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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九重葛 4 吋盆開花技術之研究 

許嘉錦 1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作物改良課 助理研究員 

摘  要 

本研究探討火炬九重葛(Bougainvillea ‘Torch Glow’)之扦插繁殖及開花等

技術，期能建立 4 吋盆花的栽培模式。試驗結果顯示一年生的插穗其長度 20 cm

及直徑 9 ~ 12 mm 扦插後存活率較高，分別達 73.8 %及 76.2 %。栽培介質以泥

碳土等 5 種處理其存活率均在 76.2 %以上，差異不顯著，而砂質壤土最差，僅

35.7 %。另以 4 吋盆進行開花技術之試驗，以插穗長度 10 cm 且直徑 9 ~ 12 

mm，介質為真珠石與蛭石(1:1)，其盆花生產流程分為「扦插繁殖」、「上盆定

植」、「修剪側枝」及「品質分級」4 個程序，時程為 15 至 19 週，結果得知：

盆花優良品達 68.8 %，且每盆枝條平均有 7.6 枝，而開花枝占 64.5 %有 4.9 枝，

盆花總花朵數 46.2 朵，極具觀賞價值。 

一、前言 

九重葛屬於紫茉莉科 (Nyctaginaceae)三角梅屬 (Bougainvillea)多年生植

物，原產於中南美洲的巴西、哥倫比亞等國家，目前已知的種類有 14~18 種，

其中僅有九重葛(Bougainvillea spectabilis)，光葉九重葛(B. glabra)以及秘魯九

重葛(B. peruviana)具有園藝觀賞價值(1)，且被廣泛種植並產生許多雜交和芽變

的品種，但均為藤蔓型品種，近年則有數種灌木型的九重葛被選育出來，火炬

九重葛(Torch Glow)即最具代表的品種。九重葛引進臺灣栽培歷史久遠，為重

要的景觀花卉，可作花棚、綠廊、綠籬、牆飾等用途，目前則發展為盆景及盆

花，國內以 7 吋盆花為主要販售商品，其次則是 5 吋盆花，逐漸往小型盆花的

趨勢發展。受限於花期，九重葛盆花只能在秋季才開始在市場上販售。九重葛

最耀眼的部分並不是真的花，而是稱為「苞片」的三角形花瓣狀構造，真正的

花是被包在其中不顯眼的三朵管狀花(1)。九重葛在商業上的繁殖以壓條繁殖和

扦插繁殖為主，過去因為消費者喜愛大型盆花，因此業者多採用壓條繁殖以獲

得較粗大的苗木，近年則因盆花有迷你化趨勢，扦插繁殖法已逐漸成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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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藤蔓型九重葛扦插繁殖的主要因素為插穗直徑，如紫花和臺北紅品種較適

合之插穗直徑分別為 3 ~ 6 mm 與 3 ~ 9 mm，過細或較粗之插穗其發根率均較

差。另外，插穗使用適量之發根劑有助於提高插穗的發根率，但夏季期間其扦

插存活率仍低於其它季節(4)。灌木型九重葛則尚未有相關之研究。 

影響九重葛生長及開花的因素繁多，可以從幼年性、營養的累積和分配、光線、

光週期等多項因子討論。九重葛的花芽分化是屬於腋生純花芽，亦即必須是新

生的枝條才會有花芽的生成(2)。從過去的研究已證實九重葛沒有幼年性(8)，亦

即九重葛只要適當的栽培，小苗也能夠開花。另外，適當的除去枝條頂部的幼

葉，可以阻斷植株的營養生長轉為生殖生長，因此可以矮株開花，並提早開花

(11)，而在葉面積增加的情形下，植株累積較多的同化產物與可溶性物質，相對

的開花數也隨之增加，表示擁有較多高成熟度枝條可以累積較多的同化產物，

有助於促進九重葛的開花(10)。一般而言提高植物體內的碳氮比有利於開花，

以九重葛而論氮肥和鉀肥較為重要，在施給高氮肥的情形下，再施用高濃度的

鉀肥可以明顯促進九重葛的開花，但施用的氮源則不宜採用銨態氮(9)。光線的

強度要比光週期對九重葛的開花影響大，若要九重葛開花良好，至少要栽培於

4000 ft-c 以上的光照環境 (6, 9)。九重葛開花的光週期需求為短日條件，是屬於

相對性短日植物(7)，亦即在長日條件下，九重葛也能開花，但始花日數較長。

綜合上述，要使九重葛在矮株期開花良好，應該要提供足夠的光照、若是短日

條件則更佳，盆栽需施用足量的硝酸態氮，並在花期來臨前施用高濃度的鉀

肥，使植株有成熟枝條，累積足夠的同化物質，然後再予以輕修剪，使新生的

枝條增加，促使花芽的分化。 

火炬九重葛屬於灌木型的九重葛品種，植株直立性佳，在臺灣可以常年開

花，同時其刺短小而彎曲角度大，在園藝操作和觀賞時較不具危險性。已引進

臺灣栽培多年，但因沒有相關栽培技術的開發，一直局限於景觀灌木的運用。

本研究探討火炬九重葛的扦插繁殖特性，並運用試驗結果以及前述開花控制之

整合知識，擬建立火炬九重葛 4 吋盆花栽培及生產技術，以發展火炬九重葛之

運用性。 

二、材料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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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火炬九重葛繁殖特性試驗 

1. 插穗長度對扦插存活率之影響 

以栽培在本場試區 2 年生之火炬九重葛為採穗母株，剪取長度 100 cm

以上之一年生枝條，將末端未成熟部分以及較粗部位剪除，只留枝條直徑

在 7 ~ 12 mm，將插穗剪成 5、10、15 及 20 cm 等 4 種處理，每處理 21

個插穗，然後將各組插穗基部沾 100 ppm NAA 粉劑，再扦插於真珠石與

蛭石等體積(1:1，v/v)混合的介質，栽培於有噴霧加溼功能的遮雨扦插棚，

於 30 日後調查其成活率。 

2. 插穗直徑對扦插存活率之影響 

試驗材料同上述，將枝條末端未成熟部分剪除，其餘枝條剪成長 12 

cm 插穗，並依據每插穗基部直徑，區分為 6 mm 以下、6 ~ 9 mm、9 ~ 12 

mm、12 mm 以上等 4 組插穗直徑，然後將各組插穗基部沾 100 ppm NAA

粉劑，再扦插於真珠石與蛭石等體積(1:1，V/V)混合的介質，栽培於有噴

霧加溼功能的遮雨扦插棚，於 30 日後調查其成活率。 

3. 扦插介質對扦插存活率之影響 

試驗材料同上述，將末端未成熟部分以及較粗部位剪除，只留枝條直

徑在 9 ~ 12 mm 部分，將插穗剪成長 12 cm 插穗，然後將各組插穗基部沾

100 ppm NAA 粉劑，再分別扦插於泥碳土、真珠石、蛭石、真珠石混泥

碳土(1:1，v/v)、真珠石混蛭石(1:1，v/v)，以及砂質壤土等 6 種介質中，

栽培於有噴霧加溼功能的遮雨扦插棚，於 30 日後調查其成活率。 

(二) 火炬九重葛 4 吋盆花生產模式之建立  

以火炬九重葛插穗，進行繁殖及盆花栽培流程，於 3、6、9、12 月各進行

扦插栽培管理一次，探討不同季節扦插苗繁殖及生長的情形與時程。依火炬九

重葛繁殖特性，選定插穗長度、插穗直徑、與扦插介質，將插穗基部沾 100 ppm 

NAA 粉劑扦插於穴植管後，栽培於有噴霧加溼功能的遮雨扦插棚。依據生長

的需求，擬定扦插苗於根系長出且新芽長 2 ~ 3 cm 時，將扦插苗定植至 10 cm

黑色軟塑膠盆，，於側芽長 5 cm 時，將第一次側芽剪除至 3 ~ 4 個節位，促使

其第二次側芽的生長，待修剪後的第二次側芽長度達 10 cm 時進行施用花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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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株有 2/3 具有花芽，且每枝條有 1 朵花以上時，為盆花完成期。施肥管理

部分，於扦插苗定植於同時給予 4 g 粒肥(好康多 S101，13-11-13-2TE)，往後

每週土壤灌施液肥 1 次(花寶 2 號，20-20-20)，於第二次側芽長度達 10 cm 時，

每週給予土壤灌施高鉀液肥 1 次(花寶 1 號，7-6-19)。 

三、結果與討論 

(一) 火炬九重葛扦插繁殖特性調查 

(1) 扦插繁殖存活率方面，插穗長度對存活率影響的試驗結果(圖 1)，火炬

九重葛不同插穗長度的存活率達顯著差異，在 5、10、15 及 20 cm 等 4

組插穗長度處理中，以插穗長度 20 cm 組的發根率最佳，達 73.8 %，插

穗長度 15 及 10 cm 兩組的發根率相近，分別為 54.8 %及 57.1%，插穗

長度 5 cm 這組發根率最差，僅為 16.7 %。一般藤蔓性的九重葛其扦插

存活率均在 80 %以上(4)。本試驗另外以臺北紅 10 cm 插穗進行扦插繁

殖，其存活率亦高達 92 %，顯示火炬九重葛的扦插存活率明顯較藤蔓

型品種低。扦插時插穗內的養分為根系與新芽生長所必需，因此長度較

長的插穗擁有高的營養積貯(sink)，應有助於存活率的提昇。然而，因

為本研究目標為 4 吋盆徑的盆花，依據盆花所需的理想株高比例，株高

需為盆高的 1.62 倍(5)，以 4 吋盆花而論，選用 10 cm 插穗可以栽培出較

適當的株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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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火炬九重葛不同插穗長度與其扦插苗存活率之關係。試驗日期: 

2009/8/3-2009/9/9 



 61 

(2) 插穗直徑對存活率影響的結果顯示，不同插穗直徑對存活率亦達到顯著

差異，在插穗直徑 6 mm 以下，6 ~ 9 mm，9 ~ 12 mm 及 12 mm 以上各

組中，以插穗直徑 9 ~ 12 mm 組的存活率最高，達 76.2 %，其次為 12 mm

以上者，存活率 61.9 %，再者為 6 ~ 9 mm 組，為 50.0 %，而 6 mm 以

下者最差，僅 28.6 %(圖 2)。結果表示以 9 ~ 12 mm 的插穗直徑可以獲

得最佳的扦插存活率，較細或較粗的插穗反而不佳，此結果與前人研究

相似，紫花和臺北紅兩品種較適合之插穗直徑分別為 3 ~ 6 mm 與 3 ~ 9 

mm，3 mm 以下及 9 mm 以上者，其發根率均顯著較差(4)，顯示在不同

品種間其最佳的插穗直徑不盡相同，不宜直接將個別試驗結果引用於扦

插繁殖工作。 

 
圖 2. 火炬九重葛不同插穗直徑與其扦插苗存活率之關係。試驗日期: 

2009/8/3-2009/9/9。 

(3) 扦插介質對存活率影響的試驗則指出，不同扦插介質處理的存活率亦達

到顯著差異，以泥碳土、蛭石、真珠石、真珠石混泥碳土、真珠石混蛭

石為介質的組合，其扦插存活率均在 76.2 %以上，而以砂質壤土為介質

的存活率則僅為 35.7 %(圖 3)。目前仍有九重葛栽培業者以工程用河砂

為扦插介質，其發根率雖然尚佳，但在定植時，無法保有完整的根團，

不利於後續存活率(2)，且未消毒的土壤是病菌溫床，插穗傷口容易感染

病菌而降低其發根率。可藉由使用泥碳土、蛭石、真珠石或其混拌介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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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提昇其存活率，專業的栽培業者可加以利用以維持扦插成功率。 

 
圖 3. 火炬九重葛以不同扦插介質繁殖時扦插苗存活率之比較。試驗日期: 

010/3/25-2010/4/27 

(二) 火炬九重葛 4 吋盆花生產模式之建立 

綜合插穗長度、插穗直徑及扦插介質等試驗結果，擬定出火炬九重葛 4

吋盆花生產之繁殖條件為：插穗長度 10 cm，插穗直徑 9 ~ 12 mm，選用真珠

石與蛭石等體積混合為介質，再將插穗基部沾 100 ppm NAA 粉劑扦插於穴植

管後，栽培於有噴霧加溼功能的遮雨扦插棚室中繁殖。如此的組合可以滿足 4

吋盆花的栽培需要，也能夠獲得較佳的扦插存活率。 

依據擬定的流程，將火炬九重葛 4 吋盆花的生產區分為 4 個步驟(表 1 及

圖 4)，亦即(1)扦插繁殖，(2)上盆定植，(3)修剪側枝，以及(4)品質分級。自扦

插繁殖開始至成品盆花，分別於 2009 年 12 月，2010 年 3 月、7 月、9 月各開

始進行一次生產流程，結果顯示在冬季栽培所需時程最久達 19 週(2009/12/30 ~  

2010/5/4)，春季時栽培需時 16 週(2010/3/25 ~ 6/24)、夏季則縮短至 15 週

(2010/7/29 ~ 11/11)、秋季則為 17 週(2010/10/13 ~ 2011/2/1) (圖 5)。整個生產流

程中，「扦插繁殖」自扦插日起至根系及側芽養成約需時 5 週，此時接續進行

「上盆定植」，自定植後至第一次側芽長約 5 cm 時約需時 3 週，然後進行「修

剪側枝」工作，自修剪後至第二次的側芽花芽分化約需時 6 週，苞片再經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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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時間即開始轉色並開花，此時可以進行「品質分級」操作，將栽培出的優良

級以上盆花選出，作為販售商品。 

表 1. 火炬九重葛 4 吋盆花生產流程說明 

扦插繁殖 
材    料：一年生枝條，穗長 10 cm，直徑 9 ~ 12 mm 
插穗處理：NAA 100 ppm，介質：真珠石混蛭石(1:1，v/v) 
栽培環境：遮雨扦插棚，噴霧加溼 

上盆定植 

材    料：扦插苗芽長約 2 ~ 3 cm，根系良好者。 
栽培材料：泥碳土混真珠石(5:1，v/v)，粒肥 4g (13-11-13-2 MgO) 
栽培環境：網室，每 2 ~ 3 天給予充足水分，每周澆灌 1000 倍稀

釋花寶 2 號 (14-14-14) 

修剪側芽 
材    料：定植後扦插苗，側芽長度約 5 cm 生長良好者。 
處    理：將側枝全數修剪，留取 3 ~ 4 節位的長度。 
栽培環境：網室，每 2 ~ 3 天給予充足水分。 

品質分級 

高 級 品：第二次側芽生長良好，具有 9 枝側芽以上，且需有 7
枝含花苞枝條以上，總花朵數 70 朵以上者。 

優 良 品：第二次側芽生長良好，具有 7 枝側芽以上，且需有 5
枝含花苞枝條以上，總花朵數 45 朵以上者。 

栽培流程圖栽培流程圖

扦插繁殖扦插繁殖

上盆定植上盆定植

修剪側芽修剪側芽

品質分級品質分級
((花苞轉色花苞轉色))

 
圖 4. 本研究所建立之火炬九重葛 4 吋盆花生產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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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火炬九重葛在臺東地區四季栽培生產之時程圖 

由四季的栽培操作，自扦插繁殖開始至養成成品盆花所需時間均不超過

19 週，且都能在植株營養生長後轉為生殖生長，而形成良好的盆花;但是藤蔓

性九重葛在長日照條件下，即使給予良好的生長條件與肥培管理，仍難以在夏

季開花(3)，顯示火炬品種九重葛對短日條件需求較不敏感，具有全年盆花栽培

生產的潛力。 

在盆花的品質表現上，火炬九重葛雖然全年可開花，但仍以秋季和冬季開

花表現較佳，本試驗於夏季扦插繁殖者，於秋季開花(2010 年 11 月)，其 4 吋

盆花每盆平均可以產生 8.2 ± 2.0 枝條，帶有花苞的枝條 5.1 ± 1.8 枝，平均苞

片數為 47.4 ± 24.0 朵。若將其依每盆盆花中第二次側枝條數量與有花苞枝條數

量等因子予以分級(表 2)，結果顯示有 27.1 %的盆花屬於高級品，每盆平均有

9.6 枝條，平均有 7.2 枝為帶有花苞枝條，盆花總苞片數為 73.3 朵；其次有 41.7 

%屬於優良品，每盆平均有 7.6 枝條，其中 4.9 枝為帶有花苞枝條，盆花總苞

片數 46.2 朵；剩餘的 31.2 %的盆花總苞片數不足 27 朵，已不具觀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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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依據火炬九重葛 4 吋盆花生產流程所栽培出的盆花，其分級處理後各盆

花等級性狀及外觀 

分  級 枝條數(枝)
開花枝

條數(枝)
苞片數(朵) 百分率(%) 株  型

高級品 9.6 7.2 73.3 27.1

優良品 7.6 4.9 46.2 41.7

淘汰品 7.7 3.7 26.7 31.2

平  均 8.2 5.1 47.4 -

栽培日期:2010/7/29-2010/11/11  
四、結論 

火炬九重葛扦插繁殖試驗結果，較長的插穗其扦插存活率較高，然而考量

研究目標為 4 吋盆的原則下，插穗長度仍以 10 cm 較為理想，而扦穗直徑則以

9 ~ 12 mm 較佳，扦插介質需採用人工栽培介質為宜。根據本研究建立的栽培

程序，業者在進行火炬九重葛生產流程時，可以採用「扦插繁殖」、「上盆定植」、

「修剪側枝」及「品質分級」等 4 程序來管控生產整齊度。依此生產流程，從

扦插繁殖開始至成品盆花所需的時間為 15 ~ 19 週，四季均可以進行扦插繁

殖，並透過栽培流程獲得開花良好的盆花，具有全年可栽培、可計畫性生產等

商業化栽培的潛力。所生產出的盆花約有 68.8 %為優良品以上等級，每盆平均

有 7.6 枝條，盆花總花朵數 46.2 朵以上，具有良好觀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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