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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有性別嗎? 探索茄苳樹的奧秘 

 

 

摘     要 

 

    本研究是觀察並研究茄苳樹不同性別的植物特性，並探究其果實的蜜漬產品，對生態環

境的功能與相互關係，及研究其實用價值性。茄苳(學名為 Bischofia jabanica)是台灣原生種，

常綠喬木。又名重陽木，在植物分類上屬於大戟科(Euphorbiaceae)重陽木屬(Bischofia)，該屬

在臺灣僅茄苳一種植物。  

    研究中發現茄苳是優良行道樹或校園植物，抗風、抗污染、易栽培，除了適於乘涼、觀

賞外，其木材堅硬、耐用，可提供做為建築、枕木、農具材料；果實可食用，甚至可曬成果

乾磨粉或製成蜜餞；果實成熟時，是重要鳥類食餌，也是吸引許多生物生活，樹葉亦可用於

做料理(茄苳蒜頭雞)、葉曬乾可以泡茶，樹皮可提煉做天然植物紅色染料，落果還很容易製

成天然堆肥來運用。 

    研究顯示茄苳樹是生活中實用價值性極高的校園植物，值得校園裡推廣栽種。 

 

 

 

壹、研究動機 

    在我們五年級上學期上『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二單元『植物世界面面觀』以及校本植物

課程時，我們認識了校園植物地圖裡校樹的分布位置，也理解了學校有哪些樹，我們發現在

學校垃圾子車旁有一棵樹，每年樹上結滿一串串像龍眼的果實，我們就在想這棵到底是什麼

樹? 果實可以吃嗎? 它有什麼特別的呢? 為何有的樹不會結果呢? 樹和我們人類一樣有性別嗎? 

    後來，查詢校園地圖後發現這是茄苳樹，然後就想說這棵樹的果實這麼多，可以吃嗎? 這

棵樹有什麼特性呢? 秋天後，地上滿是落果，我們可以怎樣處理呢?  

    於是我們決定進一步來研究它的生長及特性，以及對校園生態及生活有哪些實用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9%81%93%E6%A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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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茄苳為實驗對象，目的在探討校園常見植物的特性、生長過程，除了認識雌雄異

株的茄苳樹，其生長特性及綠美化的功能外，能發現其對於校園生態與環境生態機能間的相互關

係，更進一步研究茄苳之生活實用價值性。 

一、探究樹有性別嗎? 

二、了解校園裡茄苳的植物特性。 

三、研究校園裡茄苳樹的實用價值。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數位相機、捲尺、直尺、剪刀、美工刀、盆栽、土壤、電子秤、電子顯微鏡、罐子。 

石蕊試紙、剪刀、美工刀、鍋子、瓦斯爐、玻璃瓶。 

 

 

 

肆、 研究過程方法與研究結果 

 

 
圖 1 研究架構圖 

 

 

茄苳

植物特性

資料查詢 1-1植物屬性

實驗探究

2-1生長環境

2-2構造探究

2-3種植探究

實用價值 實作探究 3-1果實蜜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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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探究樹有性別嗎? 

          我們很好奇，為何校園的樹有些會開花結果，有些一直都不曾見開花結果呢? 

到底樹有性別嗎? 我們觀察到校園裡的桑葚樹有的會結桑葚，有的不會結桑葚；校

園裡的茄苳樹有的會結果，有的不會結果。之前曾經聽老師說過茄苳樹有公樹、母樹之

分，「啊？！植物還分公母唷！還分同株跟異株唷！」，我們也很好奇還有什麼植物，也

是有分公母的呢? 到底樹是否真的性別嗎? 

        我們從文獻資料中發現，有的樹還真的有性別。我們綜合彙整網路資料、農業百科 

    書籍以及植物圖鑑等有關雌雄同株、雌雄異株、單性花、兩性花文獻資料，如下表: 

 

單性花 一朵花裡只有雄蕊的叫「雄花」，只有「雌蕊」的叫「雌花」 

單性花 

雌雄同株 
同一棵植物裡，同時有雄花，也有雌

花，雌花、雄花在同一植株上。 

玉米、香蕉、芭蕉、油

茶、山核桃、胡桃… 

雌雄異株 

★同一棵植物裡全部是雄花，或是全 

  部是雌花，雌花、雄花在不同植株。 

★雌株只有雌花，而雄株則只開雄 

  花，有公樹母樹之分。 

★在種子植物中，約有 10 % 的種類， 

  屬於「雌雄異株」。 

★台灣具有雌雄異株花的植物約有 

  300 種左右，校園裡常見的台灣海 

  棗、龍柏、蘇鐵，還有血桐、小葉 

  桑、銀杏、蘆荀，都是雌雄異株。 

★台灣的榕屬植物中，也有約 20 種 

  屬於雌雄異株。 

茄苳、桑葚、奇異果、

木瓜、椰棗、蘭嶼土沉

香、菠菜、楊梅、銀杏、

楊樹、柳樹、香榧、開

心果… 

兩性花 一朵花同時具有雌蕊和雄蕊 
龍眼、荔枝、芒果、紅

毛丹… 

    

  綜合結論 

1. 只有單性花的植物，才有雌雄同株、雌雄異株的問題。 

2. 一般的植物都是兩性花，只有單性花雌雄異株，才會有分公樹母樹的問題。 

3. 有關公樹、母樹最簡單的分辨方法，就是只有母樹才會結果，而公樹不會；雄花 

和雌花長得不一樣。 

4. 我們從以上查詢到的資料來看，可以知道校園裡我們好奇的茄苳樹，真的有性別， 

除了有分公母，還是棵具有單性花，且雌雄異株的植物。 

以下我們以校園裡常見的茄苳樹來探討樹的性別是如何? 不同性別的茄苳樹有

什麼奧秘呢? 

https://www.hhbky.com/zh-tw/tags-2719-0.html


 

 4 

二、 了解校園裡茄苳樹的植物特性。 

（一） 分析歸納茄苳的屬性資料。 

    我們從有關茄苳文獻資料中發現， 茄苳是台灣原生種，又名重陽木，在植物分類上屬

於大戟科(Euphorbiaceae)重陽木屬(Bischofia)，該屬在臺灣僅茄苳一種植物。茄苳廣泛分佈於

海拔 1500 公尺以下之山野或海邊，學名為 Bischofia jabanica。我們綜合彙整網路維基百科以

及植物圖鑑等有關茄苳文獻資料如下表: 

 

分類 大戟科 - 重陽木屬 

原產地 
生長於海拔 800 公尺以下山地潮濕溝谷林中或平原栽培。幼樹稍耐蔭，喜水濕，為熱

帶和亞熱帶常綠暨雨林中的主要樹種。 

葉 
1.三出複葉，互生。 

2.小葉卵形或橢圓形，小葉長 7~15cm，寬 4~8cm，葉面光滑，葉緣有鋸齒。 

花 

1. 花期 1-3 月。 

2. 雌雄異株，圓錐花序腋生。 

3. 雄花序較短，長約 10cm，雌花序較長，通常超過 15cm。 

4. 花小，淡黃綠色，無花瓣；雄花序多分枝，雌花序少分枝且常退化為單總狀花序。 

果實 

1. 果實為圓形漿果，直徑 0.8~1.5 公分。 

2. 果實成熟期在秋天(9 至 10 月)，成串垂掛，果實綠色，成熟時轉黃褐色。 

3. 果可食用或釀酒、榨油用。 

4. 果實內含種子 3-4 枚；果熟期狀似串串葡萄掛在枝頂。 

莖 

1. 樹幹直挺壯碩，樹皮赤褐色，粗糙不平會層狀剝落。 

2. 老樹幹上會有瘤狀突起，樹幹受傷會流出紅色汁液。 

3. 茄苳是落葉大喬木，樹高可達 20 公尺。 

特徵 

1.  茄苳最容易的辨認特徵是它的三出複葉，與斑駁的紅褐色樹皮。 

2.  茄苳樹壽命很長，常成為附近居民膜拜的神樹，又稱「重陽木」。 

3.  台灣老樹界四大天王~茄苳、榕樹、樟樹和楓香。 

4.  樹齡長，是亞洲、大洋洲熱帶和亞熱帶之低海拔山麓平地常見樹種。 

益處 

1. 木材耐水濕性強，可作為家具、建築等用材。 

2. 樹冠為傘形，極具遮陰效果，為優良的行道樹。 

3. 果實味甜可食、果肉可釀酒、種子可提煉油供使用。 

4. 樹皮可提取紅色染料，樹皮褐色具有瘤狀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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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探究校園裡茄苳的植物特性。 

1、 探究校園裡茄苳的生長環境及特徵。 

      實際調查(1) 校園裡茄苳的種植地點及生長環境。 

 

     調查結果 

1. 種植地點: 校園內外總共種植 7 棵茄苳樹，分別種植於校園內 5 棵，前門圍牆 

         1 棵，後門圍牆邊 1 棵。 

2. 生長環境: 通風、雨水、空間足夠的土壤。因校樹種植得較密，大部分植物日 

         照普通，能耐乾旱，能抵抗學校近海邊強大的風力。樹高大，具茂 

         密樹冠，能提供校園內遮陽休憩的地方，也提供生物多樣性的棲地。 

 

     實際調查(2) 校園裡茄苳樹樹圍、外觀、特徵比較 

 

編號 樹圍 
(離地 1.3M) 

種植位置 植物外觀與特徵 

1 180.3 cm 垃圾子車旁 1. 樹皮層可剝下，樹幹上有許多小蟲、蟬殼，樹 

上常有綠繡眼、白頭翁、白尾八哥。 

2. 9 月樹上結滿果實，1 月向陽面果實乾枯，但

果實仍掛在樹上，2/01 背光面新鮮果實仍多。 

    

(編號 1)垃圾子車旁 (編號 2)遊戲區 (編號 3)遊戲區 (編號 4)遊戲區 

   

 

(編號 5)遊戲區 (編號 6)後校圍牆 (編號 7)前校圍牆 實際調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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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上和樹上都有果實，是母茄苳。 

4. 樹高約三層樓。 

2 165.7 cm 遊戲區右前方 1. 2/01 發現已經長出雄花花苞，樹幹光滑。 

2. 2/15 雄花開始冒出，2/22 陸續開花，3/01 花粉 

 掉滿地，3 下旬雄花陸續凋謝。 

3.樹葉常綠，樹高約二層樓。 

4.地上樹上沒有果實，是公茄苳。 

3 218.6 cm 遊戲區中前方 1.2/01 發現已經長出雄花小花苞，樹皮層可剝

下。 

2.2/15 雄花開始冒出，2/22 陸續開花，3/01 花粉 

 掉滿地，3 下旬雄花陸續凋謝。 

3.樹葉常綠，樹高約二層樓。 

4.地上樹上沒有果實，是公茄苳。 

4 120.5 cm 遊戲區左側 1.2/15 發現雄花小花苞，樹皮層可剝下。 

2.2/27 雄花開始冒出，3/14 陸續開花，3/24 花粉 

 掉滿地，3 月底雄花陸續凋謝。 

3.樹葉常綠，樹高約二層樓。 

4.地上樹上沒有果實，是公茄苳。 

5.樹幹上有蟲卵及斑蛾蛹。 

5 150.8 cm 遊戲區外圍 1.2/15 發現雄花小花苞，樹皮層可剝下。 

2.2/27 雄花開始冒出，3/14 陸續開花，3/24 花粉 

 掉滿地，3 月底雄花陸續凋謝。 

3.樹葉常綠，樹高約二層樓。 

4.地上樹上沒有果實，是公茄苳。 

5.樹林附近及草地上發現喜鵲、金背鳩、黑冠麻 

 鷺蹤跡。 

6 63.5 cm 後門圍牆 1. 11 月樹上結滿果實，1/23 向陽面果實乾枯，

但仍掛在樹上，背光面樹梢上果實較成熟。 

2. 2/15 枝條尖端出現紅色芽苞，2/29 長出微紅色 

嫩芽、嫩葉及雌花花苞，3/12 雌花開花子房明

顯，母茄苳樹會出現黃紅色樹葉。 

3. 地上和樹上都有乾枯果實，是母茄苳。 

4. 樹葉常綠，樹高約一層樓。 

7 106.1 cm 前門圍牆 1.2/01 發現已經長出雄花小花苞，樹皮層可剝

下。 

2.2/15 雄花開始冒出，2/22 陸續開花，3/01 花粉 

 掉滿地，3 下旬雄花陸續凋謝，3/27 發現部分雄 

 花花序上，部分雄花異常不規則變大。 

3.樹葉常綠，樹高約一層樓。 

4.地上樹上沒有果實，是公茄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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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結論 

         1.學校茄苳樹 7 棵，僅 2 棵為母茄苳樹，其餘為公茄苳樹。 

         2.茄苳樹都會開花，只是雄花和雌花長得有所不同，但只有母茄苳樹才會結果，母 

          茄苳樹開花時，樹上仍有看見茄苳果實，特別的是母茄苳樹會出現黃紅色嫩葉及 

          樹葉，可以作為茄苳樹性別判斷的依據。 

3. 我們發現校園裡茄苳樹每年的 1~3 月會開花，雄花先於雌花綻放，雌雄花成熟期

不一樣，剛好雄花盛開花粉開始飄落時，雌花開花時間恰好能銜接，以利授粉結

果。 

4. 我們發現母茄苳樹附近一定有公茄苳樹。  

      2、研究校園內茄苳的構造。 

   (1)觀察茄苳的構造~根、莖、葉、花、果實、種子。 

根

&

莖 

    

根(幼株) 較年輕~成株 較老~成株 1 較老~成株 2 

葉 

    

幼株葉-1 幼株葉-2 成株葉-雌 成株葉-雄 

雄

花

& 

花

苞 

    

    



 

 8 

雌

花

& 

果

實 

    

    

種

子 
    

新鮮果實&種子 種子&種膜 種子 乾燥果實&種子 

  觀察結果 

1.我們觀察到茄苳樹的葉子為三出複葉，葉緣有鋸齒。 

2.雄花和雌花在不同樹上，有分公茄苳樹及母茄苳樹，只有母茄苳樹會結果。 

3.花序為圓錐狀，雄花呈現淡黃綠色，萼片大多為五枚、少數六枚；雌花只有一枚，

但上方有花柱 3 裂。 

4.茄苳樹幹粗糙不平整，較老的樹皮外層可用手撕下，較年輕的樹無法像老樹一樣直

接將樹皮撕下，樹皮纖維很粗。 

5.發現母茄苳樹枝葉末端開始有冒出紅色枝枒，最後長出雌花花苞及嫩葉。 

6.每顆茄苳種子外，都有半透明的護膜保護。 

7.茄苳樹是常綠喬木，根是軸根；茄苳果實剛長出時是綠色，成熟後會轉變為黃褐色。 

     

(2)觀察茄苳的雄花、雌花及其生長情形。 

[實驗一]: 以肉眼及顯微鏡觀察茄苳的雄花、雌花樣態。 

[實驗過程] 

實驗時間: 113/2/1~113/3/20 

實驗材料: 茄苳樹雄花、雌花的花苞及花朵，顯微鏡接目鏡 10X、接物鏡 1X、2X 

實驗環境: 實驗教室及校園 

實驗步驟: 

   1.觀察茄苳的雄雌花苞，及花朵狀況和外型。 

   2.用相機、顯微鏡、紙、筆，紀錄雌雄花苞及花朵的外觀。 

   3.針對實驗結果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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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花 

  

雄花序多分枝，圓錐花序腋生 雄花茂盛繁多，淡黃綠色小花 

雌花 

  

雌花序少分枝，常退化成單總狀花

序 

雌花稀疏，無花瓣，花柱 3 裂，叢

生在枝條的末端 

 

顯

微

鏡

下

的

雄

花 

    

顯微鏡觀察 雄花已開花 雄花花序 雄花花苞 

    

黃綠色雄花 黃色雄花蕊 雄花花蕊五個 雄花花粉 

顯

微

鏡

下

的

雌

花 

    

黃綠色雌花 花柱 3 裂 雌花花萼 子房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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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二]: 將花朵拆解觀察其各部位，及雄花花蕊萼片、雌花花蕊花柱數量。 

 

名稱/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雄花 
花蕊(個) 5 5 5 6 5 5 5 5 5 5 

萼片(片) 5 5 5 6 5 5 5 5 5 5 

雌花 
花蕊(個) 1 1 1 1 1 1 1 1 1 1 

花柱(裂) 3 3 3 3 3 3 3 3 3 3 

 

   

雄花六萼片，淡黃綠色 雄花苞變黃，準備開花 雄花開花，花蕊/花萼 

   

雌花，黃綠色 雌花萼片卵形，早落性 雌蕊 1 枚，柱頭 3 裂 

 

[實驗結果] 

1. 茄苳的開花期 1-3 月，雄花較雌花先開，雄花會將花粉撒散在空氣之中。3 月底

後雄花陸續凋謝，雌花完成授粉，子房膨大。 

2. 茄苳雌雄異株，圓錐花序腋生，無花瓣。雄花序較短，長約 10cm，雌花序較

長，通常超過 15cm。 

3. 雄花序多分枝，圓錐花序腋生，雄花茂盛繁多，淡黃綠色細小的小花，花粉細

密，量多，花萼 5 片，花蕊就五個，花藥形狀自然捲曲；雌花序少分枝，常退化

成單總狀花序，雌花相較雄花稀疏，花柱 3 枚，叢生在枝條的末端。 

4. 大部分雄花皆為五瓣花萼片，少數為六瓣萼花片；雌花萼片卵形 4-5 片，剛開始

是淡黃綠色，漸變黃褐色，很快就乾枯脫落，雌蕊 1 枚，柱頭 3 裂。 

5. 雄花和雌花開花樣態非常不同，能明顯分辨出茄苳樹是雌株，還是雄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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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觀察茄苳樹幹、樹枝及其嫩芽生長情形。 

[實驗三]: 以肉眼及顯微鏡觀察雌雄茄苳樹的樹幹、樹皮樣態。 

[實驗過程] 

實驗時間: 113/1/26~113/3/20 

實驗材料: 雌雄茄苳樹的樹幹及樹皮 

實驗環境: 校園及校園附近 

實驗步驟: 

1.觀察雌雄茄苳的樹幹外觀。 

2.將雌雄茄苳樹幹的樹皮割下後觀察。 

    3.利用學校例行性修剪時割下的樹枝進行觀察。 

4.比較雌雄茄苳樹樹幹、樹皮的差異。 

5.針對實驗結果進行討論。 

 

Ⅰ.比較雌雄茄苳樹的樹幹及樹皮 

雄茄苳樹 雌茄苳樹 

    

雄茄苳樹割下樹皮後 
雄茄苳樹割下樹皮一

段時間之後 
雌茄苳樹割下樹皮後 

雌茄苳樹割下樹皮一

段時間之後 

 

Ⅱ.比較顯微鏡下茄苳樹的樹皮樣貌 

顯
微
鏡
下
的 
樹
皮     

樹皮表層 1 樹皮表層 2 樹皮表層 3 樹皮內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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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四]:觀察雌雄茄苳樹的小樹枝樣態。 

  

在樹枝和樹幹的交

界處發現樹皮顏色

開始偏紅。 

 

    

割下雄樹樹枝的皮 雄樹樹枝的橫切面 割下雌樹樹枝的皮 雌樹樹枝的橫切面 

[實驗五]:觀察茄苳植株、嫩芽、嫩葉、葉子是否具有紅色特徵。 

    

嫩苗莖葉紅色  雌茄苳樹芽苞紅色 雌茄苳樹紅色嫩芽 雌茄苳樹紅色新葉 

[實驗結果] 

1. 發現茄苳樹割下樹皮一段時間之後，樹幹裡會出現紅色汁液，小樹枝在樹枝和樹幹的

交界處，發現樹皮顏色開始偏紅，但不明顯，若樹枝太嫩時，甚至沒有。 

2. 雌茄苳樹芽苞紅色，當時推論可能是要長花包，觀察後發現除了長出雌花包之外，也

一起長出紅色嫩葉。 

3. 茄苳樹樹幹凹凸粗糙不平，赤褐色樹皮可層層剝下，樹皮表面纖維像麻布材質，容易

分開斷裂。在顯微鏡下，可見樹皮表面裂紋及表面顆粒，樹皮內側纖維較細緻平滑。 

4. 可以證明，文獻資料所說樹皮可提取紅色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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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觀察茄苳幼株及根生長情形。 

  [實驗六]觀察茄苳幼株的根莖。 

  [實驗過程] 

實驗時間:113/01/30 

實驗材料:茄苳幼株、相機、捲尺 

實驗環境:教學樓外水溝旁的角落 

實驗步驟: 

1. 找到教學樓外生長在牆角，繼續生長可能會影響樓房結構及排水的茄苳幼株。 

2. 小心拔起四棵茄苳幼株，將樹苗連根拔起。 

3. 拿紙、筆、捲尺及相機記錄。 

4. 針對實驗結果進行討論。 

 

  

在牆角的茄苳幼株    在水溝旁的茄苳幼株 

 

   

[實驗結果] 

 1 號株 2 號株 3 號株 4 號株 

根長 10.2cm 14 cm 29.5 cm 85 cm 

莖長 33 cm 30 cm 30 cm 50 cm 

莖直徑 0.5 cm 0.4 cm 0.5 cm 2.5 cm 

    

1 號株 2 號株 3 號株 4 號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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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茄苳幼株葉三出複葉，葉互生。小葉卵形或橢圓形，小葉長 7~15cm，寬 4~8cm，葉 

面光滑，葉緣有鋸齒。 

2. 我們發現這四株茄苳幼株生長的地點離母茄苳樹有一段距離，且有校舍建築物阻

斷，推論這些幼株是靠鳥類吃了果實後帶過來的，而且生長處剛好在榕樹旁，有許

多榕果堆成的落葉和果實堆肥，土壤相當鬆軟，營造茄苳幼株良好成長環境。 

3. 我們發現茄苳幼株的根，明顯可以看出是軸根，最特別的是 3 號植株的根為順應水

溝的水泥地，隨著生長地特點而根是呈現 L 型。 

 

 

(5)觀察茄苳果實及種子。 

[實驗七]: 比較茄苳果實果肉、茄苳種子新鮮及乾燥的樣態。。 

      [實驗過程] 

實驗時間: 113/1/24~113/2/20 

實驗材料: 新鮮茄苳果實、乾燥茄苳果實 

實驗環境: 校園及校園附近 

實驗步驟:  

1. 樹上摘下新鮮茄苳果實一串，及樹上乾燥茄苳果實一串。 

2. 比較茄苳果實果肉，及茄苳種子新鮮及乾燥的樣態。 

3. 隨意挑 10 顆果實，撥開計算種子數量。 

4. 針對實驗結果進行討論。 

 

果

實 

    

新鮮果實果肉水分

多，聞起來有青澀味 
果實剖面 

熟透果實果肉鬆軟，

摸起來沙沙的 

乾燥果實果肉乾扁，

聞起來有蜜餞位 

    

綠色未成熟的果實 

熟透果實甜度較

高，自然風乾曬

乾，色澤仍呈現紅

褐色，果實 

新鮮果實自然風乾

曬乾，色澤仍呈現

紅褐色，部分已縮

小呈深褐色 

果實完全乾燥縮小

變硬呈現深褐色，

大小為原來的一

半，無法徒手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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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子 
    

新鮮種子&種膜  乾燥種子&種膜 顯微鏡下乾燥種子 顯微鏡下乾燥種子 

       

     [實驗八]: 研究茄苳種子，隨意挑 10 顆果實，撥開計算種子數量。 

果實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種子數量 6 3 6 6 6 4 6 3 5 4 

 

[實驗結果] 

1. 一顆茄苳果實裡的種子有 3~6 顆茄苳種子不等，我們隨意挑 10 顆果實，果實內

種子數量以 6 顆比率最高。種子外有堅硬的種膜當外殼保護茄苳種子。 

2. 新鮮的茄苳果實聞起來有青草味，而外觀像小小顆的水梨；新鮮剛成熟的茄苳

果實吃起來澀澀的，熟透的茄苳果實吃起來酸酸甜甜的，而較乾已縮水的茄苳

果實吃起來像酸甜的仙楂餅味道。 

3. 無論是新鮮果實或熟透果實採自然風乾曬乾，時間較長，我們發現過程中容易

孳生小蟲子，及招來果蠅。 

4. 新鮮果實乾燥的速度較熟透果實來的快些，我們推論可能是熟透果實甜度較

高，水分較不容易釋放。 

 

  (6)觀察茄苳果實自然乾燥程度。 

    我們好奇茄苳樹上果實，很多都沒掉落下來，直接在樹上風乾或曬乾，若我們摘下自然

乾燥，是否能更有效利用茄苳果實呢? 

Ⅰ. 觀察茄苳果實樹上自然乾燥進程。 

    

成熟茄苳果實(黃褐

色) 

熟透茄苳果實(紅褐

色) 

過熟茄苳果實(果實

萎縮，水分漸失) 

半乾茄苳果實(深褐

色，果實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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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在樹上風乾或曬乾的茄苳果實(深褐色) 同一串茄苳果實成熟乾燥的速度不同 

 

 

   Ⅱ. 比較摘下樹上半乾燥的果實和新鮮的果實後自然風乾曬乾的情形。 

果實/日期 1/23 3/23 

摘下樹上半乾

燥的果實自然

風乾曬乾 

  

摘下樹上新鮮

的果實自然風

乾曬乾 

  

1/23 摘下樹上自然半乾燥的果實和樹上自然新鮮的果實，洗淨放置陰涼通風的

室內，偶有日照曬進窗內，觀察乾燥的樣態。 

    

    [觀察結果] 

1. 掛在樹上採自然乾燥的茄苳果實顏色會從成熟的黃褐色，慢慢轉變為紅褐色，最後

變成深褐色。茄苳果實水分會逐漸喪失，而造成果實萎縮變硬，神奇的是過程中熟

透的果實居然沒有全部落果，樹上仍然保有許多自然乾燥的茄苳果實。 

2. 摘下樹上半乾燥和新鮮的茄苳的果實，放在通風處自然風乾曬乾，無論是新鮮果實

或熟透半乾的果實因採自然風乾曬乾，一個月後，果實出現果乾香味，吃起來酸酸

甜甜，口感很好。 

3. 我們想讓果實完全乾燥，好利用來磨粉，在第二個月時，因自然風乾時間較長，我

們發現過程中果實容易孳生小蟲子，及招來果蠅，會有不衛生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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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觀察果實乾燥失水速度 

    [實驗九]觀察摘下後的茄苳果實重量變化。 

    [實驗過程] 

實驗時間:113/01/25~113/02/23 

實驗材料:電子秤、茄苳果實、相機 

實驗環境:陰涼通風的室內，偶有日照曬進窗內 

實驗步驟: 

1. 分別摘下 10 顆新鮮的、較乾的和幾乎完全乾燥的茄苳果實。 

2. 觀察並拿電子秤秤新鮮茄苳果實重量變化，並記錄下來。(每隔一段時間觀察)。 

3.  拿紙、筆、尺及相機記錄。 

4. 針對實驗結果進行討論。 

 

  

不同乾燥程度的果實 分顆測量記錄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總重量(g) 

幾乎完全乾

燥的果實(g) 
0.4 0.3 0.4 0.4 0.3 0.3 0.3 0.4 0.3 0.3 3.4 

較乾燥 

的果實(g) 
0.9 1 0.9 0.9 1.1 1 1 0.9 1.3 0.8 9.8 

新鮮

果實 

(g) 

1/25 1.3 1.3 1.2 1.3 1.4 1.3 1.5 1.2 1.5 1.6 13.6 

1/29 1 1.2 1 1.2 1.1 1.2 1.3 1.1 1.3 1.2 11.6 

2/17 0.4 0.7 0.5 0.6 0.6 0.9 0.7 0.6 1 0.7 6.7 

2/23 0.4 0.7 0.4 0.6 0.6 0.8 0.7 0.6 0.8 0.7 6.3 

重量減少(g) -0.9 -0.6 -0.8 -0.7 -0.8 -0.5 -0.8 -0.6 -0.7 -0.9 -7.3 

 

[實驗結果] 

1. 幾乎完全乾燥的果實和較乾燥的果實，因為重量較輕，量測過程中發現電子秤部分 

無法靈敏感測重量，故 10 顆一起秤的總重量，和分顆秤的重量加總有誤差。 

2. 我們發現一個月的時間，新鮮果實平均重量減少 0.73g，減少最多的是 0.9g，減少最 

少的是 0.5g，我們推論跟果實的甜度糖分和果實成熟度有正相關。 

 

新鮮的果實 較乾燥的果實 
幾乎完全乾燥

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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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校園內茄苳的種植。 

[實驗十]: 比較不同新鮮程度茄苳種子種植情形。 

[實驗過程] 

實驗時間:113/1/26~3/27 

實驗材料:盆栽、攪拌培養土的土壤、茄苳種子(未取下種膜) 

實驗環境:教室陽台 

實驗步驟: 

1. 將新鮮果實(A1、A2)；較乾的果實(B1、B2)；以及完全乾燥的果實(C1、 C2)的種

子取出。 

2. 分為六組種植，每盆三顆種子，種植在裝好八分滿的六個盆栽中。 

3. 每日進行澆水及觀察記錄成長過程。 

4. 針對實驗結果進行討論。 

  

不同乾燥程度果實的種子 1/26 分組進行種植 

 

 

3/14 

   

A1: 2 棵 A2: 1 棵 B2: 1 棵 

3/27 

   

A1: 3 棵    A2: 3 棵 B1:0 棵     B2:2 棵 C1: 0 棵       C2: 0 棵 

   [實驗結果] 

1. 約進行一個月的種植，只有長出一些雜草，茄苳種子並沒有發芽。我們推論氣候較

冷，影響發芽時間，也有可能我們未取下種膜，種子難以吸收水分，甚至新芽難以

突破種膜，影響發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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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鮮種子種膜較軟，較易與種子分離，完全乾燥種子，種子和種膜變硬，不容易分

離，這也可能影響發芽時間及發芽率。 

3. 3/14 發現 A1、A2、B2 茄苳種子發芽(4 棵)了。3/27 發現 A1、A2、B2 茄苳種子發

芽增加到 8 棵。 

4. 我們發現，新鮮果實(A1、A2)發芽率最高，全部發芽；較乾的果實(B1、B2)次之，

只發芽 2 棵；完全乾燥的果實(C1、 C2)種子，截至目前為止並未發芽。 

 

三、研究校園裡茄苳樹的實用價值。 

(一) 生物多樣性棲地 

   

茄苳斑蛾正面 幼蟲蛹(不知名) 卵(不知名) 

   

黑冠麻鷺 金背鳩 白尾八哥 

    我們在茄苳樹樹下草地發現茄苳斑蛾，為台灣特有亞種。茄苳斑蛾幼蟲寄主植物

茄苳，體背紅色具肉質的棘突。茄苳樹有不知名的蟲結蛹及產卵，茄苳樹樹下及草地

有黑冠麻鷺、金背鳩、白尾八哥、綠繡眼、白頭翁…等鳥覓食。 

 

(二) 茄苳果實、樹葉是個好食材 

    茄苳葉是生活料理好食材，民間美食茄苳雞或茄苳蒜頭雞，自古就被當作食補良方，

據說茄苳大人吃了會補血顧腎，小孩吃了會固筋骨轉大人；另外，茄苳葉曬乾後可沖泡

成茄苳茶，可作為飲品，達到消暑解渴的功效。 

    我們的研究中，希望可以曬乾茄苳果實磨成粉，可以作為料理添加香料，增添風味。

以下我們以茄苳果實的蜜漬作為我們食材研究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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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十一] 茄苳果實的蜜漬與食用。 

[實驗過程] 

實驗時間:113/01/26~113/02/27 

實驗材料:茄苳果實、砂糖、甜話梅 

實驗環境:廚房  

實驗步驟: 

1. 分別摘取一定數量的新鮮茄苳果實以及熟透的茄苳果實。 

 

    

摘取果實 處理果實 清洗果實 晾乾水分 

 

2. 以不同製作方式分為四組蜜漬茄苳果實: 

 

組別 果實(g) 水(c.c) 砂糖(g) 甜話梅

(顆) 

作法 

第一組 321g 新鮮(硬) 
淹至果

實高 
250g 3 顆 

使用新鮮果實清洗後用 98 度

熱水浸泡 10 分鐘後，加入甜

話梅和糖水浸泡製成。 

第二組 918 g 新鮮(硬) 500c.c 250g 3 顆 

和糖水及甜話梅一起煮，約煮

1 小時，先大火在小火，慢慢

收乾糖水。 

第三組 480 g 新鮮(硬) 200 c.c 240g 3 顆 

使用新鮮果實清洗後用熱水稍

微煮過後浸泡加入梅乾的糖水

製成。 

第四組 300 g 熟透(軟) 200c.c 150 g 3 顆 

使用熟透果實清洗後用熱水稍

微煮過後浸泡加入梅乾的糖水

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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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下果實 清洗果實 瀝乾 風乾 

    

秤重 加熱 熬煮 收乾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3.請一班學生和老師試吃，並分享感想。 

 

四組試吃比較 

 

   [實驗結果] 

1. 在 2/27 時，將所有組別的茄苳果實拿來給老師和同學共同試吃評選(共 38 人)，選出

最喜歡的組別。 

組別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得票數 9(票) 19(票) 4(票) 6(票) 

2. 在我們科展組內大家共同認為最好吃的是第四組，但邀請班級師生試吃後發現最多

人喜歡的是第二組，紛紛表示向蜜餞的口感。 

3. 第一組吃起來的口感: 

在 113/01/31 這一天試吃了一次,可能是因為只泡了不到一周的時間，吃起來十分的

苦澀，後來決定醃漬更久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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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5 又吃了一次我們認為比前一次好吃了許多，苦澀感消除了不少，拿到班級裡

投票的結果也不差。 

4. 第二組吃起來的口感:我們的做法是用冰糖煮過後收乾，表面的皺紋長得很像蜜餞這

組不錯吃,雖然有一點澀，可是用水沖泡成茶飲，十分的好喝，酸酸的，美中不足的

是，不夠甜不然一定可以暢銷。 

5. 第三組吃起來的口感:雖然經過熬煮，但口感仍有點澀，可能糖漬甜度要再多一點。 

6. 第四組吃起來的口感:入口即化，吃起來很甜。 

7. 我們發現經過熬煮，不一定能讓茄苳果實的果皮澀味去除，反而是將糖水收乾，讓

糖分進入茄苳果實哩，產生酸酸甜甜的感覺，更能讓人接受。 

 

(三) 落果落葉是不錯的堆肥材料 

Ⅰ.利用落果落葉簡易製作堆肥 

   

茄苳落果、落葉 用腳踏搓蹂成粉末狀 蒐集堆置待用 

 

Ⅱ.檢測堆肥酸鹼值 

       [實驗十二] 堆肥是酸性、中性?還是鹼性? 

 [實驗過程] 

實驗時間:113/03/25~113/03/27 

實驗材料: 茄苳落果、培養土、榕樹落果、茶葉、蒲葵落花堆肥、茄苳雄花、 

茄苳葉、咖啡 

實驗環境: 教室  

實驗步驟: 

1. 將各種可作堆肥的材料，加入 20C.C 的熱水攪拌。 

2. 以藍色石蕊試紙和紅色石蕊試紙檢測。 

3. 酸性:藍色石蕊試紙變紅色、紅色石蕊試不變色；鹼性:紅色石蕊試紙變藍色、藍

色石蕊試紙不變色；中性: 藍色石蕊試紙和紅色石蕊試紙均不變色。 

4. 針對實驗結果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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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苳果實堆肥(酸性) 培養土(中性) 榕樹果實堆肥(中性) 茶葉(中性) 

    

蒲葵落花堆肥(酸性) 茄苳雄花(酸性) 茄苳葉(中性) 咖啡(酸性) 

 

    [實驗結果] 

1. 天然的落果、落花或落葉因本身花果特質很容易分解或顆粒較為細小，是做天然堆

肥的好材料。 

2. 從實驗發現，落葉堆肥如:茄苳葉及茶葉，是中性；其餘皆為微酸性。我們推論若要

運用天然的落葉或落果堆肥，可以儘量先了解其酸鹼值，中和再使用，才不致於酸

鹼性太強而傷害植物的生長。 

3. 天然植物堆肥益處多，一則可以廢物再利用，再則使用天然材料愛護環境，方便又

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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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一、茄苳雄花能結成果實嗎? 

(一)在 3/27 的時候，大部分的花已經差不多要凋零了，但我們偶然發現七號茄苳樹

上的雄花結成一顆一顆的樣子，而切開後用顯微鏡觀察，發現內部都是綠色

的、類似葉肉的構造，而結成一顆一顆的雄花也可以剝開花瓣，看起來好像是

雌花形成果實一樣。 

(二)我們查詢了不同有關茄苳的資料，均無對於這個現象的描述，我們對這個狀況

非常好奇，在初步討論後，我們認為這可能是植物異變或遭到感染，也有可能

是雄花開花失敗而成，但尚未有確定的答案，可以做為未來的研究題材。 

 

  二、茄苳果實摘下後的重量變化是如何? 

(一)由實驗一的表可以發現，隨著時間經過，新鮮的果實會逐漸減低重量，我們推

估重量變輕的原因是失去水分，因為從外觀看起來茄苳果實的外皮逐漸塌陷乾

扁，而我們也知道水會蒸發。 

(二)從實驗一的表來看，我們推論要讓茄苳果實從新鮮到幾乎完全乾燥要超過一個

月的時間才行，而一開始從一月二十五號經過四天後損失約 15%的水分，而從

一月二十九號經過十九天後約損失 42%的水分，最後從二月十七號經過六天只

損失約 6%的水分，從這個實驗的數據我們推測失水的速度會隨著時間逐漸減

慢。 

  三、茄苳的種植討論。 

(一)我們於 1/26 時開始進行茄苳的種植，約進行一個月後，只有長出一些雜草，而繼

續等待之後，終於在 3/14 開始發芽了，根據結果，我們推論最新鮮的種子活性較

強，比較容易發芽，太乾燥的種子活性較弱，可能導致較晚發芽，或甚至不會發

芽。 

(二)之後我們可以在種植之前，先將種子泡水一段時間之後再放入土壤開始種植，相

信會增加發芽率以及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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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果實的乾燥方式探討。 

(一)我們在實驗過程中發現雌樹上常常同時有新的果實和已乾燥的果實，因為摘下果

實之後，如果沒有妥善保存就會容易發霉或腐壞，但如果直接從樹上取下，就比

較不會有壞掉的問題。 

(二)如果是摘下果實之後自然風乾，我們應該考量環境條件，避免果實腐壞。在討論

之後提出可以以電風扇長時間吹拂果實來加速果實風乾，或者是使用吹風機吹乾、

利用鍋子將果實乾炒，但尚未實際測試過，可以做為未來研究的其中一個項目。 

  五、茄苳樹的性別辨別方式探討。 

(一)除了有無果實之外，如果在果期之外，我們還可以用哪些方式來判斷茄苳樹的公

母呢?在觀察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校園的母茄苳樹新葉很多都有一些紅紅的，而

公茄苳樹則沒有，而新葉都是全綠的。 

(二)可以透過分辨花的型態來辨別公母樹，而雄花雌花的外觀也有明顯不同。另外公

茄苳樹在開花後會凋零，讓外觀看起來就沒那麼茂密，但母茄苳樹在開花經過授

粉之後會形成果實，凋零的較少，所以外觀上看起來就還是很茂密。 

  六、實驗中遭遇的困難? 如何克服? 

(一)我們在實驗的過程中，在儀器設備上有困難，像是將顯微鏡的內容拍照，實際角

度不容易調整。後來我們經過多次練習後，以技術來克服這樣的困難。 

(二)觀察茄苳樹的過程中，因為樹木本身高度很高、不易觀察，還會增加取得樣本的

難度，而且拍照時也需要放大，容易失真。後來我們利用大樓，爬至三樓後再就

近觀察茄苳樹，以取得樣本及拍照。而果實則是利用高樓使用長柄鐮刀來將新鮮

果實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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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一、樹是有性別的。 

   (一)雌雄異株的植物是指同一棵植物裡全部是雄花，或是全部是雌花，才有植物性別區分 

      的問題。在種子植物中，約有 10%的種類是屬於「雌雄異株」，也就是說有性別的植 

      物。 

   (二)民間常說的樹王公，很多都是指壽命很長的茄苳樹，但樹王公雖稱謂是「公」，但其 

      實很多都是「母茄苳樹」。據說台東金城武樹就是茄苳樹，因茄苳樹壽命很長，所以 

      又稱重陽木。 

二、茄苳的植物特性是校園生態教育的優質教材 

   (一)學校茄苳樹種植地點剛好位於孩童遊戲區附近，前面一片綠地，旁邊一片樹林，茄苳 

      樹樹冠很大，剛好能提供孩童運動後休憩、遮陽與學習課程安全的場所。 

   (二)茄苳屬喬木，其高挺的樹幹茂密的樹葉，營造出舒適、具校園美感的校園景觀，也能 

      有效減低雨水直接沖刷泥土地，避免土壤被沖刷流失。 

(四) 茄苳果實成熟時，是鳥類們聚集搶食的食物，同時也吸引了多樣性的生物一起生活， 

提供生物多樣性棲地，如:白頭翁、綠繡眼、白尾八哥、茄苳斑娥、蟬…等，是學校觀

察生物的最佳地點。 

   (五)茄苳可以營造校園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茄苳樹雌雄異株的特性能提供學校植物課程， 

      豐富的生態課程教材、生物食物來源與經濟價值、淨化校園空氣，是個適合學校廣為 

      種植的校園植物。 

三、茄苳樹的實用價值性非常高 

  (一)研究中發現茄苳是街道優良行道樹或校園常見植物，具有抗風、抗污染、易栽培的特質， 

     因為樹冠大樹形美，除了供孩童乘涼及觀賞外，茄苳木材堅硬、耐，可提供做為建築、 

     枕木、農具材料。 

  (二)茄苳果實可食用，甚至可曬成果乾磨粉或製成蜜餞。 

  (三)民間常用茄苳葉亦可用於做料理(茄苳蒜頭雞)、茄苳葉曬乾可以泡茶，樹皮可提煉做天 

     然植物紅色染料，落果還可以堆置處理，很容易製成天然堆肥來運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9%81%93%E6%A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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