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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抑濃厚 

壹、摘要： 

高中生命科學的課程中，提到了植物激素對於植物各個部份的影響，原本只是書上

的理論，偶然間發現一盆奇特的植物──落地生根，想了解植物生長過程中，是否存在

不同濃度的植物激素，便開啟了此次實驗的工作。 

在經過種子消毒、製備萃取液等步驟後，將培養皿放入溫度、濕度一定且無光照的

生長箱中，經過多天的生長後，將幼苗不同部位生長的情形分別紀錄下來，並以不同時

期、不同濃度的落地生根萃取液對不同植物之不同部位產生的影響進行討論並歸納出哪

一個時期的葉片萃取物影響種子萌發及幼苗生長最大。 

貳、研究動機： 

在高中生命科學 4-4 一節中敘述了許多的植物激素和其對植物之影響。課後，偶然

發現有一盆葉片呈奇特造型的植物，經請教老師之後，才知道原來這種植物叫做落地生

根。在老師的引導下，大家又再一次以實際的方式徹底了解了諸如：生長素、吉貝素等

激素對植物生長所產生的影響。此外，落地生根不同顏色的葉片引起大家的興趣，於是

大家開始討論，顏色不同的葉片，其中所含的植物激素，是否不相同，而對植物生長的

影響是否也不同呢？而相對於不同時期的葉片，植物的激素又成何種比例以應付不同時

期植株的需要呢？ 

參、研究目的： 

一、研究不同時期之落地生根葉片之萃取液對植物生長的影響。 

二、研究不同稀釋倍數但同時期之落地生根萃取液對植物生長的影響。 

三、研究落地生根稀釋之萃取液對單子葉植物和雙子葉植物生長是否造成不同的影響。 

肆、研究設備器材： 

1.燒杯(500ml、3000ml)      2.滴管               3.培養皿(無菌) 

4.玉米種子              5.蘿蔔種子           6.棉花 

7.濾紙               8.落地生根葉片       9.研缽 

10.數位相機             11.鑷子        12.亞拖敏水懸劑 (Azoxystrobin) 



 2

13.紗布                            

伍、研究過程： 

一、種子的消毒： 

(一) 準備玉米(單子葉)、白蘿蔔(雙子葉)兩種植物的種子。 

(二) 將消毒藥劑亞拖敏水懸劑(Azoxystrobin)做 2000 倍稀釋。 

(三) 用紗布將種子包住，放進藥劑中浸泡 2~3 分鐘，拿出後陰乾備用。 

二、萃取液的製備： 

(一) 取 4 種不同時期的落地生根葉片。 

1、階段 1：最年輕的葉片，呈青綠色。(相片 1) 

2、階段 2：略為成長後的葉片，呈黃綠色。(相片 2) 

3、階段 3：幾近成熟但未長出幼苗的葉片，呈紅褐色。(相片 3) 

4、階段 4：在葉緣長出小幼苗的葉片，呈淡黃色。(相片 4) 

(二) 用研缽將 4 種葉片各自磨碎，並依重量將磨出的萃取液做 20 倍稀釋。 

(三) 再把 20 倍稀釋後的萃取液分別再做 2 倍、4 倍及 10 倍稀釋。 

三、種子的浸潤： 

把消毒後的種子分別放入 12 種稀釋液及蒸餾水中浸泡 1 天。(情形請見相片 5)。 

四、準備鋪有棉花及濾紙的培養皿： 

分別將不同濃度之稀釋液用滴管定量 20ml 滴在棉花上，每個培養皿分別放置

15 個白蘿蔔或 10 個玉米種子並做二重覆，以蒸餾水做為對照組。(情形請見相片 6~

相片 7)。 

階段 1 階段 2 階段 3 階段 4 蒸餾水階段、濃度 

個數 2X 4X 10X 2X 4X 10X 2X 4X 10X 2X 4X 10X  

蘿蔔每盤個數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玉米每盤個數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培養皿數 12 12 12 12 4 

培養皿總數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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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置於生長箱中生長： 

生長箱的設定為溫度攝氏 25 度、濕度一定、無光照，並將每盤培養皿用蓋子蓋

住，留一小縫，以避免蒸散過快或水氣累積太多。 

六、紀錄不同時期的落地生根萃取液且不同稀釋濃度對單、雙子葉植物的生長有何影響： 

將生長 4 天、5 天之白蘿蔔、玉米的幼苗從生長箱中取出，分別紀錄根長、芽

鞘長、根數目。(情形請見相片 8~相片 9)。 

陸、研究結果： 

一、紀錄生長 4、5 天的玉米、白蘿蔔其根的生長情形： 

(一) 由生長 4 天的白蘿蔔根長(圖表 1)中： 

生長促進以階段 2 的 10 倍稀釋促進 51.34%最為明顯，階段 3 三種濃度各

為促進 4.74%、18.67%及 21.55%，階段 4 及階段 1 只有 10 倍稀釋促進各為 13.87%

及 18.07%，而 2 倍稀釋與 4 倍稀釋則各為抑制 16.88%、3.43%(階段 1)以及抑

制 16.40%、14.96%(階段 4)。 

(二) 由生長 5 天的白蘿蔔根長(圖表 2)中： 

依然以階段 2 的 10 倍稀釋生長促進 43.66%最為明顯但與生長 4 天比較下

減少了 7.68%，階段 1 的 10 倍稀釋促進增加了 10.32%，而階段 3 的三種濃度

則與生長 4 天的結果相差不多，階段 1 及階段 4 中除了 10 倍稀釋分別促進

28.39%及 7.09%外，2 倍稀釋與 4 倍稀釋依然為抑制，各為抑制 4.10%、7.57%(階

段 1)及抑制 2.61%、13.81%(階段 4)。 

(三) 由生長 4 天的玉米根長(圖表 3)中： 

每一種濃度皆為抑制情形，而其中以階段 1 的 10 倍稀釋抑制 3.16%最不明

顯，階段 4 的 2 倍稀釋抑制 58.91%最為明顯 。4 個階段的 3 種濃度大略成 2

倍稀釋抑制最多， 4 倍稀釋其次，及 10 倍稀釋為最少。 

(四) 由生長 5 天的玉米根長(圖表 4)中： 

每種濃度的抑制情形都明顯減少許多，階段 1 及階段 2 的 10 稀釋甚至變成

促進 14.43%及 3.90%，而以階段 1 的 10 倍稀釋促進 14.43%最多，階段 4 的 2

倍稀釋依然抑制 34.74%最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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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紀錄生長 5 天的玉米其芽鞘、根數目的生長情形： 

(一) 由生長 5 天的玉米芽鞘長(圖表 5)中： 

除了階段 1 的 4 倍稀釋促進 6.41%外，其餘濃度皆成抑制情形，其中又以

階段 4 的三種濃度抑制各為 41.50%、45.80%、44.65%最為明顯。 

(二) 由生長 5 天的玉米根數目(圖表 6)中： 

階段 4 的三種濃度皆明顯促進生長各為促進 26.79%、25.17%、11.11%，其

中又以階段 4 的 2 倍稀釋促進 26.79%最為明顯。階段 1 的三種濃度皆為抑制情

形各為抑制 9.64%、17.14%、5.71%。除階段 3 的 10 倍稀釋造成抑制 1.43%外，

其餘濃度皆為促進。 

柒、討論： 

一、藉由紀錄置於落地生根不同時期、不同濃度之葉片萃取液的種子生長情形，並用種

子置於蒸餾水的生長情形對照，將數據整理成生長百分率，做為種子萌發促進及抑

制的判斷。其公式為： 

(各濃度種子生長平均值－蒸餾水種子生長平均值)/蒸餾水種子生長平均值 x100% 

二、白蘿蔔根長： 

(一) 生長 4 天： 

1、 階段 1、2、3 似乎含有同一種可促進白蘿蔔根生長的物質，推測階段 1 及 2

含量太高而導致 2 倍、4 倍稀釋後造成抑制或造成促進不明顯。 

2、 於階段 4 時可能產生另一種物質而抑制白蘿蔔根的生長，而 10 倍稀釋此物

質後對根的影響變小，使得促進的物質得以發揮其促進生長之功效。 

(二) 生長 5 天： 

與生長 4 天比較起來，不論是促進或抑制，大部分都減少或是相差不遠，

推測可能是因為含於落地生根葉片萃取物之兩種物質對於種子萌發的初期有著

較大的影響。 

三、玉米根長： 

(一) 生長 4 天： 

1、 4 個階段呈現的結果皆為抑制，其中階段 1~3 抑制程度相差不遠，以 2 倍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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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為例，差異僅在 0.43%之間。其中階段 3 的 4 倍稀釋可能為實驗誤差。 

2、 10 倍稀釋對玉米根生長的抑制情形由階段 1 到階段 4 逐漸明顯。 

3、 推測此物質可能會抑制玉米根的生長，而含量則由階段 1 到階段 4 遞增。 

(二) 生長 5 天： 

    4 個階段之落地生根萃取液抑制明顯減少，且階段 1、2 的 10 倍稀釋出現

促進的現象，故推測落地生根之萃取液可能含有抑制玉米根生長之物質，而抑

制玉米根生長之物質可能在萌發初期有較大影響，對於後期影響漸小。從圖表

中亦推測抑制物質含量可能於階段 1 到階段 4 呈遞增現象。 

四、玉米芽鞘長： 

階段 1 的 4 倍稀釋之結果可能為實驗之誤差，故先排除之。而且抑制情形由階

段 1 到階段 4 明顯增加，而階段 4 三種濃度抑制生長百分率皆相異不大，推測此抑

制物於階段 4 中濃度最高故即使 10 倍稀釋後對於芽鞘的生長依然有強烈抑制效果。 

五、玉米根數目： 

階段 3 的 10 倍稀釋可能為實驗上的誤差，故先排除之。階段 1 的三種濃度皆為

抑制，推測可能此一時期的葉片含有抑制根數目增加的物質，而到了階段 2 後開始，

產生了另一種能夠促進根數目增加的物質，而此物質的濃度可能於階段 4 最高，且

此物於高濃度時促進玉米發根的能力較強。 

捌、結論： 

一、落地生根的葉片中前期可能含有促進白蘿蔔根生長的物質且此物濃度高反而會抑

制，而到後期可能促進白蘿蔔根生長物消失而產生抑制白蘿蔔根生長的物質。且此

兩種物質可能對種子萌發初期產生較大影響。 

二、落地生根的葉片中可能含有抑制玉米根生長的物質，而其葉片越到後期抑制玉米根

生長的物質效果越明顯，此抑制物的抑制作用時間可能於種子萌發初期，對萌發後

期影響較小。 

三、落地生根的葉片中可能含有抑制玉米芽鞘生長的物質，且含量隨著葉片老化而俱增。 

四、落地生根的葉片中初期可能含有抑制玉米根數目增加的物質，而到了中期抑制物消

失開始產生可促進根數目增加的物質，到了後期濃度越高。 



 6

玖、 未來展望： 

由以上結論可大略了解落地生根在不同時期可能產生不同的物質來供給當時所

需，而這些物質又會分別對不同植物或不同部位產生各種影響。若有機會，我們將

更進一步，對落地生根中的成份做更深入的了解，並以實驗輔佐來尋求是否其中含

有可抑制外來種植物(如：小花蔓澤蘭、銀合歡等植物)各部位生長之成份，以期對

生物防治有進一步的貢獻。礙於數種對生態環境有害之外來種植物的種子不易取

得，且成體難以在生長箱中大量培育以做實驗，因而仍未進一步延伸，期望在不久

的將來能取得相關的種子，以延伸實驗中所得到的想法與概念。 

壹拾、 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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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nkey.com.tw/young/bbs1/bbsresp.asp?idx=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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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1：階段 1 的葉片 

 

 

 

 

相片 2：階段 2 的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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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3：階段 3 的葉片 

 

 

 

 

相片 4：階段 4 的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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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5：種子的浸潤 

 

 

 

 

 

相片 6：培養皿擺置(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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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7：培養皿擺置(白蘿蔔) 

 

 

 

 

 

相片 8：生長情形的測量(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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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9：生長情形的測量(白蘿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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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1：生長4天的白蘿蔔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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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2：生長5天的白蘿蔔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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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3：生長4天的玉米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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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4：生長5天的玉米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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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5：生長5天玉米芽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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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6：生長5天的玉米根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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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40701高中組生物科 

 

「促抑」濃厚 

 

1. 觀察仔細。 

2. 實驗設計應加入控制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