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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花扦插繁殖技術和產期調節 

陳 彥 睿
＊ 

臺、前  言 

玫瑰花屬多年生溫帶灌木作物，花朵美艷動人，有花后之稱，是世界三大

切花之一，亦為國內重要切花(1)，在本省栽培面積約204公頃(3)。玫瑰栽植數年

後由於產量、品質及抗病蟲害能力均降低，約3~4年後即須行更新栽植，農民

需要大量之苗木進行更新，加上盆花所須之玫瑰苗，估計每年所需苗木量約450
萬株。過去農民栽培玫瑰花種苗繁殖的方式，以採用高壓繁殖法為主(2)，唯此

法容易造成植株之生長勢衰弱，影響後期之產量及品質，而且有繁殖效率低、

操作不便、工資成本較高等缺點，因此已漸漸改採用扦插法繁殖玫瑰苗木，在

荷蘭花卉Aalsmeer試驗場已建立了以岩棉繁殖玫瑰苗木，最適合扦插繁殖發根

的條件(4)，所以在國內亦須針對本土氣候環境，建立最適合之玫瑰苗木扦插繁

殖之生育條件，因此以不同節位、不同節數、不同介質種類及不同處理促進插

穗側芽之萌發等一系列之扦插繁殖試驗(5,8,12,13)，提高種苗扦插之成活率及種苗

品質，以提供農民此項簡便繁殖技術。 
玫瑰在本省夏季因受氣溫過高影響，導致花莖太短，花瓣短小且花瓣數

少，品質不佳瓶插壽命短，故價格低下。在冬季雖然品質較好價格高，但產量

少無法充裕供應市場之需要，在國外利用修剪技術以摘心、摘蕾、除倒芽、修

剪枝條等方式可以調節花期(1,11)。因此進行不同時期及不同成熟度枝條之修剪

以調節產期，期能提高花農收入。 
在臺灣夏天過於炎熱且病蟲害感染嚴重，有許多農民在夏季以不採花方式

渡過炎夏，但因受颱風、雨害、浸水及病蟲危害，常發生枝葉枝萎掉落，因此

如何更新夏天之病弱枝，儘速恢復其生長勢，為玫瑰栽培之重要項目，進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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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利用藥劑或偃枝之處理以促進基部筍芽發生可供為更新主枝，提高秋冬季切

花產量，增加秋冬季切花之收入。 

 

貳、內  容 

一、扦插繁殖 
(一)不同節數插穗對玫瑰扦插繁殖之影響： 

在玫瑰的扦插繁殖中，有不同的書籍介紹以不同的節數作為插穗(6,8)，

例如以「沙蔓莎」為品種，以1節1葉、2節2葉、3節3葉之插穗進行扦插繁

殖，結果發現3節3葉之插穗生長速度及生育均比2節2葉插穗較好，而2節2
葉插穗也比1節1葉插穗之生育表現較好。3節3葉插穗比2節2葉插穗是約4~7
天成苗，2節2葉比1節1葉插穗快約4~7天成苗，所以在時間較急迫，需要快

速取得苗木時，可以用3節3葉之插穗，但3節3葉所耗費較多的材料成本，

繁殖效率不如1節1葉，所以若要求繁殖效率較高時1節1葉是較為適當。但

在承受逆境方面3節3葉插穗表現較好，因為當發生葉片黃化時可予剪除，

仍有1~2片葉可行光合作用，但1節1葉插穗發生葉片黃化時，葉片予以剪除

即無其他葉片可行光合作用而影響其成活率(10)。 
(二)不同節位插穗對玫瑰扦插繁殖之影響 

玫瑰一般係以開花枝條剪下後作為插穗，不同節位之插穗所育成的種

苗品質不一，例如不同節位的「沙蔓莎」剪下開花枝條後，自開花之頂部

算起第一節至第九節分別予以扦插，結果發現在成活率方面各不同節位之

間並無明顯不同，但在種苗之品質方面第1~3節的根數稀少，在第8~9節其

腋芽萌發率低，常有地下部已發根，但地上之芽仍未萌發，致使生長遲滯、

在第4~7節位根數、根長、腋芽萌芽率，萌發長度及新梢上葉數均表現較為

良好，因此在玫瑰對扦插枝條可以利用第4~7節插穗(10)。 
(三)不同扦插介質對玫瑰扦插繁殖之影響： 

利用珍珠石、蛭石、泥炭土、砂子、岩棉、砂子＋泥炭土等6種介質進

行扦插繁殖試驗(5)。發現以砂子＋泥炭土最適合作玫瑰扦插用介質，而其

他的介質如珍珠石在玫瑰扦穗的各項生育情形，表現不佳不適合當插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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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質。在純泥炭土之成活率較差，根數短，且葉片出現葉斑，因此純泥炭

土也不適合當作玫瑰扦插用介質。玫瑰插穗在岩棉之生育情形良好，但因

成本較高且移植至土耕後生育緩慢，祗適合作水耕養液栽培用介質，且岩

棉廢棄物有環保問題也是必須考慮的因素。蛭石及砂子當作扦插介質時，

插穗穩定度差，較容易倒伏，且移植時根團之介質容易散落，所以有導致

移植困難及遭受逆境時抵抗力較弱之缺點。 
(四)促進插穗腋芽之萌發 

玫瑰插穗扦插成活後常有部分之小苗有生長停滯之現象，尤其在較低

節位之插穗或過老熟之枝條亦會發生這種現象(13)，其解決方法除不用上述

低節位之枝條作為插穗外，可以利用不同藥劑、不同處處理促進腋芽萌發，

如以BA50ppm或冷藏在5℃環境下48hr可以促進腋芽之萌發，改善插穗之生

長品質。 

二、產期調節 
(一)不同時期之修剪 

為了調節玫瑰產期我們必須了解，玫瑰在不同季節修剪後，經過幾天

後才可再採收到切花，依據此一結果，可在重要節日前採逆推方式算出適

當之修剪時期，進行修剪後即可在預定的採收日採收到切花，而達到產期

調節之目的。如在夏季修剪之沙蔓莎品種約於30~40天後即可再採收到切

花，而在冬季須55~65天才可再採收到切花，但在冬季採收時較易受到寒流

之影響而延後採收，或遇到暖冬而提前開花，影響切花產期調節之準確性。 
(二)不同成熟度枝條之修剪 

不同成熟度之枝條予以修剪後，也會影響修剪後的到花日數，如在冬

季修剪，「沙蔓莎」老熟枝條，予以修剪後經55~65天，可採收到切花，而

在幼嫩枝條須經70~80天才能再採收到正常的切花；而且甚至有10%的盲芽

情形產生。有部份之切花枝條雖可提早萌發但切花枝條過短品質欠佳。因

此為調節玫瑰產期寧可留較熟的老枝條，不予採收，俟適當時期再予修剪，

可以採收到正常的切花，但若對於過幼嫩未成熟枝條進行修剪則可能導致

延遲採收，甚至有盲芽之情形發生。 
三、促進基部芽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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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之產量主要依據主枝之多寡，而主枝之生產則需要由基部筍芽生長後

成為粗壯枝幹，亦即生長切花的主枝，再由此主枝生產切花枝條(7)，利用強剪、

塗抹GA、BA、Ethrel及偃枝等方式，進行試驗以促進基部芽之發生，結果發

現偃枝方式可以很明顯的促使基部芽之產生有助於日後產量之提昇。 

參、效益分析 

在扦插繁殖方面，以沙蔓莎品種為例，每1,000株繁殖成本為4,381元（成

活率91%計）高壓苗則需6,463元（成活率70%）(8)，可節省2,082元亦即每株可

節省生產成本2.082元，因此本省每年所需苗木約450萬苗，以90%的苗應用扦

插繁殖方式計算可節省843萬元。在產期調節方面，若進行產期調節每枝切花

增加收入以3元計，全省栽培面積約204公頃，每公頃栽培株數約為3,000~6,000
株，以4,500株計，每株每年約可生產切花20~40枝，以每次產期調生產6枝切

花計。每年可進行產期調節的日子有2月14日西洋人節、七夕中國情人節、6
月畢業季、農曆春節、新曆週年、聖誕節、父親節、母親節等，以進行4次產

期調節計，則計算出204公頃 4,500／公頃 6枝／株 3元／枝 4次／產期調

節＝66,096,000元。兩者合計增加農民收人約7,452萬元。 

肆、結  語 

玫瑰是本省非常重要的切花產業，每年所需之苗木甚多，利用扦插技術可

快速繁殖，充分供應國內玫瑰切花及盆花所需之苗木，減少人工費用的支出，

降低種苗之生產成本。日後應建立完善之扦插環境，做更一步之扦插繁殖技術

研究，提高種苗之品質，以利玫瑰產業之發展。在產期調節方面為避免在冬季

受到寒流暖冬等氣候之影響導致延後或掉採收切花，將來應建立設施栽培玫

瑰，在設施內較可以控制溫度減少環境之影響，以便能更精確的進行產期調節

並可配合自動養液供應系統提高肥培效率，以及利用噴藥系統達到防治病蟲害

之目的，對玫瑰切花品質及省工化有正面之效益，將可提昇玫瑰切花之國際競

爭力，有助於提高農民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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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過去玫瑰花採用高 

壓繁殖法 
 
 
 

 
 
 
圖二 玫瑰花扦插育苗情形 

 
 
 
 
 

 
 
 
 

圖三 不同節數插穗生育之比較 
 
 
 
 
 

 
 
 
圖四 切花枝上第4節到第7 

節節位插穗生育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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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不同扦插介質生育之比較 
 
 
 
 

 
 
 
圖六 插穗腋芽萌芽之情形 
 
 
 
 
 

 
 
 
 
 
圖七 玫瑰花經強剪後可促進腋芽 

之萌發 
 
 
 

 
 
 
圖八 枝條偃倒後促進基 

部芽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