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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為探討觀賞鳳梨催花後，施用液肥及尿素對開花品質之影響。試驗結

果Denise品種以催花後第 3週才施液肥，盆花品質最好，植株高度最高、花穗長
度最長，冠徑最大且花色最豔紅；但Cherry品種卻以催花後第 2週施液肥，盆花
品質最好，植株高度最高及花穗長度最長，冠徑最大且花色最豔紅。而液肥中最
適的尿素濃度，對Denise及Cherry二品種皆以 250ppm處理，植株高度最高且冠
徑最大。在花色表現上Denise品種以尿素 250ppm處理最豔紅，但Cherry品種則
以尿素 125ppm處理較豔紅。 
 
關鍵詞：觀賞鳳梨、催花、氮肥施用法。 3 

前 言  
觀賞鳳梨(Bromeliads)原產熱帶美洲，種類繁多，植株形態富變化，花苞色彩

艷麗花期持久，植株生命力強能適應不良的光線、溫度及濕度，是理想盆栽植物
(11,15)
。台灣位於亞熱帶，高溫多濕的環境，頗適合觀賞鳳梨的生長

(8,9,15)
，尤其是

高屏地區冬季不下霜，更適合觀賞鳳梨的栽培
(2)
。 

觀賞鳳梨中的Aechmea, Guzmania, Neoregelia, Nidularium, Vriesea及Tillandsia
等屬常被用於商業栽培

(1,8)
，雖然有部份觀賞鳳梨是做為觀葉或觀果品種，但市場

上仍以觀花為主要品種。本省觀賞鳳梨種苗以進口組培苗出瓶後經過二次移植的
二次苗為主，生育期間日照及濕度為栽培的重要因子，每天至少需 12小時的日照
，依品種不同，光線強度範圍為 18,000∼25,000Lux(5)

，且配合高濕度及通風良好
的環境下，生長較好、株型亦較矮胖壯碩，葉片寬短剛硬，花色更鮮豔美麗

(3)
。 

觀賞鳳梨植株依品種不同，由二次苗約需經過一年至一年八個月才能進行催
花處理，以往用電石或益收(Ethrel)水溶液為催花藥劑(4,20)

。最近二年業者已使乙
炔水溶液為主要的催花處理藥劑，因為乙炔水溶液處理觀賞鳳梨，其催花率及花
穗長度皆較電石或益收處理為佳，花色轉化亦較完全。觀賞鳳梨花色主要為紅色
系，根據文獻指出花瓣、果實及葉片表現紅色、桃色及紫紅色與花紅素(anthocyan)
有密切關係

(6)
。花紅素是一種水溶性、存在液胞內的色素，可表現紅，藍及紫等

顏色，花紅素的累積會呈現紅色的外觀
(16)
。而花紅素的產生與光

(17,19)
、溫度

(10)

、生長調節劑
(18)
、糖

(12,14)
及養份有關

(13,17)
。業者在觀賞鳳梨催花後，仍會進行施

肥，肥料配方中亦包括尿素，但因尿素會影響花紅素的形成，根據 Faust(13)

報告指出尿素會降低花紅素的量，Pirie & Mullins(17)亦指出硝酸態氮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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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紅素的累積。為了改進觀賞鳳梨之花色，擬針對催花後液肥的施用法及
添加尿素對觀賞鳳梨園藝性狀與花色之影響，探討液肥中添加尿素能否提
昇盆花品質。 

材 料 與 方 法  
 

本試驗供試材料為觀賞鳳梨Guzmania“Denise”及G. “Cherry”二品種，於
87年 9月 2日在屏東縣高樹鄉進行試驗。試驗盆栽以植株葉片數達 25片以
上為處理對象，以乙炔水溶液為催花藥劑，對Denise品種催花時每株施用量
為 150cc，每隔二天施一次，共施用四次；對 Cherry品種催花時每株施用量
為 100cc，每隔二天施一次，共施用三次。 
試驗方法為觀賞鳳梨催花後，經過不同週數後施用液肥，液肥配方為硝

酸鉀 4000ppm、硫酸鎂及硝酸鈣各 2000ppm，尿素 500ppm。試驗處理為催
花後經過 1週、2週、3週及 4週後再施液肥。試驗採完全逢機設計，每處
理盆栽 5盆，四重複，每處理計 20盆。 
試驗處理後經過三個月調查植株高度、展幅、葉數、花穗長度、冠徑及

花色。植株高度是調查盆缽內介質表面到植株自然形態的最高點的高度，展
幅為 1/2(盆栽內植株的寬邊+窄邊)，葉數為計算植株完全綠色的葉片數，花
穗長度為花穗基部到頂端的高度，冠徑則測量花冠直徑，花色以色差計(Color 
and Color Difference Meter, Model 1001 DP, Nippon Denshoku Kogyo Co.,LTD.)
測定，取樣部位從心部往外算第 12片觀賞鳳梨之苞片，測其 L.a.b. ，L值表
示亮度，值愈高表亮度高；a,b值表色差，a值愈高顏色愈紅，b值愈高愈偏
黃色。 
統計方法以處理的平均值進行CRD變方分析，變方分析處理效應達 5%

顯著差異，再採用Ducan’s multiple range test進行處理間比較分析。 
 

試驗供試材料為觀賞鳳梨G.“Denise”及G.“Cherry”二品種，於 87年 9月
2日在屏東縣高樹鄉進行試驗。試驗盆栽以植株葉片數達 25片以上為處理對
象，以乙炔水溶液為催花藥劑，對Denise品種催花時每株施用量為 150cc，
每隔二天施一次，共施用四次；對 Cherry品種催花時每株施用量為 100cc，
每隔二天施一次，共施用三次。 
觀賞鳳梨催花後二週(農民慣行法)，施用液肥，液肥配方中含硝酸鉀

4000ppm、硫酸鎂及硝酸鈣各 2000ppm為固定成分，此外再加上四種等級之
尿素濃度做為處理，分別是 500、250、125及 0 ppm。試驗採完全逢機設計
，每處理盆栽 5盆，四重複，每處理計 20盆。 
試驗處理後經過三個月調查植株高度、展幅、葉數、花穗長度、冠徑及

花色。調查項目、測量方法、統計分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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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與 討 論  
 

觀賞鳳梨 Denise與 Cherry二品種以乙炔水溶液為催花藥劑，Denise品
種每株以 150cc乙炔水溶液灌注觀賞鳳梨葉杯，每隔二天施一次，共施用四
次；而Cherry品種對催花藥劑較敏感，每株施用量只需 100cc乙炔水溶液灌
注其葉杯，每隔二天施一次，共施用三次。催花後經過 1、2、3及 4週後才
施液肥，經變方分析顯示液肥施用期對Denise品種株高、展幅、葉數、花穗
長度、冠徑及花色(L.,a.,b.值)皆達到 5%顯著差異，而液肥施用期對Cherry品
種除了花色中的 L.值呈不顯著外，其餘性狀皆達到 5%顯著差異（如表 1）。
進一步探討Denise不同施肥期對盆花品質的影響結果如表 2，經過 3週後才
施液肥之處理，其植株高度、展幅、花穗長度及冠徑表現最佳分別為 56、93.5
、44.7及 24.3公分，其中植株高度、花穗長度及冠徑與經過 1及 4週後才施
肥之處理呈顯著差異，催花後 3週施液肥處理其展幅與其他處理比較皆呈顯
著差異。葉數則以經過 2週後才施液肥之處理表現較佳，且與經過 1及 4週
後才施肥之處理比較呈顯著差異。花色由測得的 L.a.b.值顯示，經過 3 週後
施肥處理 a值高，表示花色最豔紅；而以經過 1週後施肥之處理，a值較低
，花色較不紅。 
對Cherry品種而言，催花後經過 2週後才施液肥之處理，其植株高度、

展幅、花穗長度及冠徑表現最佳分別為 57.5、95.5、48.5 及 22.5 公分(如表
2)，其中植株高度、葉數、花穗長度及冠徑雖優於催花後經過 4週後才施液
肥之處理，但未達顯著差異，但與經過 1及 3週後才施肥之處理則呈顯著差
異。而催花後 2週施肥處理觀賞鳳梨展幅與其他處理比較皆呈顯著差異。花
色由測得的 L.a.b.值顯示，經過 2 週後施肥處理 a 值較高，花色最豔紅；而
以經過 1週後施肥之處理花較不艷麗。 
觀賞鳳梨盆花最主要的銷售季節為元旦至春節前這段期間，所以業者通

常在國曆九月進行催花處理，以趕上銷售旺季。觀賞鳳梨盆面高度介於 45-60
公分，花芭顏色轉紅完整顏色鮮艷，植株葉色全綠，葉片完整無破損且葉尖
不枯焦，就是品質好的盆花

(5)
。由上述得知二個觀賞鳳梨品種，皆以催花後

經過 1週後施液肥處理植株及花穗高度較矮、展幅較小，整體的株型不均衡
，此外花色亦較不鮮艷，盆花品質不良。對Denise品種而言，以經過 3週後
才施液肥之處理，不但植株高度及花穗長度夠高、展幅大，整體株型均衡，
而且花色 a值高表示花色鮮艷，盆花品質最好；但對Cherry品種而言，卻以
催花後經過 2週後才施液肥之處理，植株及花穗長度高且展幅大，整體株型
均勻，花色 a值高花色鮮艷，盆花品質較佳。所以建議觀賞鳳梨Denise品種
催花後 3週才施液肥，而Cherry品種催花後 2週再施液肥，可獲得較好的盆
花品質。 

 
觀賞鳳梨 Denise 與 Cherry 催花二週後施液肥，液肥配方中施以不同尿

素量，經變方分析尿素量對Denise品種除了葉數及冠徑不顯著外，其餘性狀
皆達 5%顯著差異。而尿素量對 Cherry品種除了植株高度及葉數不顯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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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性狀亦達到 5%顯著差異（如表 3）。進一步探討觀賞鳳梨催花後經過二
週施用液肥，液肥中尿素處理分 500、250、125及 0 ppm等四個等級，試驗
結果如表 4，對Denise品種而言，尿素濃度 250ppm處理，植株高度 52.5公
分最高，其次為 500ppm的 52.3公分，此二處理間差異不顯著，但與其他 125
及 0ppm二處理比較則為顯著差異。冠徑及葉數亦以 250ppm處理的 19公分
及 31片較佳，但與其他處理比較並未達顯著差異。展幅以 500ppm處理最大
，與其他施肥處理差異不顯著，但與不施肥處理呈顯著差異。花穗長度以尿
素濃度 500ppm處理的 45.5公分最長，其次為 250ppm的 42公分。花色由
L.a.b.值顯示以 250ppm尿素濃度其 a值 35.6較高，a值高表示花色較豔紅，
其次為不施肥處理的 35.5，而以正常使用量尿素濃度 500ppm處理的 a值 33.5
較低，表示花色較不紅。 
對 Cherry品種而言，試驗結果如表 4，尿素濃度 250ppm處理，植株高

度 43.5公分最高，但與其他處理差異不顯著。展幅與冠徑亦以 250 ppm處理
最大，分別是 91及 19公分，且與 125及 0 ppm處理呈顯著差異。花穗長度
以尿素濃度 500ppm處理的 35.3公分最長，其次為 250ppm的 35公分，這二
處理優於 125及 0 ppm處理，且達顯著差異。至於花色由 L.a.b.值顯示，則
以 125及 0 ppm處理 a值均為 14.5較高，表示花色最豔紅，其次為 500 ppm
處理，再次為 250 ppm處理。 
由上述試驗結果得知，對二個參試品種有相似的表現，即尿素用量

(500ppm)對觀賞鳳梨的植株高度、展幅、花穗長度及冠徑有較好的表現，但
花色表現卻不鮮豔，因為花色以 L.a.b.值表示，其中 a 值較低表示觀賞鳳梨
之苞片紅色偏淡，而尿素量 125ppm甚至不施尿素處理，花色 L.a.b.值中 a值
較高，表示觀賞鳳梨之苞片色偏紅，此與廖氏(7)指出蓮霧在幼果期及成熟期
的階段，施以高濃度的氨態氮，會降低花紅素的生成量，且隨著處理氮素濃
度增加花紅素含量愈少，果皮紅色變淡的結論相似。所以觀賞鳳梨在催花後
的液肥配方中，應加入適度尿素，一方面維持適當平衡的株型，如植株高度
、展幅、花穗長度及冠徑，另一方面又可增加觀賞鳳梨苞片的鮮艷度而提高
盆花品質。由試驗得知Denise品種催花後液肥尿素量 250ppm可得到較好的
盆花品質，而Cherry 品種催花後液肥尿素量 125ppm可得到較好的盆花品質
。 
綜合上述二個試驗得知觀賞鳳梨催花後尿素施用法可影響其盆花品質

，在考量整體的株型與芭片鮮艷度，建議Denise品種在催花後 3週施用液肥
，液肥配方中尿素 250 ppm，可兼顧良好的觀賞鳳梨株型與芭片鮮艷度而有
較佳的盆花品質；而Cherry品種則以催花後 2週再施液肥，液肥配方中尿素
125 ppm，可得到良好的株型與鮮艷的芭片而有較佳的盆花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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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施肥期對觀賞鳳梨G.” Denise”與G.” Cherry”園藝性狀顯著性比較表 
Table 1 Significant comparison of fertilizing date on horticultural characters of G. “Denise” and 

G. “Cherry” 
花      色 品   種 

Cultivar 
植株高度 展  幅 葉  數 花穗長度 冠  徑 

L a b 
Denise ＊(1) ＊ ＊ ＊ ＊ ＊ ＊ ＊ 
Cherry ＊ ＊ ＊ ＊ ＊ NS ＊ ＊ 

(1)＊、NS：分別表示經變方分析達5%顯著及不顯著差異。 
 
表2. 催花後施肥期對觀賞鳳梨G. “Denise”與G. “Cherry”盆花品質之影響 
Table 2 Effect of fertilizing date on potting quality of G. “Denise” and G. “Cherry” after flower 

forcing 
花     色 

施肥期 植株高度 
cm 

展 幅 
cm 

葉 數 
no 

花穗長度 
cm 

冠 徑 
cm L a b 

 ------------------------------------------------Denise------------------------------------------------ 
第1週 51.5 b* 91.3 b 36 c 38.3 c 22.5 b 31.9 b 39.2 b 15.2 a 
第2週 55.0 a 90.3 b 41 a 44.0 a 23.0 a 32.7 a 39.6 b 14.9 a 
第3週 56.0 a 93.5 a 39 ab 44.7 a 24.3 a 31.9 b 41.2 a 14.2 b 
第4週 50.6 b 88.7 c 38 b 40.0 b 22.8 b 32.8 a 40.8 a 14.1 b 
 ------------------------------------------------Cherry------------------------------------------------ 
第1週 48.5 c 85.0 c 25 c 40.5 c 20.0 c 27.9 a 24.5 b 14.0 a 
第2週 57.5 a 95.5 a 31 a 48.5 a 22.5 a 27.5 a 25.4 a 13.5 a 
第3週 54.0 b 81.4 d 28 b 44.3 b 21.1 b 27.5 a 25.1 a 12.8 b 
第4週 56.6 a 90.3 b 32 a 47.6 a 21.3 ab 28.2 a 25.2 a 12.7 b 

*
同一列數值具相同英文字母上標者，係經鄧肯氏多變域測定差異不顯著(p=0.05) 

 
表3. 尿素對觀賞鳳梨G. “Denise”與G. “Cherry”園藝性狀顯著性比較表 
Table 4 Significant comparison of urea on horticultural characters of G. “Denise” and G. 

“Cherry” 
花     色 參試品種 

Cultivar 植株高度 展幅 葉  數 花穗長度 冠  徑 
L a b 

Denise ＊(1) ＊ NS ＊ NS ＊ ＊ ＊ 
Cherry NS ＊ NS ＊ ＊ ＊ ＊ ＊ 

(1)＊、NS：分別表示經變方分析達5%顯著及不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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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催花後尿素對觀賞鳳梨G. “Denise” 與G. “Cherry”盆花品質之影響 
Table 4 Effect of urea on potting quality of G. “Denise” and G. “Cherry” after flower forcing 

花    色 尿素濃度

ppm 
植株高度 

cm 
展 幅 

cm 
葉 數 

no 
花穗長度 

cm 
冠 徑 

cm L a b 
 ---------------------------------------------Denise--------------------------------------------- 

500  52.3a* 80.4 a 31 a 45.5 a 18.9 a 29.1 a 33.5 b 14.0 b 
250 52.5a  79.6 a 31 a 42.0 b 19.0 a 29.3 a 35.6 a 14.7 a 
125 49.0b  79.8 a 30 a 39.3 c 18.8 a 26.8 b 33.1 b 13.0 c 

0 49.0b 78.6 b 31 a 41.8 b 18.5 a 29.2 a 35.5 a 14.7 a 
 ---------------------------------------------Cherry--------------------------------------------- 

500  43.0 a* 89.0 a 27 a 35.3 a 18.6 a 24.3 b 11.3 b 8.2 b 
250 43.5 a 91.0 a 27 a 35.0 a 19.0 a 23.2 c  8.7 c 7.1 c 
125 43.3 a 86.1 b 28 a 33.0 b 15.8 b 26.2 a 14.5 a 10.5 a 

0 42.5 a 80.6 c 27 a 33.0 b 16.9 b 26.3 a 14.5 a 9.9 a 
*
同一列數值具相同英文字母上標者，係經鄧肯氏多變域測定差異不顯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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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Urea Application on Quality of 

Potted Bromeliads after Flower Forcing1 
Jer-Fu Sheu2 

Abstract 
Fertilization at the third week after flower forcing was the optimum time to obtain 

better plant height, spike length, flower diameter and flower color on G.” Denise”. 
Fertilization at the second week after flower forcing could obtain better plant height, 
spike length, flower diameter and flower color on G.” Cherry”. To both varieties of 
Denise and Cherry, using 250ppm-urea concentration could obtain higher plant height 
and bigger flower diameter after flower forcing. Flower color development was best at 
250ppm-urea for G. “Denise” and 125ppm-urea for G. “Cherry”. 
 
Key word：Bromeliad、Flower forcing、Nitrogen Fertilizer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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