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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玫瑰偃枝栽培法係由日本引進之玫瑰切花生產新技術，為了解本項新技術之生產情

形，在埔里分場進行玫瑰偃枝栽培試驗，以“沙蔓莎”為試驗品種，探討營養枝及切花枝

之比例對切花品質及收量之影響。本試驗分九種處理即不同營養枝與切花枝比例 2：2
2：3 3：2 3：3 3：4 4：3 4：4 4：5 4：6等九種，定植日為1994年6月6日。

試驗結果發現：(一)在產量方面以營養枝：切花枝比例2：3之收量最高，2：2次之，留2
枝營養枝之產量高於留3枝營養枝，再高於留留4枝營養枝。(二)切花採收日則以留2枝營

養枝最快採收到切花。(三)在品質方面：(1)枝條長度以各處理間差異不顯著，平均長度達

86公分以上，一級品(66公分以上)佔91%以上。(2)莖徑以2：3之比例稍寬外其餘差異不顯

著。(3)第五展葉長以4：3之比例稍差外其餘差異不顯著。(4)花瓣數以4：4及4：5較少外

其餘差異不顯著。(5)花蕾長度各處理間差異不顯著。 

前  言 
玫瑰花是世界三大切花之一，亦為我國非常重要的切花項目，年生產面積有逐年增加之

趨勢，目前栽培面積已達200餘公頃，所生產之切花在拍賣市場(台北濱江市場)中，玫瑰進貨

量僅次於大菊及小菊佔第三位，但在成交額方面卻居第一位，因此，玫瑰之需求日益提高，

價格也因而逐漸提高，是我國非常重要的切花。 
玫瑰具有週年開花之特性，是屬於自發誘導性的，不需要特殊的日照或溫度刺激即可開

花。玫瑰有很明顯的頂芽優勢，頂芽部位之芽體可以最快萌發，因此腋芽之著生位置與萌芽

之快慢有顯著之相關，越高節位的腋芽愈容易萌發，愈低節位之腋芽愈慢萌發，台灣傳統的

栽培方式係採高枝剪定法，意即切花枝條修剪時留下1~2節位之枝條，供作下一次萌發切花

枝，但此一方式容易導致切花修剪位置愈來愈高，且枝條愈剪愈細，尤其在夏天時又受到高

溫影響，枝條過短，花瓣短淺，品質低劣，七月時每把平均價格為年平均價之77%，因此為 

*本報告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被助計畫，編號為 83 科技−2.2−糧−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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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切花品質，由日本引進之偃枝栽培法，唯此項技術係國內首度引進，是否適合我國之需

要，亟待研究。 
材料與方法 

(一) 於南投縣漁池鄉共和村之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埔里場進行本項試驗。 
(二) 埔里分場海拔高度625公尺，年平均最高溫為25.74℃，最低溫為14.83℃平均日溫差10.91

℃，相對濕度80.64%年降雨量為2198mm。 
(三) 所採用溫室為日本太洋興業株式會社所引進，覆蓋材料為耐候性、透光率、防止水滴附

著效果良好之塑膠布。屋根型架構，利用開天窗及外遮陰方式降溫，以加熱機(熱風型)
提昇溫度，以岩棉作為栽培介質，利用養液偵測系統，以液肥稀釋機配合滴灌方式灌溉

自動供應液肥，液肥濃縮液分成A、B兩桶養液採非循環式，排液另有收集桶，高床栽培，

每床種植兩畦，株距13cm，密植栽培。自基部偃折枝條供作營養枝，生產養分供應基部

萌芽切花枝，地面舖蓋塑膠布，便利清掃。 
(四) 品種為“沙蔓莎”(國內玫瑰切花最宗品種)採用扦插苗。 
(五) 自83年6月6日完成定植後，每週調查一次，調查至84年9月6日止。 
(六) 處理方式以不同比例之撚枝(營養枝)及切花枝，共有九種處理2/2、2/3、3/2、3/3、4/3、

4/4、4/5、4/6。 
(七) 試驗採完全逢機CRD排列，計有九種處理，每處理十二種重覆。 
(八) 調查項目：調查切花1.收量2.第一次採花日3.長度4.莖徑5.葉數6.第五展開葉長7.花蕾長8.

花瓣數9.花徑寬(花寬)。 
結果與討論 

本試驗之目的在了解採用何種比例之營養枝，切花枝可以獲得較好之切花產量及品質，

依據試驗結果顯示，在產量方面以留2枝營養枝之2/3最高，年產量為12枝，2/2為11枝，留3
枝營養枝者次之，約為10枝左右，而留4枝營養枝者產量約為8~9枝最低，如圖一所示。 

在採收日方面，以留2枝營養枝後開始採收切花之日期較早，約在種植後第130-140天後，

即可開始採收切花，再次為4/3、3/2、3/4、4/4、3/3，最慢者為4/5及4/6，如圖二所示。 
在調查品質方面包括(一)玫瑰枝長：以2/2達96cm最長，其次為2/3、3/4、4/5、3/2、3/3、

4/6，較短者為4/3及4/4之84cm，但所有採用此種偃枝法之枝條長度均可達至一級品66公分以

上之水準。顯示此種偃枝法在枝條長度上，可達到市場上對長度之需求如圖三所示。(二)玫
瑰葉數方面以2/2的15葉最多，其次為3/4、2/3、3/2、4/4期間與2/2之差異不顯著，再次4/5有
13片葉，再次4/3、3/3、4/6。如圖四所示。(三)第五展開葉長以4/6的39公分最長，其次為3/2、
4/4、2/2、3/4、2/3、4/5、3/3其間與4/6之差異不顯著，最短者為4/3約35公分。如圖五所示。

(四)花蕾長：各種處理間差異不顯著約為4公分。如圖六所示。(五)花瓣數除了4/5及4/4稍短外

(約40瓣)，其餘差異不顯著，如圖七所示。(六)花徑(花之寬度)：在花盛開時量其花徑可達8~9
公分，其中以3/2的7.8公分稍短外，其餘差異不顯著。如圖八所示。(七)莖徑：在莖徑之寬度

方面，各處理間差異不顯著，約為6公分如圖九所示。 

結  論 
玫瑰利用偃枝栽培法確可提高切花品質，尤其是切花長度平均達86公分，比一級品還多

出20公分。一級品之比率達91%，每株每年約可生產12枝切花，並在約137天可以開始採收切

花。玫瑰“沙蔓莎”品種偃枝栽培之方式，以營養枝及切花枝比例2：3及2：2，產量較高並可

較早採收到切花。在產量方面留2枝營養枝>留3枝營養枝>留4枝營養枝，留4枝營養枝在第一

年的栽培，產量並沒有增加反而減少，可能是撚枝數較多較慢採收到切花或是因枝條重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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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養分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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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不同偃枝數及切花數比例對玫瑰枝條之影響 

 

圖二 不同偃枝數及切花數之比例對第一次採收日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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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不同偃枝數及切花數之比例對玫瑰枝長之影響 

 

圖四 不同偃枝數及切花數之比例對玫瑰葉數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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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不同偃枝數及切花數之比例對第五展開葉長之影響 

 

圖六 不同偃枝及切花數之比例對花蕾長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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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不同偃枝數及切花數之比例對花瓣數之影響 

 

圖八 不同偃枝數及切花數之比例對玫瑰花徑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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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不同偃枝及切花數之比例對玫瑰莖徑之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