽命」 

黃慶三 (2007/04/08) 切花需吸收水分、養分，酸化物、碳水

化合物和消毒液提供必要條件。自行準

備保鮮液需注意添加物的量。控制室

溫，避免陽光直射有助延長切花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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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花保存護理小秘訣︰9

招令鮮花更持久保鮮 

無(2021/6/28) 汽水：碳酸汽水中的糖分可以為鮮花提

供養分，可以在花瓶中加 1/4 杯汽水，

令鮮花更保鮮。硬幣：將一枚銅幣扔進

花瓶中，可使鮮花保持清新持久。硬幣

中的銅可以起到酸化劑的作用，抑制花

瓶水中的細菌滋生。砂糖：可以用 1 公

升溫水去溶解 3湯匙的糖。 

鮮花花束保存更持久？

運用「這 3 種調味料」

就能延長美麗觀賞期 

 

記者(2023/01/09) 如果不想花錢買花卉保鮮劑，可以在水

中加入一些廚房調味料達到相似效果。

常見的選擇有食鹽、醋、糖和漂白水。

食鹽能防止細菌滋生，醋能降低水的 pH

值，糖提供養分，漂白水殺菌。每次換

水都要重新加入，不要添加太多，並了

解花的特性。 

揭開鮮花保鮮之謎 蔡淑婷、冼福霞、莊

冬婷、陳佩貞 

(2004/12) 

透過實驗測試不同物質對鮮花保鮮的效

果，包括清水、鹽、砂糖、燒酒、阿斯

匹靈等。發現可樂、燒酒和維生素 C 對

延長鮮花壽命效果較佳，以可樂效果最

為顯著。文章提到切掉花朵根部易造成

水分失衡和傷害。 

花市買花回家，切花如

何延長保鮮期?三個簡易

小撇步分享 

陳根旺(2021/1/6) 一般切花壽命為 3-7 天，有幾個訣竅可

以延長保持時間：重新切剪花莖、去除

葉片、留出空隙讓花能呼吸；添加市售

保鮮液保持花色和形狀，抑制微生物繁

殖；可用透明汽水稀釋、加入洗衣用漂

白水或食用醋，具有保鮮和殺菌功能。

這些方法可有效延長切花的觀賞期。 

花道館-花道知識 梁偉怡(2011/7/29) 幫助花材吸水和防菌是延長花材壽命的

不二法門。「斜切法」，花材買回家

後，花莖末端的花莖細胞，離水一段時

間後已枯萎，吸水的管道都已閉塞，必

須將花莖末端剪去約 1-2 吋，剪的時候

切口宜傾斜，增加花莖末端的吸水面

積，此為「斜切法」。 

柯南的青春之泉─以環

保方法延長切花花期 

(中華民國第 50屆中小學

科學展覽會) 

張天慈、陳妤甄、黎

晨怡、石婷文 

研究發現碳酸飲料中的檸檬酸和葡萄糖

能促進開花，但凋謝率高。檸檬酸和檸

檬酸鈉形成的緩衝溶液可延緩凋謝。修

剪花梗基部和提高吸水率有助於開花速

度和品質。 

四、訪問專家 
  除了查找資料外，我們還訪問了農科院產發中心研究員植物專家，詢問了專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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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的相關資訊，及鮮花保鮮劑的相關研究。讓我們更加了解鮮花保鮮劑的重要性及其

經濟價值。幫助我們改良鮮花保鮮劑的成分，目標為製作可以在家自行調配的鮮花保鮮

劑，且對保存鮮花也有良好的效果。 

   

五、研究流程 

 

 

 
實驗動機 

永「保」青春，「花」枝招展－探討鮮花保鮮劑之研究 

 
實驗一：花莖
的切法對開花
時間的影響 

 

實驗二：消毒
液對開花時間

的影響 
 

實驗三：養分
液對開花時間

的影響 
 

實驗四：抗氧
化物對開花時
間的影響  

實驗五：自製
保鮮劑對其他
花朵開花時間

的影響 

 訪問專家  蒐集文獻 

 農業入口網文章  農業知識網文章 

 網路  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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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設備及器材 

    
 

量筒 塑膠杯/蓋 剪刀 Micro: Bit 電子秤 

     

漂白水 白醋 酒精 砂糖 黑糖 

  
 

  

豐年果糖 攪拌棒 蘋果醋 檸檬 發泡錠 

     

非洲雛菊 康乃馨 玫瑰花 菊花 平板 

參、研究過程或方法 

實驗一：花莖的切法對開花時間的影響。 

一、實驗說明：好的花莖切方法可以提高花朵的吸水能力、促進新陳代謝，而且能減少細菌

感染的風險。而適當的切花方法能使切口暴露出新鮮的維管束，這些組織會

運輸水分和養分到花朵的各個部分。 

二、實驗材料：剪刀、花、水盆、水、杯子、micro:bit、平板 

三、實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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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擬定常見的花莖切法，分別是直切、斜切、剪一

刀、剪十字和搗碎底部，全部的切法皆在水中完

成，以免氣泡進入維管束影響水分運輸。 

2.準備五個塑膠杯以及蓋子，並分別在杯子上貼上了

五個剪法的標示貼紙 。 

3.將每個杯子裝八分滿的水（約 450c.c.)，並且在

杯蓋上戳兩個洞，每一杯插兩支花。 

4.將每一朵都剪到一樣的長度（約 38cm)，且將底部

浸泡到水的葉子拔掉。 

5.將每盆花和花苞的數量都固定（選擇較有機會開花

的花苞、較無缺陷的花，其餘剪掉）。 

6.設計 micro:bit每一小時自動拍照程式，並將其與

未來要拍照的平板連線。 

7.將拍攝工具架設完成，並且將每一盆花擺好（不互

相遮擋，確認每朵花和花苞都有入鏡）。 

8.製作記錄表。 

9.每日觀察、紀錄、討論。 

*micro:bit程式積木及架設情形： 

  

micro:bit程式積木: 每一小時自動拍照程式 micro:bit與平板連結 

 
 

架設情形，花朵互不遮擋 組員一起寫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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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切花範例 

 直切 斜切 剪一刀 剪十字 搗碎底部 

說明 把花莖保留約

38 公分後，底

部平剪。 

把花莖保留約

38 公分後，底

部 45 度角斜

剪。 

把花莖保留約

38 公 分 後 平

剪，且底部切

口朝上的剪一

刀。 

把花莖保留約

38 公 分 後 平

剪，且底部切

兩刀，呈現十

字形狀。 

把花莖保留約

38 公 分 後 平

剪，且底部用

工具將它進行

搗碎。 

範例

照片 

     

圖示 

     

 

五、實驗 1紀錄表：花莖的切法對開花時間的影響 

 直切 斜切 搗碎 

日期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10/16 8 4 ○ 8 4 ○ 8 4 ○ 

10/17 8 4 ○ 8 4 ○ 8 4 ○ 

10/18 8 4 ○ 6 6 ○ 8 4 ○ 

10/19 8 4 ○ 6 6 ○ 6 6 1△ 

10/20 6 6 ○ 6 6 ○ 6 6 2△ 

10/23 5 7 1△ 4 8 ○ 2 10 2△ 

10/24 3 9 1△ 4 8 3△ 2 10 1△1x 

10/25 3 9 1△ 4 8 4△ 2 10 1△1x 

10/26 2 10 4△ 4 8 4△ 2 10 3△1x 

10/27 2 10 4△ 4 8 1△3X 2 10 3△1x 

 十字切 剪一刀 

 日期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10/16 8 4 1△ 8 4 ○ 

10/17 8 4 1△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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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下垂；○正常.健康；x花瓣變色       備註:假日無登記 

 

圖 1：花莖的切法延長花朵觀賞期長條圖 

 

六、實驗結果： 

1.實驗時間從 112年 10 月 16日至 112年 10月 27 日，共 12天。 

2.直切：第 5天有 0朵下垂 0朵爛掉，第 12天有 4朵下垂 0朵爛掉。 

3.斜切：第 5天有 0朵下垂 0朵爛掉，第 12天有 1朵下垂 3朵爛掉。 

4.搗碎：第 5天有 2朵下垂 0朵爛掉，第 12天有 3朵下垂 1朵爛掉。 

5.十字切：第 5天有 2 朵下垂 0朵爛掉，第 12天有 3朵下垂 0朵爛掉。 

6.剪一刀：第 5天有 0 朵下垂 0朵爛掉，第 12天有 0朵下垂 5朵爛掉。 

七、小結：實驗結果顯示，十字切的切法可以延長最久的開花時間，因為第 10 天沒有爛掉

且僅有 3個下垂。次之為直切的切法，10天後只有 4個下垂，沒有爛掉。剪一刀

的切法最差，10天後有 5朵花爛掉。綜觀實驗結果，延長開花的切法由優排到劣

為：十字切法、直切切法、斜切切法、搗碎、剪一刀。 

 八、推論：切面面積越大越可以增加莖和水的接觸，可以更好吸取水分和養分。 

 

實驗二：消毒液對開花時間的影響 

10/18 8 4 2△ 8 4 ○ 

10/19 8 4 2△ 8 4 ○ 

10/20 4 8 2△ 6 6 ○ 

10/23 0 12 2△ 4 8 1X 

10/24 0 12 2△ 4 8 1X 

10/25 0 12 2△ 4 8 1X 

10/26 0 12 3△ 3 9 2X 

10/27 0 12 3△ 2 10 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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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說明：之所以選擇消毒液當保鮮劑的實驗之一，是因為要殺死堵在維管束的細菌、

黴菌。我們希望使用消毒液可以殺滅這些細菌、黴菌防止病原體傳播及

影響水分養分運輸。如此一來，便可以延長花的壽命，也可以讓花保持

鮮豔和美麗。 

二、實驗材料：酒精、漂白水、白醋、剪刀、標示貼紙、杯子 

三、實驗流程： 

1. 使用漂白水、白醋、酒精當作消毒液。 

2. 準備九個塑膠杯以及蓋子，並分別在杯子上貼

上了九個溶液和濃度的標示貼紙 。 

3. 在每個杯子裡分別調配好該杯子上標示貼紙的

溶液濃度，並且在杯蓋上戳兩個洞，每一杯插

兩支花。 

4. 準備十八朵菊花，將每一朵花莖都剪到和上次

一樣的長度（38cm)，花莖切法採用實驗結果

最佳的十字剪法，且將底部會浸泡到水的部分

的葉子拔掉。 

5. 將每盆花和花苞的數量都固定（選擇較有機會

開的花苞、較無缺陷的花，其於剪掉）。 

6. 將菊花分別插到塑膠杯的兩個洞裡，並把蓋子

蓋起來。 

7. 製作記錄表(因為上一次自動拍照的效果並沒

有很好，而且我們發現其實每天拍一次照紀錄

就好了，因此這次並沒有使用自動拍照，改用每天人工拍照的方式)。 

8. 每日觀察、紀錄、討論。 

 

四、消毒液濃度比例： 

(1)酒精 15%：75%酒精 90ml+水 360ml 

(2)酒精 25%：75%酒精 150ml+水 300ml 

(3)酒精 35%：75%酒精 210ml+水 240ml  

(4)漂白水 50ppm：漂白水 1ml+水 999ml 

(5)漂白水 100ppm：漂白水 1ml+水 499ml 

(6)漂白水 150ppm：漂白水 1ml+水 332ml 

(7)白醋 5%：白醋 22ml+水 428ml 

(8)白醋 10%：白醋 45ml+水 405ml 

(9)白醋 15%：白醋 67ml+水 383ml 

五、實驗 2-1紀錄表：消毒液對開花時間的影響(酒精) 

 酒精 15% 酒精 25% 酒精 35% 

日期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11/17 6 6 ○ 6 6 ○ 6 6 ○ 

11/21 0 12 ○ 3 9 ○ 2 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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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下垂；○正常.健康；x花瓣變色       備註:假日無登記 

六、實驗 2-2紀錄表：消毒液對開花時間的影響(白醋) 

 白醋 5% 白醋 10% 白醋 15% 

日期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11/17 6 6 ○ 6 6 ○ 6 6 ○ 

11/21 1 11 ○ 3 9 1△ 1 11 2△ 

11/22 1 11 ○ 2 10 1△ 0 12 2△ 

11/23 1 11 ○ 2 10 3△ 0 12 2△ 

11/24 1 11 ○ 2 10 4△ 0 12 2△ 

11/27 0 12 
3△ 

1X 
0 12 4△ 0 12 

2△ 

2X 

11/28 0 12 
4△ 

1X 
0 12 4△ 0 12 

4△ 

3X 

11/29 0 12 
4△ 

1X 
0 12 

4△ 

3X 
0 12 10X 

11/22 0 12 1△ 3 9 1△ 2 10 4△ 

11/23 0 12 1△ 2 10 1△ 1 11 4△ 

11/24 0 12 1△ 1 11 2△ 1 11 5△ 

11/27 0 12 1△ 1 11 
2△ 

1X 
1 11 7△ 

11/28 0 12 1△ 1 11 
4△ 

2X 
1 11 7△ 

11/29 0 12 
1△ 

1X 
1 11 

4△ 

5X 
1 11 10X 

11/30 0 12 
2△ 

1X 
1 11 

6△ 

6X 
1 11 

1△ 

10X 

12/01 0 12 
4△ 

2X 
1 11 

4△ 

8X 
1 11 12X 

12/04 0 12 11X 1 11 
2△ 

10X 
1 11 12X 

12/05 0 12 12X 1 11 12X 1 11 12X 

12/06 0 12 12X 1 11 12X 1 11 1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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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0 12 
5△ 

1X 
0 12 7X 0 12 12X 

12/01 0 12 
1△ 

11X 
0 12 12X 0 12 12X 

12/04 0 12 12X 0 12 12X 0 12 12X 

12/05 0 12 12X 0 12 12X 0 12 12X 

12/06 0 12 12X 0 12 12X 0 12 12X 

*說明：△下垂；○正常.健康；x花瓣變色       備註:假日無登記 

七、實驗 2-3紀錄表：消毒液對開花時間的影響(漂白水) 

 

*說明：△下垂；○正常.健康；x花瓣變色       備註:假日無登記 

 

 
漂白水 50ppm 漂白水 100ppm 漂白水 150ppm 

日期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11/17 6 6 ○ 6 6 ○ 6 6 ○ 

11/21 0 12 ○ 0 12 ○ 0 12 ○ 

11/22 0 12 ○ 0 12 ○ 0 12 ○ 

11/23 0 12 ○ 0 12 ○ 0 12 ○ 

11/24 0 12 ○ 0 12 ○ 0 12 ○ 

11/27 0 12 ○ 0 12 ○ 0 12 ○ 

11/28 0 12 ○ 0 12 ○ 0 12 ○ 

11/29 0 12 ○ 0 12 ○ 0 12 ○ 

11/30 0 12 ○ 0 12 ○ 0 12 ○ 

12/01 0 12 ○ 0 12 1△ 0 12 1X 

12/04 0 12 1△ 0 12 11△ 0 12 1X 

12/05 0 12 2△ 0 12 11△ 0 12 1X 

12/06 0 12 2△ 0 12 
8△ 

3X 
0 12 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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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消毒液延長花朵觀賞期之長條圖 

 
 

八、12/06花朵紀錄 

酒精 15%正面 酒精 15%側面 酒精 25%正面 酒精 25%側面 

    

酒精 35%正面 酒精 35%側面 白醋  5%正面 白醋  5%側面 

   
 

白醋 10%正面 白醋 10%側面 白醋 15%正面 白醋 15%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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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白水  50ppm 正面 漂白水  50ppm側面 漂白水 100ppm正面 漂白水 100ppm側面 

 
 

  

漂白水 150ppm 正面 漂白水 150ppm側面 

 

  

 

效果最佳 效果最差 

  

第 1天：漂白水 150ppm 第 1天：白醋 5% 

  
第 20天：漂白水 150ppm（側面） 第 20天：白醋 5%（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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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天：漂白水 150ppm（正面） 第 20天：白醋 5%（正面） 

 

九、實驗結果： 

1.實驗時間從 112年 11 月 17日至 112年 12月 06 日，共 20天。 

2.實驗結果(酒精 15%):第 11天有 1朵下垂 0朵爛掉，第 20天有 12朵爛掉。 

3.實驗結果(酒精 25%):第 11天有 2朵下垂 1朵爛掉，第 20天有 12朵爛掉。 

4.實驗結果(酒精 35%):第 11天有 7朵下垂 0朵爛掉，第 20天有 12朵爛掉。 

5.實驗結果(白醋  5%):第 11天有 3朵下垂 1朵爛掉，第 20天有 12朵爛掉 。 

6.實驗結果(白醋 10%):第 11天有 4朵下垂 0朵爛掉，第 20天有 12朵爛掉。 

7.實驗結果(白醋 15%):第 11天有 2朵下垂 2朵爛掉，第 20天有 12朵爛掉。 

8.實驗結果(漂白水  50ppm):第 11天有 0朵下垂 0朵爛掉，第 20天有 2 朵下垂 0朵爛掉。 

9.實驗結果(漂白水 100ppm):第 11天有 0朵下垂 0朵爛掉，第 20天有 8朵下垂 3朵爛掉。 

10.實驗結果(漂白水 150ppm):第 11天有 0朵下垂 0朵爛掉，第 20天有 0 朵下垂 1朵爛掉。 

十、小結： 

  實驗結果顯示，漂白水 150ppm可以延長最久的開花時間，因為第 20天沒有爛掉且

僅有 2朵下垂。次之為漂白水 50ppm，20天後只有 2朵下垂，沒有爛掉。白醋 5%最差，

20天後有 12朵花爛掉。綜觀實驗結果，延長開花的消毒液由優排到劣為：漂白水、酒

精、白醋。 

十一、推論：稀釋後的漂白水具有最好的殺菌效果。 

 

實驗三：養分液對開花時間的影響 
 

一、實驗說明：我們在之前的實驗裡已知道對於花朵吸收水分最好的切莖方法，但是花

朵離開了土會失去養分，而添加養分的保鮮劑可以提供鮮花所需要的營

養，也能讓鮮花保持更長時間新鮮美麗。因此，我們上網找了一些大家

推薦的養分比例來做實驗，想找出最好的養分來添加在我們的保鮮劑

裡。 

二、實驗材料：黑糖、砂糖、果糖、塑膠杯、蓋子、標示貼紙、菊花、漂白水、剪刀、 

三、實驗流程： 
1.使用黑糖、砂糖、果糖當作養分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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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準備九個塑膠杯以及蓋子，並分別在杯子上貼九

個溶液和濃度的標示貼紙 。 

3.在每個杯子裡分別調配好該杯子上標示貼紙的溶

液濃度，並且在每個杯蓋上都戳兩個洞。 

4.插入十八朵菊花，將每一朵花莖都剪到長度

（38cm)，花莖切法採用實驗結果最佳的十字剪

法，在養分液中加入漂白水 150ppm，且將底部會

浸泡到水的葉子拔掉。 

5.將每盆花和花苞的數量都固定（選擇較有機會開

的花苞、較無缺陷的花，其於剪掉）。 

6.製作記錄表 

7.每日觀察、紀錄、討論。 

 

四、養分液濃度比例： 
(1)黑糖 0.5%：水 332ml+黑糖 1.66g 

(2)黑糖 1.5%：水 332ml+黑糖 4.98g 

(3)黑糖 2.5%：水 332ml+黑糖 8.3g 

(4)砂糖 0.5%：水 332ml+砂糖 1.66g 

(5)砂糖 1.5%：水 332ml+砂糖 4.98g 

(6)砂糖 2.5%：水 332ml+砂糖 8.3g 

(7)豐年果糖 0.5%：水 332ml+豐年果糖 1.66g 

(8)豐年果糖 1.5%：水 332ml+豐年果糖 4.98g 

(9)豐年果糖 2.5%：水 332ml+豐年果糖 8.3g 

五、實驗３-1紀錄表：養分液對開花時間的影響(黑糖) 

 黑糖 0.5% 黑糖 1.5% 黑糖 2.5% 

日期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12/15 6 6 ○ 6 6 ○ 6 6 ○ 

12/18 0 12 ○ 0 12 ○ 0 12 ○ 

12/19 0 12 ○ 0 12 ○ 0 12 ○ 

12/20 0 12 ○ 0 12 ○ 0 12 ○ 

12/21 0 12 ○ 0 12 ○ 0 12 ○ 

12/22 0 12 ○ 0 12 ○ 0 12 ○ 

12/25 0 12 ○ 0 12 ○ 0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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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下垂；○正常.健康；x花瓣變色       備註:假日無登記 

六、實驗３-2紀錄表：養分液對開花時間的影響(砂糖) 

12/26 0 12 1△ 0 12 ○ 0 12 ○ 

12/27 0 12 2△ 0 12 ○ 0 12 ○ 

12/28 0 12 2△ 0 12 ○ 0 12 ○ 

12/29 0 12 3△ 0 12 ○ 0 12 ○ 

01/02 0 12 4△ 0 12 ○ 0 12 1△ 

01/03 0 12 
1△ 

3X 
0 12 ○ 0 12 1△ 

01/04 0 12 
1△ 

3X 
0 12 ○ 0 12 1△ 

01/05 0 12 
1△ 

3X 
0 12 ○ 0 12 2△ 

01/08 0 12 5X 0 12 1△ 0 12 2△ 

01/09 0 12 
3△ 

5X 
0 12 1△ 0 12 

1△ 

1X 

01/10 0 12 
4△ 

5X 
0 12 

1△ 

1X 
0 12 2X 

01/11 0 12 
5△ 

5X 
0 12 

4△ 

1X 
0 12 2X 

01/12 0 12 
3△ 

7X 
0 12 

4△ 

1X 
0 12 2X 

01/15 0 12 
2△ 

9X 
0 12 6X 0 12 

2△ 

3X 

01/16 0 12 
2△ 

10X 
0 12 6X 0 12 

3△ 

3X 

01/17 0 12 
2△ 

10X 
0 12 

2△ 

6X 
0 12 

6△ 

4X 

01/18 0 12 
2△ 

10X 
0 12 

2△ 

6X 
0 12 

6△ 

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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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糖 0.5% 砂糖 1.5% 砂糖 2.5% 

日期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狀

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12/15 6 6 ○ 6 6 ○ 6 6 ○ 

12/18 1 11 ○ 0 12 ○ 0 12 ○ 

12/19 0 12 ○ 0 12 ○ 0 12 ○ 

12/20 0 12 ○ 0 12 ○ 0 12 ○ 

12/21 0 12 ○ 0 12 ○ 0 12 ○ 

12/22 0 12 ○ 0 12 ○ 0 12 ○ 

12/25 0 12 ○ 0 12 ○ 0 12 ○ 

12/26 0 12 ○ 0 12 ○ 0 12 ○ 

12/27 0 12 ○ 0 12 ○ 0 12 ○ 

12/28 0 12 ○ 0 12 ○ 0 12 ○ 

12/29 0 12 ○ 0 12 ○ 0 12 ○ 

01/02 0 12 ○ 0 12 ○ 0 12 ○ 

01/03 0 12 ○ 0 12 ○ 0 12 ○ 

01/04 0 12 ○ 0 12 ○ 0 12 ○ 

01/05 0 12 ○ 0 12 ○ 0 12 ○ 

01/08 0 12 ○ 0 12 ○ 0 12 ○ 

01/09 0 12 1△ 0 12 ○ 0 12 ○ 

01/10 0 12 1△ 0 12 ○ 0 12 ○ 

01/11 0 12 2△ 0 12 ○ 0 12 ○ 

01/12 0 12 2△ 0 12 ○ 0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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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下垂；○正常.健康；x花瓣變色       備註:假日無登記 

七、實驗３-3紀錄表：養分液對開花時間的影響(豐年果糖) 

01/15 0 12 
5△ 

2X 
0 12 ○ 0 12 2△ 

01/16 0 12 
7△ 

2X 
0 12 ○ 0 12 2△ 

01/17 0 12 11X 0 12 
1△ 

2X 
0 12 3△ 

01/18 0 12 12 X 0 12 
1△ 

2X 
0 12 5X 

 豐年果糖 0.5% 豐年果糖 1.5% 豐年果糖 2.5% 

日期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12/15 6 6 ○ 6 6 ○ 6 6 ○ 

12/18 0 12 ○ 0 12 ○ 2 10 ○ 

12/19 0 12 ○ 0 12 ○ 1 11 ○ 

12/20 0 12 ○ 0 12 ○ 1 11 ○ 

12/21 0 12 ○ 0 12 ○ 1 11 ○ 

12/22 0 12 ○ 0 12 ○ 1 11 ○ 

12/25 0 12 ○ 0 12 ○ 0 12 ○ 

12/26 0 12 ○ 0 12 ○ 0 12 ○ 

12/27 0 12 ○ 0 12 ○ 0 12 ○ 

12/28 0 12 ○ 0 12 ○ 0 12 ○ 

12/29 0 12 ○ 0 12 ○ 0 12 ○ 

01/02 0 12 ○ 0 12 ○ 0 12 ○ 

01/03 0 12 ○ 0 12 ○ 0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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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下垂；○正常.健康；x花瓣變色       備註:假日無登記 
 

  

01/04 0 12 ○ 0 12 ○ 0 12 ○ 

01/05 0 12 ○ 0 12 ○ 0 12 ○ 

01/08 0 12 2△ 0 12 1△ 0 12 ○ 

01/09 0 12 2△ 0 12 
1△ 

1X 
0 12 ○ 

01/10 0 12 2△ 0 12 
1△ 

1X 
0 12 ○ 

01/11 0 12 
4△ 

2X 
0 12 

2△ 

1X 
0 12 1△ 

01/12 0 12 6X 0 12 
2△ 

1X 
0 12 1△ 

01/15 0 12 10X 0 12 4X 0 12 1△ 

01/16 0 12 10X 0 12 4X 0 12 2△ 

01/17 0 12 10X 0 12 5X 0 12 4△ 

01/18 0 12 10X 0 12 6X 0 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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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３：養分液延長花朵觀賞期之長條圖 

 
八、實驗結果： 

1.實驗時間從 112年 12 月 15日至 113年 1月 18 日，共 34天。 

2.實驗結果(黑糖 0.5%):第 16天有 3朵下垂 0朵爛掉，第 34天有 2朵下垂 10朵爛掉。 

3.實驗結果(黑糖 1.5%):第 16天有 0朵下垂 0朵爛掉，第 34天有 2朵下垂 6朵爛掉。 

4.實驗結果(黑糖 2.5%):第 16天有 0朵下垂 0朵爛掉，第 34天有 6朵下垂 4朵爛掉。 

5.實驗結果(砂糖 0.5%):第 16天有 0朵下垂 0朵爛掉，第 34天有 0朵下垂 12朵爛掉。 

6.實驗結果(砂糖 1.5%):第 16天有 0朵下垂 0朵爛掉，第 34天有 1朵下垂 2朵爛掉。 

7.實驗結果(砂糖 2.5%):第 16天有 0朵下垂 0朵爛掉，第 34天有 0朵下垂 5朵爛掉。 

8.實驗結果(果糖 0.5%):第 16天有 0朵下垂 0朵爛掉，第 34天有 0朵下垂 10朵爛掉。 

9.實驗結果(果糖 1.5%):第 16天有 0朵下垂 0朵爛掉，第 34天有 0朵下垂 6朵爛掉。 

10.實驗結果(果糖 2.5%):第 16天有 0朵下垂 0朵爛掉，第 34天有 4朵下垂 0朵爛掉。 

效果最佳 效果最差 

  

第 1天：砂糖 1.5%(側面) 第 1天：黑糖 0.5%(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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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天：砂糖 1.5%(側面) 第 34天：黑糖 0.5%(側面) 

  

第 34天：砂糖 1.5%(正面) 第 34天：黑糖 0.5%(正面) 

九、小結： 

  實驗結果顯示，砂糖 1.5%可以延長最久的開花時間，因為第 34天沒有爛掉且僅有

2朵下垂 1 朵爛掉。次之為果糖 2.5%，34天後只有 4朵下垂，沒有爛掉。最差黑糖

0.5%，34 天後有 12朵花下垂。綜觀實驗結果，延長開花的養分液由優排到劣為：砂

糖、果糖、黑糖。 

十、推論: 砂糖精緻程度較高，雜質較少，植物可以更好的吸收養分。 

實驗四：抗氧化物對開花時間的影響 
一、實驗說明：我們已經找到了合適的切法、養分和消毒液配方，而加維他命是因為他

們具有抗氧化的特性，可以減緩花朵衰老。鮮花在切花後會是失去水

分，且容易受到細菌感染，而加維他命能減少花朵腐爛的風險。此外，

添加維他命可以保持花瓣的鮮豔。我們決定做維他命的實驗，找出完美

的比例加在我們的保鮮劑中。 

二、實驗材料:檸檬汁、維他命 C發泡錠、蘋果醋、剪刀、菊花、塑膠杯、標示貼紙 

三、實驗流程: 
1.使用檸檬汁、維他命 C發泡錠、蘋果醋當作抗氧化液。 

2.準備九個塑膠杯以及蓋子，並分別在杯子上貼上了九個溶液和濃度的標示貼紙 。 

3.在每個杯子裡分別調配好該杯子上標示貼紙的溶液濃度，並且在每個杯蓋上都戳兩

個洞。 

4.插入十八朵菊花，將每一朵花莖都剪到長度（38cm)，花莖切法採用實驗結果最佳的

十字剪法，在抗氧化液中加入漂白水 150ppm，並加入砂糖 1.5%。且將底部會浸泡到

水的葉子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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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將每盆花和花苞的數量都固定（選擇較有機會開的花苞、較無缺陷的花，其於剪

掉）。 

6.製作記錄表 

7.每日觀察、紀錄、討論。 

四、抗氧化液濃度比例： 
(1)蘋果醋 0.5%：水 333ml+蘋果醋 1.5ml 

(2)蘋果醋 1.5%：水 333ml+蘋果醋 5ml 

(3)蘋果醋 2.5%：水 333ml+蘋果醋 8ml 

(4)檸檬汁 0.5%：水 333ml+檸檬汁 1.5ml 

(5)檸檬汁 1.5%：水 333ml+檸檬汁 5ml 

(6)檸檬汁 2.5%：水 333ml+檸檬汁 8ml 

(7)發泡錠 1/4顆：水 333ml+發泡錠 1/4顆 

(8)發泡錠 1/2顆：水 333ml+發泡錠 1/2顆 

(9)發泡錠 1顆：水 333ml+發泡錠 1顆 

五、實驗 4-1紀錄表：抗氧化物對開花時間的影響(蘋果醋) 

 蘋果醋 0.5% 蘋果醋 1.5% 蘋果醋 2.5% 

日期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2/23 10 2 ○ 11 1 ○ 10 2 ○ 

2/26 6 6 ○ 11 1 ○ 10 2 ○ 

2/27 5 7 ○ 4 8 ○ 7 5 ○ 

2/29 0 12 ○ 0 12 ○ 0 12 ○ 

3/1 0 12 ○ 0 12 ○ 0 12 ○ 

3/4 0 12 ○ 0 12 ○ 0 12 ○ 

3/5 0 12 ○ 0 12 ○ 0 12 ○ 

3/6 0 12 ○ 0 12 ○ 0 12 ○ 

3/7 0 12 ○ 0 12 ○ 0 12 ○ 

3/8 0 12 ○ 0 12 ○ 0 12 ○ 

3/11 0 12 ○ 0 12 ○ 0 12 ○ 

3/12 0 12 ○ 0 12 ○ 0 12 ○ 

3/13 0 12 ○ 0 12 ○ 0 12 ○ 

3/14 0 12 ○ 0 12 ○ 0 12 ○ 

3/15 0 12 ○ 0 12 ○ 0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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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下垂；○正常.健康；x花瓣變色       備註:假日無登記 

六、實驗 4-2紀錄表：抗氧化物對開花時間的影響(檸檬汁) 

1X 

3/18 0 12 ○ 0 12 5△ 0 12 
6△ 

1X 

3/19 0 12 ○ 0 12 5△ 0 12 
6△ 

1X 

3/20 0 12 ○ 0 12 5△ 0 12 
8△ 

1X 

3/21 0 12 ○ 0 12 11△ 0 12 
10△ 

1X 

3/22 0 12 ○ 0 12 11△ 0 12 
11△ 

1X 

3/25 0 12 ○ 0 12 12△ 0 12 
11△ 

1X 

3/26 0 12 1△ 0 12 12△ 0 12 
5△ 

7X 

3/27 0 12 1△ 0 12 12X 0 12 12X 

3/28 0 12 2△ 0 12 12X 0 12 12X 

 檸檬汁 0.5% 檸檬汁 1.5% 檸檬汁 2.5% 

日期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2/23 10 2 ○ 10 2 ○ 10 2 ○ 

2/26 10 2 ○ 5 7 ○ 10 2 ○ 

2/27 8 4 ○ 5 7 ○ 10 2 ○ 

2/29 0 12 ○ 2 10 ○ 0 12 ○ 

3/1 0 12 ○ 0 12 ○ 0 12 ○ 

3/4 0 12 ○ 0 12 ○ 0 12 ○ 

3/5 0 12 ○ 0 12 ○ 0 12 ○ 

3/6 0 12 ○ 0 12 ○ 0 12 ○ 

3/7 0 12 ○ 0 12 ○ 0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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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下垂；○正常.健康；x花瓣變色       備註:假日無登記 

七、實驗 4-3紀錄表：抗氧化物對開花時間的影響(發泡錠) 

3/8 0 12 ○ 0 12 ○ 0 12 ○ 

3/11 0 12 ○ 0 12 ○ 0 12 ○ 

3/12 0 12 ○ 0 12 1X 0 12 ○ 

3/13 0 12 ○ 0 12 1X 0 12 ○ 

3/14 0 12 ○ 0 12 1X 0 12 ○ 

3/15 0 12 ○ 0 12 1X 0 12 ○ 

3/18 0 12 ○ 0 12 3X 0 12 ○ 

3/19 0 12 ○ 0 12 3X 0 12 1△ 

3/20 0 12 ○ 0 12 3X 0 12 1△ 

3/21 0 12 ○ 0 12 
2△ 

1X 
0 12 1△ 

3/22 0 12 ○ 0 12 
2△ 

1X 
0 12 1△ 

3/25 0 12 ○ 0 12 
6△ 

1X 
0 12 2△ 

3/26 0 12 ○ 0 12 
6△ 

1X 
0 12 

1△ 

1X 

3/27 0 12 ○ 0 12 
6△ 

1X 
0 12 

5△ 

1X 

3/28 0 12 1△ 0 12 
11△ 

1X 
0 12 

10△ 

1X 

 發泡錠 1顆 發泡錠 1/2 顆 發泡錠 1/4顆 

日期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2/23 10 2 ○ 10 2 ○ 10 2 ○ 

2/26 10 2 ○ 10 2 ○ 10 2 ○ 

2/27 5 7 ○ 7 5 ○ 10 2 ○ 

2/29 0 12 ○ 0 12 ○ 0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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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下垂；○正常.健康；x花瓣變色       備註:假日無登記 

  

3/1 0 12 ○ 0 12 ○ 0 12 ○ 

3/4 0 12 ○ 0 12 ○ 0 12 ○ 

3/5 0 12 ○ 0 12 ○ 0 12 ○ 

3/6 0 12 ○ 0 12 ○ 0 12 ○ 

3/7 0 12 ○ 0 12 ○ 0 12 ○ 

3/8 0 12 ○ 0 12 ○ 0 12 ○ 

3/11 0 12 ○ 0 12 ○ 0 12 ○ 

3/12 0 12 1△ 0 12 ○ 0 12 ○ 

3/13 0 12 1X 0 12 ○ 0 12 ○ 

3/14 0 12 1X 0 12 1△ 0 12 ○ 

3/15 0 12 1X 0 12 10△ 0 12 ○ 

3/18 0 12 1X 0 12 11△ 0 12 3△ 

3/19 0 12 1X 0 12 11△ 0 12 3△ 

3/20 0 12 
1△ 

1X 
0 12 11△ 0 12 3△ 

3/21 0 12 
3△ 

1X 
0 12 11△ 0 12 10△ 

3/22 0 12 
3△ 

1X 
0 12 11△ 0 12 10△ 

3/25 0 12 
11△ 

1X 
0 12 12△ 0 12 12△ 

3/26 0 12 
11△ 

1X 
0 12 

3△ 

9X 
0 12 

4△ 

8X 

3/27 0 12 12X 0 12 12X 0 12 12X 

3/28 0 12 12X 0 12 12X 0 12 1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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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抗氧化物對開花時間的影響 

八、實驗結果： 

1.實驗時間從 113年 2月 23日至 113年 3月 28日，共 35天。 

2.實驗結果(蘋果醋 0.5%)：第 17天花皆很健康，第 35天有 2朵下垂 0朵爛掉。 

3.實驗結果(蘋果醋 1.5%)：第 17天花皆很健康，第 35天有 0朵下垂 12朵爛掉。 

4.實驗結果(蘋果醋 2.5%)：第 17天花皆很健康，第 35天有 0朵下垂 12朵爛掉。 

5.實驗結果(檸檬汁 0.5%)：第 17天花皆很健康，第 35天有 1朵下垂 0朵爛掉。 

6.實驗結果(檸檬汁 1.5%)：第 17天花皆很健康，第 35天有 11朵下垂 1朵爛掉。 

7.實驗結果(檸檬汁 2.5%)：第 17天花皆很健康，第 35天有 10朵下垂 1朵爛掉。 

8.實驗結果(發泡錠 1/4 顆)：第 17天花皆很健康，第 35天有 0朵下垂 12 朵爛掉。 

9.實驗結果(發泡錠 1/2 顆)：第 17天花皆很健康，第 35天有 0朵下垂 12 朵爛掉 

10.實驗結果(發泡錠 1顆)：第 17天花皆很健康，第 35有 0朵下垂 12朵爛掉 

效果最佳 效果最差 

  
第 1天：檸檬汁 0.5% 第 1天：發泡錠 1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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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天：檸檬汁 0.5%(正面) 第 35天：發泡錠 1顆(正面) 

  
第 35天：檸檬汁 0.5%(側面) 第 35天：發泡錠 1顆(側面) 

 

九、小結 

  實驗結果顯示，檸檬汁 0.5%可以延長最久的開花時間，因為第 35天沒有爛掉且僅

有 1朵花下垂。次之為蘋果醋 0.5%，35天後只有 2朵下垂，沒有爛掉。最差發泡碇 1

顆，35天後有 12朵花爛掉。綜觀實驗結果，延長開花的抗氧化物由優排到劣為：檸檬

汁、蘋果醋、發泡錠。 

 

十、推論：天然的檸檬汁富含豐富的維他命 c，檸檬具有抗氧化的特性，可有效延長植物的

開花時間。 

實驗五：自製保鮮劑對其他花朵開花時間的影響 
一、實驗說明： 

  我們已經找到了合適的切法、養分和消毒液配方，而我們想要對比不同花朵的開花

時間。以及每朵花在含有保鮮劑的水中開花的狀況。比較是否我們的自製保鮮劑對其他

花朵也可以延長其開花時間。 

二、實驗材料：漂白水、砂糖、剪刀、菊花、塑膠杯、標示貼紙、非洲雛菊、康乃馨、玫瑰

花。 

三、實驗流程： 

1.調配加入消毒液及養分液的保鮮劑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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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準備六個塑膠杯以及蓋子，並分別在杯子上貼上了六個溶液和濃度的標示貼紙 。 

3.在每個杯子裡分別調配好該杯子上標示貼紙的溶液濃度，並且在每個杯蓋上都戳兩

個洞。 

4.插入花朵，將每一朵花莖都剪到長度（38cm)，花莖切法採用實驗結果最佳的十字剪

法，在抗氧化液中加入漂白水 150ppm，並加入砂糖 1.5%。且將底部會浸泡到水的葉

子拔掉。 

5.將每盆花和花苞的數量都固定（選擇較健康的花苞、無缺陷的花，其於剪掉）。 

6.製作記錄表 

7.每日觀察、紀錄、討論。 

四、保鮮劑濃度：十字剪法、漂白水 150ppm、砂糖 1.5% 

 

 

五、實驗 5-1紀錄表：自製保鮮劑對其他花朵開花時間的影響(自來水) 

 玫瑰(自來水) 康乃馨(自來水) 非洲雛菊(自來水) 

日期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2/23    1 5 ○    

2/26    1 5 ○    

2/27    1 5 ○    

2/29 0 2 ○ 1 5 ○ 0 2 ○ 

3/1 0 2 ○ 0 6 ○ 0 2 ○ 

3/4 0 2 ○ 0 6 ○ 0 2 ○ 

3/5 0 2 ○ 0 6 ○ 0 2 ○ 

3/6 0 2 ○ 0 6 ○ 0 2 ○ 

3/7 0 2 ○ 0 6 ○ 0 2 ○ 

3/8 0 2 ○ 0 6 ○ 0 2 1△ 

3/11 0 2 2X 0 6 3△ 0 2 2△ 

3/12    0 6 3△ 0 2 2△ 

3/13    0 6 4△ 0 2 2△ 

3/14    0 6 5△ 0 2 2△ 

3/15    0 6 6△ 0 2 2△ 

3/18    0 6 6△ 0 2 2△ 

3/19    0 6 6△ 0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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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下垂；○正常.健康；x花瓣變色       備註:假日無登記 

六、實驗 5-2紀錄表：自製保鮮劑對其他花朵開花時間的影響(自製保鮮劑) 

1X 

3/20    0 6 6△ 0 2 
1△ 

1X 

3/21    0 6 6△ 0 2 2X 

3/22    0 6 6△    

3/25    0 6 6△    

3/26    0 6 6X    

 玫瑰(自製保鮮劑) 康乃馨(自製保鮮劑) 非洲雛菊(自製保鮮劑) 

日期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花苞 

數量 

開花 

數量 

花體 

狀態 

2/23 0 2 ○ 0 6 ○ 0 2 ○ 

2/26 0 2 ○ 0 6 ○ 0 2 ○ 

2/27 0 2 ○ 0 6 ○ 0 2 ○ 

2/29 0 2 ○ 0 6 ○ 0 2 ○ 

3/1 0 2 ○ 0 6 ○ 0 2 ○ 

3/4 0 2 ○ 0 6 ○ 0 2 ○ 

3/5 0 2 ○ 0 6 ○ 0 2 ○ 

3/6 0 2 ○ 0 6 ○ 0 2 1△ 

3/7 0 2 1△ 0 6 ○ 0 2 2△ 

3/8 0 2 2△ 0 6 ○ 0 2 2△ 

3/11 0 2 
1△ 

1X 
0 6 2△ 0 2 2△ 

3/12 0 2 
1△          

1X 
0 6 3△ 0 2 2△ 

3/13 0 2 
1△ 

1X 
0 6 3△ 0 2 2△ 

3/14 0 2 2X 0 6 3△ 0 2 2△ 

3/15    0 6 3△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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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下垂；○正常.健康；x花瓣變色       備註:假日無登記 

七、實驗結果： 

1. 實驗時間玫瑰(自來水)從 113年 2月 29日至 113 年 3月 11日，共 12天； 

實驗時間玫瑰(自製保鮮劑)從 113年 2月 23日至 113年 3月 14日，共 21天； 

實驗時間非洲雛菊(自來水)從 113年 2月 29日至 113年 3月 21日，共 22天; 

實驗時間非洲雛菊(自製保鮮劑)從 113年 2月 23日至 113年 3月 21日，共 28天； 

實驗時間康乃馨(自來水)從 113年 2月 23日至 113年 3月 26日，共 33 天； 

實驗時間康乃馨(自製保鮮劑) 從 113年 2月 23 日至 113年 3月 26日，共 33天。 

2. 實驗結果(玫瑰(自來水)):第 12天有 1朵下垂；第 12天有 2朵爛掉。 

3. 實驗結果(玫瑰(自製保鮮劑)):第 14天有 1朵下垂；第 21天有 2朵爛掉。 

4. 實驗結果(非洲雛菊(自來水)):第 12天有 2朵下垂；第 22天 2朵爛掉。 

5. 實驗結果(非洲雛菊(自製保鮮劑)):第 14天有 2朵下垂；第 28天 2朵爛掉。 

6. 實驗結果(康乃馨(自來水)):第 18天有 3朵下垂；第 34天有 6朵爛掉。 

7. 實驗結果(康乃馨(自製保鮮劑)):第 19天有 3朵下垂；第 34天有 5朵下垂 1朵爛

掉。 

 

八、小結： 

  實驗結果顯示，自製保鮮劑對玫瑰開花時間可以延長 9天；對非洲雛菊來說，在

有保鮮劑的添加之下，可以延長約 6天的開花時間；而康乃馨在同樣 35天的觀察下，

只有自來水的康乃馨 6 朵皆爛掉，但添加鮮花保鮮劑的僅有一朵爛掉。因此經實驗結

果顯示，自製保鮮劑不僅可以延長菊花的開花時間，其餘花朵皆有相當良好的效果。 

九、推論：自製保鮮劑中因為含有比例是當的砂糖和漂白水，砂糖能給花卉養分，漂白水能

殺菌，因此能使花朵更持久。 

肆、研究結果 

一、實驗一：花莖的切法對開花時間的影響。 

3/18    0 6 5△ 0 2 2△ 

3/19    0 6 5△ 0 2 2△ 

3/20    0 6 
4△ 

1X 
0 2 

1△ 

1X 

3/21    0 6 
4△ 

1X 
0 2 2X 

3/22    0 6 
5△ 

1X 
   

3/25    0 6 
5△ 

1X 
   

3/26    0 6 
5△ 

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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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探討花莖切法的實驗中，我們發現十字切法可以延長開花時間最久，十字切法在

實驗中的第 10天沒有花朵爛掉且僅有 3個花朵下垂。次之為直切切法，在第 10天只有

4朵花下垂，沒有花朵爛掉。剪一刀的切法最差，第 10天有 5朵花爛掉。最終實驗結

果，延長開花的花莖切法由優排到劣為：十字切法、直切切法、斜切切法、搗碎、剪一

刀。 

二、實驗二：消毒液對開花時間的影響。 

  實驗結果顯示，漂白水 150ppm的消毒水可以延長最久的開花時間，因為第 20天沒

有花朵爛掉且僅有 2朵花下垂。次之為漂白水 50ppm，20天後只有 2朵花下垂，沒有花

朵爛掉。白醋 5%最差，第 20天有 12朵花爛掉。最終實驗結果，延長開花的消毒液由優

排到劣為：漂白水、酒精、白醋。 

三、實驗三：養分液對開花時間的影響。 

  實驗結果顯示，添加砂糖 1.5%可以延長的開花時間最久，因為第 34天沒有花爛掉

且僅有 2朵花下垂 1朵花爛掉。次之為果糖 2.5%，第 34天只有 4朵花下垂，沒有爛掉

的花朵。最差黑糖 0.5%，34天後有 12朵花下垂。最終實驗結果，延長開花的養分液由

優排到劣為：砂糖、果糖、黑糖。 

四、實驗四：抗氧化物對開花時間的影響。 

 實驗結果顯示，檸檬汁 0.5%的抗氧化物可以延長開花時間最久，因為 35 天後沒有花

朵爛掉且僅有 1朵花下垂。次之為蘋果醋 0.5%，第 35天只有 2朵花下垂，沒有花朵爛

掉。加入發泡碇一顆最差，第 35天有 12朵花爛掉，且在第 33天時就已經有 11朵花下

垂,1朵花爛掉。最終實驗結果，延長開花的消毒液由優排到劣為：檸檬汁、蘋果醋、發

泡錠。 

五、實驗五：自製保鮮劑對其他花朵開花時間的影響。 

  實驗結果指出，自製保鮮劑可延長玫瑰的開花期 9天，也可以延長非洲雛菊開花期

約 6天。觀察期間為 34 天的康乃馨實驗中，只有以自來水為基礎的 6朵康乃馨腐爛，

而添加了鮮花保鮮劑的康乃馨僅有 1朵腐爛。因此，實驗結果表明，自製保鮮劑不僅能

有效延長菊花的開花期，對其他花朵也具有相當良好的效果。 

伍、討論 

(一)在「花莖的切法對開花時間的影響」實驗中可以讓菊花維持全開且健康的狀態僅有 6

天，但在最後一個實驗「抗氧化物對開花時間的影響」的實驗中，添加了良好的自製

鮮花保鮮劑，讓菊花全開且健康的狀態可以維持 35天之久。 

(二)在「花莖的切法對開花時間的影響」實驗中我們發現十字切法可以延長觀賞時間最久，

歷屆科展研究中「柯南的青春之泉─ 以環保方法延長切花花期」也提到修剪花梗基部

對提高吸水率及花期延長有幫助。然而在文獻資料「花道館-花道知識」中顯示是斜切

切法為佳。我們猜測可能是因為我們實驗中切花的操作皆在水盆裡完成，可以減少氣

泡進入植物的維管束，堵塞水分運輸，十字切又可增加與水的接觸面積且不破壞底部

的維管束。 

(三)在「消毒液對開花時間的影響」實驗中，我們發現漂白水的殺菌效果最好，與文獻資料

「花市買花回家，切花如何延長保鮮期?三個簡易小撇步分享」相同，具有保鮮和殺菌

功能。可有效延長切花的觀賞期。我們進而又發現其中以漂白水 150ppm濃度為最佳。 

(四)在「養分液對開花時間的影響」實驗中我們發現砂糖可以延長觀賞時間最久，與文獻資

料「鮮花保存護理小秘訣︰9招令鮮花更持久保鮮」相同。進而又發現其中以砂糖

1.5%濃度為最佳，所以砂糖並非越多越好，而是有最適當的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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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獻資料「如何延長切花的「瓶插壽命」」提到切花需吸收水分、養分，碳水化合物和

消毒劑提供必要條件。與我們的實驗五結果相同，添加了自製鮮花保鮮劑的花卉，觀

賞期皆比沒有添加保鮮劑的切花更久。 

陸、總結 
  花卉為高價值的農產作物，且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不管是祭祀還是送禮或是妝點

居家環境都是很好的選擇及用途。但鮮花觀賞期短，所以如何延長花朵的保鮮是一項重要的

研究。最終我們找到了對於延長鮮花觀賞期最有效的自製鮮花保鮮劑濃度比例，為漂白水

150ppm+砂糖 1.5%+檸檬汁 0.5%，且切莖方式使用十字切法是最有效可以保存鮮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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