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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菟絲子（Cuscuta campestris）的適應性早熟？ 

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平原菟絲子產生適應性早熟的原因，發現當平原菟絲子處

在不穩定或養份不足的環境中，吸器的生成個數會明顯減少，並加速開花結果的

速率。不同於其他植物的早熟，平原菟絲子結空穗機率明顯較低，顯示其對於不

穩定環境的耐受度提高，並提升子代存活機率。平原菟絲子適應性早熟現象發生

時，常伴隨著產生自我寄生。相對於一般寄生，自我寄生吸器生成時間較一般寄

生長，吸器大小並無顯著差異，然而吸器數量較少，且較為深入宿主。起初推論

自我寄生為演化中的缺陷，這樣造成其無節制的寄生，對生存有害。但是經過長

期的觀察之後，發現其生長狀況並無受到影響，而是週遭環境不穩定，所促使暫

時分解自體本身的養分，以度過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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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某次自然生態考察記錄，我們意外發現了一種寄生植物，密集纏繞於多種

植物上，莖呈淡黃色，因此我們便查詢相關文獻，發現原來這種植物名為平原菟

絲子（C. campestris），為外來種，屬於全寄生性植物，常常造成宿主的死亡。 

根據台灣產菟絲子屬植物之研究（廖國媖，1991）提到平原菟絲子會纏繞

在多種植物上，造成植物的生長衰弱，甚至死亡，而且其殘體仍具有強大的生長

能力，並且可以在短期之內恢復，我們就很好奇是什麼原因使其對環境的適應能

力如此強大，於是開始觀察平原菟絲子。 

去年冬天，當我們著手進行平原菟絲子的研究時，意外發現其成株產生自

我寄生，前人文獻並無深入探討其成因，於是設計實驗進行探討，而平原菟絲子

自我寄生用途究竟為何？又有何利弊？這是我們極欲求得解答的問題。 

貳、研究目的 

一、探討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基礎生物學。 

二、探討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產生自我寄生的原因與影響。 

三、探討影響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成株產生適應性早熟的環境因素。 

四、分析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自我寄生與適應性早熟現象之關聯性。 

五、比較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與宿主早熟之異同 

六、實驗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吸器數量是否影響產生自我寄生 

七、探討導致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產生自我寄生現象之物質 

 

 

 

 

圖一、寄生於大花咸豐草的平原菟絲子。 圖二、寄生於大花咸豐草的平原菟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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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表一、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器材 

編號 器材名稱 數量 用途 

一 筆記本 3 本 記錄實驗過程，作為實驗日誌 

二 數位相機 1 臺 拍攝相片 

三 解剖顯微鏡 1 臺 觀察平原菟絲子細部構造 

四 放大鏡 3 支 協助觀察平原菟絲子  

五 鏟子 3 把 挖掘土壤及木塊 

六 十字鎬 2 把 挖掘土壤及木塊 

七 溫度計 1 個 測量溫度 

八 溼度計 1 個 測量溼度 

九 醋酸 1 L 檢驗酸鹼值對於平原菟絲子的影響 

十 碳酸氫鈉 1 L 檢驗酸鹼值對於平原菟絲子的影響 

十一 pH 計 1 個 檢測土壤酸鹼值 

十二 恆溫箱 1 個 保持溫度固定 

十三 燈泡 3 個 檢驗光照時間對平原菟絲子的影響 

十四 
Dino-Lite 手持式量測數位

顯微鏡 
1 組 觀察平原菟絲子細部構造 

十五 鑷子 3 支 於顯微鏡下調整觀察位置 

 

 

 

 

 

 

 

 

 

圖三、解剖顯微鏡。 圖四、鏟子、十字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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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探討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基礎生物學 

（一）文獻探討 

查詢並比較各書籍中平原菟絲子的相關文獻，了解平原菟絲

子的生活習性、特徵與過去相關之研究資料，並與實驗結果比對。 

（二）特徵敘述 

經由解剖顯微鏡觀察平原菟絲子，同時依據文獻與其他菟絲

子屬（Cuscuta L.）植物進行分析比較，分辨其相異之處。 

（三）實驗樣區 

首先尋找平原菟絲子族群，確定符合研究需求後，便建立實

驗樣區，並於實驗樣區內進行觀察、採集以及各項相關研究。 

（四）專有名詞解釋 

1、自我寄生 

寄生植物的莖對本體自體纏繞，並產生吸器，若沒有產生

吸器則並非自我寄生。 

2、適應性早熟 

平原菟絲子處於養分不足或環境不穩定時，其減少吸器生

成數量，並加速開結果速率。但相對於其它早熟植物，平原

菟絲子早熟時，結果率無明顯下降，顯示其對於不穩定環境

的耐受度提高，稱為適應性早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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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影響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產生自我寄生的原因與影響 

我們利用鋁箔紙將平原菟絲子宿主的葉片包覆，使其無法接受日

光照射，從而控制其光合作用的進行，無法產生養分供應平原菟絲子，

藉此觀察平原菟絲子是否引發自我寄生的機制。 

（一）探討養分不足時，平原菟絲子是否引發自我寄生的機制 

1、取一株平原菟絲子成株。 

2、利用鋁箔紙將平原菟絲子宿主的葉片包覆，使其無法接受日

光照射。 

3、觀察平原菟絲子是否引發自我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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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分別從平原菟絲子生長密度、宿主生長密度來進行實驗，並

將各個實驗結果加以分析，藉此探討平原菟絲子在什麼環境因素下容易

引發自我寄生的機制。 

（一）探討平原菟絲子生長密度和自我寄生的關係 

於植群覆蓋度一致的實驗樣區，放入不同數量的平原菟絲

子，並觀察平原菟絲子的生長密度是否和自我寄生有關。 

1、以電子磅秤測量 100ｇ、500ｇ的平原菟絲子。 

2、分別將其放置於 1 ㎡，植群覆蓋度為 50％的實驗樣區中，同

時觀察並比較其生長情形。 

（二）探討實驗樣區生長密度和自我寄生的關係 

相同數量的平原菟絲子，分別放入植群覆蓋度不一致的實驗

樣區，並觀察實驗樣區的生長密度是否和自我寄生有關。 

1、以電子磅秤測量 500ｇ的平原菟絲子。 

2、分別將其放置於 1 ㎡，植群覆蓋度分別為 50％、80％的實驗

樣區中，同時觀察並比較其生長情形（如圖五）。 

 

 

 

 

 

 

 

 

 

 

 

圖五、假設圖 A、B、C 皆為 1 ㎡的實驗樣區，綠色圓點代表生長於此的植物。 

    若我們定義圖 A 植群覆蓋度為 100％，則圖 B、圖 C 分別為 80％與 50％。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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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影響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成株產生適應性早熟的環境因素 

觀察平原菟絲子時，發現各樣區平原菟絲子的生長情形不太相

同，因此探討不同環境變因（光照、溼度、土壤酸鹼值、溫度）下，

平原菟絲子的生長情形與是否產生適應性早熟。 

（一）探討光照時間是否誘使平原菟絲子成株產生適應性早熟 

分為光照 0 小時、光照 10 小時和光照 14 小時來實驗光照時

間是否誘使平原菟絲子成株產生適應性早熟。而光照時間利用人

工的方式控制，控制燈泡對於實驗植株的照射時間，並觀察實驗

結果。 

 

（二）探討溼度是否誘使平原菟絲子成株產生適應性早熟 

利用恆溼箱維持溼度 RH20％、RH40％及 RH80％，來實驗

溼度是否為誘使平原菟絲子成株產生適應性早熟的因素之一。 

 

（三）探討土壤酸鹼值是否誘使平原菟絲子成株產生適應性早熟 

在樣區隨機選取平原菟絲子，並調配酸鹼值為 5 的醋酸水溶

液，以及酸鹼值為 9 的碳酸氫鈉水溶液。分別以醋酸水溶液、碳

酸氫鈉水溶液及純水澆淋實驗樣區土壤，進一步推斷土壤酸鹼值

與其適應性早熟之關聯。 

 

（四）探討環境溫度是否誘使平原菟絲子成株產生適應性早熟 

將實驗的植株置於恆溫箱內，控制溫度為 10℃、25℃和 40

℃，來實驗溫度是否為誘使平原菟絲子成株產生適應性早熟的因

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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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自我寄生與適應性早熟現象之關聯性 

我們觀察平原菟絲子自我寄生與適應性早熟現象是否存在關聯

性，以期更深入了解適應性早熟現象。 

（一）觀察平原菟絲子自我寄生與適應性早熟現象 

1、觀察位於樣區的平原菟絲子族群。 

2、記錄自我寄生植株是否伴隨著適應性早熟現象產生。 

3、使用統計軟體分析其結果。 

 

五、比較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與宿主早熟之異同 

觀察平原菟絲子早熟時的各項特徵，並與宿主早熟時比較，了解

平原菟絲子的早熟現象是否存在獨特性。 

（一）觀察平原菟絲子早熟時各部位特徵 

（二）並了解生長於同一樣區之宿主是否存在早熟 

（三）比較同一樣區平原菟絲子以及其宿主早熟現象之異同 

（四）解釋平原菟絲子以及其宿主早熟現象異同之利弊 

 

六、實驗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吸器數量是否影響產生自我寄生 

由實驗二可以得知平原菟絲子產生自我寄生的原因。然而假設在

養分充足或者環境合適的地方，平原菟絲子自我寄生的原因是否受到

吸器數量的影響？於是進行以下實驗。 

（一）觀測平原菟絲子成株生長於宿主上單位長度內吸器之數量 

（二）使用解剖刀剝離平原菟絲子吸器與宿主韌皮部 

（三）持續操作直到平原菟絲子因為吸取養分不足產生自我寄生 

（四）紀錄並分析當平原菟絲子產生自我寄生時，單位長度內吸器個

數臨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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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探討導致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產生自我寄生現象之化學物質 

由實驗二可以得知平原菟絲子產生自我寄生的原因。然而推測平

原菟絲子吸器可能接收到宿主散發某種化學物質，進而引發一連串自

我寄生機制產生。 

（一）養分充足狀況下，將宿主植株、乾枯平原菟絲子植株、一般常

見植物植株搗成粉末狀，並稀釋成較原濃度十倍的水溶液 

（二）架設於實驗樣區中，並將正常生長平原菟絲子吸器分別浸入三

種水溶液 

（三）監測平原菟絲子於何種水溶液中產生自我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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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實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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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探討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基礎生物學 

（一）文獻探討 

經由查詢，得知平原菟絲子的分類地位為：植物界 Plantae、    

被子植物們 Magnoliophyta、雙子葉植物綱 Magnoliopsida、         

茄目 Solanales、旋花科 Convolvulaceae、菟絲子屬 Cuscuta、         

平原菟絲子 Cuscuta campestris。 

平原菟絲子屬於全寄生植物，通常分布於台灣全島低海拔環境，

根只在平原菟絲子的幼苗時期出現，成熟的平原菟絲子並沒有根，所

以只能從宿主吸取水份和礦物質，莖柔軟而呈線狀，呈黃綠色，不含

葉綠素，能沿逆時針方向纏繞宿主體而令自己引體上升，向上生長，

每隔若干距離具有一吸器，吸器的尖端能分泌「酶」，溶解宿主的莖組

織，吸器因此能進入宿主莖內，與宿主維管束相連，從中吸取。葉也

不含葉綠素，故不能行光合作用，葉退化為淡黃色的鱗片狀，稱為鱗

片葉，故能減少水分蒸發。成熟的平原菟絲子在每年的夏秋間開花，

花呈黃綠色，叢生在葉腋處。（摘自國立台灣大學生農學院生物環境控

制與系統分析實驗室） 

  

 

 

 

 

 

 

 

 

 

 

 

圖七、寄生於大花咸豐草的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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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徵敘述 

平原菟絲子的花是由五個幾乎相等的花瓣以正五邊形的方式排

列，花呈短鐘狀，且裂瓣向外反折，花的中央，有兩個柱頭，圍繞柱頭的

是五支雄蕊，雄蕊分佈角度平均，大約可以連成正五邊形，花序為多花簇

生（如圖八）。而平原平原菟絲子的果實，為球形，呈褐色。 

平原菟絲子的莖逆時針向上纏繞宿主（如圖八），而吸器是其深入

宿主吸取養分的構造，然而，於研究過程中，發現其自我寄生的現象。自

我寄生的定義為：寄生植物對自己的莖產生吸器。假使平原菟絲子的莖只

有自體纏繞，沒有產生吸器，便不是自我寄生。 

 

 

 

 

 

 

 

 

 

 

圖八、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各部位型態照片（A：多花簇生；B：平原菟絲子的寄生模式； 

      C：20X 吸器；D：40X 吸器）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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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調查平原菟絲子時，我們也做了一般寄生與自我寄生差異性之

調查，自我寄生吸器生成時間較一般寄生久，吸器大小並無顯著差異，

然而自我寄生吸器數量較少，且較為深入宿主。 

 

 

 

 

 

 

 

 

 

 

 

 

 

 

 

 

 

 

 

 

 

 

 

吸器變化 一般寄生 自我寄生 備註 

吸器形成時間（day） 1±0.2 2±0.3 ＊ 

吸器大小（mm） 0.2±0.05 0.2±0.03  

吸器數量（number） 10±5 7±2 ＊ 

吸器插入深度（mm） 0.02±0.005 0.04±0.01 ＊ 

12 

圖九、吸器深入本體的莖（A：10X；B：40X；C：400X）。 

A 

C 

表二、一般寄生與自我寄生之吸器差異性。（N＝50  ＊表示 T-test 具有顯著差異） 

B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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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樣區 

位於林口台地，研究樣區內大部份植物為大花咸豐草，少部分的

植物為芒草、颱風草。 

 

 

 

 

 

 

 

 

 

 

 

二、探討影響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產生自我寄生的原因與影響 

實驗數據顯示，宿主無包覆葉片時，自我寄生個數與天數的相關

係數低，表示自我寄生的個數並不會隨著天數的增長而增加。 

圖十、樣區生態照（A：本研究進行取樣的樣區；B：研究樣區內平原菟絲子主要宿主為大花咸豐草；              

                    C：平原菟絲子寄生，宿主大量死亡；D：平原菟絲子死亡並結果） 

B 

C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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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 0.5714

0

2

4

6

8

10

0 1 2 3 4 5 6

天數

自

我

寄

生

個

數

R2 = 0.9587

0

2

4

6

8

10

0 1 2 3 4 5 6

天數

自

我

寄

生

個

數

 

 

 

 

 

 

 

 

 

實驗數據顯示，宿主包覆葉片時，自我寄生個數與天數的相關係

數高，自我寄生的個數隨著天數的增長而增加，代表將宿主葉片覆蓋

會導致自我寄生現象的產生。 

 

 

 

 

 

 

 

 

 

 

圖十一、宿主無包覆葉片時自我寄生的個數。 

圖十二、宿主有包覆葉片時自我寄生的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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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數據顯示，放置 500g 平原菟絲子於植群覆蓋度為 50％的實驗樣

區中，產生自我寄生的個數明顯比放置 100g 平原菟絲子產生自我寄生的個

數多。實驗樣區提供定量的養分，但是生長於內的平原菟絲子數量不同，

所以養分的需求也不同。當養分不夠提供給所有平原菟絲子時，其便會產

生自我寄生的現象。 

 

 

 

 

 

 

 

 

 

實驗數據顯示，分別放置定量的平原菟絲子於植群覆蓋度為 50％、80

％的實驗樣區中，植群覆蓋度為 50％的實驗樣區產生自我寄生的個數明顯

比放置於植群覆蓋度為 80％的實驗樣區多。 

 

 

 

 

 

 

 

 

 

圖十三、不同數量平原菟絲子，於植群覆蓋度為 50％的實驗樣區中自我寄生個數。 

       （紫色為 100g、紅色為 500g） 

圖十四、植群覆蓋度分別為 50％、80％的實驗樣區中，相同數量平原菟絲子自我寄生個數。  

      （紫色為 80％、紅色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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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影響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成株產生適應性早熟的環境因素 

光照 0 小時平原菟絲子吸器個數迅速下降，生長情形與預期並無

太大差異。平原菟絲子光照 10 小時和光照 14 小時進行比較，吸器個

數增加量無顯著差異。 

 

 

 

 

 

 

 

 

 

由以下圖表可知，平原菟絲子光照 0 小時與光照 10 小時和光照

14 小時進行各別比較，發現其具有顯著差異。代表平原菟絲子於光照

0 小時開花個數明顯較多。 

 

 

 

 

 

 

 

 

 

 

圖十五、光照0、10、14小時吸器平均增加個數。（P ＜ 0.001，有顯著差異）。 

圖十六、光照 0、10、14 小時開花平均增加個數。（P ＜ 0.001，有顯著差異） 

光照 14 小時 光照 10 小時 

吸
器
平
均
增
加
個
數 

開
花
平
均
增
加
個
數 

光照 10 小時 光照 14 小時 光照 0 小時 

光照 0 小時 



 18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1 3 5 7 9 11 13 15

天數

吸

器

個

數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1 3 5 7 9 11 13 15

天數

開

花

個

數

由以下圖表可知，平原菟絲子於溼度 RH20％、RH40％、RH80

％，吸器個數隨著時間軸增加，代表不同溼度對平原菟絲子造成的影

響甚小。 

 

 

 

 

 

 

 

 

 

 

由以下圖表可知，平原菟絲子於溼度 RH20％、RH40％、RH80

％，開花個數隨著時間軸增加，代表不同溼度對平原菟絲子的開花個數

造成影響不大。 

 

 

 

 

 

 

 

 

 

 

圖十七、溼度 RH20％、RH40％、RH80％吸器個數。 

          （RH20％為藍色、RH40％為粉紅色、RH80％為黃色） 

圖十八、溼度 RH20％、RH40％、RH80％開花個數。 

        （RH20％為藍色、RH40％為粉紅色、RH80％為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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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 10℃、溫度 25℃時，平原菟絲子吸器個數皆緩慢增加，但是

在溫度 40℃時，平原菟絲子吸器個數減少。且溫度 10℃、溫度 25℃個

別與溫度 40℃時吸器平均增減個數比較，皆呈顯著差異。 

 

 

 

 

 

 

 

 

 

 

溫度 10℃、溫度 25℃時，平原菟絲子開花個數皆緩慢增加，但是

在溫度 40℃時，平原菟絲子開花個數減少。且溫度 10℃、溫度 25℃個

別與溫度 40℃時吸器平均增減個數比較，皆呈顯著差異。 

 

 

 

 

 

 

 

 

 

 

圖十九、溫度 10℃、25℃、40℃吸器平均增減個數。（P ＜ 0.001，有顯著差異） 

圖二十、溫度 10℃、25℃、40℃開花增加個數。（P ＜ 0.001，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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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下圖表可知，平原菟絲子於酸鹼值 pH5、pH7、pH9，吸器個

數隨著時間軸增加，代表不同酸鹼值對平原菟絲子造成的影響甚小。 

 

 

 

 

 

 

 

 

 

 

由以下圖表可知，平原菟絲子於酸鹼值 pH5、pH7、pH9，開花個

數隨著時間軸增加，代表不同酸鹼值對平原菟絲子的開花個數造成影響

不大。 

 

 

 

 

 

 

 

 

 

 

 

圖二十一、酸鹼值 pH5、pH7、pH9 吸器個數。（pH5 為藍色、pH7 為粉紅色、pH9 為黃色） 

圖二十二、酸鹼值 pH5、pH7、pH9 開花個數。（pH5 為藍色、pH7 為粉紅色、pH9 為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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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自我寄生與適應性早熟現象之關聯性 

於實驗樣區內取 50 株樣本進行觀察，並將樣本分為四組檢視，分別為

產生自我寄生並產生適應性早熟、有自我寄生但無適應性早熟、無自我寄生

但有適應性早熟與兩者現象皆無，統計發現百分比分別為 48％、8％、8％、

36％，由此可看出自我寄生與適應性早熟是具有高度相關性，一有一無的現

象較少，有可能是其中另一現象尚未顯現。四個組別的平原菟絲子寄主皆是

野外常見植物。然而，有適應性早熟的組別，其季節皆分布於冬季，無適應

性早熟皆分布於四季。由下表可知，有自我寄生的組別，皆有開花。 

 

 

 

 

 

五、比較平原菟絲子（C. campestris）與宿主早熟之異同 

 

 

 

 

 

 

 

 

組別 A B C D 

自我寄生 ＋ ＋ － － 

適應性早熟 ＋ － ＋ － 

百分比 48％ 8％ 8％ 36％ 

寄主植物 大花咸豐草 五節芒 颱風草 白匏子 

季節 冬 四季 冬 四季 

開花 是 是 否 否 

表三、自我寄生與適應性早熟關聯性。（N＝50） 

圖二十三、適應性早熟之平原菟絲子與其宿主於養分不足環境中結空穗率比較。 

         （P ＜ 0.001，有顯著差異） 

 

平原菟絲子 大花咸豐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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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探討影響平原菟絲子產生自我寄生的環境因素時，原始實驗只設計使用

鋁箔紙將平原菟絲子宿主的葉片包覆，使其無法接受日光照射，從而控

制其光合作用的進行，無法產生養分供應平原菟絲子，藉此觀察平原菟

絲子是否引發自我寄生的機制。但是，為了避免只有實驗少數植珠，於

是我們也分別從平原菟絲子生長密度、宿主生長密度來進行實驗，我們

大範圍進行實驗，觀察生長密度與自我寄生之關聯，以求得更精確的實

驗數據。 

 

二、我推測植群覆蓋度不同，能提供養分多寡也不同，然而，較多的平原菟

絲子需要較多的養分，植群覆蓋度不足以提供平原菟絲子時，其便會產

生自我寄生的現象。 

 

三、探討影響平原菟絲子產生自我寄生的環境因素時，我發現只要是在宿主

密度低而加上菟絲子密度高的地區，容易使菟絲子出現自我寄生。然

而，根據本研究中其中一項平原菟絲子的自我寄生實驗數據，起初推論

為演化中的缺陷，這樣造成平原菟絲子沒有節制的寄生，對生存有害。

但是經過長期的觀察之後，發現其生長狀況並無受到影響，而是土地養

分不足，所促使形成的現象，暫時分解自體本身的養分，以度過環境考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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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當我在進行光照 0 小時的實驗時，由於宿主本身無法行光合作用，無法

提供足量的養分給平原菟絲子，因而刺激平原菟絲子求生的本能，由外

觀上的幾點作判斷，有部分的平原菟絲子產生自我寄生的狀況，由於其

警覺到宿主的養分不夠，所以不會繼續寄生宿主的動作，而在尋找到下

一個宿主之前會發生自我寄生的現象。然而，光照 10 小時以及光照 14

小時雖然也會產生自我寄生，但是數量極少，推測因為接受日照面積不

均勻，所以造成雖有光照但仍形成自我寄生之現象。 

 

五、我發現在 10℃、25℃、40℃中平原菟絲子的生長情形有明顯幅度的差

異性，其中又以 25℃時生長狀況最佳，40℃時呈現乾枯現象，10℃時生

長速率極為緩慢，幾乎停滯不前。同時，不同溫度也會影響其吸器的生

成個數，當吸器的生成減少就會轉而開花結果，我們推測可能是平原菟

絲子警覺到周圍環境不穩定，不利於生存，於是進行繁衍下一代的動作。 

 

六、我發現無論是 3cm、7cm、11cm 的平原菟絲子，只要莖上還有吸器，

都可以存活，未來我們也想要知道究竟切到多短後，其會逐漸死亡，以

及其最短極限值，而斷莖過後的菟絲子在生理構造和行為上和其他菟絲

子有什麼不同。 

 

七、在操作實驗的過程中，我們曾經嘗試是否可以將平原菟絲子成株單獨種

植，或是讓他寄宿在無生物上，但是經過實驗嘗試過，我們發現菟絲子

是屬於全寄宿型的植物，強行將其遠離宿主，使它無法寄宿在植物上，

經過２～３天後就會因為自身養分消耗完畢，逐漸枯萎。也就是在這段

期間我們發現其會發生自我寄生的現象，而我們另外嘗試用海綿當寄

主，將海綿吸取肥料水，不過平原菟絲子並不會寄生在海綿上面，顯現

出平原菟絲子對寄主具有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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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根據實驗二而得知的結果，當宿主無包覆葉片時，自我寄生的數量極

少，而其產生的原因可能是光照不夠充足，或其他因素造成實驗誤差。

然而，當宿主葉片覆蓋使其無法進行光合作用時，宿主無法提供足量養

份給平原菟絲子，所以促使其產生自我寄生。所以，我可以推測營養多

寡與自我寄生具有直接相關性。 

 

九、 根據 Katsuhisa Furuhashi 等人（1995）研究報告，日本菟絲子產生自

我寄生將受到遠紅光之影響，與本研究平原菟絲子產生自我寄生的原因

並不相同，我推測養分充足與否與環境是否穩定可能對平原菟絲子造成

影響，未來可進一步探討遠紅光是否也對平原菟絲子造成影響。 

 

 

 

 

 

 

 

 

 

 

 

 

http://pcp.oxfordjournals.org/search?author1=Katsuhisa+Furuhashi&sortspec=date&submit=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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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經由實驗發現，不同的環境因子會影響平原菟絲子的生長狀況，當平原菟

絲子處在不穩定或養份不足的環境中，吸器的生成個數會明顯減少，並加速開花

結果的速率。早熟現象發生時，早熟植物本體結空穗的機率大為提升。但是相對

於宿主的空穗率比較，平原菟絲子的空穗率明顯較低，因為適應性早熟現象發生

時，通常伴隨自我寄生現象產生，平原菟絲子雖然犧牲其營養器官，但是確保了

子代的存活機率。 

極端環境下生長的平原菟絲子選擇以有性生殖為主，因為無性生殖無法產

生與母株相異的基因體，所以相同環境下，子代依舊無法存活。反觀有性生殖，

染色體重新配對，產生新的基因，雖然子代不一定能適應環境，但是卻增加了子

代適應環境的機會。而適應性早熟的平原菟絲子，是否為經過多代的有性生殖後

顯現出來的現象？還是純粹因為環境變因造就？未來我們將設計實驗進行觀

察，以期更深入了解相關方面之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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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南投林區管理處-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台灣的菟絲子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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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40712 

本作品題目雖常見，但在研究過程中因為仔細而延伸出

「適應性早熟導致自我寄生且開花結果產生的下一代數量

不變」與一般其他植物在早熟時有些會結空穗的不同，故本

作品創意尚佳，另外用大範圍野外進行調查，其準確性獲肯

定，但請作者查資料或研究引起自我寄生的其他因素以補遺

漏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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