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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頭蘭大多原生於東南亞之高地上，故又稱之

「東亞蘭」，其性喜清涼多濕且日夜溫差大的環境，

所以，目前之栽培產地主要集中於中部地區之魚池

鄉、埔里鎮、仁愛鄉及新社鄉等海拔 500~1500公尺之

地區。  

  栽培虎頭蘭時，通常會留成株於秋至春季所萌出

的新芽，栽培成為開花株，新芽於春夏之際急速生

長，直到 6~10 月間，待全部之葉片均展開，葉片逐漸

停止生長，假球莖發育膨大之時，花芽亦開始形成

了，換句話說，花芽形成期通常是在 6~10 月之高溫季

節，但依據不同品種仍有差異。雖說花芽形成是在高

溫期，但花芽之發育期間卻為高溫所抑制，對溫度較

敏感的品種，在這段期間常發生高溫阻礙花粉形成、

致使花朵發育不良、花序枯死之現象，即為「消苞」、「消蕾」，此現象於花

莖伸長前及伸長後均會發生。所以部分容易消苞的品種，可選擇至海拔較高之

地區栽培，因其可提供適合的溫度，以避免花芽發育期間發生消苞現象。此

外，上山栽培亦可對溫度反應不同之品種有花期調節的可能性。 

  台灣生產虎頭蘭的主要栽培地是在海拔 600 公尺之魚池鄉(東光村)，此外，

在海拔 1000 公尺左右的霧社(春陽村)亦有栽培，欲比較兩地對虎頭蘭花芽發育

的情形，可由花芽發育期間之溫濕度變化來比較之。由表一、二中得知，7~9 月

期間，春陽地區之日/夜溫在 30/16.8℃，均溫 23℃，日夜溫差約在 12.4~14.1 度之

間，東光地區之日/夜溫在 32/20℃，均溫 26℃，日夜溫差較春陽地區來得小，約

在 11.8~12.3 度之間。7~9 月期間正值花芽形成期，於春陽栽培之花芽萌出數較

多且萌出時間整齊，植株之比例佳，葉片光滑、病害少且挺拔，而東光地區則

因高溫多濕而呈現葉片徒長下垂現象，且有較厚的青苔附著，可能是春陽地區

之日夜溫差大且其日/夜溫較利於花芽萌出。 

 

  10 月以後溫度開始下降，假球莖膨大達到最大值，表示養分蓄積足夠之



時，則進入花莖急速伸長期，可知花莖伸長所需之適溫偏低，約在日/夜溫 25/10

℃之間。但是花莖伸長之快慢與溫度、品種有關，以’巴拉尼娜’品種為例，

於春陽地區栽培時，花芽伸長速率較東光地區栽培來得快，顯示在特定溫度範

圍內，溫度愈低，則愈有利花芽伸長。但’肯尼’品種的表現則完全相反，東

光地區栽培此品種時，於 7-10 月花芽發育初期，伸長速率較春陽地區慢，但於

11~12 月進入花莖急速伸長期時，其伸長速率反而較春陽地區迅速，東光地區此

時之日/夜溫約為 24/9℃，顯示於此溫度範圍較春陽地區有利花莖伸長，春陽地

區之日/夜溫 20/6℃之低溫條件下，花莖伸長速率反而相對被抑制了。值得一提

的是，東光地區於 11 月份之後，夜間至清晨時分被濃霧籠罩，促使日夜溫差增

大至 15 度左右，也可能是適合花芽伸長的原因之一。所以，不同品種上山栽

培，其反應不盡相同，須先了解品種的特性後，才能掌握花期調節的時機與上

山的時間。 

 

  上山栽培時，上山時間與新芽的生育狀態為關鍵問題。新芽通常於秋至春

季萌出，春天的溫度越高，其萌發早而整齊，且新芽生長被促進，若於海拔

1500 公尺以上栽培，春天的低溫期較長，新芽的生育較慢，所以通常是選擇

500-1000 公尺的地區來栽培，適合新芽生長。春季分別以 18℃及 5℃的處理虎頭

蘭植株時，18℃比 5℃栽培之植株，其新芽生育可被促進，亦促使植株發育成

熟，再於 6-7 月間移至 1000 公尺栽培，可使花芽形成早。反之，以 5℃栽培之植

株，則生育遲緩，花期則較晚。由此看來，植株生育成熟度越是進前之植株，

可趁早上山栽培，上山越早其開花亦越早。 

  因高溫所引起之消苞、消蕾情形方面，以`Showgirl`品種為例，於春陽栽培

時，發生情形很少，然而在東光栽培時，於花苞突出 5 公分時對高溫特別敏

感，使花序分化受阻。花芽發育至 10-11 月時，亦使花序之小花有消蕾情形，雖

然上山栽培可改善消蕾情形，但還是以選擇不容易發生花序枯亡的品種為最根

本的解決方法。 

  雖說上山栽培可得到較長花莖、多花枝且深濃的花色等品質，但是，冬季

的霜害卻是栽培上的困擾，於 90 年 12 月底時，常有連續數日夜間下霜，春陽栽

培之虎頭蘭，葉片及花蕾則發生嚴重水浸狀呈褐黑化的情形，使之喪失觀賞價

值。再者，上山栽培仍需考慮運輸等交通條件、租金、人工管理、水土保持及

成本問題，對於小面積栽培之農戶，上山栽培無疑是相對提高成本支出，故不

鼓勵此項作法。對於大面積栽培則可因數量多而降低成本的支出，但仍需多方

面考量及審慎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