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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一基礎生物，在 1-4生物的互動關係處，課本舉菟絲子為寄生的例子，我對
這種黃澄澄的寄生植物十分感興趣。去年我已經對菟絲子做了一些基礎研究，包含其基本

構造、寄生狀況及光與磁力對其生長影響。 

 
今年我嘗試解決菟絲子如何找到寄主的問題。由研究結果發現，菟絲子確實可

偵測到寄主的存在。而藍色光照比其他光照更能影響菟絲子生長偏向。因此推測它是藉由

偵測到寄主反射的藍色光而往寄主方向生長。而在試管培養中，發現在無寄主狀況下，藍

色光照可誘使試管中菟絲子纏繞並產生吸器與分支。 
 

此外，今年的高三學科能力測驗自然科考題中提到菟絲子是消費者，且有些書

上說它不含葉綠素，我很好奇它真的不能行光合作用嗎？由實驗結果發現菟絲子含有微量

葉綠素，莖上也具有氣孔，可作為它可能可行光合作用的佐證。此外，研究結果發現，不

同色光會誘使菟絲子合成不同量的葉綠素及胡蘿蔔素。 

 

最後，我嘗試在無寄主狀況下培養截斷的菟絲子，發現含氮量及IAA會促使菟

絲子生長。低濃度IAA會使菟絲子彎曲，高濃度IAA使其產生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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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偵測寄主的存在

光的影響？

水氣的影響？

不同色光對色素生成影響

是否具有葉綠素

是否具有氣孔

花寶1號和五號

短暫光對生長影響

不同色光對生長影響

GA的有無

IAA的有無

有無吸器

找到寄主的方法

可否行光合作用

不同色光對菟絲子影響

離體培養及激素的影響

菟絲子
研究大綱

各色可見光

紅外光

紅光

紅外光

剪不斷，理還亂－菟絲子寄生機制之探討 

一. 研究動機 

高一基礎生物，在 1-4生物的互動關係處，課本舉菟絲子為寄生的例子。後來每次
上學途中注意到四維路與民生路安全島上佈滿這種黃澄澄的寄生植物，我對它非常感興

趣。今年的高三學科能力測驗自然科考題中，有一題提到菟絲子是消費者，我很好奇它真

的不能行光合作用嗎？此外，在往年的研究中，尚未解決菟絲子如何找到寄主的問題。且

我發現各色光照對菟絲子生長影響甚大，因此我就這些主題對菟絲子做進一步探討。 

二、研究目的 

(一) 菟絲子找到寄主的方法 

      1.菟絲子是否可偵測周圍有寄主存在？ 

      2.是水氣影響菟絲子的偏向嗎？ 

      3.是光影響菟絲子的偏向嗎？ 

(二) 菟絲子可否行光合作用 

      1.菟絲子色素的檢定 

      2.不同色光對菟絲子葉綠素生成的影響 

      3.菟絲子氣孔的觀察 

(三) 不同色光對菟絲子生長的影響 

   1.長期光 

2.短暫光 

(四) 嘗試在無寄主狀況下離體培養截斷的菟絲子及探究激素對菟絲子生長的影響 

三.研究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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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設備器材 

1.菟絲子                         2.蟛蜞菊 

3.燒杯 4.試管 

5.磨缽  6.濾紙 

7.錐形瓶 8.漏斗 

9.玻棒 10.量筒 

11.鑷子 12.滴管 

13.電子天秤 14.攪拌磁 

15.30公分玻璃管 16.試管架 

17.鐵架 18.三腳架 

19.酒精燈 20.固定夾 

21.放大鏡 22.培養皿 

23.刮勺 24.載玻片 

25.解剖刀 26.剪刀 

27.紙箱 28.石綿芯網 

29.光學顯微鏡（Nikon，SE） 30.解剖顯微鏡（Olympus，SZ-PT） 

31.恆溫生長箱（Tungtec，TL-520R） 32.冷光機 

33.高溫高壓滅菌器（Tomin，TM-329） 34.加熱鍋 

35.光電比色管 36.光電比色計（光譜計） 

37.顯微照相儀（Olympus，SC35）  

38.無菌無塵操作台（Zames，HEPA-150） 

40.丙酮 41.乙醇 

42.次氯酸鈣 42.硫酸 

44.花寶1、5號 43.洋菜粉 

46.蔗糖 47.IAA 

48.GA 49.膠帶. 

50.鋁薄紙 51.玻璃紙(紅、黃、藍、綠、紫) 

52.脫脂棉花 53.蒸餾水 

54.乾燥劑 55.衛生紙 

56.立可白 57.拭鏡紙 

58.指甲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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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過程或方法 

前置作業: 

（一）器材的消毒： 

1. 在空的培養皿中墊上濾紙，再用鋁箔紙將其密封。 

2. 取10g新製的次氯酸鈣(Calcium  hypochlorite)及140ml之蒸餾水置於一三角瓶中，

震盪數分鐘後，過濾，濾液必帶有強烈之氯氣始可。 

3. 將裝著次氯酸鈣水溶液的錐形瓶瓶口用鋁箔紙密封。 

4. 將上述兩樣物品連同已用鋁箔紙包好的滴管、鑷子、剪刀、解剖刀，一起放入高

壓殺菌器中消毒。 

5. 30分鐘後將所有器材取出 

（二）種子的處理： 

1. 在無菌操作台上，將摘好的種子放進置有濾紙的培養皿(滅菌過的)中，浸入6M的

硫酸中，靜置約30分鐘。 

2. 以滴管小心吸取硫酸，確定吸完後，以另一支滴管滴入過濾後的次氯酸鈣，靜置

20分鐘。 

3. 以另一支乾淨的滴管吸取次氯酸鈣，並滴入無菌水以清洗種子，重複4次。 

4. 清洗後的水若不再成淡黃色(幾乎透明) ，即可分裝置有高壓滅菌的培養皿中，並

加入無菌水。 

5. 用好的培養皿加蓋並包上鋁箔紙，放入恆溫箱中。 

6. 隔天觀察是否有發芽的種子，在無菌操作台上挑起並置入另一滅菌過的培養皿中。 

 

 

 

 

 

 

 

實驗一：探究菟絲子找到寄主寄生的機制 

研究目的：菟絲子是一種寄生的植物，靠吸取寄主養分生存，去年研究時我觀察到，菟絲

子種子萌芽後，若周圍沒有寄主存在，約一個月就枯萎，若周圍有寄主，它會

朝寄主方向長。我很好奇它到底如何偵測到寄主的存在，我推測可能是水氣或

光的影響，設計下面三個實驗探討菟絲子找到寄主的機制。 

1.菟絲子可以偵測到周圍有寄主的存在嗎？ 

2.研究菟絲子是否藉由寄主呼吸作用產生的水氣而找到寄主寄生 

3.研究菟絲子是否藉由寄主反射的光波長不同而找到寄主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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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1-1】菟絲子可以偵測到周圍有寄主存在嗎 

1.實驗步驟： 

（1） 把普通土與培養土配成2：1的比例置於花盆中。 

（2） 在花盆中分別插入以下物品： 

東方－熱熔膠一支 

西方－玻棒一支 

南方－蟛蜞菊一株 

北方－刮勺一支 

（3） 於花盆中央置入已發芽 2~3公分之菟絲子種子十顆，與上面四種物品相距10公分 
（4） 每天觀察並記錄其偏向。 

 

2.實驗結果： 

菟絲子是否可以偵測到附近有寄主存在？還是只是隨意生長，一但碰到物體就纏繞

上去呢？ 

此實驗十顆菟絲子均明顯偏向蟛蜞菊所在方向（照片 1-1），我們重複做了四組，改
變插入物品位置，不論如何改變，菟絲子還是會偏向並纏繞蟛蜞菊。 

    此實驗證明菟絲子確實能偵測到活的植物存在，並往寄主方向長。 

 
照片 1-1.「菟絲子可以偵測到周圍有寄主的存在」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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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1-2】是水氣影響菟絲子的偏向嗎       

1. 實驗步驟： 

(1) 將 6支30cm的玻璃管在其兩端用固定夾夾住，並用鐵架架起使之平衡。 
(2) 取出發芽1~2 cm的菟絲子置於玻璃管之中央，盡量使芽朝上不偏左右，用滴管在種子

上方滴2滴水。 

(3) 用立可白在玻璃管中間（置芽之處）畫上記號。 

(4) 分成六組：(各組分別實驗三次)                            
【1】右端塞乾燥劑；左端塞濕棉花；置於光亮 

【2】右端塞濕棉花；左端塞乾燥劑；置於光亮 

【3】右端塞乾燥劑；左端塞濕棉花；置於暗處 

【4】右端塞濕棉花；左端塞乾燥劑；置於暗處 

【5】兩端濕(對照);分別置於亮處與暗處 

【6】兩端乾(對照) ;分別置於亮處與暗處 

(5) 棉花下接有水的燒杯，利用毛細現象隨時補充水分以保持濕潤。 

(6) 每天記錄長度並觀察比較，裝置如下。  

                          

 
 

照片 1-2探討「是否水氣影響菟絲子偏向」的實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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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驗結果： 

菟絲子生長會如同原先方式往逆時針方向旋轉，並無明顯偏向乾棉花或濕棉花那一

端，由此結果推測菟絲子生長偏向應該與水氣無關。因此我想，菟絲子的偏向可能與色光

不同有關係，接著我們進行實驗1-3。 

表 1-1是「是水氣影響菟絲子的偏向嗎」實驗結果 

組別                 狀況 

(1) 右乾左濕 無明顯轉向 

(2) 左乾右濕 無明顯轉向 

(3) 右乾左濕(暗管) 無明顯轉向 

(4) 左乾右濕(暗管) 無明顯轉向 

(5) 兩端濕(對照) 無明顯轉向 

(6) 兩端乾(對照) 無明顯轉向 

【實驗 1-3】光對菟絲子偏向的影響 

1.實驗步驟： 

(1) 於各培養皿中種入20根約已長成2∼3公分的菟絲子，調整其為同一方向。。 

(2) 將紙箱左右兩側各挖一個同樣大小與高度的洞，貼上不同顏色之玻璃紙。 

(3) 分成下列十五組。                                      

(1)R－B (2)R－G (3)R－Y (4)R－P (5)R－Fr 

(6)Y－B (7)Y－G (8)Y－P (9)Y－Fr (10)G－B 

(11)G－P (12)G－Fr (13)B－Fr (14)B－P (15)P－Fr 

（R－紅光、Y－黃光、G－綠光、B－藍光、P－紫光、Fr－紅外光 ） 

(4) 將培養皿放入紙箱中央，使菟絲子芽端朝向同一方向，並做紀錄。 

(5) 用膠帶封好，蓋上鋁箔紙擋光。（如照片1-3） 

(6) 每天觀察、記錄，並澆水。 

照片 1-3 「光對菟絲子偏向的影響」實驗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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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驗結果： 

我原先設想，綠色植物會行光合作用，會吸收紅光與藍光波段的波長，並反射紅外光，

所以推測菟絲子可能會偵測到紅外光而偏向綠色植物以寄生。但實驗結果卻推翻我假設，

發現各色光使菟絲子偏向的影響力如下：藍光＞紫光＞遠紅光＞綠光＞紅光＞黃光。 

藍光對菟絲子之影響力最大（表 1-2），只要一端有藍色光，菟絲子必會向藍光偏向。
而紅外光的影響反而不大，其他各色光則差不多。根據此結果，我推測菟絲子偏向可能與

能量有關，會向能量較高的藍光和紫光偏。有可能因為在藍光與紫光較多處，綠色植物生

長較佳，故往藍光與紫光偏較易找到綠色植物。或者，有可能綠色植物也會反射部分藍光，

這還需要進一步實驗來證實。 

 

 

 

 

表 1-2偏向各色光比率  
 

 

 

 

 

 

 

 

 

 

 

 

 

 
 
 
 
 
 
 
 
 

箱號 紅光 黃光 綠光 藍光 紫光 紅外光 

R－B 0﹪   100﹪   

R－G 50﹪  50﹪    

R－Y 50﹪ 50﹪     

R－P 0﹪    100﹪  

R－Fr 50﹪     50﹪ 

Y－B  0﹪  100﹪   

Y－G  0﹪ 100﹪    

Y－P  0﹪   100﹪  

Y－Fr  0﹪    100﹪ 

G－B   0﹪ 100﹪   

G－P   50﹪  50﹪  

G－Fr   50﹪   50﹪ 

B－Fr    100﹪  0﹪ 

B－P    100﹪ 0﹪  

P－Fr     8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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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4 「光對菟絲子偏向的影響」實驗結果 

 

                              
               

實驗二：菟絲子可否行光合作用 

研究目的： 

網路上資料及書上都說菟絲子是消費者，無葉綠素亦不行光合作用，我很好奇，

它真的完全不行光合作用嗎？行光合作用必須有氣孔與葉綠素，所以由此兩方面著手。 

在不同色光下，生成的菟絲子顏色有明顯差異，但用濾紙色層分析法無法分離出

葉綠素。今年，我使用學校的光電比色計，檢定在各色光下生成之菟絲子，其色素含量是

否有差異。 

我決定由下面三方向著手探究菟絲子行光合作用的問題 

（1） 檢定菟絲子是否具有葉綠素 
（2） 探究不同色光對菟絲子之葉綠素生成的影響 
（3） 菟絲子氣孔的觀察 

【實驗 2-1】菟絲子色素的檢定 

1.實驗步驟： 
（1）用電子天平秤取新鮮菟絲子1.00g置於磨缽中，加5ml 80﹪的丙酮磨碎至成漿狀，再

加入10ml 80﹪丙酮稀釋後，用濾紙過濾。 

（2）將濾出之溶液到於錐形瓶中並蓋上封膜，以免揮發。刮下濾紙上之殘渣，重複步驟1

二∼三次。 

（3）用少量的 80﹪丙酮洗下留在磨缽中的色素，將所有抽取液置入同一錐形瓶中，再加

80﹪的丙酮稀釋至100ml。 

（4）取8ml葉綠素抽取液，盛於光電比色管中，在波長為400.5nm、645nm、633nm、663nm   
    時之吸光度。 
（5）每1 g菟絲子中含葉綠素的量，可以下列公式求出：                                                

葉綠素a (mg)=﹝12.7（D633）－2.69（D645）﹞×V/1000×W 

葉綠素b (mg)=﹝22.9（D645）－4.68（D663）﹞×V/10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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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綠素總量(mg)=﹝20.2（D645）＋8.02（D663）﹞×V/1000×W                                                                                                       

葉綠素總量(mg) = ﹝(D652×1000)/34.5﹞×V/1000×W 

類胡蘿蔔素(mg) Cc＝4.695 D440.5－0.268C（a＋b） 
 
2. 實驗結果：此實驗結果（圖 2-1）證明菟絲子仍含有少量的葉綠素，並非完全沒有。所
以推測菟絲子本身應該能行光合作用，自製養分。 

                      表2-1菟絲子中各色素含量        

色光    平均值 葉綠素a 葉綠素b 葉綠素總量 類胡蘿蔔素總量 

一般光 0.0325342 0.04486 0.0773776 4.401478 

           

 圖2-1菟絲子中各色素含量圓餅圖 

1%1%

98%

葉綠素a

葉綠素b

類胡蘿蔔素總量

 

【實驗2-2】不同色光對菟絲子葉綠素生成的影響 

1.實驗步驟： 
（1） 把菟絲子種子種在五個花盆內，等其長大後，分別蓋上紅、藍、黃、綠、紫色、紅

外光（4層紅色、4層藍色、1層綠色玻璃紙）的玻璃紙。（裝置如下圖－照片 2-1） 
照片2-1 「不同色光對菟絲子葉綠素生成的影響」的實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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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週後用電子天平秤取各花盆內新鮮菟絲子1.00g置於磨缽中，加5ml 

80﹪的丙酮磨碎至成漿狀，再加入10ml 80﹪丙酮稀釋後，用濾紙過濾。 

（3） 將濾出之溶液到於錐形瓶中並蓋上封膜，以免揮發。刮下濾紙上之殘渣，重複步驟

1二∼三次。 

（4） 用少量的80﹪丙酮洗下留在磨缽中的色素，將所有抽取液置入同一錐形瓶中，再加

80﹪的丙酮稀釋至100ml。 

（5） 取8ml葉綠素抽取液，盛於光電比色管中，在波長為400.5nm、645nm、633nm、663nm   
    時之吸光度。 
（6）每1 g菟絲子中含葉綠素的量，可以下列公式求出：                                                

葉綠素a (mg)=﹝12.7（D633）－2.69（D645）﹞×V/1000×W 

葉綠素b (mg)=﹝22.9（D645）－4.68（D663）﹞×V/1000×W 
葉綠素總量(mg)=﹝20.2（D645）＋8.02（D663）﹞×V/1000×W                                                                                                       

葉綠素總量(mg) = ﹝(D652×1000)/34.5﹞×V/1000×W 

類胡蘿蔔素(mg) Cc＝4.695 D440.5－0.268C（a＋b） 
 

2. 實驗結果(單位：mg) 
葉綠素含量的差異不大，藍光紫光及紅外光中的含量較多，而紅光和黃光下較少。而 

在黃光和紫光下，胡蘿蔔素的生成較佳。可見色光確實會影響葉綠素的生成。推測， 

可能植物體內的光敏素或其他可吸收色光的色素會影響葉綠素和胡蘿蔔素的生成 

 

             表2-2 「不同色光對菟絲子葉綠素生成的影響」實驗結果 

 
圖2-2「不同色光對菟絲子葉綠素生成的影響」實驗結果圖 

各色光下菟絲子色素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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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光 葉綠素a 葉綠素b 葉綠素總量 類胡蘿蔔素總量
紅光 0.341 0.182 0.523 4.041
藍光 0.455 0.301 0.756 3.335
綠光 0.457 0.171 0.628 4.006
黃光 0.000 0.000 0.000 7.094
紫光 0.263 0.408 0.671 6.179
紅外光 0.326 0.343 0.668 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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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 2-3】菟絲子氣孔的觀察 

1.實驗步驟： 
（1） 剪下一段約一公分的菟絲子，塗上一層薄指甲油，待其乾後用鑷子小心撕下。 
（2） 把指甲油薄片放在載玻片，蓋上蓋玻片。 
（3） 放在 400倍的視野下觀察。 

 
2.實驗結果：發現菟絲子莖上具有氣孔，雖數量不多，但應可作為它可能可行光合作用的 
佐證。 

照片 2-2 菟絲子莖上具有氣孔 

 
 
 

                   

 
 
 

 

實驗三：不同色光對菟絲子的影響 

實驗目的：由上面實驗，我發現不同色光對菟絲子的偏向（實驗 1-3）和葉綠素生成（實 
驗 2-2）有極大影響，因此想進一步探究： 
（1）不同色光對菟絲子其他部分，如吸器生成、分支或生長速度是否也有影響 
（2）短暫光照對菟絲子的生長是否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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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 3-1】不同色光對菟絲子生長的影響 

1. 實驗步驟： 

(1) 將16g洋菜粉，3.42g的蔗糖跟1000ml的蒸餾水加熱混合均勻。 

(2) 利用上述材料製作40隻無菌培養基試管，於每支試管中置入五顆菟絲子。 

(3) 把試管包上紅、藍、黃、綠、紫、遠紅光（四層紅色玻璃紙、四層藍色玻璃紙、一層

綠色玻璃紙）的各色玻璃紙。 

分成下列七組：                    

（1）R組(紅光)：將試管包上一層紅色玻璃紙 

（2）Y組(黃光)：將試管包上一層黃色玻璃紙 

（3）G組(綠光)：將試管包上一層綠色玻璃紙 

（4）B組(藍光)：將試管包上一層藍色玻璃紙 

（5）P組(紫光)：將試管包上一層紫色玻璃紙 

（6）Fr組(遠紅光)：將試管包上4層紅色、4層藍色、1層綠色玻璃紙 

（7）W組(白光)：對照組 

(4) 置於照度為 2900lux光下（植物培養箱內），每天觀察並記錄二星期。各組重複實驗 
五次。 

2. 實驗結果︰ 

七組設置中，在藍光下生長的菟絲子第二天就開始互相纏繞，接著在無寄主情況

下，開始長出吸器，吸附自己或其他菟絲子。其吸器數較在其他色光下生長的多（圖

3-1），甚至比對照組（正常光照）還多，可見藍光會誘發菟絲子產生吸器，且只有在
藍光照射下菟絲子才能產生分支（圖 3-1）。 
而由纏繞程度來看，藍光和紫光照射下，菟絲子的纏繞最明顯；其次則為一般光

及紅光；在黃光及綠光下，菟絲子長得筆直，幾乎不會纏繞。 

由本實驗發現，藍光對菟絲子的影響甚大，不僅會誘發其偏向，且對吸器及分支

的生成有決定性影響。 

     因為我的實驗均在無寄主的試管中進行，藍光下產生的吸器雖然較多，但顯然比

自然生長纏繞在寄主上的少。因此，在下一年的實驗中，我想繼續進行觸碰對吸器生

成的影響。 

           表3-1 「不同色光對吸器數/分支數/纏繞程度的影響」實驗結果表 

    

         

 

色光 平均
數

吸器數 分支數 纏繞程度(最纏可達)

白光(對照組) 10 0 六級
紅光 1 0 五級
紫光 0 0 八級
黃光 0 0 三級
綠光 0 0 無纏繞現象
遠紅光 0 0 四級
藍光 15 7 十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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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1「不同色光對吸器數/分支數/纏繞程度的影響」結果比較圖                          

不同光對吸器數/分支數/纏繞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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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不同色光下菟絲子長度生長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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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不同色光對菟絲子生長的影響」實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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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2 菟絲子在藍光下產生分支狀況 

                                                          

              
 

 

 照片 3-3 菟絲子在藍光下纏繞及產生吸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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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3-4 菟絲子在各色光下生長狀況 

 
              

     
 
照片 3-5綠光與藍光下菟絲子生長狀況 

 

 

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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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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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 3-2】短暫光對菟絲子的影響 

1. 實驗步驟： 
（1） 把剛萌芽長成約 2-3公分的菟絲子種子放置在黑暗中 12小時。 
（2） 將（1）的菟絲子放在已鋪好濾紙的培養皿上，分成下列各組，設定紅光和遠紅

光照射時間，24小時後觀察菟絲子纏繞情況： 

 
時間     光     紅光     遠紅光 

對照組 黑暗 24hr 

    一     8hr    10min 
    二     8hr     0min 
    三     4hr    10min 
    四     4hr     0min 
    五    10min     8hr 
    六     0min     8hr 

    七    10min     4hr 
    八     0min     4hr 

 
2. 實驗結果： 
生命科學上冊第四章第四節提及光敏素會吸收紅光和紅外光，且影響莖的伸長與葉綠

素的形成，Pfr與 Pr會因為照紅光或紅外光而互相轉換，因此我設計以上九組，想測試菟
絲子的纏繞與色素生成是否與光敏素有關。 
但結果顯示，不論哪一組的菟絲子，都無明顯變化，有可能菟絲子的纏繞與色素生成

與光敏素無關，也有可能是我設定的組別太少，尚未找到影響其變化的關鍵點。也有可能

拿剛萌芽的菟絲子實驗不恰當，應取用生長一段時間的菟絲子，做此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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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四：激素對菟絲子生長之影響 

1.實驗目的：   菟絲子可入藥，但其一向寄生在其他植物上對寄主產生危害，我去年觀察

到若無寄主，萌芽的菟絲子不到一個月就會枯死。所以我嘗試將切斷的菟絲子

利用離體培養的方式，嘗試在無寄主的情況下培養菟絲子。 

在此實驗中，我觀察菟絲子在有養分但無寄主狀況下之生長狀況，同時可

了解各激素對菟絲子生長的影響。 

2.實驗步驟： 

（1）配10uM IAA:  

取IAA 0.16g加水至1000ml,配成10-3M,再從中取出10ml倒入燒杯內加水至1000ml 

（2）配0.1uM IAA: 

從10uM IAA中取出10ml倒入燒杯內加水至1000ml 

（3）配100uM GA: 

取GA O.35g加水至1000ml,配成10-3M,再從中取出100ml倒入燒杯內加水至1000ml 

（4）配10uM IAA +100uM GA: 

取10-3M IAA 10ml和10-3M GA 100ml倒入燒杯內加水至1000ml 

（5）配0.1uM IAA +100uM GA: 

取10uM IAA 10ml和10-3M GA 100ml倒入燒杯內加水至1000ml 

（6）12取個燒杯分別作以下處理，見表 4-1 
＜1＞對照組1: 500ml蒸餾水+蔗糖0.6g +花寶1號0.5g 

A1: 0.1uM IAA+500ml蒸餾水+蔗糖0.6g +花寶1號0.5g 

A2: 0.1uM IAA +100uM GA+500ml蒸餾水+蔗糖0.6g +花寶1號0.5g 

A3: 10uM IAA+500ml蒸餾水+蔗糖0.6g +花寶1號0.5g 

A4: 10uM IAA +100uM GA+500ml蒸餾水+蔗糖0.6g +花寶1號0.5g 

A5: 100uM GA+500ml蒸餾水+蔗糖0.6g +花寶1號0.5g 

＜2＞對照組2: 500ml蒸餾水+蔗糖0.6g +花寶5號0.5g 

B1: 0.1uM IAA+500ml蒸餾水+蔗糖0.6g +花寶5號0.5g 

B2: 0.1uM IAA +100uM GA+500ml蒸餾水+蔗糖0.6g +花寶5號0.5g 

B3: 10uM IAA+500ml蒸餾水+蔗糖0.6g +花寶5號0.5g 

B4: 10uM IAA +100uM GA+500ml蒸餾水+蔗糖0.6g +花寶5號0.5g 

B5: 100uM GA+500ml蒸餾水+蔗糖0.6g +花寶1號0.5g 

                       表 4-1  「菟絲子離體」培養實驗組別的設置 
組別 蒸餾水 (mL) IAA (uM) GA(uM) 蔗糖 (g) 花寶1號 (g)花寶5號 (g)
對照組1 500 0 0 0.6 0.5

A1 500 0.1 0 0.6 0.5
A2 500 0.1 100 0.6 0.5
A3 500 10 0 0.6 0.5
A4 500 10 100 0.6 0.5
A5 500 0 100 0.6 0.5

對照組2 500 0 0 0.6 0.5
B1 500 0.1 0 0.6 0.5
B2 500 0.1 100 0.6 0.5
B3 500 10 0 0.6 0.5
B4 500 10 100 0.6 0.5
B5 500 0 100 0.6 0.5

組別 蒸餾水 (mL) IAA (uM) GA(uM) 蔗糖 (g) 花寶1號 (g)花寶5號 (g)
對照組1 500 0 0 0.6 0.5

A1 500 0.1 0 0.6 0.5
A2 500 0.1 100 0.6 0.5
A3 500 10 0 0.6 0.5
A4 500 10 100 0.6 0.5
A5 500 0 100 0.6 0.5

對照組2 500 0 0 0.6 0.5
B1 500 0.1 0 0.6 0.5
B2 500 0.1 100 0.6 0.5
B3 500 10 0 0.6 0.5
B4 500 10 100 0.6 0.5
B5 500 0 100 0.6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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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將覆有濾紙的24個培養皿包上鋁箔紙連同以上配置的所有溶液放入高壓滅菌鍋中消

毒(時間設定30分鐘) 

（8）取出後待其冷卻,在無菌操作台內將每一燒杯內的溶液各倒入兩個塑膠培養皿中 

（9）將20個1cm長含吸器的菟絲子泡在其中一個培養皿中, 20個1cm長未含吸器的菟絲

子泡在另一培養皿中(泡24小時) 

（10）在無菌操作台內,把塑膠培養皿內的菟絲子用鑷子夾出,放入玻璃培養皿的濾紙上,每天

滴水少許,維持其溼度 

（11）定時觀察紀錄其長度.顏色.彎曲度的變化 

 

3. 實驗結果: 

實驗四主要目的在嘗試離體培養菟絲子，而經由我的實驗，發現含氮量、激素及菟絲子

是否含吸器影響其存活甚巨。其影響分別敘述如下 

（1）整體看來，不論有吸器或無吸器的菟絲子，B組(花寶五號)的菟絲子都長得比A組(花 

寶一號)好，而花寶一號和花寶五號差異最大之處，在其含氮濃度。此結果表示菟絲

子較適合生長在氮濃度較高（30%）的環境下。 

圖4-1 不同含氮量下之有吸器菟絲子           圖4-2 不同含氮量下之無吸器菟絲子 

            平均存活率                                 平均存活率 

 

 

 

 

 

 
 

（2）由本實驗發現， IAA對菟絲子生長的影響甚大，無論有吸器或無吸器的菟絲子，加 
了 IAA之後，存活率均增加（見圖 4-3）。尤其有吸器的菟絲子，當 IAA濃度增高時（由 
0.1uM增為 10uM），其存活率隨之上升。可見當單獨討論 IAA對菟絲子生長影響時， 
IAA濃度越高，有吸器的菟絲子生長越好。 

圖 4-3 不同IAA濃度下之有吸器菟絲子平均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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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4 不同IAA濃度下之無吸器菟絲子平均存活率 
 

 

 

 

 

 

 

 

 

 

 

 

 

（3） IAA對菟絲子還有其他影響，在本實驗發現，0.1uM的 IAA不論加花寶一號或五號 
都會使無吸器的菟絲子彎曲，10uM的 IAA則會促使菟絲子產生分支。 

（4） 吉貝素（GA）與 IAA在本實驗中，對菟絲子的生長有某種程度的交互作用存在。
在無 IAA的情況下，GA菟絲子生長的影響並不顯著（圖 4-5、圖 4-6）。但 IAA與
GA共同作用時。對有吸器的菟絲子來說，GA加低濃度（0.1uM）IAA促進存活的
效果最佳，但 GA加高濃度（10uM）IAA反而有抑制效果（圖 4-3）。此交互作用在
無吸器菟絲子則無明顯改變（圖 4-4）。 

    圖 4-5 不同GA濃度下之有吸器菟絲子平均存活率 
 

 

 

 

 

 

 

 

 

 

 

 

 

（5）     我發現若不探討其他因素，整體而言，無吸器的菟絲子的存活率較有吸器的菟

絲子存活率高。這結果出乎我意料之外，因為我原來設想，有吸器的菟絲子能夠吸

取養分，應該比較適合拿來做離體培養。我推測可能是因為有吸器的菟絲子都是從

寄主身上拔出的，所以組織有受傷，所以較不容易培養成功。下次我打算以種子培

養有吸器的菟絲子取代此次直接從寄主身上拔出的菟絲子來培養，重複此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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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6 不同GA濃度下之無吸器菟絲子平均存活率 
  

 

 

 

 

 

 

 

 

 

 

 

 

 

 
                     表 4-2 含吸器 A組（含花寶一號）之觀察紀錄 

編號 對照組1 A1 A2 A3 A4 A5 

個數 20 20 20 20 20 20 

綠 1 4 6 8 3 5 

半褐 8 7 4 6 7 7 

顏 

色 

褐 11 9 10 6    10 8 

存活率 5 % 20 % 30 % 40 % 15 % 25 % 

備註    明顯看出

有生長現

象( 有分枝

0.5~0.6 

cm ) 

  

排名 A3> A2> A5 > A1 > A4 >對照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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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含吸器 B組（含花寶 5號）之觀察紀錄 

編號 對照組2 B1 B2 B3 B4 B5 

個數 20 20 20 20 20 20 

綠 3 5 8 10  4   6 

半褐 11 11 7 7 10   8   

顏 

色 

褐 6 4 5 3 6 6 

存活率 

(綠色為主) 

15% 25 % 40 % 50 % 20 % 30% 

名次 6 4 2 1 5 3 

備註   明顯看出

有生長現

象(有分枝

0.5~0.6 cm) 

明顯看出

有生長現

象(有分枝

0.5~0.6 cm 

且較綠) 

  

排名 B3 > B2 > B5 > B1 > B4 > 對照組 2 

                 

 圖 4-7 有吸器的菟絲子 A組與 B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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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4 不含吸器 A組（含花寶 1號）之觀察紀錄 

編號 對照組1 A1 A2 A3 A4 A5 

個數 20 20 20 20 20 20 

黃或黃

橘色 
9 3 14 15 16 6 顏 

色 

半褐 11 17 6 5 4 14 

存活率 45% 15% 70% 75% 80% 30% 

備註  有彎曲     

排名 A4 > A2 > A3 > 對照組 1 > A5 > A1 

                  

表 4-5 不含吸器B組（含花寶 5號）之觀察紀錄 

編號 對照組2 B1 B2 B3 B4 B5 

個數 20 20 20 20 20 20 

黃 7 13 13 12 16  6 

黃橘 3 4 2 4 2 2 

顏 

色 

半褐 10 3 5 4 2 12 

存活率 50% 85% 75% 80% 90% 40% 

備註  有彎曲     

排名 B4 > B1 > B3 > B2> 對照組 2  > B5 

                 

圖 4-8 無吸器的菟絲子 A組與 B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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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討論 
本實驗嘗試從四方面來研究菟絲子，第一部份嘗試找出菟絲子找到寄主的方法；而

由於好奇菟絲子是否真的完全靠寄主生活而不自行光合作用，所以，第二部分嘗試解決

菟絲子是否行光合作用的問題。而由前兩個實驗結果，我發現色光對菟絲子影響甚巨，

因此，第三部份，深入探討各色光對菟絲子生長影響。最後，我嘗試在試管中長期培養

菟絲子，使其不需寄主便可生存。 

  (一) 菟絲子找到寄主的方法 

在第一部份中，我在實驗 1-1中先證明了菟絲子確實可以偵測到附近有寄主存在，
而往寄主方向生長，而不是隨意生長，碰到物體就纏繞上去。實驗一中十顆菟絲子均明

顯偏向寄主蟛蜞菊所在方向（照片 1-1），而完全不理會其他三組（熱熔膠、玻棒、刮勺），
證明菟絲子確實能偵測到活的植物存在，並往寄主方向長。 

證明菟絲子可偵測到附近有寄主存在後，我很好奇它到底如何得知附近有寄主的

呢？我剛開始假設它是偵測到寄主行光合作用及呼吸作用所產生的水氣而往寄主方向生

長，但實驗 1-2證明水氣並非影響它偏向寄主的因素。 
接著，我假設菟絲子可能是因為偵測到寄主反射的某些波段的色光而找到寄主的。

而由實驗 1-3我證實菟絲子會因色光不同，而往不同方向長。我的實驗結果發現，菟絲
子比較喜歡偏向藍光或紫光等波長較短的光，我推測可能寄主會反射一些藍光或者有藍

光處，植物生存較佳，因此菟絲子藉偵測藍光而找到寄主所在。 

 (二) 菟絲子可否行光合作用 

今年的高三學科能力測驗自然科考題中，有一題提到菟絲子是消費者，我很好奇它

真的不能行光合作用嗎？但是在去年研究時，我發現菟絲子剛發芽及在光線較不足處會

偏黃綠色。因此進行第二部分實驗，來驗證是否菟絲子亦可行部分光合作用。 

能行光合作用的植物必含有葉綠素，一些書上說菟絲子不含葉綠素，但就我觀察發

現菟絲子剛發芽及在光線較不足處會偏黃綠色，因此我嘗試分離葉綠素，但可能菟絲子

的葉綠素含量太少，我用濾紙色層分析無法分離出葉綠素。於是我使用學校的分光光度

計測量葉綠素含量，結果發現菟絲子確實含少量葉綠素。 

但是就我去年研究，發現不同色的玻璃紙下生長的菟絲子顏色有很大差異，我很好

奇是否某些色光會誘導菟絲子產生較多葉綠素。實驗 2-2中，我發現不同玻璃紙下生長
的菟絲子，其色素含量不同。在藍光、綠光及紅外光下生長的菟絲子葉綠素含量最多。

而類胡蘿蔔素來看，則以紅外光、黃光下生長的菟絲子含量較多。由此結果我發現菟絲

子色素生成與色光有很大關係。 

(三) 不同色光對菟絲子的影響 

  由實驗一和實驗二，我發現各色光對菟絲子生長偏向與色素生成的影響甚大。因此

我想進一步探究各色光與菟絲子生長的關係，而進行實驗三。 
   由實驗結果我發現，藍光會促使菟絲子產生吸器，並使菟絲子長出分支；且在藍 

光下，菟絲子會彼此互相纏繞，而在其他色光下，則無明顯纏繞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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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整個實驗，我發現藍光對菟絲子影響甚大，推測寄主可能會反射部分藍光，使菟

絲子往有藍光處偏向。偏向藍光之後，開始會與碰觸到的菟絲子或寄主（若有寄主）互

相纏繞，並產生吸器。 

(四) 嘗試離體培養菟絲子及探究激素對菟絲子生長 

  雖然菟絲子是一種害草，但卻是一種中藥藥材，可治療頭痛。我去年觀察到，若無

寄主，萌芽的菟絲子不到一個月就會枯死。而截斷的菟絲子則隔天一下子就枯死。因此

我想是否可以在培養基中加入它所需的養分，在無寄主的情況下培養它。 

結果我發現菟絲子在含氮量較高的培養基中生存較佳，IAA可增加它的生存率，
且 0.1uMIAA會促使菟絲子彎曲，而 10uMIAA則使菟絲子產生分支。因此，我猜想，藍
光可能會促使菟絲子莖中的 IAA濃度發生改變，而產生吸器或分支，以攀附寄主。 

GA對菟絲子生長的效果並不顯著。此外，若截斷的菟絲子中含有吸器生長的比無吸
器的菟絲子差，推測可能是因為有吸器菟絲子均由寄主身上拔下，菟絲子受傷的可能性

極高，因此生存率較低。 

 

六、未來展望 

1、由於各色光對菟絲子的影響甚大，明年我想繼續研究，若色光加成對菟絲子生長有何 
影響？ 

2、今年我發現藍色光會促使吸器生成，接下來我想探討碰觸對吸器生成的影響。 
3、由於我可成功將截斷的菟絲子離體培養，接著我想實驗各種離子或激素對菟絲子生長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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