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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本研究目的藉植株生理觀測，了解睡蓮生理及切花特性，以利切花採收時機

與處理，期以簡易保鮮劑，維持品質並延長瓶插壽命，以提升附加價值。 

觀測生長過程並作解剖，比對與蓮花差異，使易了解生態且資料更具參考

價值。 

利用夜開及日開型睡蓮為材料，量測花苞尺寸、成熟度、需水及離水情形、

瓶插切梗、穿孔、光照、保鮮與瓶插壽命之關係。 

試驗結果，夜開型不適合切花、日開型瓶插有 5 天壽命，花梗須以支持物

支撐。切花以可當日綻放者為佳，貯運需遮光與保濕；花朵不成熟、受損、穿

孔、離水超過 30 分鐘者其綻放與閉合機能會喪失；瓶插每日換水並切梗頭端，

可利用生理食鹽水、酒精、維生素 C 等作為保鮮劑，有利花朵品質及延長瓶插

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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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動機 

一、研究動機 

1. 為什麼睡蓮花會綻放與閉合？ 

2. 為什麼有夜間與白晝綻放的差別？ 

3. 光照是否影響其綻放與閉合機制？亦或本身生理特性？其切花是否受光照影響？ 

4. 為什麼花梗會彎曲？ 

5. 如何使瓶插壽命延長？ 

以上諸多疑問逐成本研究的動機。       

休閒農場、庭園餐廳、水澤地、河口、海濱公園、植物園、學校或自家庭池，只要有池

塘，睡蓮優美花姿往往成為最受矚目的焦點。睡蓮常作為園池美化及盆栽，此名貴觀賞植物

具顏色鮮艷或香味，是巿場炙手可熱之花卉；除休閒、環保、美化等功用外，近年生機飲食、

芳香療法、香藥草花茶、精油、壓花或化妝品皆有應用睡蓮者。 

本研究乃鑒於睡蓮除了上述應用外，切花栽培亦是一值得發展的經濟農業項目，早期睡

蓮因非主流切花花卉，加上品種侷限，然近年來，各爭奇鬥艷品種引進栽植，使睡蓮花朵大、

顏色多、豔麗或具香味，為消費者所喜愛，但其為人們所詬病者，乃插花壽命短及花梗會彎

曲，又不利運輸，銷售(國內外)瓶頸仍有待突破，因此想藉由了解睡蓮的生物特性，並進一

步利用切花之保鮮及處理，期以簡易的保鮮及處理來延長睡蓮切花壽命，進而提升睡蓮之附

加價值。睡蓮切花應用，其切花物性研究，可作為切花之保鮮及提升瓶插之壽命；另睡蓮與

蓮(荷)花二者常被混為一談，如種植睡蓮的池子卻被稱為“荷花池＂，所以睡蓮觀測與調查

亦是本研究重點；以上二項主題，是本研究探討的主軸。 

 

二、睡蓮的發展 

  據化石顯示，多種睡蓮與一億六千萬年前樣式極為相似，因存在久遠且為多倍染色體，

加上結構改變、基因突變，演化出不同品種，又有園藝家育種，故目前已知品種約有 200 種

左右，一般分熱帶及溫帶品種，而花有日開及夜間型。 

中國原產有 2-3 種，且栽培甚久，《詩經》中有數首對蓮花之詠讚，二千年前漢私家林園

已栽培，如博陸侯霍光園中有五色睡蓮池記載。台灣有二種原生種，為日據時代引入，主要

有紅白花齒葉睡蓮、碧藍睡蓮，近年來國外引進香水種及觀音睡蓮作為專業栽培及一些雜交

種之日開型或小花盆栽品種。民國 60~80年間專業切花栽培不多，90年石門、水上才有切花

 3



專業栽培，加上食用及化妝品利用的開發，六甲、白河等地出現以睡蓮為主題之精致、休閒、

觀光之農場專業栽培，田尾、安南發展盆花栽培。 

睡蓮受西方人崇敬讚賞，猶如荷花之於中國，西方神話中，睡蓮被視為海上、河川、山

林和泉水之間的美麗女神（Nymph），埃及使用於宗教節日作為獻神送別，印度也有同樣情形。

佛教視為吉祥如意、清涼自在、純淨無染，不論中外都喜歡用睡蓮代表信仰和純潔的心，同

時也是工藝家、畫家、攝影師、詩人及作家創作題材及靈感。 

 

三、睡蓮的功用 

  睡蓮功用甚多，可為景觀美化是園池造景最佳材料之一、切花、食用、藥饍、盆栽、花

茶、淨化水質等。李時珍《草本綱目》紅白蓮拾遺，集解曰：「紅蓮花、白蓮花生西國，胡人

將來也，此不知即蓮花否，而功與蓮同，氣味甘平、無毒、久服令人好顏色，變白卻老」; 另

亦有指其花與根莖，性淡平，清暑解醒，花用於小兒急、慢性驚風，根莖用於肺結核。在國

外，美國早期取睡蓮根作褐色染料，並作為收斂劑，可治腸疾，且載其一品種種子可供食用；

英國利用其作為染料；法國取其釀造啤酒。睡蓮莖可食用，《植物名實圖考》記載，子午蓮．．．

采而烹ㄆ
ㄥ之，味美於蓴ㄔ

ㄨ
ㄣ
ˊ。根能吸收水中的鉛汞及苯酚等有害物質，根的真菌和細菌，可分解有

機質，吸收無機物，過濾微生物，具淨化污水功用，根莖富含澱粉，可食或釀酒，全草可作

綠肥，又可入藥。 

 

四、影響切花品質因子與採收後處理 

   切花是以觀賞為目的的產品，如何使切花充分開放並維持品質且延長瓶插壽命以提升經

濟價值，一直是切花研究戮力重點之一，其內容乃就切花生理學理探討及實務操作改進。切

花採收後之生理變化，如呼吸、養分消耗、酵素、色素、水分蒸散、水分輸導、變質等；實

務上則有成熟度、預冷、分級、運輸、換氣、溫度、養液、水質、保鮮等處理。 

  鮮花採收後之生理快速老化，因此，抑制老化乃成為首要重點，大部分採收後需迅速吸

水，分級包裝離水時間愈短愈好，盡速除去田間餘熱並於處理過程保持低溫，貯放空間需去

乙烯且保有高濕度，瓶插水質要乾淨、殺菌、殺蟲，必要時再次切口，加生長調節劑等，其

中水分最為重要。例如：失水使玫瑰造成垂頸現象、薑荷花離水不得超過 2 小時，但經適當

處理薑荷花瓶插壽命可達 10 天以上，睡蓮切花離水 1小時以上，可能無法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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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乃鑑於睡蓮應用廣泛，可為環境、生態保護及美化、蒔花養性、切花利用、壓花

花材、製作花茶、加工成食品(果凍)、淬取為化妝品等；另外水田轉作方便、可淨化水質、

間接補充地下水源、再加上台灣適宜栽培等因素，種植睡蓮可謂一舉多得。 

 
參 研究目的 

 

  睡蓮觀測與切花物性之研究，目的乃藉由植株生理觀測配合瓶插試驗，建議可切花最適

之成熟度採收與採收後處理作業，其結果將影響切花品質與瓶插壽命；觀測睡蓮植株之花、

葉、莖、醬果、根莖等全株植物，對其生長過程進行觀察記錄，攝影並進行全株細部解剖，

使之成為具參考價值的資料；開花週期、成熟度、水分、光因子、保鮮處理試驗等之研究，

所涉及之試驗與程序，將影響切花品質，本研究所戮力探討之內容包括有： 

一、經由文獻研讀與整理，配合實際觀測，認識睡蓮。 

二、透過睡蓮之生理探討，了解其生理學特性，俾有助於睡蓮之利用。 

三、切花成熟度、採收時機與採收後處理對瓶插壽命之影響。 

四、瓶插花朵每日切梗對瓶插壽命之影響。 

五、各種不同保鮮劑對瓶插壽命之影響。 

六、光對花朵綻放與閉合及瓶插壽命之影響。 

  綜合以上內容，本研究最終目的是觀察記錄睡蓮各項生理特徵，使之成為具參考價值資

料，以俾有於助睡蓮多用途之利用；切花物性研究結果，可建議切花採收時機與採收後處理

作業，期能提昇睡蓮之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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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設備及器材 
 

 
 

 
圖 4-1 強制對流型恆溫烤箱 圖 4-2 電子式磅秤 

 
圖 4-3 溫、濕度感測器 

 
圖 4-4數位式照度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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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過程與方法 

  本研究有二項主題，一、睡蓮觀測；二、睡蓮切花之物性；實驗設計方法與步驟分述如

下。 

一、實驗材料 

睡蓮觀測研究之實驗材料取自學校睡蓮花池，池中有紅色及白色花系品種，生態觀測包

括花苞、葉、莖、種子、根莖等全株之生理研究等。睡蓮切花物性研究之材料，除了學校睡

蓮花池中之紅色及白色花系外，另自台南縣白河“蓮緣生態農場＂取用粉紅、粉橙、黃、淡

黃、藍紫、淡紫七種顏色之香水睡蓮花作為切花物性研究，主要研究花苞之開放時間、保鮮、

採收後處理等，以探討瓶插壽命。 

 

二、實驗設計 

   二項主題，實驗設計如下所示。 

(一)睡蓮植物生態觀測：含括有花期觀測，花、 葉、 莖、醬果、根莖等全株植物觀測。 

(二)睡蓮切花物性：了解睡蓮花瓶插時失重、保鮮處理、花朵開放時間與瓶插壽命。試驗設

計如下樹狀圖(Tree diagram)所示： 

 
圖 5-1 睡蓮切花試驗設計圖 

三、實驗方法與步驟 

(一)睡蓮花觀測實驗 

1.以氣球置於塑膠袋中用繩套住花梗浮於水面作為標記。 

2.相機拍照及記錄睡蓮花生長、開放情形。 

3.量測花苞成長階段重量變化情形。 

 

(二)切花成熟度試驗 

1.標記足量且同一天挺出水面之睡蓮花。 

2.每日採挺出水面 1、2、3、4天的花，剪莖長 35 公分以上作瓶插。 

3.比較不同成熟度切花瓶插壽命並比對池中同期花期壽命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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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切花需水情形試驗 

1.以相同成熟度鮮花作瓶插。 

2.每小時量測花重量變化。 

3.紀錄開放與閉合時間，配合重量變化，以了解其相關性。 

 

(四)切花離水情形試驗 

1.採收後之鮮花離水 15、30、45、60、75、90、105 分鐘後再作瓶插試驗。 

2.觀察其差異及記錄瓶插壽命。 

3.判定採收後可不可以離水，用以建議採收過程之保鮮操作。 

 

(五)切花基本物性量測 

1.量測切花外觀之尺寸。 

2.量測切花之各部重量。 

3.統計其花瓣數。 

 

(六)花梗處理試驗 

1.以相同成熟度鮮花作瓶插。 

2.分成瓶插後不切梗組及每日切梗組。 

3.比較二組之瓶插壽命。 

 

(七)花梗穿孔試驗 

1.以相同成熟度鮮花作瓶插。 

2.分不穿孔及穿孔組兩組。 

3.花朵穿孔是以針由花中心刺穿至花梗。 

4.比較二組之瓶插壽命。 

 

(八)光環境對切花綻放與閉合影響 

1.比較日開型與夜開型，花朵開放及閉合的時間差異。 

2.釘製木箱 120*120*120 內部漆黑密封。 

3.分三組樣本比對，正常、全暗及全亮的環境下比較瓶插壽命。 

 

(九)保鮮劑試驗 

1.以十二種物品調配適當比例作為瓶插保鮮劑。 

2.保鮮劑之濃度參考文獻所列之比例，同時以錯誤嘗試法(Try and Error)調配合適之濃度。 

3.比較各組之瓶插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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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研究結果 
一、睡蓮與荷花的不同 

  自古以來睡蓮極受人們喜愛，六千年前古老紀念碑、花瓶和印幣上有蓮屬及睡蓮屬的花

為飾物圖案；中國古壁畫，《詩經》、《爾雅》等都曾提及，古埃及墓壁圖繪、飾物，皆有其圖

騰。中國睡蓮何時傳入亦或原產，尚不可考，隨佛教傳來否？佛教中睡蓮、蓮（荷）不分，

所謂七寶蓮花，其中五種屬睡蓮，兩種屬荷花，另《草本綱目》紅白蓮拾遺，集解曰：「紅蓮

花、白蓮花生西國，胡人將來也，此不知即蓮花否..，中國有 2-3 種原生睡蓮，2000年前漢

代已有五色睡蓮栽培，另南海有藍睡蓮。唐《古今圖書集成》收錄多篇詠蓮詩，至宋代周敦

頤的〈愛蓮說〉使蓮花名傳至今。然歷代詩中的『蓮』是為荷亦或睡蓮，除非深究或詩中指

出二者間的生物特徵，實難區分；其實荷及蓮於古時所指為不同物，《爾雅》：「其實蓮，其莖

荷」，後因習俗傳誤，才使『蓮』、『荷』指同一種植物。 

  蓮花(荷花)與睡蓮一般很容易混淆，且蓮花名勝於睡蓮，二者相似度極高，常見張冠李

戴指著睡蓮稱蓮花，或不知蓮花荷花乃同指一物。睡蓮及蓮（荷）花雖頗多相似，然欲區分

並不難，由花、莖、葉就其不同處列表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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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2 葉脈及葉柄  A : 葉脈  B: 葉脈剖切 CD:葉柄切面 E:截面加顏色轉印  
 F:柄顏色的差異  G~J:葉柄大小的差異及長度 
 
 

 
圖 6-3 塊莖及植株  A:塊莖長出苗情形 B:成株根莖長出塊莖 C:塊莖大小  D塊莖剖切內

部含澱粉質  E:植株大小   F:植株新生葉及花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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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睡蓮花成熟時期的變化 

 

圖 6-5  睡蓮花不同成熟度及種胚不同成熟時期剖切情形  

 12



 

 
圖 6-6 花結構及花梗  A:全花  B:花瓣外面 C: 花瓣內面 D:花梗及剖切斷面 E:斷面轉印圖 
：帶有花萼顏色的花瓣 粗線：雄蕊瓣化 細線：帶有紅顏色的雄蕊 

圓圈：內為心皮絲狀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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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切花試驗 

 

花苞生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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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花苞生長之重量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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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花苞生長之長度變化情形 

 

  

 14
6-9  睡蓮於池中開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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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A:花朵上昆蟲屍體 B: 花粉掉下 C:吸引昆蟲  D:花梗彎曲 E:輸導組織受損 

 

 

圖 6-11 不同成熟度花朵瓶插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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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水失重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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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切花離水失重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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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切花瓶插重量變化 

 
 

切花離水試驗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0 2 4 6 8 10

時間(小時)

重
量
(公
克
)

不離水
離水15分鐘
離水30分鐘
離水45分鐘
離水60分鐘
離水75分鐘
離水90分鐘
離水105分鐘

 
圖-14 採收後切花離水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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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開 型 切 梗 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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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 夜間型睡蓮花梗處理 

日 開 型 切 梗 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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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日開型睡蓮花梗處理 

(七)花梗穿孔試驗 

以相同成熟度鮮花作瓶插，分穿孔及不穿孔兩組，穿孔是以針由花中心刺穿，使其與花

梗成通孔。主要目的乃消除垂頸及去除花梗中之氣阻，結果如前述之鐵絲穿刺花梗防梗彎曲

之結果一樣，穿孔受損後之花朵瓶插不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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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光環境對切花開放與閉合影響之試驗 

比較日開型與夜開型睡蓮花之每日花朵綻放及閉合的時間差異，實驗時以木箱密封且內

部漆黑作為＂全暗＂、另外一木箱全天點燈，如圖 6-18 所示、第三為一般正常的瓶插。三組

樣本比對，試驗結果如圖 6-19 所示，以五種顏色之日開型睡蓮各兩朵（共 10 朵），記錄時如

花朵開放記+1、閉合記 0、枯萎記-1，加總統計後如圖所示，前兩日所有的花皆正常的開放，

但發現全暗樣本其閉合較早，圖中第三天全暗的樣本開花率最差且閉合最早，全亮的有最高

的開花率，且閉合較慢。但第四五天全暗樣本有較高的開花率，由此可知睡蓮花不僅於植株

上受日照長短影響花的綻放與閉合，切花亦受光的影響，因此，睡蓮於採收後處理及貯運時

要注意遮光。另外睡蓮於密封箱中其環境濕度較高因此第六天仍有睡蓮未枯萎，所以濕度亦

是重要的保鮮要件之一。夜開型睡蓮花亦與日開型有相同的現象，受光度及濕度的影響，但

其瓶插只有 3天就枯萎了。 

  

圖 6-18 光環境對切花開放與閉合情形試驗 

 
圖 6-19不同光環境之睡蓮開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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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鮮劑試驗 

十二種瓶插保鮮劑與正常清水作比較，保鮮劑濃度乃參考各文獻之所列，同時以錯誤嘗

or)調配合適之濃度。保鮮劑之濃度過與不及皆不好，濃度不夠則無保鮮效

果、

素 2/30000、葡萄糖 5%、生理食鹽水 3%、檸檬酸 1/2000、

GA 5

(九

試法(Try and Err

過濃有時產生反效果，如圖 6-20 中最後三個圖，分別為砂糖 2%、3%、4%插瓶睡蓮第 2

天之比較，高濃度反而不利保鮮。 

試驗結果如圖 6-20 所示，保鮮劑分別為糖 2%、食鹽 1%、漂白劑 1/300、酒精 1%、硼酸

3%、硫磺 1%、阿斯匹靈 1/6000、維生

ppm。圖中各保鮮劑試驗發現 GA>(優於) 生理食鹽水>酒精>維生素 C>葡萄糖>砂糖。GA、

生理食鹽水可使花梗挺直，酒精、維生素 C、葡萄糖、砂糖樣本，其花梗彎曲。以上除 GA 之

調配與取得較困難外，生理食鹽水、酒精、維生素 C、葡萄糖、砂糖於家庭中很容易取得，

可作為家中瓶插切花之保鮮劑。 

 

GA 5ppm 
 

生理食鹽 3% 
 

酒精 1% 維生素 C 2/30000 

 
葡萄糖 5% 

 
砂糖 2% 

 
檸檬酸 1/2000 阿斯匹靈 1/6000 

 
硫磺 1% 

 

食鹽水 1% 
 

硼酸 3% 漂白劑 1/300 

 
清水 砂糖 2%瓶插第 2天 

 
砂糖 3%瓶插第 2天 砂糖 4%瓶插第 2天 

圖 6-20 各保鮮劑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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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討論 
 

一、睡蓮除用途廣泛外，其對淨化水質及栽植能補充地下水資源，其對自然生態之保育功能

顯著。 

二、睡蓮植株的觀測使得對自然生態的了解。 

三、睡蓮與荷花有系統的比較，了解  

四、齒葉睡蓮雖屬夜開型，花朵不只在夜開綻放，早晨至中午及下午 3~5 點亦可見其綻放。 

、睡蓮葉柄與花梗之中空組織雖皆為水份輸導功能，外形相似但內部卻不相同。 

→黑色，色彩變化豐富，在所收集文獻中尚未發現，此一系列照片難得一見。睡蓮

或膠原蛋白等物質影響，值得教學或學術進

品種間之差異性更大。 

響，利用遮光於採收後處理及貯運過程可使花朵延後

為家中簡易瓶插之保鮮劑。 

 
 

彼此差異及自然生態。

五

六、不同成熟度之齒葉睡蓮種胚呈現不同顏色之變化，由淺黃色→黃色→橙色→紅色→咖啡

色→灰色

種胚豐富的色彩變化，是否因為睡蓮的生長基素

一步研究探討。 

七、花朵不夠成熟、花梗受損者瓶插不綻放，過度成熟瓶插壽命短。因此，切花以挺出水面

且可當日綻放者有較長之瓶插壽命。 

八、睡蓮花梗中充滿水份，離水超過 30 分鐘或失水過多，花朵綻放與閉合機能會喪失。 

九、花朵綻放時會大量吸水而閉合會釋出水份，可能滋生細菌，每日換水避免輸導組織阻塞。 

十、睡蓮花外形尺寸差異大，同一品種會因其成熟度與植株大小不同，所開出的花差異性非

常的大，而且不同

十一、花梗頭端於瓶插時會腐爛且滋生細菌，每日切除花梗頭端可延長瓶插壽命。 

十二、睡蓮於池中或切花皆受光照度影

綻放，延長瓶插壽命。 

十三、GA、生理食鹽水作保鮮劑可使花梗挺直，延長瓶插壽命，此可再進一步研究探討。 

十四、花卉保鮮劑以植物之營養劑及殺菌或抑菌為主，或多或少有些農藥成份；使用生理食

鹽水、酒精、維生素 C、葡萄糖、砂糖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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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結論 

本研究主題，睡蓮觀測與切花物性之研究。試驗所獲致之結果，乃藉由睡蓮之生理觀測，

並 表比對其與荷花的差異，觀測睡蓮葉片大小、外觀、形狀、葉脈結構；葉柄多孔性組織，

顏色及其長短視水深及空間而定，與塊莖連接，塊莖呈黑褐色可行無性繁殖，花由根部抽出

由梗挺出水面，梗多孔性組織與葉柄不同，花綻放受粉後，花梗曲沉於水下，種胚形成種子，

種子成熟由淺黃色→黃色→橙色→紅色→ 色→灰色→黑色，色澤變化豐富，成熟後子房

裂 種子隨水漂流，研究中照片可供教學之自然生態及學術深入研究參考之價值。 

較長之

瓶插

 

 

 

 

 

列

咖啡

開

夜開型齒葉睡蓮花於池中開放只有 3~4 天壽命，而瓶插壽命為 1~3 天而已，不適作為商

業切花、日開型香水睡蓮瓶插有 5 天的壽命，就睡蓮切花而言其瓶插壽命並不長；且花梗會

有彎曲現象，需以支持物支撐，因此對於品種改良上期待突破。睡蓮採收不夠成熟、花梗受

損及穿孔，花朵瓶插不綻放，若失水 3%，花瓣會萎凋及花梗變軟且出現皺紋，失水 7%開始發

生垂頸，建議不可離水超過 30 分鐘，失水過久會使花朵綻放與閉合機能喪失，另採收後處理

及貯運受光照度及濕度的影響需注意遮光及保濕。採收以挺出水面且可當日綻放者有

壽命，瓶插時建議每日換水，因花朵綻放時會大量吸水而閉合時會釋出水份，並且每日

切除花梗頭端，有利水份輸導延長切花壽命，GA 可作為產地、貯運及花店販售之保鮮，生理

食鹽水、酒精、維生素 C、葡萄糖、砂糖可作為家中瓶插切花之保鮮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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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40809 睡蓮觀測與切花物性之研究 

睡蓮觀測頗為深入，切花物性與保鮮劑之研究亦有基本的探討；將來

可針對可保持花開狀態較長時間之溶液做有關水之輸送與滲透相關

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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