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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台灣百合為台灣特有種植物，分佈於全台。但近年來由於人為的破壞，

族群已逐漸減少當中，如何有效復育於原生地為一重要課題，故為建立台灣

百合繁殖技術，本試驗乃探討種子發芽最適溫度、成熟度與貯藏溫度。試驗

結果顯示：(1)採自較低海拔高度之桃源鄉復興村的種子，其發芽溫度範圍在

10℃至 25℃之間；10℃下雖早期發芽率低，但後期仍能達到 95%的發芽率。

(2)採自較高海拔之天池的種子，其發芽溫度範圍在 15℃至 20℃之間，播種

後 20天發芽率均可達 100%。(3)種子貯藏在 4℃及 10℃經 24個月仍具活力，

室溫下貯放 8 個月後發芽率顯著下降，10 個月後卽完全失去活力。(4)果莢

成熟度以褐色及黃褐色果莢之種子放置於 15℃及 20℃恆溫箱，播種後 20天

發芽率可達 100%。 

關鍵語：台灣百合、溫度、發芽率 

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台灣百合為台灣特有種植物，分佈範圍極為廣泛，北從龜山島，南至鵝

鸞鼻，於全島海平面至高海拔山野開闊處均有其蹤跡(6,15)。根據台灣維管束

植物簡誌一書中登載，台灣原生百合科（Liliaceae）植物可分為 28屬 49種，

其中 19種為台灣特有種，百合屬(Lilium)有 3種，分別為 Lilium callosum var. 

flaviflorum (野小百合 )、 Lilium longiflorum 及 Lilium speciosum var. 

gloriosoides (艷紅百合) ，其中 Lilium longiflorum有 2變種，分別為 Lilium 

longiflorum var. formosanum (台灣百合)及 Lilium longiflorum var. scabrum 

(粗莖麝香百合)(11,22)。 

台灣百合繁殖方法一般可利用播種或鱗莖繁殖(12,13)，其種子豐產、易發

芽，且播種一年內即可開花，因此利用播種即可大量獲得其實生幼苗，在維

持野外族群生物多樣性的前提下，以種子繁殖做為原生地復育之種原
(1,2,7,8,14,17)，為一可行之策略。台灣百合成熟果莢為蒴果(11)，每粒果莢含有

1000粒左右之種子，於自然貯藏環境下，種子發芽率隨貯藏期之增長而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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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甚至完全無法發芽(3,4,5,6,16,18,19,20,21)。另一方面台灣百合果莢過早採收

時常導致發芽率降低，太晚採收時其蒴果容易爆裂，於雨季極容易發生病害
(9,10)。本試驗首先探討台灣百合最適發芽溫度及貯藏條件，以利於種子活性

的保存，繼而探討不同成熟度果莢對種子發芽之影響，以適時採收果莢，避

免果莢爆裂，導致種子四處飛散。上述研究將有助於台灣百合種子繁殖技術

之建立，未來大量繁殖種苗，做為原生地復育用。 

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    

一、溫度對台灣百合種子發芽之影響 

台灣百合種子分別於 2002年 9月及 2004年 4月間採自高雄縣桃源鄉復

興村的清水台地(海拔高度 676 公尺)及高雄縣桃源鄉天池原生地(海拔高度

2280公尺)，播種於底部舖有濾紙(廠牌：Whatman，1號)的塑膠培養皿中，

置於六種不同溫度之恆溫箱，分別為 10℃、15℃、20℃、25℃、30℃及 35

℃，配合 12小時照光，12小時黑暗處理，觀察各處理之發芽率。本試驗共

六種處理，每處理四重複，每重複 20 粒種子。播種日期分別為 2002 年 11

月 1日及 2004年 4月 16日，調查期間分別為 2002年 1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及 2004年 4月 16日至 5月 26日。調查項目為種子發芽所須日數及發

芽率。 

二、低溫貯藏對台灣百合種子萌芽率之影響 

種子於 2002 年 9 月間採自高雄縣桃源鄉復興村的清水台地，將種子貯

藏於 4℃、10℃及室溫(對照)，分別於第 2、4、6、8、10、12、14、16、18、

20、22及 24個月取出種子播種於塑膠培養皿中，底部舖上 1號濾紙，置於

20℃恆溫箱，配合 12小時照光，12小時黑暗處理，觀察低溫貯藏後對種子

發芽之影響。本試驗共三處理，每處理四重複，每重複 20 粒種子。試驗期

間為 2002年 11月 1日至 2004年 12月 31日。調查項目為種子發芽所須日

數及發芽率。 

三、蒴果成熟度對台灣百合種子發芽之影響 

將採自平地之台灣百合果莢，依成熟度分為褐色、黃褐色及綠色三組。

分別取其種子，播種於底部舖 1號濾紙的塑膠培養皿，置於 20℃之恆溫箱內，

配合 12小時照光，12小時黑暗處理。本試驗共三處理，每處理三重複，每

重複 20粒種子。播種日期為 2003年 10月 1日。調查期間為 2003年 10月

11日至 11月 11日。調查項目為種子發芽所須日數及發芽率。 

 

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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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溫度對台灣百合種子發芽之影響 

採自海拔 676公尺復興村清水台地的種子，置於溫度 10℃至 25℃之間，

發芽率差異不顯著，可達 83%以上，其中又以 20℃最佳，發芽率可達 100%(圖

1)；海拔 2280公尺天池地區的種子在溫度 15℃至 20℃之間播種 20天後，

發芽率可達 100%，播種後置於 10℃經 40 天後，發芽率亦達 100%；平地

對照組的種子發芽適溫在 15℃至 25℃之間，其中又以 20℃的發芽率 96 % 

為最高(表 1)。綜合以上試驗結果，採自不同海拔地區的台灣百合種子，對發

芽所需溫度略有差異，但整體表現最適發芽溫度為 15℃至 20℃之間，置於

10℃下萌芽較為緩慢，溫度超過 25℃以上，發芽率顯著下降，35℃以上則

種子完全失去活力。 

 

 

 

 

 

 

 

 

 

 

 

 

 

 

 

 

 

 

 

 

圖 1.溫度處理對台灣百合種子發芽之影響 

Fig. 1.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seed germination of Lilium longiflorum 

var. formosanum 

表 1.溫度對採自不同海拔高度之台灣百合種子發芽之影響＊ 

Table 1.Effects of temperature on the seed germination of Li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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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iflorum var. formosanum harvested from different elevations 

Days after sowing/Germination rate (%) 

10 days 20 days 30 days 40 days Treatment 

A
＊
 B

＊
 A B A B A B 

10℃ 0b 0c z 0b 0c 80a 0d 100a 8b 

15℃ 37a 0c 100a 11c 100a 34c 100a 85a 

20℃ 30a 34a 100a 69a 100a 94a 100a 96a 

25℃ 0b 12b 0b 37b 13b 65b 23b 83a 

30℃ 0b 0c 3b 0c 3b 0d 3b 2.5b 

35℃ 0 0 0 0 0 0 0 0 

z. Means in the same columns with a different letter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0.05 by LSD test 
＊
The elevations here refer to: A. Tien-Chin (Habitat): 2280m 

B. Pingtung City (KDARES): 14m 

二、貯藏溫度對台灣百合種子萌芽率之影響 

台灣百合開花後約 2個月果莢開始轉為褐色，此時果莢已成熟，採收下

的成熟果莢剝開後可得新鮮種子，新鮮種子萌芽率高，但隨著貯藏時間增長，

發芽率急遽下降。台灣百合種子置於適溫下 2個月發芽率為 96%，6個月後

發芽率顯著降為 85%，8個月後下降為 26%，10個月後發芽率為 0%，因此

為保有種子活性，將新鮮種子貯藏於 4℃及 10℃。經試驗結果顯示貯藏於 4

℃，24個月，取出種子播種後 40天，發芽率仍可達 81.3%；貯藏於 10℃，

則發芽率為 30.0%(表 2)。由上述結果得知，台灣百合種子於 4℃及 10℃貯

藏，可保存種子活性達 24個月之久，其中又以 4℃貯藏效果優於 10℃，10

℃貯藏 12個月後，種子發芽率開始明顯下降。  

表 2. 貯藏溫度及貯藏期對台灣百合種子發芽之影響 

Table 2.Effect of storage temperatures and period on the seed germination 

of Lilium longiflorum var. formosanum 

Months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Treatment 

Germination rate (%) 

4℃ 99aZ 95a 98a 99a 95a 99a 90a 89a 98a 99a 98a 81a 

10℃ 98a 93a 96a 99a 91a 91b 79b 75b 78b 65b 50b 30b 

Temp room 96a 91a 85b 26b 0b 0c 0c 0c 0c 0c 0c 0 
z. Means in the same columns with a different letter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0.05 by LS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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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蒴果成熟度對台灣百合種子發芽之影響 

蒴果成熟度對種子發芽之影響，如表 3所示，褐色及黃褐色果莢之種子，

播種 10天後發芽率分別為 84%及 80%，顯著高於發芽率僅 1%的綠色果莢；

播種 20天後，褐色及黃褐色果莢之種子發芽率皆為 100%，綠色果莢之種子

發芽率僅 34%；播種 30 天後，綠色果莢之種子發芽率僅 36%(表 3)。由此

試驗結果得知，台灣百合果莢可於黃褐色時提前採收，避免果實成熟爆裂，

導致種子四處飛散，影響種子之採收量。 

表 3. 蒴果成熟度對台灣百合種子發芽之影響 

Table 3.Effect of capsule maturity stage on the seed germination of Lilium 

longiflorum var. formosanum  

Days after sowing 

10 days 20 days 30 days 40 days Capsules color 

Germination rate (%) 

Brown 84a z 100a 100a 100a 

Yellow-brown 80a 100a 100a 100a 

Green 1b 34b 36b 36b 
z. Means in the same columns with a different letter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0.05 by LSD test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由本試驗可瞭解台灣百合果莢採收適期、最適播種溫度及貯藏條件。平

地採收的台灣百合種子發芽最適溫度在 15℃至 25℃之間，採自海拔 676公

尺桃源郷復興村種子發芽最適溫度在 10℃至 25℃之間，採自海拔 2280公尺

的天池地區種子發芽最適溫度在 10℃至 20℃之間。種子於 4℃及 10℃低溫

貯藏，可保存種子活性達 24 個月，其中尤以 4℃貯藏效果優於 10℃。褐色

及黃褐色果莢，採種 20天後，發芽率皆可達 100%，因此為避免蒴果成熟時

爆裂，果莢可由綠色轉黃褐色時提早適時採收。上述結果可應用於台灣百合

種子播種與繁殖之參考。 

目前台灣百合已在全台多處復育成功，南部地區高雄縣桃源鄉復興村清

水台地、屏東縣的霧台鄉、三地門鄉正積極進行台灣百合的復育工作。希望

綜合本研究之結果，未來應用於台灣百合種苗大量繁殖及野外復育工作，期

望將台灣百合復育於原生地，使其能在野外重展美姿，形成定點的花海供遊

客欣賞，若能與當地特有的民俗文化結合在一起，必能創造極佳的觀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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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Seed Germination of Lilium 
longiflorum var. formosanum Baker 

 

Ya-Ling Huang,Hui-Mei Wang,Yu-Mei Hsu1 and Chun-Li Wang 2 

 

Abstract 
 

Lilium longiflorum var. formosanum, an endemic species to Taiwan, 

distributes all over the island. Recently, its population has gradually 

decreased due to man-made destruction to the plant and its habitats. How 

to recover its popul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is research, 

suitable germination temperature, maturity of capsules and storage 

temperature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suitable 

temperature range for the germination of seeds collected from the 

restoration farm in Fu-Hsing Village was 10℃~25 . ℃ Seeds sowed at 10 ℃ 

had a low germination rate at the beginning, but it could reach 95% at the 

final stage of germination. (2) The germination rate of the seeds collected 

from high mountain habitats, Tien-Chih, reached 100% under 15℃~20℃ 

for 20 days. (3) In the case of storage, the germination rate could be 

maintained when seeds were stored at 4℃ and 10℃ for 24 months. 

However the germination rate decreased when seeds were stored under 

room temperature for 8 months. The germination rate continued to 

decrease until it reached 0% after 10 months. (4) Seeds in brown or 

yellow-brown capsule had 100% germination rate under 15℃~20℃ after 

20 days of sowing. 

 

Key words: Lilium longiflorum var formosanum Baker, temperature, 

germin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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