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臺灣種植之菊花品種繁多，然而多為

由歐、美、日各國引進。臺灣自1990年代

開始進行菊花育種工作，歷經引種、選拔親

本、雜交、實生育苗、品系選拔、品系比較

等工作，至今育成5個品種。進行育種時除

考慮花形、花色等因子之外，風土適應性亦

為必須考慮之重要因素。菊花之開花受日長

及溫度所影響，衍生不同栽培環境及氣候下

自然開花之多樣性季節性品種。秋冬季開花

之品種受低溫之影響，而有延遲開花之情

形，歐、美、日等國家因冬季使用溫室加

溫，無此一問題，對低溫不敏感之品種的育

成為臺中區農業改良場進行菊花育種之第一

個目標。

其次，夏季颱風豪雨季節下，耐淹水品

種系之選拔扮演重要角色。選拔耐淹水品種

系並將之應用在嫁接技術上是育種之第二個

目標。夏季高溫長日下開花多有延遲且花型

不整，選育長日高溫下到花日數穩定之優良

品種為第三個目標。

對低溫不敏感品種之選育

菊花之開花受日長及溫度之影響，遂

衍生不同季節開花之品種，依臺灣之開花季

節，可以區分為秋冬菊及夏菊。以臺中區農

業改良場收集之170個品種，於自然氣候下

依每月種植調查其開花季節性，結果如表

1，其中於10月份至1月份為始開花月份的

共有144個品種，佔總數之85%，而其開花

之季節性集中於秋冬季及春季。其中尤以始

開花月份於11月份的所佔最多，有118個，

佔總數之70%。始開花月份於3至5月的春季

之品種有18個，而夏季為始開花季節品種僅

有8個約佔總數之5%，由此可知，從歐美、

文圖∕許謙信、蔡宛育、易美秀、陳彥樺

菊花臺中3號向陽菊花臺中3號向陽

菊花臺中1號陽光菊花臺中1號陽光

菊花臺中2號紅豔菊花臺中2號紅豔

菊花育種之方向菊花育種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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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引進之菊花主要為秋菊系統，而在臺灣

之夏季可以開花的夏菊品種數稀少(表1)。

秋冬菊經過雜交育種之程序，於菊花之

實生苗中經過選種出來約163個品系中得到

之秋冬菊品種數為119個，雖仍佔大部份，

約為總數之73%，但其所佔比例已顯著降

低，於11月份始開花之個數亦降至70個。另

一方面在5月至9月為始開花季節之夏菊及早

秋菊方面，則有35個，約佔總數之21%，所

佔比例較收集之夏菊品種顯著提高(表2)。

由此可知，透過選種壓力，可以選出不同開

花季節之品種，而且可以增加歐美、日引進

品種中數目較少之夏菊品系。

菊花之開花季節性於品種間差異頗大，

舉例說明如表3。於日本引進之 ‘秀芳之

力’，於不同季節種植後至開花日數中可以知

道其為秋菊系統，而於冬季有開花受低溫影響

而延遲之現象。‘舞風車’品種雖然受影響之

延遲日數不若‘秀芳之力’多，但仍為受低溫

影響之品種。而在同為秋菊系統之‘紅美人’

及‘胭脂紅’則沒有受低溫之影響，而開花期

穩定。於夏菊方面，‘阿來粉’之夏季開花受

長日高溫之影響而有延後之情形之發生，而於

冬季則不開花。‘黃精競’夏菊夏季受影響之

程度較‘阿來粉’輕，而冬季受低溫有延遲開

花之現象。‘白天星’開花期穩定，於夏季與

冬季均無開花延遲之現象。而‘粉火焰’分別

於夏季及冬季均有延遲情形，形成於秋、春

菊花臺中4號朝陽菊花臺中4號朝陽 菊花臺中5號粉美人菊花臺中5號粉美人

表1.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蒐集之170個菊花栽培種之開花季節性 (單位：品種數)

終開花月份
始 開 花 月 份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12月 1 2 3 2 -- -- 1 2 7 -- --
1月 1 4 6 3 -- -- -- 3 16 3 1
2月 -- 1 -- -- -- -- -- -- 11 2 1
3月 -- -- -- -- -- -- -- 1 10 2 1
4月 -- -- -- -- -- 1 -- 1 37 1 1
5月 -- -- -- -- -- 1 -- 3 29 3 --
6月 -- -- -- -- -- -- -- 1 8 -- --
小計 2 7 9 5 0 2 1 11 118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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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才可生產之現象(表3)。

在 育 種 選 拔 之 品 系 方 面 ， 夏 菊

‘9429’及‘9756’品系於冬季均有不開

花之現象，而‘9476’則於冬季有延遲開

花之情形。早秋菊‘9419’、‘9471’、

‘9449’於夏季有延遲開花之情形，秋菊

‘9501’於夏季不開花，冬季則於低溫期

開花穩定(表3)。

調查搜集品種秋冬菊品種於冬季低溫期

開花延遲之情形，結果如表4。其中於96個

品種中，對低溫不敏感之品種共有18個約佔

總數19%，對低溫微敏感有33個品種，約佔

總數之34%，其餘則對低溫敏感，約佔總數

之47%(表4)。

表2. 雜交實生選拔之163個菊花優良品系之開花季節性 (單位:品種數)

終開花月份
始 開 花 月 份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11月 -- -- 2 1 -- -- -- 3 -- -- --
12月 -- -- 1 -- 1 6 2 4 1 -- --
1月 1 -- 2 1 4 6 2 6 9 1 --
2月 -- 1 -- -- 1 1 -- 1 8 1 --
3月 -- 1 1 -- -- -- 1 1 4 3 --
4月 -- -- -- -- -- -- -- 2 14 1 --
5月 -- -- -- -- 1 1 2 16 31 3 --
6月 -- -- -- -- -- 2 -- 6 3 -- --
7月 -- -- -- -- -- -- 3 1 -- -- --

小計 1 2 6 2 7 16 10 40 70 9 0

表3. 菊花栽培品種或選拔品系不同月份種植之到花日數*

品種或
品　系

不  同  種  植  月  份  之  到  花  日  數 開花
季節 自然花期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秀芳之力 127 -- -- -- -- 147 117 86 68 79 128 124 秋菊 11月上旬

舞風車 100 96 -- -- -- 154 124 93 75 85 78 90 秋菊 11月中旬

紅美人 71 69 -- -- -- 154 124 100 75 71 70 76 秋菊 11月中旬

胭脂紅 71 69 73 -- -- 147 117 93 68 64 63 69 秋菊 11月上旬

阿來粉 -- -- 92 79 101 98 89 79 75 79 -- -- 夏菊

黃精競 108 82 67 79 80 85 68 65 61 64 128 117 夏菊

白天星 64 72 98 65 59 63 61 64 61 65 63 68 夏菊

粉火焰 92 69 73 95 101 105 82 65 61 65 106 98 夏菊
9429 136 105 85 85 80 85 75 79 68 -- -- -- 夏菊
9756 -- 75 71 74 79 68 89 64 62 86 83 -- 夏菊
9476 92 72 67 71 82 83 74 88 68 61 61 62 夏菊
9419 65 -- -- -- 71 83 67 89 75 61 61 62 早秋 8月上旬
9471 65 58 54 -- 89 90 74 88 75 54 54 62 早秋 8月下旬
9449 80 69 67 79 101 98 68 65 61 64 70 69 早秋 9月下旬
9501 50 58 61 57 -- -- 109 110 75 54 54 43 秋菊 11月中旬

*：採穗母株及插穗發根以夜間電照4小時維持營養生長，發根苗每月17日種植於自然日照下，不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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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雜交之育種品系中分為夏菊及早秋菊

與秋冬菊二組，分別檢視品系對低溫敏感之

情形。於夏菊及早秋菊之44個品系中，只

篩選出2個品系對低溫不敏感，約佔總數之

5%，而於冬季不開花之品系，則有29個，

約佔總數之66%(表5)。於秋冬菊之74個育

種品系中，對低溫不敏感者有15個品系，約

佔總數之20%，而對低溫敏感者有49個，佔

總數之66%(表6)。

從表4、表5、表6中之資料可以看出，

對低溫不敏感之品種佔少數，約為總數之

1/5，必須透過栽培及選種才可篩選出來。

歐美及日本因為冬季多採溫室加溫栽培，沒

有低溫影響的問題，所以在育種上亦不會注

重此一問題的重要性。

於育成之品種臺中1號陽光已開花季節

性中，其到花日數於12月份及1月份有較秋

季增加之趨勢。其對冬季低溫為敏感，敏感

之程度介於母本黃秀芳及父本白秀芳之間

(表7)。

而臺中2號紅艷，則於秋季及冬季低溫

期之開花穩定，不受低溫之影響，其開花之

花型花色與父本粉火焰相近。然而粉火焰之

開花期受低溫之影響，開花延遲，而臺中二

號紅艷之開花期特性與母本紅孔雀相似，對

低溫不敏感(表8)。

菊花3號，4號及5號，依每個月種稙之

到花日數詳如表9，其中臺中3號之始開花日

期約為10月15日，臺中4號之始開花日期約

為11月17日，而臺中5號之始開花日期則約

為11月8日。而3個品種於秋冬季之到花日數

相差不大，為對低溫不敏感之品種(表9)。

表4.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蒐集之秋冬菊品種對低溫之敏感度 (單位：品種數)*

對冬季低溫
之敏感度

始      開      花      月        份 小計
品種數/百分比10月 11月 12月

不敏感 -- 18 -- 18(19)
微敏感 1 28 4 33(34)
敏感 5 38 2 45(47)
品種數小計 6 84 6  96(100)

  *：比較開花期到3月以後之品種,始花期後，最短開花日數與最長開花日數之差距小於10日為對低溫反
應不敏感，11~20日為微敏感，21日以上為敏感。

表5. 實生選拔之夏菊及早秋菊對冬季低溫之敏感度 (單位：品種數)*

對冬季低溫
之敏感度

始      開      花      月      份 小計
品種數/百分比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不敏感 -- -- -- -- -- 1 1 2(5)
微敏感 -- -- -- -- -- 1 -- 1(2)
敏感 -- 2 1 -- 2 2 5 12(27)
冬季不開花 1 -- 5 2 5 12 4 29(66)
品種數小計 1 2 6 2 7 16 10  44(100)

 *：秋冬季10月份後，最短開花日數與最長開花日數之差距小於10日為對低溫反應不敏感，11~20日為
微敏感，21日以上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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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實生選拔之秋菊對冬季低溫之敏感度 (單位：品種數)*

對冬季低溫
之敏感度

始 開 花 月 份 10 月 始開花月份11月
小計

品種數/百分比
終   開   花   月   份 終  開  花  月  份

4月 5月 6月 7月 4月 5月 6月
不敏感 -- 3 -- -- 3 6 3 15(20)
微敏感 -- 1 -- -- 2 7 -- 10(14)
敏感 2 12 6 1 9 18 1 49(66)
小計 2 16 6 1 14 31 4  74(100)

  *：比較開花期到3月以後之品種,始花期後，最短開花日數與最長開花日數之差距小於10日為對低溫反
應不敏感，11~20日為微敏感，21日以上為敏感。

表7. 菊花臺中1號、親本及對照品種不同月份到花日數

不        同        種        植        月        份
品 種 或 品 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子代 臺中1號 108 77 154 124 100 75 71 78 112
母本 黃秀芳 108 160 131 99 81 78 78 98
父本 白秀芳 120 89 147 117 79 75 79 短縮 124
對照 白觀音 91 96 死亡 死亡 死亡 86 69 71

表8. 菊花臺中2號、親本及對照品種不同月份到花日

不        同        種        植        月        份
品 種 或 品 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子代 臺中2號 50 58 61 57 173 146 109 110 75 54 54 43
母本 紅孔雀 77 83 160 131 106 69 63 69 66
父本 粉火焰 92 69 73 95 101 105 82 65 61 65 106 98
對照 兩色紅 69 68 103 113 83 76 69 66
對照 彩雲 80 69 67 100 101 98 82 65 61 57 189 82

表9. 菊花臺中3號、4號、5號周年種植之開花季節性

臺中3號 臺中4號 臺中5號
種植日期 摘心日期 開花日期 到花天數 開花日期 到花天數 開花日期 到花天數

 7/15  7/31  10/15 77  11/22 115  11/8 101
 8/13  9/2  10/24 53  11/25 85  11/8 68
 9/23  10/1  11/25 56  12/5 66  12/2 63

 10/29  11/11  1/2 53  1/9 60  1/24 75
 11/18  12/2  1/16 46  2/6 67  1/28 58
 12/19  1/2  3/7 65  3/10 68  3/7 65
 1/22  2/6  3/31 54  4/14 68  4/10 65
2/25  3/5  4/21 48 柳芽  5/29 86
 3/20  4/1  5/19 49 柳芽 柳芽

 4/23  5/2 死亡 柳芽 柳芽

 5/22  6/2  10/20 141  11/17 169  11/9 161
 7/20  8/1  10/27 88  12/1 123  11/1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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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淹水品種系之選育

臺灣夏初之梅雨季，常遭豪大雨為害；

盛夏之際，亦多颱風侵襲。這種突來的暴

雨，常造成作物遭遇淹水，農民因而遭受極

大的損失。政府為解決栽培者一時之困難，

亦必須花費龐大的經費實行救助方案。農作

物淹水逆境在臺灣之氣候環境下實為重要之

研究課題。

農作物淹水逆境於國際上為受學者注目

之議題，在臺灣亦有以淹水為題材的諸多學

術報告。然而研究之方向以農藝作物為主，

偶有果樹、蔬菜之論著，但花卉方面之研究

則極為稀少。另一方面，研究使用之試驗材

料多為種子繁殖之作物，像以菊花這類扦插

繁殖的作物為研究對象的報告，則極為少

見。菊花為臺灣重要之大宗花卉，栽培面積

廣，全年可生產，在臺灣亦有遭遇夏季淹水

災害的問題。為了解淹水逆境對菊花生產之

影響，並從事耐淹水品種系選拔，遂進行本

試驗。

經三次淹水處理後一週，觀察菊花外觀

將全數品種系對淹水之敏感程度分為五級，

依序為耐淹水、輕微耐淹水、輕微敏感、敏

感、及非常敏感。以肉眼觀察之不同淹水敏

感程度之代表品系各四品系，歷經三次淹水

處理，經排水後11天，調查其葉、莖、根之

乾物重。對淹水敏感之品系，其乾物重在淹

水處理後明顯降低，顯示耐受性高之品系所

受淹水逆境影響則較小。觀察耐淹水或對淹

水敏感級數之次序，比對生長量於對照及淹

水逆境兩個處理間之變化，結果顯示對淹水

愈敏感之品種系經淹水後之生長量有減少之

趨勢。

對淹水極敏感者，淹水後初期其根部明

顯受害，而地上部之影響可能為逆境後期，

導致調查期間二者之地上部與根之比值大。

然而此一數值(T/R)在組內之差異大，若要

作為選拔之指標仍應參考全株之鮮重或乾重

變化為宜。以肉眼觀察植物之反應，佐以生

長量變化之調查，可以選拔出相對較為耐淹

水之品種系，作為育種之材料。

試驗之菊花品種系中以不耐淹水的

居多，總計參試之316個商業品種中，僅

有4個品種為耐淹水，佔總數之1.3%，極

為敏感及敏感二個級數的品種系佔總數之

86%  (表10)。於雜交後代之226個品系中，

則有11個品系為耐淹水品系，僅佔總數之

4.9%。耐淹水品種系以臺中場雜交選拔之

品系所佔比例較多（表11）。

為選拔耐淹水菊花砧木品種，以‘神

馬’為接穗，嫁接於19種菊花品種系上，

以淹水逆境篩選耐淹水之砧木。於97年7

月15-17日進行菊花嫁接，經嫁接後生長

三周之幼株經淹水三次後，每次1-2天，

藉以選拔出耐淹水之砧木品種系。比較淹

水及對照組之根乾重、莖乾重、葉乾重、

全株乾重、及地上部與根部乾重比，發現

二處理間，以根乾重差異較大，對照與淹

水組之差異最大，達三倍之多，根乾重適

合當作耐淹水選拔之指標。地上部與根部

乾重之比值，由於對淹水敏感者根部受害

嚴重，而其比值會變大，亦適合作為選拔

耐淹水之指標，經淹水後其比值較小者為

耐淹水之品種系。

近一步進行嫁接試驗，於19個砧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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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中茲舉二例。砧木 ‘0412’品系為耐淹

水之品系，砧木‘0437-1’為對淹水敏感之

品系，二者嫁接接穗為‘神馬’品種後，其

結果如圖1。‘0412’為砧木之植株正常，

‘0437-1’為砧木之植株顯著受害，二者差

距極大。

再以嫁接砧木‘0412’者，與‘神

馬’未經嫁接者二者之比較詳如圖2，經嫁

接砧木‘0412’之根系較多，而‘神馬’

自根系之根系明顯受害，而呈現較少之情

形。嫁接‘0412’砧木者地上部之生長亦

較‘神馬’自根系植株表現較好。

以‘0412’為砧木，嫁接不同接穗之

菊花品種系。於‘94180’接穗接‘0412’

砧木，與‘94180’自根系之比較，於淹水

處理組，明顯可以看到自根系之葉片萎凋

下部葉黃化，而經嫁接‘0412’砧木者則

生長正常與對照未淹水者沒有差異(圖3)。

但是，以‘卡迪那’為接穗者，則有不同

結果。‘卡迪娜’接穗嫁接砧木‘0412’

者，淹水後發育不良，生長較‘卡迪娜’自

根系者差(圖4)。然而若以‘0412’自根系

與嫁接苗比較，則‘0412’表現良好，較

嫁接接穗‘卡迪娜’之結果佳(圖5)，綜合

上述結果，得知‘0412’為一耐淹水之品

系，可以用為嫁接之砧木，然而，不同接穗

與‘0412’之穗砧組合，仍有耐淹水特性

上之差異。

表10. 菊花收集品種於三次淹水後對淹水不同反應群之品種個數及所佔比例。

對淹水逆境之抗耐性及敏感程度 不同級數之品種數 不同級數所佔百分比

收集品種之總數 316 100
級數1耐淹水 4 1.3
級數2輕微耐淹水 15 4.7
級數3輕微敏感 25 7.9
級數4敏感 79 25.0
級數5非常敏感 193 61.0

表11. 菊花育種品系於三次淹水後對淹水不同反應群之品種個數及所佔比例。

對淹水逆境之抗耐性及敏感程度 不同級數之品種數 不同級數所佔百分比

育種品系之總數 226 100
級數1耐淹水 11 4.9
級數2輕微耐淹水 28 12.4
級數3輕微敏感 27 11.9
級數4敏感 60 26.5
級數5非常敏感 100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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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高溫品種系之選育

為了解雜交品系在夏季長日高溫期下遭

遇高溫之開花延遲情形，將雜交品系種植於

露天環境與溫室高溫環境中，調查其種植後

到開花之日期，試驗分二個種植時期，一為

5月3日及4日，距離夏至時期約6-7週，夏至

時為花芽形成期，一為5月31日及6月1日，

距離夏至時期約3週，夏至時為花芽分化

期，藉以觀察長日高溫下，對菊花花芽分化

期及花芽形成期開花延遲之影響。
圖3. 淹水後接穗94180接上砧木0412後生長比圖3. 淹水後接穗94180接上砧木0412後生長比

94180自根系好94180自根系好

圖1. 耐淹水逆境之品系0412及對淹水敏感之品圖1. 耐淹水逆境之品系0412及對淹水敏感之品
系0437-1系0437-1

圖2. 耐淹水品系0412為砧木神馬為接穗之根部圖2. 耐淹水品系0412為砧木神馬為接穗之根部
在淹水後發育比神馬自根系好在淹水後發育比神馬自根系好

圖4. 卡迪那接上砧木0412後淹水生育不佳圖4. 卡迪那接上砧木0412後淹水生育不佳

圖5. 卡迪那接上砧木0412後淹水生育不佳，而圖5. 卡迪那接上砧木0412後淹水生育不佳，而
0412自根系生長良好。0412自根系生長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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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4年之雜交品系中，共調查45個

品系於5月份有開花之41個品系中，有38個

品系於溫室中開花，比較二者之開花期，得

到於5月初種植夏至為花芽形成期之開花延

遲為1週。而於5月底6月初種植之一批，則

於花芽分化期遭遇溫室高溫之開花延遲期約

為3-4週(表12)。說明夏菊遇高溫開花延遲

之現象對花芽分化期之影響遠大於對花芽形

成期之影響。

結　語

菊花之品種繁多，於臺灣進行育種，除

考慮花形、花色等因子之外，風土適應性亦

為必須考慮之重要因素。菊花之開花受日長

及溫度所影響，遂衍生不同栽培氣候下自然

開花之多種季節性品種。秋冬季開花之品種

受低溫之影響，而有延遲開花之情形，歐、

美、日等國家因冬季使用溫室加溫，無此一

問題，臺灣選拔出之5個新品種其中4個為

耐低溫之品種，於低溫之季節下，開花不延

遲。

夏季颱風豪雨季節下，耐淹水品種系

之選拔非常重要。搜集之316個品種中，選

出4個品種為耐淹水，佔總數之1.3%。在

表12. 2004年品系不同種植到開花周數之品種個數

到開花週數  溫室種植 
2010.5.4 露天種植2010.5.3

溫室種植 
2010.6.1

露天種植
2010.5.31

8 4 1

9 4 15 1

10 16 10 4

11 12 9 13

12 4 2 1 11

13 2 1 2 3

14 5 2

15 6 1

16 7 1

17 6 1

18 3 1

19 4 1

20 0

21 1

合計 38 41 3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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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個雜交品系中選出11個品系為耐淹水，

佔總數之4.9%。藉由嫁接方式，以 ‘神

馬’為接穗，測試18個砧木品種系，選出

‘0412’為耐淹水之品系。以 ‘0412’

為砧木，不同品種為接穗，發現根砧組合

對耐淹水之成效具有不同之差異性，使用

‘0412’為砧木時，必須考慮適合之根砧

組合的品種為接穗。

為選拔耐高溫之品系，將菊花2004、
2008、2009年選拔之雜交品系於5月初及6月

初種植於露天環境及溫室環境中，試驗結果

顯示菊花於夏季高溫開花延遲之現象對花芽

分化期之影響遠大於對花芽形成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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