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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介質及發根劑濃度對珊瑚樹  
扦插成活率之影響  

黃 雅 玲1 

摘 要  

台灣植物種原極為豐富，但目前很多種原都仰賴國外進口，尤其台灣原

生植物尚有許多未經有系統的蒐集、研究及利用，這類植物都是經由長期演

化後留存下來,因此對不良環境耐受力極高。本試驗蒐集恆春半島原生植物-
珊瑚樹,調查其週年開花情形,並探討介質及發根劑濃度對扦插成活率之影響
。調查結果顯示，珊瑚樹主要花期為每年 8月至隔年 3月，結果期為 10月至
隔年 5月。介質及發根劑試驗結果顯示，扦插介質以砂土成活率最高為 56.7%
，其餘介質成活率為 0%；以發根劑 IBA2000ppm浸漬 3小時後，扦插成活率
可提高至 93.3%，浸漬 6小時，扦插成活率可提高至 100%。 
 

關鍵語：珊瑚樹、介質、發根劑    2 

前 言  

台灣地處熱帶及亞熱帶，植物種類繁多，分布於恆春半島的原生植物約

有一千二百餘種，六十種為台灣特有種(5,6)，有些品種觀賞價值極高，可馴化

為本土性的盆栽花卉或庭園樹種(1,2,3)。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近年來致力於原生植

物的開發與利用，開始由原生野牡丹科植物品種蒐集及利用、原生秋海棠品

種蒐集選育及恆春半島具觀賞價值之原生植物盆花栽培技術之建立。由於這

類植物不僅生長勢強健，對病蟲害、旱害及風害的耐受力亦強，且觀賞價值

極高，因此值得繼續加以研究及開發利用。 

原生植物的開發及利用是未來花卉產業的新趨勢，尤其有些具觀賞價值

的原生植物因生育地的破壞，族群已日漸稀少，因此種原的保護刻不容緩。

又原生植物的特性在有關書籍內容之敘述上，因馴化環境與原生地不同，常

與實際觀察有所出入，所以不論在品種蒐集、園藝性狀調查及栽培技術的研

究上，皆有待進一步建立，希望能建立完整的栽培生產體系。 

珊瑚樹(Viburnum odoratissimum Ker.)為忍冬科(Caprifoliaceae)的常綠小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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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原生於台灣南部低至中海拔山區，花為成串白色，果實成熟後變紫褐色

至黑色(7,10)，由於珊瑚樹果實為成串紅色，可做為觀果盆栽或庭園植物，在年

節期間顯得極為喜氣，此樹種應是值得加以推廣的原生植物。珊瑚樹在繁殖

上可利用播種及扦插繁殖，播種繁殖可採收紫黑色果實播種，但須注意其種

子具有很長的休眠期(4)，有時休眠可長達七個月之久，因此利用扦插可快速大

量繁殖種原及縮短幼年期(8,9,11,12,13,14,15)。珊瑚樹通常利用頂端枝條做為插穗，

但扦插成活率不高，因此本試驗擬探討不同介質及發根劑濃度對珊瑚樹植株

扦插成活率及植株生育之影響，希望建立一套盆栽化的栽培管理模式，提供

農民參考利用。 

材料與方法 

一、種原蒐集及觀察： 

由台灣南部山區蒐集具觀賞價值的原生植物-珊瑚樹，供品種觀察用
，珊瑚樹原生地為南部低至中海拔山區，生育情形極為旺盛，但在平地

馴化過程中，有不定期開花的現象，因此擬調查其花期及果期，以了解

其主要觀賞期。 

二、介質對扦插成活率影響之試驗： 

採用四種常用介質(1)砂土(v/v)，pH值 8.4，EC值 0.12 (2)泥炭土：
真珠石：蛭石(v/v)介質混合比例為 2：1：1，pH 值 5.0，EC 值 0.54 (3)
砂土：根基旺(v/v)介質混合比例為 1：1， pH值 7.2，EC值 0.15 (4)泥炭
土：真珠石：蛭石：砂土(v/v)介質混合比例為 1：1：1：1，pH 值 6.0，
EC值 0.24，探討珊瑚樹扦插最適當的介質。取本場自行繁殖的珊瑚樹頂
端幼嫩新梢，扦插於上述不同介質中，試驗盆缽為 3.5吋紅盆，所有盆栽
放置於防雨兩層黑色遮陰網(70%＋80%百吉網)下觀察，每日自動噴水 4
次，每次噴水時間為 2 分鐘。試驗共四處理，每處理三重複，每重複十
枝及十五枝插穗，盆栽採 CRD排列，共進行兩次試驗，扦插日期分別為
91年 5月 2日及 91年 5月 16日，調查日期為 91年 8月 22日，調查項
目為扦插成活率、分枝數、新梢長度、葉片數及根長。 

三、發根劑濃度對扦插成活率影響之試驗： 

採用砂土為扦插介質，並以發根劑 IBA(Indole-3-butyric acid)處理，
發根劑浸漬處理時間及發根劑濃度分別為，浸漬處理時間 3 小時及 6 小
時，發根劑濃度為 500ppm、1000ppm、2000ppm、3000ppm 及以不浸漬
為對照組，探討珊瑚樹發根劑最適當的浸漬時間及濃度。取珊瑚樹頂端

幼嫩新梢，扦插於上述不同發根劑濃度中，種植於 3.5吋紅盆，所有盆栽
放置於防雨兩層黑色遮陰網(70%＋80%百吉網)下觀察，每日自動噴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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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珊瑚樹果實 
Fig 1. Appearance of the fruits of Viburnum 

odoratissimum Ker. 

次，每次噴水時間為 2 分鐘。試驗共五處理，每處理三重複，每重複十
枝插穗，盆栽採 CRD排列，扦插日期分別為 91年 7月 2日及 91年 7月
18日，調查日期為 91年 11月 15日，調查項目為扦插成活率及根長。 

結果與討論 

一、種原蒐集及觀察： 

目前已由台灣南部山區蒐集原

生植物-珊瑚樹(圖 1)，栽植於本場露
地，觀察其園藝性狀及開花習性。

珊瑚樹在原生地正常生長情形下，

主要花期為每年 2 月至 4 月，結果

期為 4 月至 7 月，但在本場試驗觀

察結果，其主要花期為每年 8 月至
隔年 3月，果期為 10月至隔年 5月
(圖 2)，而有些植栽會有不定期開花
的現象。珊瑚樹果實為成串紅色，

極適合做為觀果盆栽或庭園植物。 
 
 
 
 Native region           
       flower     
          fruit   
              
 KDAIS             
     flower        
              
      fruit       
              

Jul Aug Sep Oct Nov De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month) 

圖2. 珊瑚樹之觀賞花期及果期 
Fig 2. Flowering and fruiting season of Viburnum odoratissimum Ker. (Jul 2001~Ju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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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介質對扦插成活率之影響： 

經兩次介質試驗結果顯示，珊瑚樹對介質選擇性極嚴，喜好通氣性

及排水性高的介質，除砂土尚有 56%及 68%存活率之外，其餘介質存活
率皆為 0%，由此可知栽培介質的選擇對珊瑚樹扦插成活率有極大的影響
。植株生育情形調查，第一次介質試驗經砂土扦插 3.5個月後，植株新梢
數 1.9個，新梢長度 3.2 cm，新梢葉片數 5.6片，根長 8.3 cm(表 1) ；第
二次介質試驗經砂土扦插 3個月後，植株新梢數 2.0個，新梢長度 3.6 cm
，新梢葉片數 7.3片，根長 8.1cm(表 2)，試驗期間網室每月平均氣溫如圖
3。由於砂土在兩次介質試驗中成活率僅 5至 6成，因此擬繼續探討不同
發根劑濃度的施用能否提高其扦插成活率。 

 
表1. 不同介質對珊瑚樹扦插成活率及植株生育之影響(第一次試驗)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substrate media on cutting survival rate and growth of 

Viburmum odoratissimum Ker.(1st experiment) 

Composition 
Survival rate 

(%) 
Number of 

branches (cm) 
Length of new 
branch (cm) 

Number of 
leaves 

Root length 
(cm) 

A 56.7 1.9 3.2 5.6 8.3 
B 0 0 0 0 0 
C 0 0 0 0 0 
D 0 0 0 0 0 

A：Sand 
B：Peat moss: perlite: vermiculite（2:1:1） 
C：Sand: Ken-Chi-Wang (根基旺, No.3)（1:1） 
D：Peat moss: perlite: vermiculite: sand（1:1:1:1） 
 
表2. 不同介質對珊瑚樹扦插存活率及植株生育之影響(第二次試驗)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substrate media on cutting survival rate and growth of 

Viburmum odoratissimum Ker.(2nd experiment) 

Composition 
Survival rate 

(%) 
Number of 

branches (cm) 
Length of new 
branch (cm) 

Number of 
leaves 

Root length 
(cm) 

A 68.3 2.0 3.6 7.3 8.1 
B 0 0 0 0 0 
C 0 0 0 0 0 
D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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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珊瑚樹試驗期間每月平均氣溫 
Fig 3. Monthly mean temperature during the experiment seasons for Viburmum 

odoratissimum Ker. 
 

三、發根劑濃度對扦插成活率之影響： 

試驗結果顯示原本扦插成活率低的珊瑚樹，以 IBA2000ppm 浸漬 3
小時後，扦插成活率可提高至 93.3%，另以 IBA2000ppm浸漬 6小時後，
扦插成活率可提高至 100%，對照組未處理 IBA 者，成活率分別為 80%
及 53.3%(圖 4)。由上述結果得知，發根劑的使用有助於提高珊瑚樹的扦
插成活率。至於根長方面施用不同發根劑濃度其結果並無顯著差異(圖 5)
，因此發根劑的使用雖然有助於提高珊瑚樹扦插成活率，但並無明顯提

高植株後續之生長。 

圖 4. 不同發根劑濃度及浸漬時間對珊瑚樹扦插成活率之影響 
Fig 4. Effects of different IBA concentrations and soaking time on the cutting survival rate 

of Viburmum odoratissimum Ker. 
(Columns with a different letter on top indicate they a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at P＜
0.05 by LS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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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不同發根劑濃度及浸漬時間對珊瑚樹扦插根長之影響 
Fig 5. Effects of different IBA concentrations and soaking time on the root length of 

Viburmum odoratissimum Ker. 
(Columns with a different letter on top indicate they a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at P
＜0.05 by LSD test) 

結 論  

原生樹種的開發及利用，可保有本土生物多樣性的延續，並避免過多的

外來樹種佔據自然生態系。珊瑚樹為台灣原生樹種，植株極具觀賞價值，可

加以繁殖做為觀果盆栽或庭園植物，但珊瑚樹對扦插介質選擇甚嚴，經二次

介質試驗結果顯示，除砂土尚有 56%及 68%存活率之外，其餘介質存活率皆
為 0%，而以發根劑 IBA2000ppm浸漬 3小時後，扦插成活率可提高至 93.3%
，浸漬 6小時後扦插成活率可提高至 100%。此結果可做為未來推廣該原生樹
種為商品化盆栽時大量繁殖之技術，並將此技術提供農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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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Substrate Medium and 
IBA Concentration on Cutting Surviving of 

Viburmum odoratissimum Ker. 
Ya-Ling Huang1 

Abstract 

Although many ornamental plants have been imported from foreign countries 
recently, Taiwan has very rich plant resources. Many native plants have not been 
collected, studied and utilized systematically. They have survived through a long 
period of evolution, so they are highly tolerant to stress.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to collect the native germplasm, Viburnum odoratissimum Ker. in 
Hengchun Peninsula, to study their flowering period during the year, an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cutting positions and IBA concentrations on rooting rat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lower season of Viburnum odoratissimum Ker. is 
from Aug. to Mar. of next year. The fruits season is from Oct. to May of next year. 
For substrate media, the cutting rate reached to 56.7% in using sand, but the other 
kinds of substrate media the surviving rate was lower at 0%. The cutting surviving 
rate reached to 93.3% after treating cuttings with IBA 2000ppm for 3 hours, and to 
100% after treating with IBA 2000ppm for 6 hours. 

Key words: Viburmum odoratissimum Ker., Substrate medium, IBA 

(Indole-3-butyr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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