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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孤挺花的球根繁殖目前以鱗片繁殖為主，該種繁殖方法由於形成的子球較小，因此培育至

具商品價值的開花球為止約需 2-3 年，本實驗利用不同的母球切割方法探討其對子球形成之影

響，與鱗片繁殖法相比較，對母球進行割傷處理的挖空法或刻溝法可產生較大的子球。另外本實

驗也探討了切割後母球以不同溫度及介質處理對子球形成的影響，其中溫度處理的影響並不顯

著、而介質中的炭化稻殼可產生較重且周徑較大的子球。 

關鍵詞：孤挺花、鱗片繁殖、刻溝法、挖空法、子球形成 

 

 



Effect of Cutting Method of Mother Bulb on Bulblet 

Formation of Hippeastrum  

Yu Chu1  Li-De Hu2   Hsin-Yen Chang2   Hui-Fang Chang2    

Hui-Ju Yu2  Yu-Chen Pan2 

1.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 National Il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Student, 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 National Il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scaling is the main propagation method of Hippeastrum now. However, the small 

bulblets formed require many years to produce flowering sized bulbs by scaling. In order to 

decrease the propagation period, this study was carried out to find a proper cutting method for 

bulblet formation. The bulblets formed by cross-cutting and scooping show bigger size than 

that of scaling. The mother bulbs cured at 20, 25, 30℃ for 7 or 14 days did not show any 

promotive effect. With the effect of medium on bulblet formation, the mother bulbs plac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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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孤挺花母球不同切割方式對子球形成之影響 
Table1 Effect of cutting method of mother bulb on bulblet formation  
 切割方法 
 Cutting 
 method 

切割母球數 
Cutting number 
of mother bulb 

 子球形成 
  總數 
Total number 
of bulblets 

 單位母球 
子球形成數 
Number of bulblets 
per bulb 

單位母球子球之

最長葉長（cm）
The longest length
leaf of bulblet per 
bulb   

子球平均

鮮重（g）
Average 
weight of 
bulblet  

子球平

周徑（
Average
circle le
of bulbl

  鱗片          4             79         19.7±8.3       8.3±6.0        2.1±0.8    3.7±0.
  挖空          7             55          7.9±3.6      28.5±4.2        7.5±3.9    4.6±0.
  刻溝          7             56          8.0±4.1      30.2±4.4        8.4±4.4    5.3±1.
  刻溝（大切口）  7             60          8.6±3.7      33.5±4.1       13.9±4.8    6.4± 1
 
 
 
表二 孤挺花母球不同切割方式對子球大小之影響 
Table2 Effect of cutting method of mother bulb on bulblet size distribution 

不同直徑子球數 
Number of bulblets in different size 

切割方法 
 Cutting 
 method 

    

  2.0         2.1-4.0       4.1-6.0       6.1-8.0      8.1-10.0      10
cm以下        cm           cm         cm          cm         cm

  鱗片             7（8.9）    46（56.0）    25（32.8）    1（2.3）     0（0）      0（
  挖空             0（0）       0（0）      25(45.5)      19(34.5)     11(20.0)      0（
  刻溝             0（0）       0（0）      23(41.1)      21(37.5)     11(19.6)      1(1
 刻溝（大切口）      0（0）       0（0）      18（30.5）   24（40.6）  15（25.5）    2（
（ ）內的數據為百分比。 
 The data in the （ ）are percentages. 
 
 
 
表三 孤挺花母球切割後不同溫度處理對子球形成之影響 
Table3 Effect of temperature and duration of curing on bulblet formation 
   切割後母球處理 
     Treatment of bulb 
 溫度（℃）  期間（天） 
Temperature   Duration 

  切割   子球形成  單位母球    單位母球子球   子球平均  子球平均
 母球數    總數   子球形成數  之最長葉長（cm） 鮮重（g）周徑（
Number of   Total    Number of  The longest length  Average   Averag
 mother    number    bulblets    leaf of bulblet     weight of  length 
  bulb     of bulblets  per bulb    per bulb         bulblet    bulblet



20 7         7       63       9.0±4.2    33.2±9.3       9.2±3.3    5.6± 0.7
14        7       49       7.0±2.6    26.9±4.9      10.1±4.6    6.7±1.2

25 7         7       47       6.7±3.5    24.8±16.5     10.0±4.7    5.6±1.1
14        7       37       5.3±2.7    23.6±13.0     12.6±7.2    6.0±1.0

30 7         7       56       8.0±4.1    22.0±13.9      9.2±6.2    5.4±1.1
14        7       37       5.3±2.5    23.3±9.3       8.8±4.4    5.7±0.7

   室溫         1         7       58       8.3±4.2    13.6±15.5      8.5±4.4    5.9± 0.9
                8         7       60       8.6±3.9    33.5±10.5     13.9±6.5    6.9± 0.9

 
 
 
 
 
 
表四 孤挺花母球切割後不同溫度處理對子球大小之影響 
Table4 Effect of temperature and duration of curing on bulblet size distribution 
   切割後母球處理 
   Treatment of bulb 
 溫度（℃）  期間（天） 
Temperature   Duration 

                   不同直徑子球數   
              Number of bulblets in different size                    
   4.0cm       4.1-6.0      6.1-8.0      8.1-10.0      10.0 cm 
    以下      （cm）     （cm）      （cm）        以上 
 

20           7        10（15.9）  27（42.9）  22（34.8）    4（6.4）      0（0） 
14        0（0）    21（42.9）  19（38.8）    8（16.3）     1（2.0） 

25           7         1（2.1）   14（29.8）  26（55.3）    6（12.8）     0（0） 
14        3（8.1）   19（51.4）  13（35.1）    1（2.7）      1（2.7）

30           7        12（21.4）  29（51.8）  11（19.7）    4（7.1）      0（0） 
14        4（10.8）  22（59.5）   9（24.3）    1（2.7）      1（2.7）

   室溫         1         8（13.8）  17（29.3）  26（44.8）    7（12.1）     0（0） 
                8          0（0）   18（30.0）   25（41.7）   15（25.0）    2（3.3） 
（ ）內的數據為百分比。 
 The data in the （ ）are percentages. 
 
 
表五 孤挺花母球切割後不同介質處理對子球形成之影響 
Table5 Effect of media for planting on bulblet formation 
 介質種類 
  Media 

切割母球數 
Number of 
mother bulb 

子球形成總數
Total number 
of bulblets 

 單位母球 
子球形成數 
Number of 
bulblets per bulb
 

單位母球子球之

最長葉長(cm） 
The longest length
Leaf of bulblet 
per bulb 

子球平均 
鮮重（g）
Average 
weight of 
bulblet 

子球平

周徑（
Average
circle le
of bulbl



珍珠石 Perlite       7           36          5.1±1.7    12.5±10.8       6.3±1.1    6.2±0.8
蛭石 Vermiculite     7           55          7.9±3.2    26.2±5.3        7.3±3.4    6.5±0.6
河砂  Sand         7           69          9.9±4.8    24.5±10.3       8.5±2.4    6.3±0.6
炭化稻殼           7           60          8.6±2.6    33.5±4.5       13.9±4.8    6.9±1.3
Rice-chaff charcoal 
 
 
表六 孤挺花母球切割後不同介質處理對子球大小之影響 
Table6 Effect of media for planting on bulblet size distribution 
 介質種類 
  Media 

              不同直徑子球數 
      Number of bulblets in different size                    
 4.0cm      4.1-6.0     6.1-8.0      8.1-10.0      10.0 cm 
 以下       （cm）    （cm）      （cm）       以上 

珍珠石 Perlite      5（13.9）   9（25.0） 20（55.5）   2（5.6）     0（0） 
蛭石 Vermiculite    3（5.5）   16（29.1） 28（50.8）   8（14.6）    0（0） 
河砂 Sand         4（5.8）   29（42.0） 31（44.9）   5（7.3）     0（0） 
炭化稻殼          0（0）    18（30.0） 25（41.7）  15（25.0）   2（3.3） 
Rice-chaff charcoal 
（ ）內的數據為百分比。 
 The data in the （ ）are percentages. 
 
 
 
 
 
 
 
 
 
 
 

圖一 孤挺花球根的刻溝切割 
Fig.1 The cross-cutting of bulbs of Hippeastrum. 

 
 
 
 
 
 
 



 
 
 
 
 
 

圖二 不同介質對孤挺花子球形成之影響 
由左至右分別是炭化稻殼、河砂、蛭石及珍珠石。 

Fig.2 The effect of the media for planting on bulblet formation. 
The media from the left to right are rice-chaff、sand、vermiculite and perlite. 

    
 
 
 
 
 
 
 
 
 
 
 

圖三 孤挺花的子球 
左側為刻溝法、右側為鱗片繁殖法所繁殖 

Fig.3 The bulblets of Hippeastrum. 
The left bulblets are from cross-cutting and the rights are from scaling. 

 

一、前 言 

   孤挺花（Hippeastrum hybridum Hort.）為原產於中南美洲的石蒜科熱帶球根花
卉，約有 80個原生種，歐美在孤挺花的交配育種上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至目前
為止已培育出 300種以上栽培品種，花型多計有喇叭花型、石蒜花型、皇后花型、
雷氏花型、袖珍型、重瓣花型及蘭花型等；花色有深紅、粉紅及白色或具深淺色調、

斑點、條紋、鑲邊等變化（1），孤挺花由於花色及花型的多樣化，深受消費者的喜
愛，作為盆花、花壇及切花用植物被廣泛利用，其球根需求量有一定的市場。 
   然而孤挺花園藝品種的子球自然增殖率低、平均為 1.7倍（1），球根的增殖必
須以人為方式進行，目前其增殖是以鱗片繁殖法來進行的，然而鱗片繁殖法形成的

子球較小，因此培育開花球的球根生產所需時間相對較長（2,3）。在風信子的球根



生產中，母球的割傷處理可產生較大的子球，與鱗片繁殖法相比較可大幅縮短球根

栽培的期間（4）。然而在孤挺花的球根生產中尚無該種繁殖方法的報告。本實驗針
對鱗片繁殖法及母球的割傷處理對孤挺花子球形成的影響進行實驗，希望能縮短球

根生產的期間，降低孤挺花球根生產成本。 

   

二、材料與方法 

（一）孤挺花不同繁殖方式對子球形成之影響 
孤挺花‘Red Loin’的母球於 89年 3月 10日利用鱗片繁殖、挖空繁殖、刻溝繁

殖等方法進行切割。切割前先以有效鹽類濃度 0.5﹪次氯酸鈉溶液浸泡球根 20分鐘
進行消毒，陰乾 3 小時後切割球根。在球根的切割方式方面，鱗片繁殖法是以球根
的底盤為底部中心，對球根進行 8 等份切割，每 1 份為 1 個切片單位，共切割了 4
球。挖空繁殖法是將球根底盤的中央部分去除而保留外圍，底盤部向內挖一個圓錐

形，其深度約為球根高度的一半左右。刻溝繁殖法是以底盤為中心將球根切割成 8
份，切割深度為球根高度的一半。在切溝繁殖法中，一種處理為直接把底盤切割成

8 份，而另一種處理是底盤切割成 8 份後，再把切口部分的鱗片切除一些，使傷口
變粗大，該種處理本文中稱為「大切口」。圖一為球根的刻溝切割法。挖空繁殖法及

刻溝繁殖法每處理各使用 7球。以上述方法切割後的球根在室溫下放置 3天後種植，
鱗片繁殖法切割之切片種植於水稻育苗盤中，挖空繁殖法及刻溝繁殖法切割後之球

根種植於植槽中，每植槽 3或 4球，介質使用炭化稻殼。於同年 7月 3日對各處理
的子球形成數、子球周徑、子球鮮重、子球之最長葉長進行調查，其中子球鮮重是

包含子球及其根和葉片的重量。 

 
（二）孤挺花母球切割後不同溫度及期間處理對子球形成之影響 

    孤挺花‘Red Loin’的母球於 89年 11月 22日利用大切口的刻溝繁殖法切割，球
根的切割方法如前述。每處理各 7球，切割後的球根裝入塑膠後分別放入 20℃、25
℃、30℃的生長箱中進行 7 日及 14 日的溫度處理，對照組為放置於室內 1 日及 8
日。處理完成的球根種植於植槽中，每植槽 3 或 4 球，介質使用炭化稻殼。於 90
年 4月 12日進行結果調查，調查項目如前所述。 

 
（三）孤挺花母球切割後不同介質處理對子球形成之影響 

     孤挺花‘Red Loin’的母球於 89年 11月 21日利用大切口的刻溝繁殖法進行切
割，球根的切割方法如前述。切割後的球根在室溫下放置 8日後，於 11月 29日
分別種植於裝入蛭石、珍珠石、河砂及炭化稻殼的植槽中，每種介質處理各 7球、
每植槽種植 3或 4球。於 90年 4月 12日進行結果調查，調查項目如前所述。 

 

三、結  果 



 
（一）孤挺花不同繁殖方式對子球形成之影響 
    實驗結果如表一所示，因球根切割方式的不同，形成子球的數量及周徑有明顯的
差異。整體而言，把球根切割成一份一份的鱗片繁殖法可產生較多的子球，但是形成

的子球周徑較小。反之只是對球根進行割傷處理的挖空法或刻溝法則可產生較大的子

球，而子球形成數卻相對減少。鱗片繁殖法單位母球的子球形成數是 19.7，挖空法、
刻溝法、大切口刻溝法，單位母球的子球形成數分別是 7.9、8.0 及 8.5 個。在子球之
最長葉長方面，鱗片繁殖所得子球的葉長較短為 8.3cm，葉長最長者為刻溝繁殖有
30.2cm。在子球的平均鮮重方面各處理之間差異明顯，鱗片繁殖者只有 2.1g，而挖空、
刻溝、大切口刻溝者分別為 7.5g、8.4g及 11.2g。 
    表二是利用不同繁殖方法所形成不同直徑的子球數。鱗片繁殖法形成數量最多者
為直徑 2.1-4.0cm的子球，占所有子球數的 55.9﹪，其次是直徑 4.1-6.0cm的子球，占
所有子球數的 32.7﹪，直徑 2cm以下的子球占 8.8﹪，而直徑 6.1-8.0cm的子球只占 2.2
﹪。刻傷繁殖形成的子球其直徑較大者的比例明顯增加，特別是大切口的刻溝繁殖，

直徑 6.1-8.0cm的子球占了總子球數的 40.6﹪，而直徑 10.0cm以上的子球也有 2球。
圖二為鱗片繁殖法及刻溝繁殖法所形成之子球的比較。    

     
（二）孤挺花母球切割後不同溫度及期間處理對子球形成之影響 

 實驗結果如表三所示，與對照組在室溫下的處理相比較，20℃、25℃及30℃的
各種溫度處理對子球形成數及子球周徑有減少的傾向。而在相同溫度下當處理期間由

7天增加至 14天時、其子球形成數明顯減少，特別是 30℃下7天的處理，其子球總
數為56球而14天的處理則減少到37球、減少了19球。子球形成總數最多者為20℃
7天的處理、共有63球，其次為室溫下1天及8天的處理、分別有60球及58球，而

最少者為 25℃及30℃下14日的處理，只有37球。子球的最長葉長者為室溫下8天的
處理有33.5cm，其次為20℃溫度下7天的處理有33.2cm，而葉長最短者為室溫下1日
的處理是13.6cm。在子球平均鮮重及子球平均周徑方面，各溫度下14天的處理比7

天的處理有增加的趨勢，而數值最高者為室溫下8天的處理、子球平均鮮重有13.9g、

子球平均周徑有6.9cm。 

而不同直徑子球數的分佈如表四所示。從 20℃的溫度條件來看，7天與14天的
處理都是周徑4.1-6.0cm的子球分佈最多，6.1-8.0cm的子球分佈數次多，另外14天的

處理8.1cm以上的子球分佈較多，而7天的處理則是4.0 cm以下的小球分佈較多。25
℃及 30℃的溫度處理下子球分佈最多者也都集中在直徑4.1-6.0cm或6.1-8. 0cm的子
球。在室溫下分佈最多者為6.1-8.0cm的子球，而8.1-10.0cm周徑較大的子球分佈數是

在各個溫度處理中最多者。 

     
（三）孤挺花母球切割後不同介質處理對子球形成之影響 

實驗結果如表五及表六所示，表五是不同介質處理對子球形成影響之結果。在使

用的珍珠石、蛭石、河砂及炭化稻殼等4種介質中，在子球形成數方面珍珠石介質最



少只有36球，河砂介質最多有69球。在子球的最長葉長方面珍珠石介質為12.5cm是

所有介質中最短的，而炭化稻殼介質為33.5cm是所有介質中葉長最長者。在子球平均

鮮重方面，珍珠石介質最少只有6.3g，最重者為炭化稻殼介質有13.9g。在子球的平均

周徑方面，各介質之間的差異不大，最小者為珍珠石介質的6.2cm、最大者為炭化稻

殼介質的6.9cm。在不同介質對形成子球大小影響的實驗結果如表六所示，各介質都

是周徑6.1-8.0cm的子球形成數最多，而使用炭化稻殼時可形成周徑10.0cm以上的大

球。圖三為種植在不同介質中所形成的子球。 

 

四、討論 

目前的孤挺花球根生產是採用鱗片繁殖法，本實驗中鱗片繁殖法與割傷繁殖法相

比較雖然可以產生較多的子球然而形成的子球周徑卻較小。鱗片繁殖法單位母球的子

球形成數是 19.7球，割傷繁殖法最多為 8.5球，然而在子球的周徑方面鱗片繁殖法為
3.7cm、而割傷繁殖法可達 6.4cm，其中鱗片繁殖法 95％以上的子球是周徑 6.0cm以下
者，而割傷繁殖法中子球周徑在 6.0cm以上者則佔了 50％以上，其中更有周徑 10.0cm
以上的大球。鱗片繁殖法由於是把母球分割成一片一片的切片，應此每一切片所保有

的養分含量相對減少，導致養分供給減少，使子球的生長速度減緩，在相同繁殖期間

內形成的子球較小、該現象也可從子球平均鮮重的明顯減少中得到推論。本實驗中子

球的鮮重是子球及其葉及根的總重，鮮重較重者也代表葉與根的生長量多，根與葉的

生長旺盛也促進了子球的快速形成。 
在刻傷繁殖法中，刻溝法比挖空法可形成較多且較大的子球，刻溝法中特別是對

傷口再進行去除部分鱗片的切口加大處理更可促進子球的快速形成。由於鱗莖的切割

刺激是促進子球形成的原因（5），因此在刻溝法中對切口的加大處理加重對鱗莖的刺
激，如此產生了更多的子球，同時由於刻溝法不分離母球，因此子球生長可得到足夠

的養分，形成較大的子球，由本實驗中可知，加大切口的刻溝處理是較為理想的繁殖

方法。 
在切割後的溫度處理對子球形成的影響方面，室溫下的處理對子球形成較有利，

本實驗室是在 11月進行的，該時期的氣溫最高為 29℃、最低為 16℃、平均氣溫為 22
℃左右，為孤挺花生育的最佳溫度範圍，室溫處理與其他溫度處理的不同之處在於室

溫處理是變溫而其他溫度處理是恆溫的，在孤挺花生長的適溫範圍內，球根切割後的

變溫處理有利於子球的形成。在處理期間方面，切割後一週左右的處理較為適當，兩

週的處理有使子球形成數減少的趨勢，而切割後的立即種植也會抑制子球葉片的形

成。 
切割後母球種植的介質對子球形成產生了明顯的影響，炭化稻殼介質的子球形成

數最多且周徑最大，珍珠石介質則是最少且最小的。該實驗結果與Mori（6）等發表
的麗奈石蒜的結果相同，其原因為何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本實驗只是針對孤挺花母球的切割方法、以及切割後的溫度及介質處理對子球形

成的影響進行探討，未來將對如何縮短子球至開花球為止所需期間以及開花球的培育



等問題做進一步的探討。 

 

六、結  論 

 
    在孤挺花的球根繁殖中，割傷繁殖法可產生較大的子球，利用大切口的刻溝法對
孤挺花的母球進行切割，之後在室溫 16-29℃範圍內的溫度條件下放置一週左右後種
植於炭化稻殼的介質中，約 3-4 個月左右後每一母球可平均得到直徑約 7cm的子球 9
球，該繁殖方法可明顯縮短孤挺花球根繁殖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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