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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題目 

蟲蟲的美麗陷阱-探討不同生長環境對茅膏菜科植物生長發育的影響 

 

貳、研究動機 

    有一次上自然課時，老師要求我們要做專題報告。其中一個題目

是關於食蟲植物的介紹，於是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我便深深的對食

蟲植物的多樣性及形態產生好奇。 

    食蟲植物廣泛分布於世界各地，台灣原生的食蟲植物主要有狸藻

科(Utricularia)及茅膏菜科(Droseraceae)兩大類，其中茅膏菜科包含有

長葉茅膏菜(Drosera indica)、寬葉毛氈苔(D. burmanni)及小葉毛氈苔

(D. spathulata)等三種。分佈於台灣北部山區(陽明山、新竹)及離島(金

門)等地。其中，長葉茅膏菜由於自然界種子發芽率低及棲地破壞等

因素以致於野生族群急速減少，目前已列為瀕臨滅絕植物。 

    茅膏菜科植物除具有食蟲特性之外，亦為常見之中草藥。首記載

於清朝趙學敏之《本草綱目拾遺》，其藥性為性甘味平，有毒。多以

全草入藥，有祛風除濕，行血止痛及治療結核病等功效。 

    由於茅膏菜科植物兼具藥用特性及趣味栽培之潛力且具有生態

保育之迫切性。期望能藉由本次試驗調查不同的生長條件對於茅膏菜

科植物生長發育的影響，並藉由瓶內播種及組織培養等技術，建立其

生長繁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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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究目的 

    在台灣由於自然環境及棲地改變，導致野生的茅膏菜科植物幾乎

瀕臨絕種。期望能探討其微體繁殖條件，以尋找適合之培養技術，進

而大量繁殖。以供應野外復育所需之種苗。 

 

肆、研究過程 

一、種子形態觀察： 

1.擬解決問題：茅膏菜科植物之種子十分細小，希望應用光學顯

微鏡及/或立體顯微鏡，觀察種子及種子發芽時之形態，以了

解各生長階段之植物形態變化。 

2.供試材料：長葉茅膏菜及小葉毛氈苔之種子。 

 

二、種子發芽試驗： 

    1.擬解決問題：茅膏菜科植物種子於自然界中常有發芽率低且發

芽整齊度低的現象。擬使用無菌播種技術比較不同環境下種子

發芽的速率，以探究適合的種子發芽條件。 

    2.材料與方法： 

     (1)供試種子：長葉茅膏菜及小葉毛氈苔之成熟種子。 

     (2)環境變因：分為瓶外播種及瓶內無菌播種兩種。 

a.瓶外播種(對照組)：以泥炭土為介質，將消毒(1% NaOCl)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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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隨機均勻灑佈於介質之中。 

     b.瓶內播種(實驗組)：將Murashige & Skoog培養基(MS; 

HIMEDIA, PT-018-1L)粉末溶於 1000ml去離子水中，加

熱攪拌後分裝於玻璃瓶內(約 100ml/瓶)，將裝有培養基

之玻璃瓶置於殺菌釜(121℃/1.1atm)滅菌 20分鐘後取

出，待培養基冷卻凝固後備用。於無菌操作台內將消毒

(1% NaOCl)過之種子均勻灑佈於培養基上。 

c.將上述之瓶內及瓶外培養之實驗組，置於生長箱中生長(生長

箱設定：日/夜溫 25/20℃；光/暗 12/12小時)，每七天觀察

種子發芽狀況並估算其發芽率(Fig. 1)。 

 

三、不同生長介質試驗： 

1.擬解決問題：將長葉茅膏菜小苗栽種於不同的市售園藝栽培介

質中，期望藉由本實驗調查植株於不同介質之生長狀況，以

評估及尋求適合的栽培介質。 

2.材料與方法： 

(1)供試材料：長葉茅膏菜小苗(由瓶內播種隨機移植而得)。 

     (2)環境變因：分為水苔、泥炭土、珍珠石、蛭石、發泡煉石及

蛇木屑等六種。 

(3)將上述六種介質分別裝入 1.5吋花盆中，每種介質製作 3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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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盆栽種 3株長葉茅膏菜小苗。置於生長箱中生長(生長箱

設定：日/夜溫 25/20℃；光/暗 12/12小時)，每七天觀察生

長狀況並估算其存活率。 

 

伍、結論 

一、種子形態觀察： 

    將兩品種茅膏菜科植物：長葉茅膏菜及小葉毛氈苔之種子置

於解剖顯微鏡下觀察(45x)，可觀察到兩者種子之形態差異(Fig. 

2)。小葉毛氈苔之種子約 0.3mm長，0.1mm寬，種子呈現長橢圓

形，種子表面具有明顯的柵狀或格狀紋路(Fig. 2 A)。長葉茅膏菜

之種子約 0.3- 0.4mm長，0.2- 0.3mm寬，種子呈圓球形或長圓形，

種子表面具有矩形偏圓形之明顯紋路(Fig. 2 A`)。 

    種子開始吸水後，種皮表面會呈現浸潤狀，然後胚根突出種

皮完成發芽。小葉毛氈苔的胚根會呈現紅色(Fig. 2 B)，而長葉茅

膏菜則維持青綠色(Fig. 2 B`)。兩者之小植株張開第一對葉後，

會在葉表面長出腺毛，並開始分泌黏液(Fig. 2 C- C`)。至於此時

之葉片是否具有消化或補食能力，值得進一步觀察。 

 

二、種子發芽試驗： 

由前人研究得知，茅膏菜科植物為一年生草本食蟲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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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種子作為主要的繁殖方式。但在自然界中常有發芽率低及種子

萌發不整齊的現象(Jayaram and Prasad, 2006)。 

     實驗結果顯示，長葉茅膏菜使用瓶內無菌播種技術其種子

發芽率(37.08%)，約為瓶外泥炭土播種(0.78%)之 37倍，具有顯

著提高的效果(Fig. 3；Fig. 4)。但相同條件對於小葉毛氈苔的發

芽狀況，紀錄 35天後，對照組(泥炭土)之種子發芽率(61.8%)比

實驗組(48.76%)高(Fig. 5)，顯示瓶內播種，並無有效提高小葉毛

氈苔之種子發芽。 

 

三、不同生長介質試驗： 

長葉茅膏菜於野生環境中通常生長於開闊濕潤、土壤貧瘠的酸性

砂質壤土之中。經實驗六種市售之栽培介質對於長葉茅膏菜的栽

培效果，結果顯示，泥炭土的栽培存活率最高，達 100%存活，

而使用蛇木屑之存活率最低(0%)(Tab. 1；Fig. 6)。比較各種介質

之物理性狀(pH值、EC值、含水量)，水苔及泥炭土具有 pH值

較低，而含水量較其他介質高的特性。但植株高度及存活率還是

以栽種於泥炭土的表現最好。 

 

陸、討論與應用 

    本次試驗結果顯示，瓶內播種對於長葉茅膏菜種子發芽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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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較好，對於小葉毛氈苔而言，反而是栽種於泥炭土的種子發芽

率較高。我的假設是小葉毛氈苔的種子對於播種環境並不要求，

所以不論在瓶內或瓶外的環境下皆可發芽。然而，小葉毛氈苔的

瓶外播種發芽率較高可能是因為該品種植物較適應瓶外低養分

的環境。 

    本試驗由於並未取得寬葉毛氈苔之種子，以致於無法進行台

灣三種茅膏菜科原生種植物(長葉茅膏菜、小葉毛氈苔及寬葉毛

氈苔)之種子發芽試驗比較。未來將設法取得該品種種子並加入

目前已完成之實驗進行二次試驗，以求得實驗再現性。 

    栽培介質試驗中，最適合栽種長葉茅膏菜之介質為泥炭土，

其植株高度及存活率皆比其他介質表現較佳。建議未來栽種該種

類食蟲植物可以用泥炭土作為介質，以增加植株的生長及存活

率。 

    本次試驗並未針對不同之瓶內培養基或是添加植物賀爾蒙

等變因進行探討。由於出瓶苗移植後，常有馴化不良以致死亡現

象，相關之溫度條件與原因仍須進一步實驗，未來將持續進行相

關研究，以便釐清最適合茅膏菜科植物生長發育的條件。 

    上述實驗結果，期望將來能應用於大規模生產種苗及復育栽

培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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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實驗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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