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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部分植物如銀合歡、血桐、鳳凰木、相思樹、竹子等具有「排他性」能抑制樹下其他種

植物的生長。這種天然的植物相剋特性應該可以發展出對人類及環境有利的用途。本實驗比

較銀合歡葉、血桐葉、竹葉萃取液、酒精及鹽水對蒜頭發芽的抑制效果，希望能找出延長蒜

頭儲藏期限的方法，以減輕蒜農往往到了春季因蒜頭發芽造成損失，市售蒜價高漲的狀況。

實驗結果發現，蒜頭儘量要乾燥，如果外加處理，以 50%酒精浸泡處理後冷藏可以得到最好

的儲存效果。使用鹽水、竹、銀合歡的乾燥葉片萃取液處理也能得到更好的儲存效果，但效

果比酒精組略差。 

壹、研究動機 

我們在網路上查資料時發現銀合歡這種植物具有排他性，可以利用含羞草素來抑制附近

的植物生長，所以我們想到用天然的植物來做除草劑，或許可以讓雜草無法發芽減少環境被

殺草劑的破壞。另外我們也想到，如果能利用銀合歡等植物的排他性讓農作物(如地瓜、蒜

頭、馬鈴薯等)在儲藏的時候不要發芽，就能讓台灣的農作物保存得更久，有利於儲存與運

銷，於是我們就把銀合歡和其他也具有排他性的植物來做比較，進行實驗。 

貳、研究目的 

研究一 ：將銀合歡溶液等不同溶液使用在蒜瓣上(用棉花濕潤)，探討可以抑制蒜頭發芽

的植物溶液使用方法及效果 

實驗一：室溫下，探討不同溶液濕潤十天對蒜頭的發芽影響。 

實驗二：室溫下，探討不同溶液濕潤二天對蒜頭的發芽影響。 

研究二 ：酒精濃度對抑制蒜頭發芽的影響 

實驗三：試驗不同濃度酒精對抑制蒜頭發芽的影響。 

研究三 ：探討蒜頭長期的儲存效果 

實驗四：蒜頭浸泡二天不同溶液後乾燥，探討室溫下長期的儲存效果。 

實驗五：蒜頭浸泡二天不同溶液後乾燥，探討低溫下長期的儲存效果。 

研究四: 蒜頭原料室溫乾燥儲存的良率      實驗六:渡冬後的蒜頭品質統計 

研究五：蒜頭接觸水後不同處理方式的生長情況 



  

 
 

 

圖 1：銀合歡研究架構圖 

參、研究器材與設備 

    蒜頭、酒精、食鹽、唐竹(綠葉)、銀合歡、血桐、刺竹(枯黃葉)、培養皿、磅秤、磨粉

機、冰箱。蒜頭(使用經過挑選大小均一，作種苗用的蒜瓣) 

肆、研究過程與討論 

一、實驗設計歷程 

 

(一) 文獻探討  

周昌弘(2006)植物相剋作用在農業上的利用，如文獻一。 

這篇文獻也提出銀合歡當作雜草抑制劑的想法。竹類、銀合歡、血桐、相思樹和鳳凰

木，根據這篇文獻我們擬定了研究的目標對象及方式如下: 

1. 先選擇目標農產品。從綠豆、雜草、地瓜、馬鈴薯、草皮、蒜頭等試驗，最後選用蒜

頭。 

2 尋找能有效抑制蒜頭發芽的溶液種類及使用方法。 

3. 在研究一發現 50％的酒精對蒜瓣的發芽抑制力很好，但是酒精的成本比較高。為了降

低成本所以嘗試降低酒精濃度處理。 

4. 尋找能讓蒜頭延長儲存期限的方法。 

 



  

 (二)浸泡液配製 

浸泡液是依據文獻、取得難易度選擇，我們使用以下材料，其濃度配製方法如下： 

(以下植物均為乾燥後葉片以研磨機製成粉末使用)。 

1. 水：RO 飲用水。 

2. 11%銀合歡：5g 銀合歡葉粉+40g 水。 

3. 6%血桐：6g 血桐葉粉+90g 水。 

4. 6%刺竹： 2g 刺竹葉粉+30g 水。 

5. 50%酒精。 

6. 5%鹽水。使用公賣局食鹽。 

7. 6%唐竹： 2g 唐竹綠葉粉+30g 水。 

8. 20%酒精。 

 

二、研究一：室溫下不同浸泡液對抑制蒜頭的影響 (實驗一、二) 

 

將 7 種液體用棉花浸溼蒜瓣，探討抑制蒜頭發芽的植物溶液使用方法及效果。 

(一)變因 

操縱變因：浸泡液 (共 7 種)，甲：水、乙：11%銀合歡、丙：6%血桐、丁：6%刺竹黃

葉、戊：50%酒精、己：5%鹽水、庚：6%綠竹葉。 

應變變因：測量 發芽及生根情況       

不變變因：溫度(嘉義均溫 2018-11 月 23.1 度，2018-12 月 20.7 度 C) 

(二)實驗步驟 

1. 購買經過挑選大小均一，作種苗用的蒜瓣，挑選大小均勻且完整帶膜的蒜瓣一批。 

2.隨機將蒜瓣 6 片放置於培養皿中，蒜瓣根部置於圓心用棉花覆蓋，再使用不同液體濕潤

棉花，甲：水、乙：11%銀合歡、丙：6%血桐、丁：6%刺竹黃葉、戊：50%酒精、己：

5%鹽水、 庚：6%綠竹葉。 

3. 2 天後分成實驗一(10 天原溶液) 及 實驗二(2 天原溶液+8 天水)：實驗一的七組蒜頭繼續

用原來的溶液濕潤，實驗二的七組蒜頭在第三天起改用水維持棉花濕潤，如圖 2-1。 

4.定期觀察生根發芽情況，第 10 天起完全不做處理，靜置於教室中保持自然乾燥如圖 2-



  

2。 

 

圖 2-1：第 1 天外觀(上排)實驗一：10 天原溶液    (下排) 實驗二：2 天原溶液+8 天水 

 

 

圖 2-2：第 82 天外觀(上排)實驗一：10 天原溶液    (下排) 實驗二：2 天原溶液+8 天水 

(實驗二的棉花因為有發霉故移除) 

 

  

甲：水、乙：11%銀合歡、丙：6%血桐、丁：6%刺竹、戊：50%酒精、己：5%鹽水、庚：6%綠竹葉 

甲：水、乙：11%銀合歡、丙：6%血桐、丁：6%刺竹、戊：50%酒精、己：5%鹽水、庚：6%綠竹葉 



  

圖 2-3：甲組(水)第 3 天 生根特寫 圖 2-4：甲組(水)第 5 天 生根特寫 

 (三)結果 

1.實驗一結果 

(1)甲組(水)：在第 2 天開始有 17%生根，在第 9 天起有 83%生根。如圖 2-3、圖 2-4，蒜頭

接觸水後很快就生根了。 

(2)乙組(11%銀合歡)：在第 1~10 天都 0 顆發芽及 0 顆生根。 

(3)丙組(6%血桐)：在第 8 天開始有 17%發根，在第 10 天起有 50%發根。 

(4)丁組(6%刺竹)：在第 4 天有 1 顆發根。 

(5)戊組(50%酒精)：1~10 天都沒有發根和發芽。 

(6)己組(5%鹽水)、庚組(6%綠竹葉)：在第 1~10 天都 0 顆發芽及 0 顆生根。 

表 2-1：實驗一(10 天原溶液)生根紀錄 

溶液 

 

日期 

根(百分比) 

甲：水 

乙：

11%銀

合歡 

丙：6%

血桐 

丁：6%

黃竹葉 

戊：

50%酒

精 

己： 

5%鹽水 

庚：6%

綠竹 

2 天浸泡

原溶液 

11/19(一) 

第 1 天 
0% 0% 0% 0% 0% 0% 0% 

11/20(二) 

第 2 天 17% 0% 0% 0% 0% 0% 0% 

8 天浸泡原

溶液 

11/22 (四) 

第 4 天 
17% 0% 0% 17% 0% 0% 0% 

11/23 (五) 

第 5 天 
33% 0% 0% 17% 0% 0% 0% 

11/26 (一) 

第 8 天 50% 0% 17% 17% 0% 0% 0% 

11/27(二) 

第 9 天 83% 0% 17% 33% 0% 0% 0% 

 11/28(三) 

第 10 天 
83% 0% 50% 33% 0% 0% 0% 



  

 

圖 2-5：  :乙： 11%銀合歡、戊：50%酒精、己：5%食鹽、庚：6%綠竹無生根。 

表 2-2：實驗一(10 天原溶液)發芽紀錄表 

溶液 

 

日期 

芽(百分比) 

甲：水 

乙：

11%銀

合歡 

丙：6%

血桐 

丁：6%

黃竹葉 

戊：

50%酒

精 

己： 

5%鹽水 

庚：6%

綠竹 

2 天原溶

液 

11/19(一) 

第 1 天 
0% 0% 0% 0% 0% 0% 0% 

11/20(二) 

第 2 天 0% 0% 0% 0% 0% 0% 0% 

8 天浸泡原

溶液 

11/22 (四) 

第 4 天 
0% 0% 0% 0% 0% 0% 0% 

11/23 (五) 

第 5 天 
0% 0% 0% 0% 0% 0% 0% 

11/26 (一) 

第 8 天 0% 0% 0% 0% 0% 0% 0% 

11/27(二) 

第 9 天 0% 0% 0% 0% 0% 0% 0% 

 11/28(三) 

第 10 天 
0% 0% 0% 0% 0% 0% 0% 

 

圖：2-6:只有 6%2 竹在第 82 天發芽，其他都沒有。 



  

 

2.實驗二結果 

(1)實驗二甲組水從第 4 天開始很快生根，到第 8 天就 100%生根了。 

(2)乙銀合歡組從第 8 天開始有 77%生根。第 5 天有 33%發芽。 

(3)丙血桐組從第 5 天開始發芽第 8 天開始 67%生根。 

(4)丁組黃竹葉從第 4 天就長根 67%。 

(5)戊組 50%酒精組在第 9 天才發芽，依此可見 50%酒精的抑制生長效果最好!! 

(6)己組 5%食鹽 從第四天就開始生根 67%。 

(7)庚組綠竹葉組  從第 5 天開始生根 50%。 

表 2-3：實驗二(2 天原溶液+8 天水)生根紀錄表 

溶液 

日期 

根(百分比) 

甲：水 
乙：11%

銀合歡 

丙：6%血

桐 

丁：6%

黃竹葉 

戊：50%

酒精 

己： 5%

鹽水 

庚：6%

綠竹 

2 天原

溶液 

11/19(一) 

第 1 天 
0% 0% 0% 0% 0% 0% 0% 

11/20(二) 

第 2 天 0% 0% 0% 0% 0% 0% 0% 

8 天水 11/22 (四) 

第 4 天 
17% 17% 0% 67% 0% 67% 0% 

11/23 (五) 

第 5 天 
33% 33% 0% 67% 0% 67% 50% 

11/26 (一) 

第 8 天 100% 77% 67% 67% 0% 67% 83% 

11/27(二) 

第 9 天 100% 77% 50% 67% 17% 67% 83% 

 11/28(三) 

第 10 天 
100% 33% 67% 67% 83% 83% 83% 

圖 2-7：實驗二(2 天原溶液+8 天水)生根記錄折線圖  

表 2-4：實驗二(2 天原溶液+8 天水)發芽紀錄表 



  

溶液 

 

日期 

芽(百分比) 

甲：

水 

乙：11%銀

合歡 

丙：6%血

桐 

丁：6%黃

竹葉 

戊：50%

酒精 

己： 5%

鹽水 

庚：6%綠

竹 

2 天原溶

液 

11/19(一) 

第 1 天 
0% 0% 0% 0% 0% 0% 0% 

11/20(二) 

第 2 天 0% 0% 0% 0% 0% 0% 0% 

8 天水 11/22 (四) 

第 4 天 
0% 0% 0% 0% 0% 0% 0% 

11/23 (五) 

第 5 天 
0% 0% 33% 0% 0% 0% 0% 

11/26 (一) 

第 8 天 17% 0% 33% 33% 0% 0% 17% 

11/27(二) 

第 9 天 33% 17% 67% 33% 0% 17% 50% 

11/28(三) 

第 10 天 
33% 100% 67% 33% 0% 17% 67% 

 

 

 

圖 2-8：實驗二(2 天原溶液+8 天)發芽折線圖 

4.第 82 天蒜頭維持飽滿的比例 

    實驗一組 10 天持續澆原液、實驗二組 2 天澆原液+後 8 天澆水，二組實驗結果比對， 



  

B 組蒜頭維持飽滿的比例低 50%~17% 

表 2-5：第 82 天維持飽滿的比例 

  

飽滿的比例 

澆液情況 

甲：

水 

乙：11%

銀合歡 

丙：6%

血桐 

丁：6%

刺竹 

戊：50%

酒精 

己：35%鹽

水 

 庚：

6%綠

竹 

實驗一：10 天持

續澆原液 
33% 67% 33% 83% 67% 83% 33% 

實驗二：2 天澆

原液+後 8 天澆

水 

17% 33% 17% 33% 50% 17% 33% 

 

圖 2-9：實驗一、二第 82 天飽滿度統計圖 

 

(四)研究一(實驗一、二)討論： 

1.實驗一用不同溶液處理 10 天發現各組全部不發芽。但是甲(水)、丙(血桐)、丁(刺竹)三組各

有 83%、17%、50%長根。顯示血桐和刺竹對蒜頭的生根抑制效果較弱，銀合歡、酒精、鹽

水和唐竹對蒜頭生根及發芽的抑制力較好。 

2. 抑制發根和發芽的效果以戊組 50%酒精，效果最好。但是在實驗二中如果酒精濕潤處理兩

天後，改用水繼續保持潮濕，蒜頭還是會發芽。 

3. 實驗一二在第 82 天後檢驗蒜頭的飽滿度，如圖 2-9。實驗二的各組蒜頭在第三天改用水繼

續濕潤 8 天，發現蒜頭只要接觸到水就會開始生根或發芽，品質也會急遽下降。實驗一(用

原溶液濕潤 10 天)各組的飽滿度除了庚(綠竹組)外都比實驗二的蒜頭，維持較好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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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二：酒精濃度對抑制蒜頭發芽的影響(實驗三) 

(一)變因 

操縱變因：不同濃度酒精，甲：0%、乙：5%、丙：10%、丁：20% 

應變變因：測量發芽及生根情況       

不變變因：蒜瓣大小(長度 2.7~ 3.8cm) 、溫度(室溫) 

(二)實驗步驟 

1. 挑選大小均勻完整帶膜的蒜瓣(和實驗一二同一批)，12/3(一)第 1 天蒜瓣浸泡不同濃度

酒精，每組各 7 顆，使用的酒精濃度甲組：0%、乙：5%、丙：10%、丁：20%。 

2. 1 天後(12/4 第 2 天)取出蒜瓣放在培養皿中，根部用棉花覆蓋，各加入不同濃度酒精，

或水(甲組)保持濕潤 4 天(第 2 天～第 5 天)。 

3. 第 6 天不加液體，讓蒜瓣保持乾燥。 

4. 定期觀察生根發芽情況。 

 

圖 3-1：蒜瓣浸泡不同濃度酒精浸泡一天。 

  

圖 3-2：甲：有許多蒜頭生根，一顆發

芽。 

圖 3-3：乙：全部都有生根。 

生根 

 

發芽 

生根 



  

 

圖 3-4：丙：一顆生根。 

 (三)結果 

1.甲組 0%酒精：在第 3 天開始有 4 顆生根。第 5 天開始不加水，一旦不加水，逐漸乾燥根

開始萎縮(57%降至 29%)，芽也會萎縮(29%降至 14%)；至第 9 天時生根率降至 14%，發芽

率降至 0%。第五天起保持乾燥後發現:有些胚根乾燥後容易斷裂或乾枯脫落，芽也會萎

縮。長期存放在教室內 60 天之後，觀察到全部長根。  

2. 乙組：在第 3 天開始有２顆生根。 

3. 丙組：在第 9 天開始有 1 顆生根。 

4. 丁組：無生根發芽。 

5.  實驗三的試驗結果以 10%、20％酒精兩組效果最好，全部不發根發芽!!  

表 3-1：:不同酒精濃度影響生根紀錄表 

溶液 

 

日期 

根(百分比) 

甲：0% 乙：5% 丙：10% 丁：20% 

浸泡酒精 

棉花 

12/6(四)第 3 天 67% 29% 0% 0% 

12/7(五)第 4 天 67% 71% 0% 0% 

12/12(一)第 8 天 *33% *14% 0% 0% 

12/13(三)第 9 天 *17% *14% 0% 0% 

乾燥 2/2(六)第 60 天 **100% **100% 0% 0% 

註:*第五天起保持乾燥有些胚根乾燥後斷裂在棉花中 

**長期存放在教室內，潮濕天吸取部分水氣自然長出根來 

 

生根 



  

 

圖 3-5：實驗三不同酒精濃度影響蒜頭生根圖 

 

表 3-2：實驗三不同酒精濃度影響發芽紀錄表 

溶液 

 

日期 

芽(百分比) 

甲：0% 
乙：

5% 

丙：

10% 
丁：20% 

浸泡酒精 

棉花 

12/6(四)第 3 天 29% 0% 0% 0% 

12/7(五)第 4 天 29% 0% 0% 0% 

12/12(一)第 8 天 29% 14% 0% 0% 

12/13(三)第 9 天 29% 14% 0% 0% 

乾燥 2/2(六)第 60 天 29% 14% 0% 0% 

 

 

圖 3-6：實驗三不同酒精濃度影響蒜頭發芽圖 

(四)討論 



  

1. 甲 0%酒精組(水)及乙 5%酒精組，從第 3、4 天起就有高比例的生根及發芽現象。用 5%

酒精處理蒜頭 5 天的效果不好，無法抑制蒜頭生根發芽，第 3 天生根第 8 天就發芽。 

2. 甲 0%酒精組(水)及乙 5%酒精組，從第 5 天起停止添加原液體，整體在當時(冬季)自然

乾燥，胚根部分發生萎縮乾燥及脫落斷裂，所以計算根的數量會減少。芽也會萎縮，觀

察到的芽數會減少(沒有解剖觀察)，有些胚根斷裂是觀察時拆棉花所致。靜置於教室 60

天後發現兩組(甲 0%酒精組及乙 5%酒精組)100%長出根來，芽也長出來了。應該是這段

時間內有幾天是潮溼天，蒜頭吸取少量水氣才會生根發芽。 

3. 使用 10%、20%的酒精處理蒜頭效果比較好。用 10%以上的酒精溶液浸泡過 5 天的蒜

頭，可在室溫放置 60 天不生根不發芽。蒜頭浸泡 5 天的處理方式可以降低酒精溶液的

濃度，可以降低成本，達到長期存放的效果，但是這方法處理大量的蒜頭效率會變差。

如果蒜頭的數量很多，處理蒜頭的成本和時間都須要考慮。 

 

四、研究三：探討蒜頭長期的儲存效果(實驗四、五) 

(一)變因  

操縱變因：浸泡液：甲：水、乙：11%銀合歡、丙：20%酒精、丁：6%綠竹、戊：50%酒

精、己：5%鹽水。 

          溫度：室溫、冷藏 

應變變因：測量 發芽及生根情況  

不變變因：蒜瓣大小(長度 2.7~ 3.8cm)  

(二)實驗步驟 

1.將蒜瓣(和實驗一、二同一批)放入不同液體中浸泡 2 天各 8 顆各 2 批，浸泡液為甲：

水、乙：銀合歡、丙：20%酒精、丁：綠竹、戊：50%酒精、己：鹽水。如圖 4-1。溶

液的調配原料、濃度和方法皆和實驗一、二完全相同。 

2.  2 天後取出蒜瓣擦乾，放入培養皿，甲~己共 6 組，每組各 8 瓣蒜頭(只有甲組 7 瓣)，

第一批放在室溫(實驗四)、第二批放在冰箱冷藏(實驗五)，開始日稱為第 1 天。如表

4-1。 



  

3.定期觀察生根發芽情況，也統計第 40 天蒜頭維持飽滿的比例。 

 

 

圖 4-1：12/17-12/18 浸泡液體 2 天。 

 

 
  

圖 4-2 實驗四：12/19 取出放在室溫環境

(第 1 天) 
圖 4-3：甲組水。 

圖 4-4：丙組 20%酒

精。 

   

圖 4-5 實驗五：12/19 取出放在在低溫環

境(第 1 天) 
圖 4-6：甲組水。 

圖 4-7：丙組 20%酒

精。 

 

(三)結果 

1.實驗四(室溫)結果 

(1)甲組：泡水的蒜瓣在第 1 天就開始有 2 顆生根及 2 顆發芽，在第 7 天有一顆根萎縮，只

剩 1 顆生根及 2 顆發芽，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第 40 天都相同。(註:學生在判定生



  

根發芽上可能有些標準上的認知差異，同一批蒜頭買來放置於教室兩個月，或

許有少量蒜頭原料已經生根發芽了，浸一天就生根發芽的數據尊重學生的判斷) 

(2)丙組：泡 20%酒精的蒜瓣從第 1 天至第 40 天都是 1 顆發芽，0 顆生根。 

       (3)其他組：都是 0 顆發芽，0 顆生根。 

  

圖 4-8 室溫：第 40 天只有甲及丙組有綠芽。 圖 4-9 室溫：第 40 天只有甲組的第 7 蒜瓣有根。 

 

表 4-1： 不同溶液浸泡兩天後乾燥，室溫下各組的生根比例 

溶液 

 

日期 

根(百分比) 

甲：

水 

乙：11%銀

合歡 

丙：20%

酒精 

丁：6%

綠竹 

戊：50%

酒精 
己：鹽水 

濅泡原

液 2 天 

第 1 天

12/20(四) 
25% 0% 0% 0% 0% 0% 

第 2 天

12/21(五) 
25% 0% 0% 0% 0% 0% 

乾燥 

室溫 

第 5 天

12/24(一) 
25% 0% 0% 0% 0% 0% 

第 7 天

12/26(三) 
13% 0% 0% 0% 0% 0% 

第 8 天

12/27(四) 
13% 0% 0% 0% 0% 0% 

第 9 天

12/28(五) 
13% 0% 0% 0% 0% 0% 

第 10 天 

1/2(三) 
13% 0% 0% 0% 0% 0% 

第 40 天 

2/1(五) 
13% 0% 0% 0% 0% 0% 

 

 



  

 

圖 4-10：室溫下生根顆數比例 

  



  

表 4-2： 不同溶液浸泡兩天後乾燥，室溫下各組的發芽比例 

溶液 

 

日期 

芽(百分比) 

甲：

水 

乙：11%銀合

歡 

丙：20%酒

精 

丁：6%綠

竹 

戊：50%酒

精 

己：鹽

水 

濅

泡

原

液 2

天 

第 1 天 

12/20(四) 
25% 0% 13% 0% 0% 0% 

第 2 天 

12/21(五) 
25% 0% 13% 0% 0% 0% 

乾

燥 

室

溫 

第 5 天 

12/24(一) 
25% 0% 13% 0% 0% 0% 

第 7 天 

12/26(三) 
25% 0% 13% 0% 0% 0% 

第 8 天 

12/27(四) 
25% 0% 13% 0% 0% 0% 

第 9 天 

12/28(五) 
25% 0% 13% 0% 0% 0% 

第 10 天 

1/2(三) 
25% 0% 13% 0% 0% 0% 

第 40 天 

2/1(五) 
25% 0% 13% 0% 0% 0% 

 

 

圖 4-11：低溫下發芽顆數比例  

  



  

2.實驗五(冰箱組)結果: 

(1) 甲組：泡水的蒜瓣有原有 3 顆已長出根，在第 2 天開始有 1 顆根部萎縮，在第 7 天開

始有 2 顆根萎縮，最後只剩 1 顆生根，直維持到第 40 天都相同。 有一顆在第 5 天發

芽。    

   (2)丙組：泡 20%酒精的蒜瓣沒有生根，有 1 顆發芽，芽在第 7 天芽也萎縮了。 

   (3)其他組：都是 0 顆發芽，0 顆生根。 

  

圖 4-12：第 40 天只有甲組的

第 1 蒜瓣有根。 
圖 4-13：第 40 天只有甲 1 蒜瓣有根。 

 

表 4-3：低溫組(7 度冰箱冷藏)生根顆數 

溶液 

 

日期 

根(百分比) 

甲：

水 

乙：11%銀

合歡 

丙：20%

酒精 

丁：6%

綠竹 

戊：50%

酒精 
己：鹽水 

濅泡原

液 2 天 

第 1 天

12/20(四) 
38% 0% 0% 0% 0% 0% 

第 2 天

12/21(五) 
25% 0% 0% 0% 0% 0% 

乾燥 

低溫 

第 5 天

12/24(一) 
25% 0% 0% 0% 0% 0% 

第 7 天

12/26(三) 
13% 0% 0% 0% 0% 0% 

第 8 天

12/27(四) 
13% 0% 0% 0% 0% 0% 

第 9 天

12/28(五) 
13% 0% 0% 0% 0% 0% 

第 10 天 

1/2(三) 
13% 0% 0% 0% 0% 0% 

第 40 天 

2/1(五) 
13% 0% 0% 0% 0% 0% 

 

 

 



  

 

              圖 4-14：低溫組 7 度冰箱冷藏下生根顆數數量 

 

 

表 4-4：低溫組(7 度冰箱冷藏)發芽顆數 

溶液 

 

日期 

芽(百分比) 

甲：

水 

乙：11%

銀合歡 

丙：20%

酒精 

丁：

6%綠

竹 

戊：

50%酒

精 

己：鹽

水 

濅

泡

原

液 2

天 

第 1 天 

12/20(四) 
0% 0% 0% 0% 0% 0% 

第 2 天 

12/21(五) 
0% 0% 0% 0% 0% 0% 

乾

燥 

低

溫 

第 5 天 

12/24(一) 
25% 0% 0% 0% 0% 0% 

第 7 天 

12/26(三) 
25% 0% 0% 0% 0% 0% 

第 8 天 

12/27(四) 
25% 0% 0% 0% 0% 0% 

第 9 天 

12/28(五) 
25% 0% 0% 0% 0% 0% 

第 10 天 

1/2(三) 
25% 0% 0% 0% 0% 0% 

第 40 天 

2/1(五) 
25% 0% 0% 0% 0% 0% 

 

 



  

 

                   圖 4-15：低溫組 7 度冰箱冷藏下發芽顆數數量 

  

3.實驗(四、五)第 40 天蒜頭維持飽滿的比例 

         除了在室溫下戊組(50%酒精)及甲組(水)，兩組蒜頭品質不佳，維持飽滿的比例

分別只有 38%、63%，其餘各組無論在室溫或低溫環境下，飽滿度在 56 天後都有達到

75%~100%。 

表 4-5：第 56 天蒜頭維持飽滿的比例 

飽滿的比例 

溫度 
甲：水 

乙：11%銀

合歡 

丙：20%

酒精 

丁：6%綠

竹 

戊：50%

酒精 

己：5%鹽

水 

室溫 63% 88% 75% 88% 38% 88% 

低溫 75% 88% 75% 75% 100% 88% 

 

 
圖 4-16：飽滿度統計圖  



  

 (四)討論 

1.本試驗蒜頭先浸泡不同液體 2 天後取出，分別放在室溫及低溫二種情況下，此時稱為第

1 天，因為已經有浸泡液體 2 天，在”第 1 天”就出現「生根」的是實驗四:甲組水，出

現「發芽」的是甲組水及丙組 20%酒精。  

2.結果發現，無論室溫或低溫乾燥能讓蒜瓣長出的根萎縮，蒜瓣的芽在低溫下會逐漸萎縮

但蒜瓣的芽在室溫下不會萎縮。 

3. 本組 20%的酒精，無法完全抑制發芽，只能抑制生根。這又和實驗一酒精比較能抑制

發芽大大不同。也許是同一批蒜頭經過兩個月的室溫儲存，有些蒜頭已經要發芽了!而

隨機取到已發芽的蒜頭。 

4. 銀合歡溶液、50%酒精和 5%鹽水處理過的蒜瓣，只要乾燥儲藏，不管常溫低溫，在 40

天內都能抑制生根發芽。實驗四綠竹溶液常溫組有 25%的生根，抑制效果略差，但也有

可能是選到的蒜頭已經生根了。 

5.外觀方面： 

(1).浸泡銀合歡溶液的蒜瓣，呈現深褐色，不利銷售。 

(2).浸泡綠竹溶液的蒜瓣，呈現輕微綠色。 

(3).浸泡酒精溶液的蒜瓣，外觀雪白，最漂亮。 

(4).浸泡 5%鹽水溶液的蒜瓣，表面的膜有微皺紋狀，可能是輕微脫水。 

6. 飽滿度方面： 

(1).飽滿度以 50%酒精組最好，冷藏儲存 56 天之後全部保持飽滿(100%)。但是 50% 

酒精常溫組儲存最差，保持飽滿的只有 38%，有 62%嚴重脫水縮小不堪使用。 

(2).銀合歡組和鹽水組儲存 56 天後的飽滿度，都還有 88% (含常溫跟低溫) 。 

(3).綠竹組 56 天後的飽滿度，室溫 88%，低溫 75%。 

(4).20%酒精組 56 天後的飽滿度，室溫 75%，低溫 75%。 

(5).用 Ro 水處理的對照組 56 天後的飽滿度，室溫 63%，低溫 75%。 

7. 關於 50%的酒精處理，室溫組的飽滿度 38% ，冰箱組 100%。可能是 50%酒精會破壞

蒜頭外膜的保護作用，儲存經過 56 天後，蒜頭在空氣流通的教室中容易乾掉，在冰箱

的盒子中不容易乾掉。(2/11 濕度紀錄: 室內 52%、冰箱內 46%) 

 



  

 

五、研究四(實驗六):渡冬後的蒜頭品質統計 

 (一)實驗步驟 

1. 108/10/16 購買自西螺果菜市場的蒜瓣原料，我們把它放在教室保持通風。在 108 年 3

月初(大約儲存了 3 個半月)我們把它拿出來，檢查品質，如圖 5-1。 

2. 隨機挑選 60 顆蒜頭分成 3 堆(一堆 20 顆)找出一堆蒜頭中有幾顆好的?幾顆不好的?有沒

有發霉? 

3. 計算每堆的蒜頭品質數量，利用 excel 算出完好蒜頭的百分比。我們對蒜頭品質好壞的  

判斷標準如下: 

 好：蒜頭外表完整飽滿且沒發根發芽，可食用，有商業價值。 

 壞：蒜頭的表皮脫落、發霉或皺皺的，觸感軟，不可食用、沒有商業價值的。 

4. 製作長條圖。 

  

 
圖 5-1 買入後 3 個半月的蒜瓣 

隨機取樣其中一堆蒜頭，有些已經發芽，有些發霉不能使用。 

                                                                                                           

 

 

 

 

 



  

 

(二)結果表 5-1：蒜頭品質數量 

 

 

 

 

表

5-

2：

蒜頭品質百分比 

 蒜頭品質 

百分比 
好 壞 根 芽 根+芽 壞+芽  

第 1次 35% 40% 0% 10% 0% 15% 

第 2 次 40% 40% 0% 20% 0% 0% 

第 3 次 30% 50% 0% 10% 0% 10% 

平均值 35% 43% 0% 13% 0% 8% 

 

 

圖 5-2：蒜頭品質百分比 長條圖 

  

(三)討論 

1. 我們發現我們拿的這批蒜頭原料，經室溫乾燥儲存 3 個半月後，只有 35%可以使用，

其餘的 65%不良。壞的蒜頭有 43%，約 21%的蒜頭是發芽的不良品。 

2. 我們發現蒜頭放在教室通風鐵架上室溫的情況下並沒有觀察到生根，但有發芽、脫水

及發霉的。 

 

 蒜頭品質 

顆數 
好 壞 根 芽 根+芽 壞+芽  合計 

第 1次 7 8 0 2 0 3 20 

第 2 次 8 8 0 4 0 0 20 

第 3 次 6 10 0 2 0 2 20 



  

 

 

七、研究五：蒜頭接觸水後不同處理方式的生長情況 

 

特別將每個上面實驗甲組水的數據整理在下面。 

(一)10 天都是接觸水 

1.室溫下，蒜頭一旦接觸水就會生長，第 1、2、5、8、9、10 天的生長百分比如下： 

(1)生根比例從 0%→0%→9%→17%→33%→75%→92%→92%。 

(2)發芽比例從 0%→0%→0%→0%→9%→17%→17%。 

2.發現蒜頭先長根，再長芽。 

表 5-1：蒜頭接觸水的生長百分比 

生長百分比 

第幾天 

生根 發芽 

第 1 次 第 2 次 平均 第 1 次 第 2 次 平均 

水 1 0% 0% 0% 0% 0% 0% 

2 17% 0% 9% 0% 0% 0% 

4 17% 17% 17% 0% 0% 0% 

5 33% 33% 33% 0% 0% 0% 

8 50% 100% 75% 0% 17% 9% 

9 83% 100% 92% 0% 33% 17% 

10 83% 100% 92% 0% 33% 17% 

 

(二)2 天接觸水，後 8 天乾燥： 

1.生根：冰箱及室溫下在，除了第 1 天略有差異，其他第 2 天之後都是相同分比，在移

到乾燥後，百分比開始下降。 

2.發芽：箱及室溫下在，除了第 1、2 天有差異，其他第 4 天之後乾燥後，百分比不再上

升。 

 

生長百分比 

第幾天 

生根 發芽 

室溫 冰箱 室溫 冰箱 

水 1 25% 38% 25% 0% 



  

2 25% 25% 25% 0% 

乾燥 4 25% 25% 25% 25% 

5 13% 13% 25% 25% 

8 13% 13% 25% 25% 

9 13% 13% 25% 25% 

10 13% 13% 25% 25% 

 

伍、結論 

部分植物如銀合歡、血桐、鳳凰木、相思樹、竹子等具有「排他性」能抑制樹下其他種

植物的生長。我們想要利用來抑制蒜頭的生長，可以延長蒜頭的保存期限。 

我們從文獻中找出一些植物，也從生活中找出鹽及酒精，設計實驗來比較銀合歡葉、血

桐葉、竹葉萃取液、酒精及鹽水對蒜頭發芽的抑制效果，希望能找出延長蒜頭儲藏期限的方

法。 

(一)接觸水 

1.室溫下，蒜頭一旦接觸水就會持續生長，生根百分比 0%→92%，發芽 0%→17%  

2.發現蒜頭先長根，再長芽。 

3.接觸水後，如果移到乾燥，就會停止生長。 

4.由此得知，保存蒜頭儘量要乾燥。 

(二)50%酒精、11%銀合歡葉溶液、5%鹽水、6%綠竹葉溶液處理蒜瓣都可以抑制蒜頭生根發

芽 40 天，其中以 50%的酒精浸泡處理 2 天加低溫儲存效果最好，60 天內不生根發芽，

並可保持飽滿完整。 

(三)用 11%銀合歡溶液和 5%鹽水處理的蒜頭也可以得到好的保存效果 (88%完整)，但銀合歡

組的蒜頭顏色呈咖啡色並不適合銷售。 

(四)實驗二結果顯示：不管用甚麼溶液處理過，只要蒜頭保持濕潤，在 3-4 天之後蒜頭都會

生根發芽。50%酒精組的抑制效果最好，用酒精濕潤蒜頭兩天後，改用水濕潤，約能抑

制蒜頭不發根 8 天。 

(五)蒜頭原料，經室溫通風乾燥儲存 3 個半月後，只有 35%可以使用。 

綜合以上，實驗結果蒜頭以 50%酒精浸泡處理後冷藏可以得到最好的儲存效果。使用鹽

水、竹、銀合歡的乾燥葉片萃取液處理也能得到更好的儲存效果，但效果比酒精組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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